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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8/D09木之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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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酸枝木类中的交趾黄
檀，属于豆科家族(Bean or
pea family) 黄 檀 属 (Dalber-
giaspp.亦称檀属)树种。该物
种由法国人让·巴普蒂斯·路
易·皮埃尔和让·马里·安托万·
德—兰尼桑在1886年命名。

皮埃尔是法国植物学家，
以关于亚洲热带地区的植物
学研究而著名。他出生于

1833 年，1864 年在印度支那
建立了西贡动物园和植物
园 ，主 要 著 作 有 Florefores-
tière de la Cochinchine
(《交 趾 支 那 的 有 花 植 物》)
等。德-兰尼桑生于1843年，
是法国政治军事专家，在医
学和自然学方面也有造诣，
曾撰文描述了印度支那的政
治形势和自然物种。

红酸枝“垫船木”转身宫廷传世家具
大料逐渐稀缺，从乾隆时期开始登堂入室，由民间走向清宫

郑和下西洋的“杰作”

当郑和率领着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两
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出使西洋
时，大概不曾料到，此行归来后竟然无意
中成就了中国红木家具材料的传世珍品。

据北京福星古月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胡古越考证，始于明朝初年的郑
和下西洋，带着满船的绫罗珍宝弘扬国
威、开拓了海外贸易，然而所交易而来的
货品重量太轻。为了避免偌大的船只在
海面上风雨飘摇，郑和一行人等在途经
东南亚等国时，砍伐了当地的交趾黄檀
作为垫船木来给货船压重。回到中国上
岸后，这些垫船木大量被丢弃在岸边，成
为无人问津的废材。后来，部分民间百
姓无意中尝试着用这些垫船木来制作家
具，才发现了其中的价值和奥妙。而被
用作垫船木的交趾黄檀，也就是如今声
名远扬的红酸枝。

目前红木家具市场使用的红酸枝材
料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俗称“大红酸
枝”和“老红木”的“交趾黄檀”，另一种则
为俗称“新红木”和“白酸枝”的“奥氏黄
檀”，通常人们所称的红酸枝材料即为交
趾黄檀。“在2000年出台《红木国家标准》
之前，红木二字特指的就是红酸枝”。然
而，刚刚进入中国人视野中的红酸枝，并
没有登堂入室到王公贵族的家中，更谈
不上进入宫廷，而只是在民间所使用。

清代以后，红酸枝与黄花梨、紫檀一
起成为宫廷家具三大主要用材。红酸枝
制作家具的工艺也应和紫檀一样，即最
后的工序应使用调匀底色，然后烫蜡的
方法，千万不能使用普通硬木的做法
——用漆。因为老红木包含蜡质，只需
打磨擦蜡，即可平整润滑，光泽耐久，给
人一种醇厚的含蓄美。

民间兴起 盛于清宫

在流入中国后的三百多年时间内，
红酸枝材料及其制成的家具散落在民
间，并未被历史所垂青。红酸枝真正作

为珍贵木材而被历史记载，要追溯到清
朝中叶以后。据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周京南介绍说，从传世的家具及档案来
看，乾隆以前几乎看不到酸枝木家具的
记载，酸枝木是在紫檀花梨木基本告罄
后，作为替代品由南洋进口而来的。

据考证，酸枝木家具在清宫中出现
是在乾隆二十年以后。在内务府档案
中，把酸枝木原料称为“海梅木”，做成的
家具通称为红木。从内务府造办处档案
记载来看，早在乾隆二十几年，内务府造
办处活计档里就有不少关于宫廷红木家
具的记载。

乾隆二十年四月造办处“油木作”记
载：“四月二十四日员外郎五德、库掌大
达色、催长金江舒兴来说太监鄂鲁里传
旨：宁寿宫寿堂现设自鸣钟一对，添配香
几钦此。于五月初三日为宁寿宫寿堂现
设自鸣钟一对，添配红木香几，画得纸样
一张，呈览奉旨，准样照做，钦此。”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油木作”记载：
“五月初四日员外郎五德、库掌大达色、
催长金江舒兴来说太监常宁传旨，方壶
胜境现供龛下添配红木供柜五件，垫墩
八件，垫起，钦此。”

从上述档案可以看出，当时红木主
要用作香几之用，这一时期紫檀家具还
在宫廷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乾隆四十年以后，酸枝木大量进入
清代宫廷，仅乾隆四十三年内务府造办
处就收贮了“旧存：海梅木三万八千零八
十九斤十四两四钱，新收：海梅木两千九
百六十三斤”。乾隆五十三年内务府造
办处收贮物料清册记载，这一年旧存酸
枝木八万二千四百五十一斤二两四钱，
比起乾隆四十三年旧存海梅木四万一千
五十二斤的数量增长了一倍。这批为数
可观的酸枝木成为乾隆后期宫廷家具制
作的重要原料。由于来源充足，以其制
成的宫廷家具种类及数量极为丰富，包
括红木香几、红木挂屏、红木桌屏、红木
桌灯、红木壁灯、红木方灯、红木玻璃灯、
红木插屏等。

周京南表示，到了清代后期，酸枝木
家具数量猛增，在清代宫廷家具中已经
占有着重要的比例。在民间，酸枝木家
具更是深入人心，成为富户巨室内不可
或缺的家居陈设。在道光年间扬州人邗
上蒙人所著的关于扬州地方风土人情、
城市生活的小说《风月梦》里就用大量的
篇幅描写红木家具。值得一提的是，在

《风月梦》这部书里，提到的红木家具皆
称为“海梅”家具，这与乾隆后期内务府
造办处将海梅制成的成品家具称为红木
家具的说法有所差别。

稀缺性逐年显现

一经兴盛就从未衰败的红酸枝，跨
越了朝代的更迭进入现代社会后，其价
值和意义更被人们所看重。红酸枝家具
不仅满足了中国人与生俱来对于红色的

喜好，而且只需打蜡无需上漆的制作方
法也弥合了现代都市人们崇尚自然、返
璞归真的追求，因此在大江南北销售都
非常火爆。鉴于市场需求的庞大，红酸
枝原材料也逐年稀缺起来。

北京红马红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新建依然记得，在 2000 年左右时，工
厂所购进的红酸枝原材料均以树木的
躯干为主，也就是最精华的部分。然而
到了近两年，躯干已经十分少见，取而
代之的是树枝、树杈和树根，“过去，砍
掉躯干以后剩余的部分都不要了，而当
材料越来越少了，木材商们开始把原来
被废弃的枝杈重新拉回来贩卖”。为了
对材料进行初加工、方便出口，马新建
曾经在五六年前买下了老挝境内 5 公顷
的土地来建立厂房，然而庞大的砍伐量
让材料原产国老挝政府也采取了严格
的保护措施，严厉打击非法砍伐的现
象，对于红酸枝家具半成品的出口也提
高了门槛，无奈之下马新建不得不搁置
了建厂的计划。

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专家
杨家驹也对红酸枝未来的稀缺表示了担
忧。他认为，红酸枝被广泛用于制作各
种类型、款式的高档红木古典家具，也适
宜制作装饰工艺品、乐器、雕刻等。由于
这几年砍伐严重，老挝红酸枝数量已经
非常稀少。可以预料得到的是，如果不
加以严格保护，不超过五年时间，一旦木
材被砍伐殆尽，老挝红酸枝将像海南黄
花梨一样一木难求。

未来最具升值潜力

在经历了 2007、2008 年过山车似的
暴涨暴跌后，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红木
家具的原料再次出现强劲反弹，整个红
木家具市场行情明显回暖。有专家猜
测，红木家具的下一波热点将是经济收
入较为宽裕的消费群体都可以涉猎的红
酸枝。

红木行业专家分析称，海南黄花梨
价格的高涨以及经营诚信的危机，导致
众多收藏者慢慢对之望而却步。然而，
随着对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熟悉回归以
及家居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消费者
对质优、工良且价格相对亲民的酸枝家
具的需求势必增加，红酸枝红木家具更
是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据马新建介绍，2000年前后，红酸枝
原材料价格约为 1.5万元一吨，而现在同
等品质的材料价格已达 15 万至 20 万元
之间，甚至有些厂家表示与其制作家具
销售还不如直接抛售木材更赚钱。

“我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产
阶级对红酸枝木家具了解增多、需求加
大，红酸枝家具快速增值已经不可阻
挡”，杨家驹认为，由于红酸枝材料及成
品家具价格目前和海南黄花梨、小叶紫
檀比仍然有较大距离，因此未来红酸枝
将收获最大的升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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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称酸枝木为“海梅木”
●周京南，故宫博物院

副研究馆员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陈

设库贮里，酸枝木（也就是红
木）家具的原料并不是称为

“红木”，制成的家具成品才
称为红木。那么清宫红木家
具的原材料称为什么呢？从
清宫档案可以发现，在乾隆
年以后，一种新的木料进入
了清宫，这种木料称为“海
梅木”，而以“海梅木”制成
的家具则称为“红木家具”，
如乾隆四十一年内务府造办
处的“陈设库贮”对当年旧存
的红木家具及海梅木有详细
的记载。

而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
“酸枝木”与海梅木或红木实
为同物异称，从目前所能看
到的档案及文献记载来看，

“酸枝”这种称呼的家具比红
木以及海梅木出现得更晚，

在光绪时期开始登堂入室，
成为富户人家的陈设家具，
在中国家具史上占有着重要
的一席之地。

据清末光绪三十三年出
版的广东署禺人黄世仲所写
的著名谴责小说《廿载繁华
梦》里出现了“酸枝木”家具
的描写，该书多个章节里描
写广东海关库书周庸佑家具
陈设极尽奢华，里面有大量
的酸枝家具，如第二十六回

“周淑姬出阁嫁豪门，德榷使
吞金殉宦海”：“那时周家妆
奁也办得八九床帐，分冬夏
两季，是花罗花绉的；帐钩是
一对金嵌花的打成；杭花绉
的棉褥子，上面盖着两张美
国 办 来 的 上 等 鹤 茸 被 子 。
至于大排的酸枝大号台椅
的两副，二号的两副，两张酸
枝几子，上放两个古磁窑的
大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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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红木”指酸枝木
据上世纪90年代广东木

材学家林仰三先生考证，“红
木”一名在我国最早出现在
清代中期，而当时从东南亚
国家进入我国沿海港口的

“红木”主要是指交趾黄檀(D.
cochinchinensis)和少量巴里黄
檀，不包括其他黄檀属树种
或其他科属的热带硬木。因
为在古代“红木”名称出现较
紫檀、花梨、铁力、乌木、杞梓
等为晚，在锯解中有酸味，所
以红木在我国南方也有“酸
枝”之称。

据周京南介绍，清代中叶
以后，由于优质木材的来源
日益匮乏，一种从南洋地区
进口的新的木材品种出现，
被当时的人们称作红木，包
含了黄檀、黑黄檀等酸枝木。

《古 玩 指 南》介 绍 红 木

说：“凡木之红色者，均可谓
之红木。惟世俗所谓红木
者，乃系木之一种。专名词
非指红木也。”“木质之佳，
除紫檀外，当以红木为最”。
而在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
典略》、张燮《东西洋考》、谢
在杭《五杂俎》，清代谷应泰

《博物要览》，现代陈寿彭《南
洋与南洋群岛志略》等书中，
记载木材种类颇多，却未见

“红木”专用名词。只在《东
西洋考》中苏木条下引《一统
志》曰：一名“多那”，俗名“红
木”。《植物名实图考》介绍苏
木说：“苏方木，植物名，豆科，
常绿乔木，东印度原产，高五
尺许，茎有刺，羽状复叶，由多
数小叶而成。小叶略带革
质。花黄色颇美。茎干去皮
煎液，可为红色染料。”

好料也需好工艺
●胡古越，北京福星古

月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京市的红木家具消费，

呈现出了两头小、中间大的
纺锤形。黄花梨、紫檀是金
字塔的塔尖儿，曲高和寡，而
较为低端的花梨木、鸡翅木
等消费也较少，位于中端的
红酸枝一向是红木消费的大
头。人们常有“宁吃飞禽四
两、不吃走兽半斤”的心态，

为了获得较高的精神享受价
值，大多数红木爱好者选择
红酸枝。虽然材料好，但是
也需要好的雕工，如果工艺
不好就暴殄天物、糟蹋了材
料。消费者在购买红酸枝家
具时，不仅要看是否为真材
实料，还要注意其是否有一
定的欣赏价值，避免选择那
些产自小作坊的一味图便宜
的产品。

交趾黄檀树种由法国人命名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麒麟

【名词解释】

红酸枝，热带常绿大乔
木，因锯解时新切面有一种
特有的酸香气，故称之为

“酸枝”。我国北方则称之
为“老红木”。《国家红木标
准》定为“红酸枝”。红酸枝
为豆科黄檀属木材，主要分
布于东南亚、中南美洲的热
带地区。

红酸枝木质与颜色类
似于檀香紫檀，年轮纹都是
直丝状，鬃眼比紫檀大，颜色
近似枣红色;木质坚硬、细
腻，可沉于水，一般要生长
500年以上才能使用，它区别
于其他木材的最明显之处在
于其木纹在深红色中常常夹
有深褐色或者黑色条纹，给
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

《国家红木标准》规定，
红酸枝木类有如下四个必
备的条件：1、黄檀属树种；
2、木质结构细至甚细，平均
管孔径向直径不大于200微
米；3、木材含水率12%时，气
干密度大于 0.85 克/立方厘
米；4、木材心材红褐色至紫
红色。

红酸枝红酸枝

微酸的香气、枣红的木
色、细腻的材质，让红酸枝穿
越了数百年的风雨，顺着南
洋的海船进入了中国。一次
无意之举造就了红酸枝的名
气，皇室贵族的厚爱成全了
红酸枝的兴盛。而当海南黄
花梨、紫檀已经凤毛麟角，价
格令人望而生畏之际，红酸
枝更被诸多业内人士看好，
有望成为下一个极具升值空
间的投资热点。 红酸枝木材质地坚硬、手感滑润、非常适合雕刻，进入清宫后，制成的宫廷家具种类及数量极为丰富，包括红木香几、红木挂屏、红木桌屏、红木桌灯、红木壁灯、红木方灯、红木玻璃灯、红木插屏等。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红酸枝被广泛用于制作各种类型、款式的古典家具，也适宜制作装饰工艺品、乐器等。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红酸枝材质的卷
书式搭脑宝座，是古典家
具的经典款式。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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