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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里，还有一张有
着100多年历史的海南黄
花梨八仙桌，由于年代久
远，表面已有包浆；中式的
海南黄花梨圆形餐桌，简
约大气；名为“三羊开泰”
的海南黄花梨根雕，自然
灵动，色泽柔和，散发着淡
淡的香味……

海南黄花梨木质坚硬
耐腐，纹理瑰丽多姿，犹如
行云流水。用它制成的家
具和工艺品是收藏界的热
门品类。东方是海南黄花
梨的主产地之一，享有“花
梨之乡”的美称。作为土
生土长的东方人，今年57
岁的周江已收藏黄花梨
40年。

“受父亲的影响，我从
小非常喜欢珍稀植物。”周
江回忆，1983年，他和家
人建起了一个苗圃，种植
花梨树、沉香树（白木香
树）等珍稀植物。因为海
南黄花梨生长周期长，一

般需要数十年才能成材。
从1984年起，他在昌化江
两岸、大广坝水库周边的
村庄，收集黄花梨木料。

“那时候，我骑着一辆摩托
车下乡，寻找收集黄花梨
树头、树根，也去农户家收
黄花梨家具。”

进入20世纪90年代

后，国内开始出现黄花梨
收藏热，周江从省外请来
工匠用黄花梨制作家具和
工艺品，自己也开始学做
木工，动手制作黄花梨家
具。在他看来，海南黄花
梨“全身都是宝”，其芯材
能用于制作家具，根部可
以用来制作根雕艺术品，
小料可以用于制作手串、
项链、笔等，锯末、粉末也
具有药用价值。

“制作黄花梨家具和
工艺品，必须要会看材质，
采用不同树龄的海南黄花
梨，效果和价值都不一
样。”周江介绍，一般来说，
海南黄花梨种植50年以
上才能称为“老料”，“老
料”的芯材部分较大，颜色
深，油脂含量高，表面细腻
润泽，不易开裂、变形，一
斤的市场售价可达几万
元；而“新料”的芯材部分
较小，颜色较浅，油脂含量
相对低，一斤的市场售价
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

至2009年，周江已在
东方建起了5个珍稀植物
种植基地。在当地政府的
支持下，他租用东方市林
业科学研究所的土地，将
5个基地的珍稀植物移植
于一处，打造黄花梨文化
公园及国家珍贵树种培育
示范基地，即东方自然瑰
宝园。

经过多年发展，东方
自然瑰宝园面积达1000
多亩，种植了约15万株珍
稀植物，其中海南黄花梨
树5万多株。2021年 12
月，东方自然瑰宝园被认
定为东方市首个国家3A
级旅游景区。

这些年，周江将自己
制作、收藏的海南黄花梨
家具和工艺品陈列在自然
瑰宝园的展厅内，供市民
游客欣赏，向参观者介绍
海南的黄花梨文化。目
前，他藏有海南黄花梨家
具、根雕艺术品 5000 多
件，如包括手串、笔等小件
工艺品，共收藏海南黄花
梨制品约10万件。

“今后，我计划在自然
瑰宝园打造一个黄花梨博
物馆，更加注重展示推广，
让更多人了解海南黄花梨
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周江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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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对黄花梨老物件
如此热衷？刚开始，符集
玉只是觉得能赚钱，后来
慢慢养成了收藏的习惯。

1990年，18岁的符集
玉还在村里当代课老师，
有一次，他和朋友去一家
广东的家具厂拜访。工厂
通过收集北方的旧木制家
具，进行二次加工后出
口。工厂负责人告诉符集
玉，大部分产品的原料很
一般，但如果是海南黄花
梨材质的，收购价格能翻
好几倍。

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符集玉回到海南后，
辞去教师工作，开始投入
搜集黄花梨旧家具。

当时，黄花梨还没有
专门的交易场所，相关消
息不多，符集玉只能“广撒
网”，搭车到乡下，挨家挨
户问，一开始只在海口市
区周边乡镇转悠，之后越
走越远，足迹遍布全岛各
市县。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
法，每到一个地方就找一
个代理人，让对方留意哪
家要卖黄花梨老家具，时
间一长，线索也多了起
来。”符集玉说，农村居民
家中的黄花梨家具，有不
少是明清两代流传下来
的，收藏价值很高，但当时
很多人不懂，把老家具当
成废料丢弃，甚至当柴火
烧掉。

在符集玉的藏品中，
有一套近600斤重的清代
供案十分抢眼，案上精美
的浮雕栩栩如生，有寓意
多子多福的石榴、寓意富
贵的牡丹、寓意白头偕老
的白头翁……

“这套供案是我于
1999年在海口旧州镇购得
的，当时卖家翻修祖屋急
需用钱，我生怕错过，对方
一出价，就不假思索答应
了，几乎掏空了所有积
蓄。”符集玉说，供案曾被
送至首都博物馆展出，有
收藏者看到后打算花重金
买走，被他婉言拒绝了。

与一些倾心高端黄花
梨工艺品的收藏爱好者不
同，符集玉更青睐来自民间
的生产生活用具。在他看
来，这类物件除了材料珍
贵，还真实反映出海南各地
的风土人情和生产生活习
俗。

有时，为了找到一件心
仪的黄花梨老物件，符集玉

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馆中的一个舂米桶，就是他
耗费 15 年才收集到的。
1994年，符集玉在五指山地
区听说有一个大口径的黄
花梨舂米桶，可惜的是已被
物主卖掉了。他四处找人
打听下落，一直没找到。

直到2009年，符集玉
才从一个外地朋友那里得

知，舂米桶几经转手，已被
卖到我国台湾地区。他托
人找到收藏者，希望能把舂
米桶带回海南。

起初收藏者并不同意
出售，符集玉通过中间人向
对方转达了让舂米桶“落叶
归根”，让更多人了解其历
史文化价值的想法，最终得
偿所愿。

“看到实物的那一瞬间
很激动，舂米桶的直径达40
厘米，比较稀有。”符集玉说，
一些中央媒体在海南取景
时，会借用舂米桶拍摄，这
让他十分自豪。

在收藏的过程中，符集
玉逐渐意识到传承黄花梨
家具制作工艺的重要性，于
是学习制作黄花梨家具。
今年5月，他牵头创作的黄
花梨面条柜在第二十届中
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
化创意大赛”中获得金奖。

“未来，我打算筹资建设展
览馆，让这些承载着传统文
化的藏品有一个对外展示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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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耙、交
椅、炕几、凉榻
……走进位于
海口的降香缘
黄花梨文化艺
术馆，各式各样
的黄花梨老物
件让人眼花缭
乱。穿梭其间，
藏品所有者符
集玉细心地擦
拭着老物件表
面的灰尘。这
里摆放的 500
余件藏品，是他
历经30余年收
集而来的，随手
拿起一件，他都
能说出其来历
和背后的故事。

近日，走
进位于东方市
大田镇自然瑰
宝园景区内的
展厅，一套沉
稳大气、色泽
红润、纹理美
观的海南黄花
梨宝座映入眼
帘。“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
留下来的海南
黄花梨家具，
具有中式典雅
之美。”东方自
然瑰宝园负责
人、东方黄花
梨协会会长周
江说。

周江查看海南黄花梨根雕。
受访者供图

符集玉摆放黄花梨藏品。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黎鹏 摄

·木之缘

符集玉收藏的黄花梨舂米桶。
受访者供图

周江收藏的黄花梨八仙桌。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文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