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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收藏金丝楠木，张银冲也许有进
行投资的意思，但随着对金丝楠木的了解
越来越深入，他的想法变了。他想开一个
博物馆，展示和传承这些珍稀的金丝楠
木。这些年，他的一些藏品也曾参加香港
宁波经贸文化周、宁波文博会等展会。

“记得在前年的宁波文博会上，有位
余姚的客商看中了我们展出的一块金丝楠
木案板，愿意高价购买。我以为卖给他能
赚三四百万，挺好的。谁知向张董一汇
报，挨批了，张董说‘谁说我要卖了？！
’”林海仁向记者透露了自己的一件“糗
事”。

“金丝楠阴沉木有‘东方神木’之
称，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国木’，因之
前大多用于皇家宫廷，对普通人来说具有
神秘感。建成博物馆后，可以让更多的老
百姓来了解这些宝贝。”这是张银冲开博
物馆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宁波牛奶集团看到，面积近3
万平方米的金丝楠木博物馆已经动工了。

“文化艺术也是集团多元化发展的内容之
一，届时，这个博物馆将和工业旅游区结
合起来”，张银冲介绍说，他和他的团队
甚至连“镇馆之宝”都想好了，即花两年
的时间，聘请多位木雕高手，一起把一块
长12米、宽1.2米的金丝楠木“大料”，雕
刻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初步估算了一
下，仅雕刻的工钱，大约需要450万元。”
林海仁向记者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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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银冲是宁波牛奶集团掌门人，2018
年荣获宁波市“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代杰
出甬商”称号。作为企业家的张银冲，是
怎么“迷”上金丝楠木的呢？

“那得从10多年前的一次象山之行说
起了。”张银冲回忆道，那次去象山，他
参观了当地的一个竹根雕艺术馆，一件件
栩栩如生的作品触动了他企业家特有的思
维，普通的毛竹根头，经过艺术家的雕刻
后，就成了价格不菲的根雕艺术品，如果
材质更好，岂不是价值更高？他马上想到
了自己的几件金丝楠木把玩件。从象山回
来后，他开始留意并收购木头中的极品
——金丝楠木和金丝楠阴沉木。

众所周知，金丝楠木因为木纹里有金
丝，能散发幽香，且成材不易，而一直被
视为珍贵的木材，在古代多用于皇家宫廷
家具的制作。

那么何为金丝楠阴沉木呢？据介绍，
远古时期，原始森林中的大片古木，受地
震、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侵袭，
成为被深埋于古河床等地下的枯木残根，
它们被挖掘出来后，就是阴沉木。因常年
不见阳光，颜色偏深。阴沉木又被称为

“乌木”，它是多种木材的集合名称，种类
繁多，主要有柏木、杉木、楠木、椆木
等，其中又以金丝楠木阴沉木的材质为
佳。

阴沉木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瑰宝，是
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其价值之昂贵可想
而知，古代民间就有“纵有黄金满箱，不
如乌木一方”之说。

据介绍，阴沉木在地下埋了数千年甚
至上万年，在缺氧、高压等状态下，再加
上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木质内在的脂
肪、糖类等都在水中溶解得干干净净，清
除了蛀虫、细菌的生存空间，故有不腐不
朽、耐虫耐潮之特性。

记者看到，张银冲收藏的金丝楠木阴
沉木原木中，有的因水底泥沙的冲刷，木
头中间部分已空，四周呈现出丝丝缕缕独
特的肌理美感；有的则刚劲挺拔，显示出
峥嵘之姿，形成了古朴凝重、铜打铁铸般
的效果。每一根原木上，表面都被挖掉了
一小块，犹如一块“布丁”，用手电的光
照这块“布丁”，可以看到里面各种形状
的金丝，站在不同的位置和角度，看到的
金丝的形状也不一样，有一种灵动感。

手电照射“小布丁”，木头里面的金
丝非常明显。

这些原木，都是张银冲从四川买来
的。规格普通，一批批买进；特别大的极
品，则是一根根买。“买的时候，表面没
有挖过‘小布丁’，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金
丝，也不知道金丝花纹如何。就像买玉石
似的，有点像赌石。”他还说，“四川那个
地方不能多去，去多了要上瘾的。玩收
藏，越玩越深奥，要陷进去的。”

张银冲说的是大实话。比如，之前他
收购了一株胸径2.5米的金丝楠阴沉木，
当时觉得已经很大、很罕见了，谁知后来
他在四川又看到了一株胸径将近4米的，
心动不已，又买了下来。“玩收藏就是这
样，看到更好的，就想收进来。现在我这
棵长10多米、胸径近4米的金丝楠阴沉
木，可以申报吉尼斯纪录了，很少有比它
大的了。”张银冲对这件最大的藏品喜爱
不已。

10多年来，张银冲已收藏了上万件金
丝楠木，大到10多米长的原木，小到数厘
米长的金丝楠木雕刻作品，林林总总，蔚
为大观，经济方面的投入以数亿元计。

除了重量和大小，金丝楠木的价值还
与它的纹理、颜色、香味等有关。“其纹
理除了金丝纹，还有布格纹、水波纹、山
峰纹、云彩纹、虎皮纹等。纹理越罕见，
价格越高。”一旁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林
海仁介绍说。

张银冲聘请了一个10多人的团队对原
木进行加工、雕刻等，林海仁是其中的两
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之一，也是这个团队
的负责人。他们以金丝楠木为载体，倾心
打造木雕精品，以“七分天然、三分人
工”来充分展示金丝楠木的精妙，最近刚
完成了“五百罗汉”，500个“罗汉”身高
都在50厘米和70厘米之间，一个个形象
逼真，颇为壮观。“这些原木在地下沉睡
了数千年，出土以后，需要搁置几年让它
们慢慢苏醒，把水份蒸发掉，否则雕刻好
也容易变形。” 林海仁说，“之前没有雕
过这么大的料，难度挺大的，因为一刀刀
进去后，木头里面的金丝花纹常常和预想
的不一样，需要不断地重新构思。”

从竹根雕想到金丝楠木

买金丝木犹如“赌石”

博物馆已在建造中

“这是用金丝楠阴沉木雕刻的五百罗汉，刚完
工不久；这是用金丝楠木做的柜子；那些雕刻好的
作品还没取名字呢……”

近日，记者走进张银冲的藏品室，内心颇感震
撼，在两大间展厅里，不仅有大量的金丝楠木木雕
作品、家具，还有众多的原木，最大的一根原木长
10多米、最大处胸径将近4米，而且是金丝楠阴沉
木，价值难以估量。大大小小的金丝楠木藏品有多
少呢？“上万件吧。”张银冲微笑着说。

新近完成的金丝楠木阴沉木雕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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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现场

金丝楠木阴沉原木

刚完工的“五百罗汉”局部

新近完成的金丝楠木阴沉木雕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