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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徽文化中徽州雕刻的艺术美令世人瞩目。徽州雕刻包括徽州地区的木雕、石雕和砖 雕 等 民

间工艺，它们广泛应用在徽州地区 各 村 落 的 门 套、屋 顶 和 柱 础 等 古 建 筑 装 饰 上，使 其 建 筑 极 具 艺 术 之 美。

徽州雕刻是明清时期崛起的徽派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地方民间特色。徽州雕刻在艺术风 格

上注重张力、构图饱满、图像抽象、雍容华丽，焕发出健康向上的气息，表现了徽州人对美好生活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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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中国皖南的徽州，群山环绕，峰峦叠翠，
村落绵延，如诗如画。徽州古民居历经千年风雨

而不朽，幽静的天井，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淡雅的

黑白色调，以及别具一格的雕刻，其独特的艺术风

格令世人瞩目。徽州雕刻包括徽州地区的木雕、
石雕和砖雕等民间工艺，它们广泛应用在徽州地

区各村落的门套、屋顶和柱础等古建筑装饰上，使
其建筑极具艺术之美。徽州雕刻是明清时期崛起

的徽派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地方

民间特色。

一、徽州雕刻的演变与发展

徽州风景秀丽，在湖光山色红花绿柳 中 隐 藏

的徽州古建筑大都是人工造化与自然山水景致的

契合。这些古建筑充分考虑到自然因素的影响，
选址布局因地制宜，建筑建造力求与自然环境完

美结合。皖南古建筑大部分都依山附水，充分考

虑到建筑的需要、人的需要、自然本身的需要，地

域美景为徽州雕刻提供了无尽的天然素材。
徽州的商人活动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繁

荣于明清。［１］徽商虽富，但受传统建筑形式与文化

的制约，其建筑不可能与官邸的恢弘威严相提并

论，于是徽商将注意力转移到内部的装饰雕刻上，
从而形成了素雅清新、繁复精美的徽州雕刻。

徽州文化以儒家理论作为准则。传统思想的

作用，让当地人坚信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能够抵御

外族的侵扰。徽州居民分布，一般以家族成员或

者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同姓同族的人聚居在一起，
当地居民很忌讳杂姓混合居住。他们把同一村落

的各 族 宗 祠、村 民 居 住 的 地 域 按 一 定 条 件 划 分。
在建筑的格局与形式上，也或多或少受到封建制

度、宗教制度的禁锢。
在徽州，随便走到哪都可见 门 上、墙 上、房 梁

雕刻着一些题额、图案和楹联。大部分都是勉励

莘莘学子积极进取、勤学守德的真实写照，还有一

部分 是 教 导 后 人 谦 恭 避 祸、安 身 立 命、退 身 养 性

的，其中虽夹杂带着诸多实用功利色彩，还有一些

封建思想意识，但是有些名言警句说得很在理，让
我们看到了徽州人高雅的文化素养。这些题额、
图案和楹联成为皖南地域文化的又一道风景线和

审美特征。
理学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儒贵商贱，农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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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是当时人们固有的价值观，所以徽商们为了

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在建筑雕刻上做文章，
改变商人 “市侩”的形象，他们不忘自己先前的

儒士身 份，要 求 子 孙 以 取 得 功 名 为 理 想 发 奋 苦

读。所以 徽 州 雕 刻 中 常 出 现 渔 樵 耕 读、二 十 四

孝、琴棋书画、文房四宝等儒学方面的题材。
经济的繁荣和外来周边文化的冲击，使得徽

州雕刻 技 术 得 以 更 好 地 发 展。在 历 史 上，元 以

后，徽州经济迅速崛起，手工技艺迎来了更好的

发展机遇，人才辈出。雕刻工艺尤甚，雕刻工艺

迎来了时代发展的高潮。然而徽州雕刻在明代初

年，由于风格上比较粗犷，大多为平面浮雕的手

法，没有多大创新。但在明中后期，由于徽商财

富的雄厚，喜欢收藏的徽商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

浓厚，徽州雕刻艺术才逐步变得更加细致，尤其

是木雕最为出色，以多层透雕镂空雕刻为主，逐

步取代明代初期比较粗犷的雕法成为雕刻主流，
并一直发扬光大。

二、徽州雕刻的风格及艺术之美

徽州雕刻具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是由于其坚实

的文化背景为奠基。从艺术的起源来看，徽州雕

刻属于民间艺术，早期徽州土地出产的粮食不够

食用，民间艺术家把徽州雕刻作为一种谋生辅助

手段，以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忠孝礼义”是

儒学 的 精 髓，在 徽 州 雕 刻 中 注 重 “忠 孝 礼 义”，
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重新审视、发掘和传

播其积极价值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有利于继承和

弘扬儒学中积极的思想内涵。［２］

徽州雕刻是徽州古建筑最重要的装饰品。由

于程朱理学坚实的基础，从艺术原始的角度上来

看，徽州雕刻应该属于民间艺术。徽州雕刻最为

特殊的 一 点 就 是 它 的 雅 俗 共 赏，它 不 像 古 典 音

乐，看起来离我们那么的遥远，它的魅力在于题

材贴近生活，无论是文人雅士、高官富商还是平

民百姓都能从中获得乐趣、提高审美观。由于徽

商有资本享受生活、主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适

宜的湿润气候、还有丰富的原材料，使得徽州雕

刻能够蓬勃发展。徽州雕刻在艺术上画面注重张

力、构图饱满、图像抽象、雍容华丽，焕发出健

康向上的气息，表现了徽州人的美好生活。
从艺术角度看，徽州雕刻中木雕的影响最为

深远，也最受欢迎。徽州木雕主要散布于徽州地

区古建筑的祠堂、门窗、各种日常用品上，其木

雕作品反映了徽州人深厚的文化思想。徽州木雕

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作用在整体建筑结构上

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观者在欣赏木雕时不难发

现创作者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和了解。徽州木雕内

容广泛，活泼生动，艺术感染魅力极大，数百年

来，木雕造型语言臻于纯熟，雕刻技术得到很好

的评价。木雕在安装上，两边并不对称，但要调

整两边使之对称产生平衡感，否则会有不协调的

感觉。“欲严谨取对称，要轻巧保均衡”是最为

明智的作法，也给徽州人带来美的艺术感受，更

使观众心灵受到震撼。
徽州木雕的雕刻技法是全面而多元的，走南

闯北的经历让徽商的思想日趋开放，新颖构造与

完善的技术手法被不断引进民居建筑中。徽州木

雕以工艺精湛、造型纯熟著称，它兼顾了美观与

实用，既给人以艺术的熏陶，又有利于建筑的百

年大计。以古名居窗扇为例，大面积采用镂空花

雕，同时注重光源与空气流通。
徽州地 区 自 然 资 源 丰 富，一 般 采 用 纹 理 清

晰、材质柔软、价格昂贵且不容易腐烂的材料如

松树、紫 檀、樟 木、柏 木、银 杏、沉 香、红 木

等，这些木材雕画是徽文化的一段辉煌的历史，
描绘的是徽州人一段难忘的故事。作者工匠大多

是普通人，记载的是他们周围的事物，不 夸 张、
不做作。有的作品欣赏过后则终身难忘，这主要

是因为地方特色和时代感的结合，也是徽州木雕

的魅力所在。轻削重刻，削木 如 泥，捉 刀 如 神，
形象生动活泼，一切显得那样自然，一切却是那

样艺术，木雕的历史价值是不朽的。
徽州地区至今完好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

建筑。在这些古建筑中有许多精美的砖雕，它们

主要运用在建筑的门楼、窗户、墙面、屋脊、屋

檐、屋顶、牌坊等，使得古建筑物变得更加庄重

典雅、立体效果更加强烈。砖雕俗称 “硬花活”，
是中国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建筑装饰雕饰形式。徽

州的砖雕起源于宋代，至明代，随着商业贸易流

通的兴盛，地域之间文化传播的频繁，以及徽商

和晋商之间贸易交往的流通，安徽的徽州地区和

寿春地区出现了山西一带的先进砖雕工艺。寿春

地区受楚文化的影响，砖雕工艺有着楚域风格，
有些槽形砖、大方砖均雕有精美的纹饰。而徽州

地区徽商充盈的财力加上徽州多出能工巧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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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徽州的砖雕艺术精湛隽永、自成风格，并日臻

成熟，登峰造极。
砖雕的使用是建筑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既有

一定的艺术观赏性，又具有挡住雨水下落、避免

门上和墙体上雨水渗透潮湿从而影响到建筑物整

体美观的实用功能。砖雕重点部位是在注重各题

材内容的合理布局，情节、图案的主次分明，强

调视觉的整体效果。砖雕制作的花窗不仅可以让

院主透过窗户欣赏美好的风景，也起着很好的装

饰作用，产生内外浑然一体的效果。砖雕在制作

上第一道工序是创作初期选料和尺寸的大小也就

是备料。第二道工序 “磨面”，就是指用手工或

借助机器的工具把之前雕刻粗糙的雕工磨圆。通

常这道工序是由助手来完成的。第三道工序是修

整，在画面上偶尔也会遇到砖内的沙子引起雕面

残损的情况，修整就是必要程序，最后是安装。
徽州砖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给人带来

一种朴 实 华 丽 的 感 觉，非 常 符 合 当 代 的 审 美 要

求。明代早期的砖雕，由于受到秦汉的影响，画

面简单 粗 犷，人 物 形 象 少 没 有 变 化，画 面 较 单

调。到了清代，徽商为了对外界显示自己生活的

美好，相 互 攀 比，砖 雕 的 雕 刻 显 得 更 加 细 致 庄

重，形成了砖雕的艺术风格。现在在徽州的每一

个村落都能见到剔透玲珑的砖雕艺术，会让人切

身感受到砖雕的艺术之美，由衷敬佩那些民间艺

术家精湛的技艺和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石雕 在 徽 州 地 区 很 常 见，主 要 在 寺 宅、牌

坊、建筑门口，是浮雕与圆雕结合的一 种 艺 术。
发展至明 清 时 期，石 雕 多 用 于 牌 坊、龙 柱、门

窗、门楣、勾栏等。在雕刻上远远不能与木、砖

雕相依并论，主要是因为石头坚硬不细腻无法细

雕。由于地域文化习俗不同，在石雕选材上有着

特别的不同，闽人自古就有着对蛇的崇拜习俗，
蛇的形象来源于龙，故惠安人对龙的感情深厚。
龙便成为人们喜欢雕刻的对象，广泛应用于石雕

装饰中。除此之外，在选材方面惠安石雕也有与

徽州石雕的相似之处，惠安的石雕也常以 “梅、
兰、竹、莲、松”等 象 征 “吉 祥、长 寿、富 贵”
之意。

从唐至明初，惠安的石雕艺术风格特点是质

朴粗犷，人物造型端庄凝重，线条刚直简洁，尚

遗留有明显的中原雕艺痕迹。从明代后期发展到

清代，惠 安 石 雕 艺 术 改 变 了 自 古 雕 刻 中 的 “形

似”而追求 “神似”的艺术境界，此时的艺术风

格演变为形神兼备，并富有强烈的动感和气势，
艺术特征则突出精巧细腻和神奇。这种风格的转

变让惠安石雕门窗与徽州石雕门窗的艺术风格又

多了一份相似。
徽州石雕题材受到材料的限制，没有木雕与

砖雕复杂和普及，除了牌坊看起来比较显眼，其

他的石雕经常会被人们遗忘，但并不妨碍细心的

观察者的观察。石雕的题材主要是用动植物形象

来雕刻出的高浅浮雕，人物故事与山水的题材不

多见。其中，狮子是石雕的典范。在各个建筑或

者构建中都能应用到大大小小的石狮子，民居门

口的门枕石能见到头圆脸阔、形象夸张有形，相

比北方威猛的狮子，徽州的狮子显得秀气一点。
明代前期到中期，风格上相对朴实，刀 法 繁 琐，
体积感弱，不能和当时的砖木相提并论。徽州石

雕取材是一件石雕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般根

据内容 而 加 以 选 择，如 石 料 的 大 小、石 料 的 纹

理、避免采用破损或者裂纹的石料。石雕作品完

成后，剩下的步骤就是安装，一些需要组合的构

建在安装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不同的时代，制

造工艺会有不同，也就造成安装工序的不同。徽

州雕刻真可谓是徽州人民的艺术创造、智慧的结

晶，研究它不仅对我们现代雕刻来讲有着很大的

借鉴意义，它的每一幅图画，更是一个历史的浓

缩，能让我们对三大地方文化之一的徽学有更深

刻的了解。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徽州雕

刻艺术继承并发扬光大。

三、徽州雕刻艺术的传承与保护

徽州雕刻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 化 积 淀，
其形式的多样性、题材的多元性、技艺的独特性

都充分体现了徽州雕刻在艺术研究上具有极高的

文化内涵。然而徽州雕刻在形式上也具有一定的

陈旧、琐碎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学习徽州雕刻

的过程中应该持有正确的态度，应吸收精华、剔

除糟粕。我们应以现代人的审美需要为依据，按

照建筑空间结构的变化，灵活地将传统造型结构

中重复、繁琐的装饰元素加以转化，将陈旧的组

合结构进行分解，简化原有的结构构成方式，从

中挑选出最具有地域特色、民族传统文化和符合

现代审美倾向的造型元素，然后再进行重新组合

与搭配，应用到现代的建筑内部空间，与新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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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进行有机结合。［３］

徽州古名居传统建筑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民族地域特色，是中国传统地域文化比较丰富和

完整结合的体现，如建筑雕饰形式的丰富多彩、
造型的精致巧妙。这种具有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

的建筑雕饰已经深深影响了当今的设计理念，传

统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渗透于当今的设计运用中。
应从建筑雕饰文化的精神实质、设计理念出发，
将现代技术及审美融于设计之中，在现代人追求

简洁、清新的主流下，重视对现代装饰空间的健

康、环保及文化品位的塑造，努力探索出一条体

现中华文脉传承的设计之路。［４］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古老

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徽州雕刻也面

临失传的尴尬。所以我们要继续发扬它，要保护

好徽州雕刻，而对徽州雕刻作品的保护，最完美

的方式莫过于对徽州雕刻的承载者———徽州民居

的保护。徽州雕刻工艺的传承要靠言 传、物 传、
心传三种方式。对徽州雕刻工艺保护的最好方式

就是为这个工艺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有了源源不

断的自发动力，才能保持活力。

徽州雕刻技艺的发展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徽

州雕刻 产 品 新 功 能 的 开 发、徽 州 雕 刻 题 材 的 创

新，而徽州雕刻题材创新又需要有文化内涵，要

经得起推敲。我们知道，经历过发展高潮的徽州

雕刻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艺术风格，它仍旧保持本

质的风骨，它是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审美情趣

和教化功能的完美结合。最为重要的一点，它蕴

含了徽州雕刻艺匠的独特思维，其独特地域性徽

州文化的 承 载 功 能 彰 显 了 其 存 在 以 及 发 展 的 价

值。只有利用好新时代的新机遇，徽州雕刻艺术

才能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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