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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贡香到宫廷家具

从古至今，民间对紫檀木的
评价都很高，有“一寸紫檀一寸
金”的说法。究其原因，中国林
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专家杨
家驹告诉记者，属于紫檀属的木
材种类繁多，但在植物学界中公
认的紫檀却只有一种，即“檀香
紫檀”。其产地仅在印度南部，
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
成材大料极难得到。

紫檀最早被我国认识和使用
始于东汉末期，当时它仅被作为
一种香料由外邦进贡给皇室。直
至唐代，紫檀才开始在宫廷器玩
中崭露头角。据说，女皇武则天
宠爱鹦鹉雪衣，雪衣死后，武则天
命工匠为其制作了一副小巧玲珑
的紫檀木棺材并埋藏在御花苑
里。明人李栩《戒庵老人漫笔》有
载“唐武后畜一白鹦鹉，名雪衣，
性灵慧，能诵心经一卷。后爱之，
贮以金笼，不离左右……”说的便
是这一段轶事。

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
究员周京南告诉记者，在日本正
仓院，收藏着一件紫檀嵌螺甸五
弦琵琶，据专家考证为唐代遗
物，证明了当时的能工巧匠们已
经能熟练运用紫檀木打造各种
器物，证明紫檀在宫廷中的应用
最晚也始于唐代。

到了元代，紫檀木成为皇宫
中的建筑以及家具制作的重要
材料。当时的元皇宫内，有一座
构思奇妙、精工细构的“紫檀殿”，

其所用的建筑材料便是元世祖近
臣亦黑迷失不远万里从印度南部
马八儿国带回来的名贵紫檀
木。也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古典
文献《南村辍耕录》中首先明确
出现紫檀木制成坐具的记载。

从香料到家具材料，紫檀的
木料价值在万历年间终于得以
实现。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
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胡德生
在其编著的书中写到，“紫檀乃
至所有的硬木家具真正登上历
史舞台，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开
放海禁、来自东南亚的高档木材
进入我国之后”。

紫檀清代最为“受宠”

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真正
大规模使用紫檀木作家具的是
在清代。

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代
帝王的努力，清中期的社会经济
空前繁荣，对外贸易日渐频繁，南
洋地区的优质木材源源不断地流
入境内，给清代家具的制作提供
了充足的原材料。同时，清初手
工艺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和统治
者的推崇，对紫檀家具的发展也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乾隆帝喜爱紫
檀木，除了大量购进和制作紫檀
家具外，更亲自把关设计。当时
宫内聚集了应召入宫的广州、苏
州、扬州等地能工巧匠，专为乾
隆皇帝设计制造屏风、宝座、龙
柜、大案、多宝格、桌、椅、挂屏、

插屏以及小作陈设等各类器物。
周京南告诉记者，他根据乾

隆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内务府造
办处档案记载，统计出乾隆时期
内务府造办处购进的紫檀木总
数量是 700505 斤，而从乾隆元
年开始至乾隆六十年里，内务府
造办处共用去紫檀木 501949 斤

（以斤为单位，后面的两、钱、分、
厘计量单位未统计在内），紫檀
木使用数量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由于国力强盛，乾
隆皇帝几乎配齐了皇宫、行宫、别
署、园林所需的全部家具。以致
嘉庆之后，造办处基本上不再制
作新的家具。

后八国联军侵华劫掠时，宫内
家具损失惨重，遂在清末制作了大
批新家具。目前市面上所见的清
代紫檀家具，大多是这个时期制作
的，乾隆年间制作的紫檀家具，极
为罕见。在2012年中国嘉德春季
拍卖会上，成交的48件家具中，仅
有一件清早期的紫檀家具。

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

一件紫檀家具从设计到成
型，凝结了许多工匠的心血和汗
水。记者在宣明典居的工厂看
到，家具要经过开料、烘干、选
料，榫卯、造型、打平、倒棱角、粗
雕、细雕，加固、组装，刮磨、上蜡
等多道工序方能出厂。

周京南说，家具的价值不仅
在于材料珍贵，还在于凝结了劳
动者的心血，更是文化的映射。

不同时期的家具在设计、造型、
工艺、雕刻等方面各具特色，反
映出当时的国情、文化特征，是
当时人文风情和审美情趣的体
现。他分析说，“明式紫檀家具
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少雕琢，设
计简约，讲究整体与局部、局部
与局部的权衡。而清代的家具
造型富丽华贵，重雕饰，繁复精
美。这与明清两代不同的经济、
文化和审美有关，是当时综合国
力和国情的体现。”

紫檀的高贵还在于不可取
代的独特性。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出
版之前，紫檀家具在古典家具收
藏界及各国大博物馆的收藏名
单中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杨
家驹告诉记者，紫檀木性稳定，
不翘难裂，因其质地如缎似玉、
色泽耀眼逼人、沉穆典雅而一直
深受皇宫及达官贵人的赏识。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文
土认为，古典家具收藏是对过去
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遗产的继承，
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保护好有限
的珍稀木材，并在当代制作出有
艺术价值的器物。更重要的是对
古旧家具中的精品进行研究和保
护，使其承载的文化、艺术及科技
遗产得到继承和发扬。

紫檀身价一路攀升

由于紫檀极为名贵，且具有
历史文化价值，其打造的家具价

格也居高不下。然而紫檀木在
清朝中期已日渐匮乏，大件家具
用料几近“弹尽粮绝”边缘。随着
时间的推移，许多精美绝巧的传
统工艺品都湮没在历史的尘烟
中，清宫紫檀家具也不例外，其
存世量日渐稀少，以致有专家认
为，存世于今的清代紫檀家具，其
数量至多只有一万件左右。

在最近几年的国内外各类
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些做工精
巧、厚重凝华的紫檀家具价格一
路走高，动辄以上百万上千万价
格成交。2011年，中国嘉德春季
拍卖会上，清乾隆紫檀雕西番莲

“庆寿”纹宝座成交价高达 5750
万元，清乾隆紫檀龙纹御案成交
价达5520万元。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乾隆时期宝
座往往由乾隆本人亲自审定纹
样，先制作蜡样、木样，经多次修
改后，方由技艺超卓、经验丰富
的工匠们制作而成。经时代沧
桑，完整传世罕见。随着紫檀家
具沉穆稳重的特性及其深厚的
文化蕴涵逐渐为世人所重视，故
而紫檀家具价格一路攀升。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市场上
对紫檀等传统家具的爱好和需
求，实际上反映出现代国人在接
触多元化文化后，正本清源，真
正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伟
大。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的觉醒
和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造
就了目前红木家具行业的火爆
消费需求。

香气袭人 百年紫檀的传承与历史
宫廷兴盛、当代热捧，从古至今的原料稀缺造就紫檀的高端价值

【编者按】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木”作
为形成人类生活环境的材料，广
泛应用于建筑、家具、生活用具
等多方面，而作为文明的媒介材
料，“纸”也是木的产物。可以
说，“木”是孕育文化、传承文化
的重要媒介物。

从“木”的用途来看，柱材、
家具、农具、木船、弓、木屐、容
器、木简、祭祀具、木棺、引火具
等等。可以看到，“木”的用途涉
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
木文化则在这些生活的方方面
面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木质家具，尤其以“木”为载
体，从木种、流派到工艺，反映了
最基础的材料到风格再到工艺
的一种逻辑演变，也传承了从古
至今的文化习俗。

【名词解释】

紫檀
常绿亚乔木，高五、六丈，叶

为复叶、花蝶形，果实有翼，木质
甚坚，色赤，入水即沉。边材窄、
白色；心材鲜红或橘红色，久露
空气后变紫红褐色；材色较均
匀，常见紫褐色条纹。生长轮不
明显。纹理交错，结构致密，耐
腐、耐久性强。有光泽，具特殊
香气。材质硬重，细腻。

紫檀生长期极其缓慢，每
100年才长粗3厘米，八九百年乃
至上千年才能长成材。由于成
才时间漫长，大部分紫檀中空，
故此有“十檀九空”之说。产于
亚洲热带地区，如印度、越南、泰
国、缅甸及南洋群岛。历史记载
在我国云南、两广等地亦曾有少
量出产。属于紫檀属的木材种
类繁多，但在《红木国家标准》中
紫檀类只有檀香紫檀一种，俗称

“小叶檀”，产地为印度南部，主
要在迈索尔邦，其余各类檀木则
被归纳在草花梨木类中。

■

业
内
观
点

紫檀家具满足高端和个性需求
●姜恒夫，中国家具协会

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紫檀是传统红木家具材料

的一种，从历史记载可知，紫
檀是皇家家具的首选材料。
经过历史的洗礼和考验，也证
明了其材质的优良性。

传承至今的紫檀家具大
多精雕细作而成，代表了古代
传统家具的工艺水平，折射出
该时期的历史背景、雕刻水

准、民风民俗、经济文化等情
况。不仅具备了实用价值、欣
赏价值、文化价值和收藏价
值，更区别于普通家具的消费
观念，彰显了消费者追求高端
生活品质及个性化消费的特
征，是综合品质和气质的体
现。而如今古典红木家具市
场正朝着一种高品质、弘扬传
统文化、消费差异化的方向
发展。

紫檀货源短缺从清代开始
●杨家驹，中国林业科学

院木材工业研究专家
现时檀香紫檀木材不但价

格高，而且货少。究其原因，是
“CLTES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
中已将其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非经产材国批准，很难出
口。其实，不仅是现在货源短
缺，早在清代已有苗头出现。

田家青在《清代家具》中
介绍，“从查阅清宫的资料来
看，到乾隆去世时，紫禁城皇

家造办处大致上做了不下两
千件紫檀家具；宫中的紫檀已
所剩无几，自此之后，基本无
再动用，直到光绪帝亲政和大
婚时，才使用了一批来修缮和
制作家具。最后余料，有两种
传说：一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
时全部用尽，另一说是袁世凯
称帝时用尽。”总体说来，紫檀
木的来源困难，因此，提醒红
木爱好者，对市面上的紫檀木
材和成品要特别注意其真伪。

紫檀有驻颜美容之效
●周京南，北京故宫博物

院宫廷部研究员
遍查历代医书可知，紫檀

入药，或与其他药材配伍使
用，有消肿止血之功效，可治
疗外科疾病。紫檀亦可用于
治疗皮肤科疾病，消除面部晦
暗，有驻颜美容之效。可治疗
崩漏等妇科疾病，对青白赤游

肿 等 小 儿 科 疾 病 亦 有 治 疗
效果。

紫檀还可用于治疗内科疾
病，对祛除腹内寄生虫及神志疾
病有效。紫檀用于外科疾患，一
般采用外敷之法，而用于妇科血
分之症时，则与其他中药配伍
内服。紫檀木的药用价值也通
过了现代医学实验的验证。

中医缺乏对紫檀的深入研究
●丁万隆，中国中医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在民间和宫廷古籍中，有紫

檀药用价值的传说和记载，比如
在过去的记载中，紫檀可能有安
神醒脑的作用。而在现代，由于
紫檀不属于我国中医草药的范
畴，因而中医医学对紫檀研究较

少，对其成分的分析和药理分析
也比较缺乏。

虽然紫檀的药用价值存在
于古籍和口口相传中，我认为通
过深究，或将能证明其在医药方
面的作用。未来可能会在发掘
其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对其医
药价值进行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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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长安街向东，在高碑
店北侧，有一座中国紫檀博物
馆。在这个全国政协委员、

“紫檀雕刻”技艺传承人陈丽
华兴建的私人博物馆内，9569
平方米的展厅内展示着陈丽

华从各地收集到的300余件明
清紫檀家具，以及千余件由她
旗下的工厂用 20 多年时间所
生产出来的紫檀精品。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一件紫檀雕《清
明上河图》大插屏群雕。

中国紫檀博物馆

D06-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佳竹
D06-07版摄影（除署名外）
实习生 刘梦

在高碑店古典家具一条街上，有20年经营经验的张先生店内陈设着大衣柜、桌案、官帽椅等不少古典家具，这些家具有紫檀的，
有花梨木的，大部分都是仿古家具。张先生说，真正的紫檀清宫古董家具流散在民间的很少，即使有，老百姓也很难轻易拿出来出
售。在宣明典居的工厂内，不算大的仓库里整齐地码放着上百根紫檀木，这些木头都是董事长傅军民耗费了巨大的资金、时间精心搜
集而来。广州紫檀木业、北京李广怀运通木材商行总经理李广怀感叹，目前市场新料老料都很紧俏，价格堪比黄金。

紫檀价格20年涨了100倍
●李广怀，广州紫檀木

业、北京李广怀运通木材商行
总经理

从 1989 年的 2 万多元一
吨，到现在一两百万元一吨，
紫檀的价格在 20 年间涨了近
100倍。不同规格的紫檀原料
之间的价格差也在不断拉大，
目前做雕刻料的紫檀均价在
50万元左右，而做家具的紫檀
新料价格则在 100 万到 200 万
元之间。由于目前紫檀原产

国限制出口，市场几乎已无新
料进入，拆旧家具所得的老料
占整个市场的30%。

由于紫檀成材周期长，15
公分以上的木材，生长期都在
100年以上，物以稀为贵，加上严
格限制出口，自然抬高了价格。
紫檀原料市场整体呈锯齿形上
涨，今年将出现轮回性盘阵，预
计在7、8月，紫檀原料的价格会
出现暴涨，或将达到海南黄花梨
的高度，投资者需要把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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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纹理交错、结构致密，也容易雕刻，紫檀家具作为历史文化的传承，继承了古典文化的一些精髓，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

在现代紫檀家具制作工艺中，加入了许多现代工具。

清乾隆紫檀雕西番莲“庆寿”纹宝座成交价达5750万元。
资料图片

紫檀紫檀

【下期预告】

请关注下周四系列报道“木
之传承”之海南黄花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