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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事业起步

福建莆田，一间木作坊内，陈玉树正在进行木
刻。为了精细雕琢，他不停更换手中的刻刀。不一
会儿，一株俊俏的竹子出现在木材上。

几把刻刀，从童年起就陪伴在陈玉树左右。
1973 年，陈玉树出生于莆田一个木艺世家，从小在
家族的木作坊长大。与古典家具的缘分便从这里开
始萌芽。

“小时候，常跟在大人后面看木工活儿，递个
斧锯、刨个木花，潜移默化中爱上了木作，逐渐也
会自己动手做一些物件。从小学到中学，我跟着长
辈边学边做，逐渐变得能独当一面，承担打制家
具、木件的活计。”陈玉树说。

做木工活儿的同时，陈玉树的一大爱好是读
书。《天工开物》《考工记》 及各类古典文学、历史
传记书籍常不离手边。“这些书滋养了我的性格和
思维。后来读书深造，我选择了艺术设计系，也开
始有意识地读书法、绘画、设计、艺术史等更多国
内外的专业书籍，积累更多艺术养分，这些对我的
古典家具创作有很大助益。”陈玉树说。

1997 年，带着一身本领，陈玉树在 24 岁时，
只身前往马来西亚创业。

一次，他运输了价值约 50 万元人民币的明式
古典家具到马来西亚展销。由于木材与气候原因，
家具到达巴生港时大量爆裂，最后只能全部赔本低
价处理，导致他损失惨重。

经过反思，他发现原因出在原生木材烘干制作
工艺上。他决心改进工艺，把关品质。几年后，陈玉树
的古典家具事业在当地渐渐打开了局面。

陈玉树说，在马来西亚打拼，离不开当地华侨
华人的大力支持。“闽南人互帮互助的意识很强，
大家觉得我工作勤奋，都帮我牵线介绍、推广宣
传。渐渐地，从拼柜到整个货柜，家具订单逐渐增
加。很多华侨华人也成了我的客户”。

从马来西亚到斐济，再到非洲、欧洲，陈玉树
的家具事业之路越走越宽。

2007 年前后，中国国内市场对古典家具的需求
增加。陈玉树的产品由于基础好、品质优，在国内
市场也赢得了青睐。

“从家庭木作作坊出发，到海内外事业‘开花’，
我赶上了好时候。”陈玉树说。

亮相国际舞台

从 2016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到 2020
年迪拜世博会，从 2020 年北京冬奥会到 2023 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近年来，陈玉树
的古典家具作品多次亮相国际舞台。

2018 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
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陈玉树收到了来自峰
会组委会的一项特殊任务：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
鸟——“天堂鸟”为元素，运用巴布亚新几内亚胡
桃木设计一款家具。

天堂鸟象征吉祥与和平，寓意美好。巴布亚新几
内亚也是太平洋岛国地区率先与中国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陈玉树决心设计一组作
品，展现中巴新友好与两国文化的异曲同工之妙。

经过一个月的细细雕琢，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天
堂鸟与中式祥云纹一道现身于中式古典家具。陈玉
树为这组作品命名 《祥瑞》，寓意中巴新友谊源远
流长。作品展出期间，吸引不少外宾驻足欣赏。

2020 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期间，陈玉树的作
品 《松风》 亮相中国馆。作品灵感源自 《荀子·大
略》：“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

在创作阶段，陈玉树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家具馆
的乾隆紫檀木嵌玉宝座器型中获取灵感。在这组作
品中，座椅的扶手两侧均刻以松枝，寓长青不老。
靠背以传统的“丝翎檀雕”工艺雕以“松鹤延年
图”，后背板更雕以“五福捧寿”图样，寓意前后
呼应、福寿双至。陈玉树说，希望通过作品亮相，
为中国馆添彩。

“一曲一折，一榫一卯，家具不仅是实用物件，
更是一种艺术和文化语言。”他说，“在这些年的探
索中，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古典家具艺术的博大精

深。我希望发挥华侨的力量，用古典家具讲好中国
故事，为中外人文交流贡献一份力量。”

致力传承创新

随着事业之路越走越宽，陈玉树越发沉下心，
钻研木作传统工艺，思考如何展现古典家具的文化
意义。他翻检古籍、参详著作，向专家讨教。在不
断深入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古典家具除了器具的
使用功能，也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

“唐式家具朴拙、明式家具精巧、清式家具庄
重。不同时代家具，都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
许。如今，古典家具作为一种现代工艺作品，也可
以从‘形、材、艺、韵’四方面精心塑造，展现新的时
代风貌。”陈玉树说。

多年间，陈玉树创作了许多融合传统与现代的
作品，他的作品多次摘得中国工艺美术界高级别奖
项——百花奖金奖。部分作品还曾被中国历史研究
院收藏。2023 年 7 月，陈玉树以“心·传”为主
题，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新时代古典家具艺术
展”，展出 20余件艺术作品。

不久前，中国国家画院刚刚举办一场古典家具
捐赠仪式，陈玉树把他创作的 《天地》 及 《松风》

《万鸣》 三套、共 43 件古典家具作品无偿捐赠给中
国国家画院。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
万鸣说，此次捐赠的作品将古典家具艺术融入现代
创作，不仅具有使用价值，更展现了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

“陈玉树的古典家具作品凝结着传统的精湛技
艺，那是中国人祖祖辈辈承传至今的手艺。不少作
品曾走向海外，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中国国
家画院副院长徐涟说。

“中式古典家具的传统工艺、传统图案需要继
承和发扬，新的图案与表现内容也需要挖掘和创
造。我期待创作更多作品，把新时代的内容融入古
典家具，展现古典家具的‘古韵新声’，讲好中国文
化之美。”陈玉树说。

冬季的广西柳城华侨农场，阳光和煦。由归侨侨眷组成
的“柳侨 WL 弹唱乐队”成员相聚在印尼侨眷王敬瑞家中，弹
唱着一首首印尼民歌。随着音乐声响起，在场的归侨侨眷跳
起舞来，为歌曲伴奏。

乐队中的王锦威、王敬瑞、林庆胜是印尼归侨侨眷，林
松、李昌平两人是越南归侨。虽然经历、职业不同，但音乐是
他们共同的语言。

王锦威是乐队的主唱，也是乐队中最早开始“玩吉他”
的人。1960 年，王锦威在柳城华侨农场出生，成为农场第一
批小侨眷。受到家中的音乐熏陶，王锦威从小就接触吉他、
唱歌，熟悉印尼语言和文字。

参加工作之后，王锦威在业余时间会组织其他归侨侨
眷和音乐爱好者，一起练习吉他、唱歌、跳舞。1983 年，
同为印尼侨眷的林庆胜开始向王锦威学习吉他弹唱。此后，
林庆胜逐渐担任乐队的吉他手、贝斯手。他们排练的时候，
许多音乐爱好者都会慕名而来，当地归侨也会聚集在一起，
一边听他们的演奏，一边交流、回忆。

王锦威说，印象最深的是 1985 年，他们一起参加了柳州
市的“龙城春会”。在迎春的花车上，王锦威和其他归侨侨眷
身着印尼特色服装登台，赢得阵阵掌声。

那次演出归来后，王锦威和其他几个音乐爱好者正式组
建了“柳侨 WL 弹唱乐队”。乐队成立之初，由于条件有限，
没有资金购买乐器，他们就自己动手制作。小到沙锤、大
到吉他，那时，他们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乐器。

随着“柳侨 WL 弹唱乐队”在当地渐渐知名，乐队开始到
各市、县参加主题演出活动。在归侨居住地演出时，乐队会
根据归侨的特点，分别演出印尼民歌和越南民歌。“有老归
侨听到我们的弹唱，现场落了泪。”聊到演出给归侨观众带
来的触动，林庆胜十分感慨。

演出渐渐增多，王锦威的妻子也来帮忙。她从印尼订购
布料，学习手工制作演出服装。其他成员的家人也负责在演
出现场制作各类印尼美食。演出现场，东南亚美食和欢快的
音乐，总能唤起许多归侨侨眷的回忆。

数十载岁月变迁，柳城华侨农场生活的归侨侨眷有了
安稳的生活和各自的发展。“柳侨 WL 弹唱乐队”也有了新方
向。现在，几名乐手不仅演奏印尼民歌、越南民歌，也弹
唱中国民歌，用音乐向远在印尼、越南的亲友传递对生活
的期待。“音乐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能促进大家的交流，
拉近彼此的距离。”王锦威说。 （来源：中新网）  

位于广东汕头小公园顺昌街区的丘成桐
旧居陈列馆近日正式开馆，以展示这位著名数
学家、菲尔兹奖得主的杰出成就。

同一天，以“潮聚·向汕”为主题的第二十
二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第十届世界潮商大会
在汕头开幕。和丘成桐一样，来自 32 个国家和
地区 266 个潮属社团、商会的 2800 名代表齐聚
一堂，共赴山海之约。

心系家国，回馈桑梓，是广大潮汕人的共
同情怀。丘成桐 1949 年出生于汕头，同年随家
人移居香港。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丘成桐多
次回乡，举办“求真游目讲座”同学子交流，授
权汕头金山中学成立“丘成桐少年班”，参加
2023 年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并发表主
旨演讲……

丘成桐说，他对汕头有着“特殊的感情”，
一直希望“能为汕头做些事情”。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和世界潮商大会是海内
外潮籍华侨华人公认的层级最高、领域最广、影
响最深的侨界、商界国际盛会，是广大潮籍华侨
华人敦睦乡情乡谊、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
今年“两大盛会”首次在同一座城市举办。

“一部汕头城市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华侨
情系家国的爱国史。”汕头市委书记温湛滨说，
汕头将共架“合作桥”，用心用情推动“侨”的文
章再续新篇。

“海内外有‘三个潮汕’——潮汕本地有约
1500 万人，分布在国内其他地方的潮汕人有
1000多万，海外潮汕人也有1000万到1500万。”
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林伦伦说。

凝侨心、汇侨智、聚侨力。为迎接侨胞到
来，汕头近期举办潮剧、英歌舞表演、舞台剧演
出等系列文化活动，向回家的游子们献上一份

“文化盛宴”。
走进汕头小公园“潮汕文化庙会”，游客穿

梭其间，亲身体验传统文化市集、古风游园
等活动。

“在外为客，回汕为家，回家乡的感觉真
好！”祖籍汕头的侨胞刘先生带着妻儿回乡，刚
辗转坐了 20 多个小时的航班，就迫不及待来小公园体验捏糖人、画
糖画、变脸、汉服秀……

“两大盛会”主会场所在的汕头国际会展中心，被誉为“全球海
外侨胞叙乡谊谋发展的汕头会客厅”，于今年 9 月正式投入运营。国
际会展中心建筑如舟、景观似潮，彰显港湾文化和“侨”文化特色，多
处区域融入了骑楼街区、红头船、中山纪念亭等潮汕文化元素。

“海外潮人的根在潮汕，心系故土是我们不变的情怀。”开幕大
会上，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谢国民说，中
国的发展机会、汕头的发展机会，就是海外潮人的发展机会。

“作为土生土长的汕头人，我和大家一样对这片土地饱含深
情。”全国政协委员、立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来春数度哽
咽，她期待与广大潮籍乡亲一起反哺家乡，把更多资源和项目落
到家乡。

1997 年，王来春和哥哥开始创业，从早期一家小型加工厂，
发展为全球消费电子、通信、汽车、医疗产业头部品牌客户的综
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广大侨胞和潮商希望借助“两大盛会”，加强与侨乡汕头的项目
对接，尤其是当地正在发展的“三新两特一大”产业集群。“三新”即
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两特”即纺织服装、玩具创
意特色传统产业；“一大”即大健康产业。日前，总投资近 1280 亿元的
88个项目举行了开竣工仪式。

（据新华社电  记者马晓澄、尹一如） 

华侨艺术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典家具研究员陈玉树：

一榫一卯，讲述中国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李晓宏  林子涵

4把椅、3张几。中国国画院的展厅内，一组
红酸枝木的中式古典家具静静陈列。形之大度，
恰似一副古雅的文人画。

走近端详，每把座椅上，都有中法建交60
周年标识、2024年巴黎奥运会会徽及口号“奥
运更开放”的中法文版字样；4把座椅靠背的正
中，还分别刻有梅、兰、竹、菊“四君子”的纹饰。

这组作品名为《天地》，作者是华侨艺术家
陈玉树。今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天地》亮相

“2024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主会场，并在埃菲尔
铁塔、凡尔赛宫、卢浮宫、凯旋门、荣军院等地
巡展。

多年来，陈玉树从事中式古典家具创作，并
广泛开拓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市场。作品曾
多次在国际舞台展出。陈玉树说，古典家具是一
种艺术语言。希望更多海外人士了解中式古典
家具，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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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树（左五）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工
人一起拼装亮相 2018
年 APEC 工 商 领 导 人
峰会的中国古典家具
作品《祥瑞》。 

新华社发  

◀陈玉树进行木刻。
受访者供图

华侨农场有支“归侨乐队”

“柳侨WL弹唱乐队”在柳州市华侨美食节上演出。
汤晓逵摄  

初冬时节，云南省腾冲市固东镇江东银杏村的古银杏树进入最佳
观赏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图为游客在江东银杏村一户村民家
院内品茶休闲。 李云生摄 （新华社发）  

侨 乡
新 貌

近日在汕头小公园举办的“潮汕文化庙会”现场。
新华社发  

云南腾冲：银杏进入赏叶佳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