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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小伙真有才
地里种出椅子来
痴迷“自然工艺品”，他八年种出4亩“树椅”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康岩

北京上海走了一圈
“树椅”想法冒出来

张永朋的老家位于泗水县北
部的中册镇，镇子里水资源十分
丰富，是个以种植瓜菜林果著称
的农业乡镇，一条贯穿东西的大
马路从镇子中心穿过，虽然是寒
冷的冬日，可街道两侧林立的各
种店面人头攒动，生机勃勃，烟火
气十足。

走进张永朋的工作室，清冷
开阔，一个偌大书架前摆着一张
干净的书桌，他正坐在他“种出”
的椅子上读《蒋勋:写给大家的西
方美术史》这本书，“这是对我影
响最大的一位作家，最早看的是
中国美术史那一本，我觉得在看
完书之后，我渐渐能理解艺术品
带给人的喜悦和反思。”张永朋指
着身后的书架说：“我从小就喜欢
读书，小时候没条件有啥就看啥，
后来渐渐地就买些哲学类的，心
理学类和艺术类的书籍。”

张永朋说，2005年他看准了
镇上高速发展基建的商机，开了
一家销售铝合金型材的店面，借
着风口，他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
桶金，2010年他买下了这栋作为
工作室的二层沿街小楼，还剩下
不少积蓄。

“从那时起，我突然觉得光是
纸面的感受已经不能满足内心的
需求了，我要出去转转，去看看真
正的艺术品，去了解真正的艺术
世界。”张永朋说，“第一站，我到
了上海的龙美术馆，看到宋画时，
那种锤击心灵的工艺美感，让我
感受到了力量，第二站直接到了
北京798艺术区，跟美术馆不一样
的是这里艺术气息和商业气息混
杂，感觉很奇妙，也给我打开了新
的思路，巧的是，当时朱炳仁铜雕
艺术馆正在招工，我就义无反顾
留下了，一干就是三个月，卖铝合
金和卖艺术品能一样吗，进店的
顾客热衷于艺术品交流，让我学
到了很多，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
个艺术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一
位比利时老人用生长中的树枝弯
折出了一把椅子，我心想，老爷子
操持的果园里最不缺的就是树，
我要创新，我不搞树枝椅子，我要
把椅子‘种出来’，现在想想，北京
呆的这仨月，值了！”

砍掉自家四亩桃树
先后经历两次失败

“说是出去玩几天，可这一待
就是三个月，铝合金店里的买卖
也不管了。”张永朋的父亲张维新
回忆起当初孩子的“出游”，还是
不自觉地疾言厉色起来。

“到家头天晚上吃饭时，张永
朋就跟我说，明年想从桃园里分
出4亩地，要‘种椅子’，我觉得这

孩子疯了，种不种得出来咱不说，
我几亩桃园一年下来能收入个万
把块钱，你说砍就砍了，到时候要
是颗粒无收，这在街坊邻居亲朋
好友间就变成个大笑话了。结果
我还是没拧过他，不让他干这事，
他就要出去包人家地，这又是开
支，当时心想着能少赔点少赔点
吧。”张维新说。

说砍就砍，做好一切准备，张
永朋在2012年开始了他的第一批

“种椅子”实验，“我用了大量的时

间来选树种和选式样，希望可以
顺利些，可头两年，全是试错的过
程，第一批椅子，我用果树苗种
植，本来想着能结果子又能结椅
子，可一年下来，最终因为果树生
长特性和自己生疏的技术，连成
型的都没有，特别失望。”

面对失败，张永朋最好的朋
友曹天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大
家都不理解，这已经超出我的理
解范围了，我跟永朋说，咱大好青
春创业干点啥不行，你提出这个

想法时，我就觉得不务实，闻所未
闻的事，你不一定能干得成，你看
看这片地，多疼人。”好朋友的“劝
说”并没能阻止张永朋。

“我当时啥也听不进去，我就
觉得我会成功，别人是看到才能
相信，我是相信才会看到。”张永
朋的第二批“椅子”树种选了榆树
和柳树，不过还是失败了，“我觉
得出现了一丝丝曙光，我能感觉
到，就是一个实验当中的思路打
开了，树种选对了，式样也对了，

我再优化一下种植技术，下次一
定成。”

愈挫愈勇的张永朋又采用榆
树按照休闲椅的式样种植，从整
地开始就规避之前的一切错误，
起垄、种苗、苗期管理，每天天不
亮就和父亲一起到地里弯折树
枝，不断调整编制方式，修剪着节
外生枝，“这一干就是五年。”

2020年，“椅子”喜获丰收，最
漂亮的一对椅子放在张永朋工作
室的正中位置，“这个靠背还挺舒
服，高矮也正好，两个把手处正好
有树结，花纹好看，盘出来更好
看，真不孬，挺神奇。”曹天宝坐在
张永朋的对面，开心说道。

“树椅”有了好收成
还希望有个好名字

走进冬天的果树园，枯黄的
树枝和大地仿佛融合在了一起，
在被大片光秃秃的桃树包裹起来
的一个小院子里，记者见到了十
分有趣的一幕，一把把苍劲有力、
浑然天成的“树椅”，一排排地

“站”在哪里，整齐划一，骄傲且富
有活力，这些就是张永朋马上就
要“丰收”的90多把“树椅”。

“中国文化里有一个重要的
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张永朋说，

“我们人类与天地万物本是一家人，
可是我们为了生存或为了更好生
存，不断破坏着我们的生存环境，这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悖论。这是传统
的大工业生产带来的问题。假如我
们能用自然生态的方式生产我们
的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模式，将是一条可持续发
展之路。”

张永朋说，自己的椅子从一
颗种子萌芽，每天快乐生长，同时
释放出新鲜的氧气，最终收获一
把漂亮的椅子，形成一个完美的
生态链。“这是大自然的3D打印，
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人合一’
吗？”

“曾经有位朋友这样描述他
对椅子的感受:第一眼看到它的
时候，感觉眼前一亮，有意思；再
看就会心生喜悦，这种天然的趣
味性非常有艺术感，虽然说有人
工干预成分，但最主要的还是树
木的特性在长时间的生长过程中
和自然相互融合的体现，是一种
自然天成的美；最后，被它们感
动，它们经历风霜雨雪，努力成就
自己，每把椅子都有一颗倔强而
美丽的灵魂，在它们身上可以看
到种植者的影子。”张永朋有些激
动地说，“我以前从来没这样想
过，我用了八年种了这些椅子，我
就是希望能有个好的销路，人这
一辈子能有几个八年，我就干了
这样一件事，并不是轰轰烈烈，但
是能有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值
了。”

张永朋说，种出来的椅子到
现在还没有个像样的名字，“我觉
得好像少点什么，希望有人能给
出出主意，给它们起个好名字。”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你听说过“种树得椅子”吗？八年前，30岁的泗水小伙张永朋萌
发这个疯狂的想法时，换来的是家人朋友的不解以及街坊邻居的讥笑。如今已经“收获”的十几把椅
子摆放在大家面前，众人被惊艳之后，质疑声又来了，“这八年，到底值不值？”

张永朋种的地里长满了“椅子”。

张永朋对“树椅”进行加工。 “树椅”加工后成了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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