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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街镇是莞邑四大名乡之一，自古物产富饶，商贸繁荣，人丁兴旺，

人才辈出。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浪潮中，厚街人厚德务实，敢为人先，激

发了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情，吸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创业人才，成为珠三

角魅力四射的创业城市，是广大优秀人才寻梦、追梦、圆梦的热土地。

厚街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于 2010 年起，在厚街电视新闻中开辟

《厚街人物故事》栏目，对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业者、追梦人进行宣传报

道，有力弘扬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正能量。一个个热情滚烫的故事，

一个个激情奔涌的人生，放飞梦想，精彩纷呈。

2013 年，厚街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东莞市作家协会厚街分会

从 130 多个故事中撷取 50 个精彩人物，撰写成《追梦人》一书。通过

深入细致的采访和精心加工提炼，以真实感人的文字，展现出改革开放

新时代的人文精神，为厚街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篇章。

目前，全国人民正凝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更是人民梦。具体到《追梦人》的主人公们，

是厚街生活中的创业者、织梦人，他们是各行业的优秀代表，他们中有

凭借实干扬帆商海的企业家，有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有废寝

忘食的医务工作者，有身残志不残的传奇人物，有传承传统工艺的传承

人，有潜心追求的艺术家，有把欢乐带给人民的民间艺人，有让人生的

厄运结出智慧花朵的奋斗者。正是他们在不同的岗位散热闪光，用自己

的行动擦亮厚街的星空，用智慧和汗水谱就人生的梦想。书中的人物故

事像一粒粒珍珠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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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船，梦想是帆。生活是精彩的，必须有梦想、有追求、有奋斗。

读《追梦人》，如同感受一个个精彩的生活，给人以感悟、以启迪；读《追

梦人》，如同徜徉在厚街澎湃的改革发展浪潮中，体验波涛汹涌、高歌

猛进的快感！

2013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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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港商的藤艺人生

——记中艺实业有限公司名藤轩家具制造厂总经理蔡锦荣

在中国著名的家具之都——东莞厚街，有一个藤木家具品牌——荷

比先生，十几年以来一直坚持走品牌化发展之路，坚持产品原创设计。“荷

比先生”主要定位于中、高级藤木家具。“Hello Hobby”是“荷比先生”

英语名称，意喻为“向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打个招呼”。虽然“荷比先生”

历年来获奖无数，在业界也享有盛誉，但是，广大公众对其还是知之甚少。

然而，央视新闻联播的一篇报道却史无前例地把这个品牌推到了聚光灯

前，再加上从地方到省市以及国家级新闻机构和行业媒体的热情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厚街有那么一个藤木家具品牌走进了坦桑尼亚首

出身于藤艺之家的蔡锦荣，从父

辈手中接过了这个家传的行业，并坚

持不做贴牌，一心一意搞原创，掌握

核心技术，走品牌化发展之路，最终

勇创佳绩，令自己的产品走进了坦桑

尼亚首府国事访问接待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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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该国的总统夫人用它的产品来接待我们国家

主席夫人……

此举导致该品牌在售的同系列产品直接提价 10% 以上，而在新闻短

片的佐证下，消费者毫不犹豫地掏钱买单。对此，荷比先生创始人蔡锦

荣先生颇为自豪，“以前 32 美元都不买，现在几百美元甚至几千美元

也有人买。”

大家不禁要问，一个国产家具品牌，何以有如此荣耀？

一世藤木情缘：从探索创新中走来

蔡锦荣出生于藤艺之家，自小在藤具家具厂长大。每天下课后，他

都要帮工厂做事，因而对藤家具的制作和行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了解。

耳濡目染，他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家传的行业，而且特别钟情家具的设计

和制作。

从 1994 年至今，蔡锦荣在厚街已经度过了近 20 年的岁月，青春年

华都付给了厚街。其间有失意、有成功，风风雨雨甘苦自知。

“当时刚刚上来开厂时，并不敢奢望要达到什么水平，只是希望延

续香港的工作，不要失业。按照客户给的定单，我能赚到基本的生计，

我就好满足的了。”

但是，代工的产品不但卖价低，而且企业还受歧视，这让蔡锦荣很

不爽，却又无计可施。

不巧的是 1998 年金融风暴袭来，致使一些依赖出口定单生存的家具

制造企业举步维艰，加上实木家具、布艺家具的发展日新月异，藤家具

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蔡锦荣也一度步入事业的低谷。

“98 年本想结束这间厂，结束做藤家私的生意，甚至卖掉所有的物

业，永久退休。当时我还很年轻，只有 39 岁，但是我已经找不到路，

我觉得藤家具已经没落，再做下去会越做越困难。”

但是，就这样结束自己专注多年的事业，蔡锦荣心有不甘。此时，

东莞的一位朋友建议他到外面去走走，观摩学习，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呢！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先后远赴北京、上海等地考察，

从而萌发了做藤木家具自主品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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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港商的藤艺人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定要有一些创意的变化，我就不断思考，终

于被我想到，藤是比较柔软的，缺乏价值感，如果可以加点实木的工艺，

那做出来的可能是全球都没有的家私。”

藤是一种生长在热带森林中的棕榈科攀缘植物，最长可超过200米，

也正是它管导型的结构，韧性强，并能透过上等工艺将它演化成不同的

线条美的优点，使得它成为制作家具的上等原材料。荷比先生藤木家具

 的藤材主要采用的是印度尼西亚的“玛瑙藤”，此藤堪称“藤中之王”，

具有藤条粗壮、匀称饱满、色泽均匀、质轻而坚韧等优点。家具的木构

虽不求名贵，但均为优质木材，精工细作打造而成。

“一般而言，玛瑙藤制作的藤木家具比较受名人、艺术家青睐。”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发，2000 年，蔡锦荣成功推出藤木结合家具，

打造出高端工艺家具品牌“荷比先生”，并于当年 3 月份在厚街举办的

名家展中一炮而红，让那些曾经挑剔无比的国外采购商刮目相看。

蔡锦荣坦言自己很看重名家展。从 2000 年开始，他们公司每年两届

都参展，而且每届展厅的位置都在同一个展馆的同一个地方，算是持续

参展企业中最稳定的一个吧。在十几年的展会中，他们获得了很多奖项，

厚街无疑是品牌的福地。蔡锦荣坦言自己公司的荷比先生的藤木家具称

得上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有创意和最耐用的家具之一。它兼取了藤之柔

和木之刚的优点，使家具更具造型变化，更具优雅品味。黄金藤柔韧性好、

透气性强、质感自然、手感清爽，符合人体力学和工程学原理，非常舒

适美观。“木”的稳重和“藤”的艺术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再配以布

艺的衬托，艺术而和谐地搭配组合，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藤木家具”——

荷比先生。

它或豪华、大气，或精致、富丽，或简约、典雅，特别能配衬各式别墅、

豪宅以及各式创意装潢，为其增添无限魅力，有效提升居住环境的格调

和品位。

他们销住国外的家具大多是在厚街名家展上拿到的订单，而国内的

销售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名家展。它为蔡锦荣自己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莫

大的帮助，

目前，“荷比先生”藤木家具的专卖店已经覆盖中国的大多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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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高档藤木家具的代名词；而在海外，依托众多世界级国际企业联盟，

“荷比先生”的优质产品正走入世界各国的千家万户。

天赐的礼物：原创品牌亮相国事访问接待室

2013 年 3 月下旬，习近平主席携夫人彭丽媛出外访问，其行程备受

关注，特别是彭丽媛，她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切都

源于“丽媛 style”，她的气质、她的作风、她的精神风貌，还有她的

穿衣打扮。彭丽媛不走寻常路，一路出访皆穿用国货——着国产服装、

拎国产手袋、穿国产皮鞋……尽情展示中国的软实力，赢来赞誉无数。

彭丽媛的举动让广州的原创服装、国产手袋品牌相继爆红，出访坦桑尼

亚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也把厚街的原创藤木家具品牌荷比先生推到

世人眼前。

3 月 25 日，央视新闻联播播放了一条新闻：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在基奎特总统夫人的陪同下，参观访问了坦桑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

据知情人爆料：她们亲切交谈时所坐用的沙发、椅子正是东莞厚街所产，

它就是原创藤木家具——荷比先生。消息一经发布，信息时报、厚街电

视台、羊城晚报、大洋新闻、和讯网、搜狐网等大众媒体纷纷报道，中

国木业网、中国名家具网、新浪装修家居网等等专业媒体也纷纷转载、

置评，一时间街知巷闻，大家都知道厚街有个家具品牌远销海外，并且

走进了元首贵宾接待殿堂。

该品牌创始人蔡锦荣坦言首先发现这个秘密的是他们公司北京地区

的一名经销商。当晚这名经销商发了一条短讯给他，说在新闻上看到一

款沙发非常像我们公司的产品，图片就是主席夫人与总统夫人交谈的电

视画面截图。蔡锦荣看过之后，确定它就是自己多年来辛勤经营的品牌，

当时心情十分激动的他就编了一条微信发到了群里，想让更多的人分享

自己的快乐和喜悦。

一发到群里就有人质问蔡锦荣凭什么认为远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国家

元首贵宾接待室的这款沙发就是他的产品，也有人起初以为他在肆意炒

作自己的品牌产品。细聊之后，许多人才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虽然市场上的家具千姿百态，但是高端藤木家具还是比较少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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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艺较难，用材较偏。更重要的是，蔡锦荣所经营的产品在世界上独

一无二，因为都是原创的，有着自己独特的工艺和设计理念。而且，在

截图中，他还看到了他们品牌特有的商标铭牌，粘贴的位置也在固有的

部位。

“十几年来，我们只出售产品，从不接受贴牌，就算有风格接近的，

也只能是仿品，我们很多工艺和设计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在高端藤木家

具界绝无仅有。”

那一款产品是荷比先生中亚历山大系列的第二代，应该是在 2004 年

卖出的。

蔡锦荣的微博发出之后，中国的很多媒体迅速反应，都相继发布了

相关新闻，有些电视台还进行了重点报道，他完全没有预料到新闻界会

有这么大的反应。当时蔡锦荣只是想把这一喜讯告诉更多的人，没想到

在新闻界的朋友看来，却是十分值得报道的事情。其实，这些年来，蔡

锦荣的品牌得了很多的奖项，有些他们自己看得比较重，媒体却兴趣寥

寥。而有些东西，他们习以为常，媒体却如获至宝。

其实，蔡锦荣的家具之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正是借了“中

国原创”的东风，主席夫人出访穿的服装是中国原创品牌，拎的手袋也

是……她的举动大大提升了“中国原创”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了“中国

原创”品牌的自信心，为中国原创品牌走向国际起到了不可限量的推动

作用。就在社会各界热议纷纷的时候，蔡锦荣的原创藤木家具出现了，

所以被媒体褒扬一番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外界新闻十分热闹，但因为涉及国家领导人

和中国的形象，蔡锦荣公司并未对此事进行过多炒作。他们只是在电脑

内储存了新闻的相关视频和照片，在必要的时候播放给客人看。客观的

讲，这个事件提升了蔡锦荣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于专卖店的

销售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新闻事件曝光后，售价高达 400 美元

的系列家具的销量增加了一成。

“我们各专卖店电脑内都有视频，客人看到后认为用事实在说话，

就立刻下单购买了。”“我们的产品比较贵，走的高端路线，这款产品

作为公司主打产品此前销量也不错，这次增加一成也不容易。”谈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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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锦荣满脸微笑，微笑背后透露出的却是自己多年来对原创品牌坚持不

懈的经营。

不走 COPY 路：坚持自主设计

蔡锦荣创制藤木家具，坚持原创设计，掌握核心技术，引领中国家

具打破copy时代的潮流，让原创设计闪耀行业，也让家具品牌走出国门，

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他认为，一个品牌要想在世界品牌之林拥有一席

之地，要想在市场上拥有话语权，就必须坚持原创，必须掌握核心技术。

对于原创二字的深层次含义，蔡锦荣有着不一样的深刻体验。中国

的改革开放始于 1978 年，当时中国的科技和文化还比较落后，百业待

兴，工业设计方面更是缺乏。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家具业弥漫着一

股 copy 风，不少产品都在模仿其他国家。虽然这是工业发展走捷径的

必经之路，但在国际上，中国的家具因此给人留下只会 copy，少有自己

的创意和品牌，以及中国产品都很便宜的不好印象。刚开始蔡锦荣做的

是纯藤家具，接的都是出口定单，生意的成败都取决于外国客户的态度。

“大约 1994 年，一名美国批发商来中国采购家具，我给他报价 32

美元。可是他仍嫌贵，不仅嫌贵，还特别不讲道理。他说，在菲律宾等

国家花这个价钱采购可以接受，可是在中国，就不能接受。中国的家私

不应该这么贵，中国的就应该比人家便宜，只能给到20多美元的进货价。”

所以，要想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就必须原创，必须拥有自己的品牌，

原创藤木家具品牌荷比先生应运而生。谈及“原创”二字，蔡锦荣侃侃

而谈之间，每一句话都充满力量，掷地有声。

然而坚持做原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艰难。坚持做原创考

验的是毅力，是耐心，更是信念。原创设计费时费力，代价高昂，远没

copy 来得轻松自在，但是，蔡锦荣觉得自己必须走这条路，否则，就永

远拥有不了定价权，永远掌握不了话语权，永远拥有不了自己的品牌。

比如他们公司的新产品“森林之星”，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和调整，才

完成整个系列的配套。虽然卖相不错性价比也蛮高，但是，在经典款式

的对比下，还是卖得不够火。新品研发就是这样，它的高风险和高成本

就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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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以来，蔡锦荣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只生产、销售高端藤木家具，

这使得他们的品牌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最具原创力，最优秀的藤木家具

品牌。在国际藤木家具界，也拥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因为坚持原创，

他们的产品更新换代比较慢；因为只生产藤木家具，它们的产品结构也

比较单一。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恰好体现了他们品牌的专业性。

经过市场的多年检验后，蔡锦荣公司的很多产品都已成为经典，备

受推崇。因为坚持原创，他们现在卖家具的境遇早已不是以前给人代工

时期可以相比的。

“今时今日，经过努力，做原创，我们的产品外面是找不到的，顾

客就不再觉得中国的家私只有便宜货了，是值得的，是真心愿意买的，

不再讨价还价，这就是我的成就。” 谈到这里，蔡锦荣脸上流露出骄

傲的笑容。

从不做贴牌：确保品牌的质量和唯一性

坚持原创坚持生产自己的品牌，这个过程之中也会面临众多问题。

比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如何区分把握？以产量占领市场还是坚持精

品专卖？面对高价贴牌，你会如何选择？这是不少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都会面对的难题，而蔡锦荣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不少人感到惊讶。

蔡锦荣坦言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自己品牌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自

己从来不给别人贴牌生产，尽管他们开出的单价也不错。

蔡锦荣说自己可以对全世界骄傲地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主席

夫人坐用的椅子就是自己公司的产品，因为椅子上有自己公司的商标铭

牌。如果是贴牌的话，自己公司只能面对这样的尴尬：别人拿着我们的

产品在宣传他们的东西有多优秀，而真正的设计生产者却不能做任何声

张，因为商品上标着的是别人的牌子。

“多么庆幸这一幕没有发生，相信永远也不会发生。”

蔡锦荣说，自从产品火起来后，陆续有不少客户——包括国际上的

买家，提出给他们贴牌生产，但他从来没有接受。因为那样一来，会砸

了自己的招牌，扰乱高端藤木家具市场的秩序，更主要的是违背了自己

原创品牌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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