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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在王义的红木家
具厂内，一位雕刻师傅正在
雕刻红木桌面上的人物表
情。王义告诉记者，所有的人
物表情都是手工雕刻的，力
求惟妙惟肖。在他眼中，这些
工艺已经超出家具的传统范
畴，这是在雕刻艺术品。

回忆起涉足红木家具行
业的事，王义说，2005年，他
买了一套别墅，随后想买些

家具，他逛了很多的家居城，
但材质、尺寸等方面都不合
适。朋友建议他，不妨找些工
人自己设计、自己加工。这句
话激发了王义的想象力。于
是，他利用自己的美术功底，
尝试自己做红木家具。

入木三分的云龙顶箱
柜、千古佳作王羲之兰亭序顶
箱柜、天真活泼的百子图顶箱
柜、人物就有一百五十多个、

重量超过一吨的十一件套大
叶紫檀大宝座……王义指着
他展厅内所陈列的红木家具
说，细节处理精妙绝伦，画面
立体感极强。用王义的话说雕
活了，既威武又不张扬，既有
书卷韵味，又显厚重大气。

有朋友到他家参观，提
出要出高价买他的红木家
具，这更激发了王义要用文
化做红木家具产业的梦想。

王义说自己是白手起
家。“任何人难以想象的罪
和苦都遭过，曾在曲阜骑过
9年的三轮车。”

18岁时，王义考上曲阜师
范学校，因为家境贫寒，他选
择了辍学，借钱买了辆二手人
力三轮车，当起了车夫。“第一

天只挣了一块钱，别人五块钱
不接的活我接了，蹬了十多里
地路，就是为了开张图个吉
利。”王义说，那天正好是他的
生日，母亲为他做了一碗面
条，煮了两个鸡蛋，而父亲坐
在门前抽起闷烟，为他辍学而
没挣到钱的事闷闷不乐。

后来王义发现，来曲阜
旅游的人不差钱，关键是要
服务好，他又自学起导游，
一边骑车拉游客，一边为游
客做导游，讲三孔，挣得钱
比原来多了许多。

王义说，骑三轮车的九
年里，他攒了11万元。

尽管如此，王义觉得蹬三
轮车不是长久之计。当时，他
看到农村做粉条粉丝的很多，
就想发明一种做粉条的机械
肯定能挣钱。于是，王义白天
蹬三轮车，晚上就捣鼓机械。

王义用自己的美术知识
画图设计。机械厂的厂长说，
给你制作可以，你必须要守在
一旁，你说怎么做，工人就怎
么做，做好做坏厂里概不负
责，同时必须先交钱后干活。

“骑三轮车挣得那点钱
基本上都折腾光了。”王义

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
于做出了第一台粉条机。

后来，机器的销路又成
了问题。1997年的春节前15
天，家里连过年的钱都拿不
出来了，王义毅然带着自己
的粉丝机坐车去往梁山。结
果，这一趟不但没挣到钱，反
而又赔进去500块钱差旅费。

一个偶然的机会，山东
电视台报道了王义“三轮车
夫发明粉条机”的故事，很多
观众看到报道后，纷纷来到
王义的家中购买这种粉条

机。“有一天早晨家门口等待
着几十个来打听粉条机的
人，原来积压的8台机子全部
卖出去了，还接了不少订
单。”三个月，王义就靠卖粉
条机挣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
一百万元，那年他26岁。

后来，王义给自己的企业
起名叫富民机械。随后，王义
的机械从单一品种增加到几
十个品种，包括杂粮面条米线
机、粉条粉丝机、豆腐皮机、豆
腐机、榨油机、凉皮机等等，他
的事业之路才越做越宽。

红木文化传承者王义———

艺艺术术融融入入家家具具
做做就就做做到到极极致致

“红木文化看中国，中国红木看王义”，这是“红木狂人”王义的广告
语。尽管这句话有点狂，但他说，这是他的一种决心和信心。他的红木家具
多是手工雕刻的。他说，做家具就要做到极致，让这些家具变成艺术品，而
且成为传世品。

白天蹬三轮晚上设计粉条机

蹬9年三轮车积攒了11万元

买家具时萌发做家具念头

王义和他的红木家具。本报记者 马辉 摄

本报记者 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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