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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木雕的审美价值 

毕鸣仁1, 毕鸣雯2 

( 11 南京金陵科技学院艺术系, 江苏南京210000; 21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上海100000 ) 

摘 要: 主要论述了徽州木雕的雕刻工艺流程及历史发展状况。从效用、美观、道法自然等角度阐述了徽州木雕独特的审美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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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西递、宏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将引起更多中外研究徽学、皖南古民居村落专家学者的瞩目。

而徽州古民居建筑艺术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融砖、木、石雕为一体, 与木柱梁结构进行巧妙的综合运用, 形成一种技艺独特、

气韵灵动的建筑雕刻艺术风格。其中徽州木雕艺术作品更是以质地优美、做工精细、厚重的历史渊源而焕发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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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雕0是指徽派建筑中以木质为原材料的民间雕刻工艺。主要表现在内部建筑的重要部位上。如梁枋、梁架、斗拱、雀

替、扇窗、扇门、栏板、栏杆等部位以及桌、椅、凳、案、几等家具的装饰上。徽州木雕以歙县、黟县、婺源县(今隶属于江西

省)最为典型, 保存也相对较好。现存大量的徽州古建筑中我们仍可看到许多精雕细镂的” 木雕0作品分布在斗拱额枋、窗棂隔

扇、花门栏杆、神位龛座、床榻卧具、椅凳橱柜、桌案架几之上, 虽经数百年岁月的浸润仍奕奕生辉, 表现出极为旺盛的艺术

生命力(图1)。 

徽州地区盛产木材, 种类繁多。徽州木雕主要使用当地的松、梓、椿、银杏、楠木、榧树、甲级杉木等。其质材大多纹理

清晰、质地优美、材质柔软、易于雕刻。木雕的制作过程首先根据安置的部位进程构思, 然后经过取材、出坯、描图、粗雕、

细雕、休整等工序。在选取树材后, 先开料。再用笔在木材上勾出构思方案的轮廓草图, 再进行图案休整并定稿。按照构图粗

雕出立体图案的雏形, 然后精心雕镂, 进入细雕阶段。雕刻时尽量做到手到心到, 气韵贯通, 构图完整, 形象逼真, 线条流畅, 

棱角清楚, 刀法洗练, 转折灵活。完工后再整体修饰, 进行细部休整, 直至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 

歙县黄村一家民宅, 在堂前右侧登楼的门口上方有一幅浮雕与透镂相结合的木雕画, 背景是山石冈峦, 竹林曲径, 画中有

一位年轻妇人倚栏眺望, 一个男子夹着伞, 背着包袱, 从山道上走来, 这是一幅反映远祖在外经商发迹回乡的” 商旅回归图

0。画面人物长仅盈寸, 却刻画得眉眼毕现, 栩栩如生, 倚栏妇人凝眸远望, 神态优戚而专注, 流露出盼人归来的脉脉情思; 男

子, 则是风尘仆仆, 行色匆匆, 归心似箭。构图精巧, 造型生动, 堪称现有徽派木雕中的精品。 

明中叶以后, 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 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 木雕艺术也逐渐向精雕细刻过渡, 多层透雕取代平面浅雕

成为主流。题材丰富多彩, 多以吉祥福禄寿禧财的图案为主。各类历史故事, 民俗风情, 休闲娱乐, 文化现象也屡见不鲜。内 

容包罗万象, 具体的图案有人物、动物、植物、器皿、山水、花卉、禽兽、虫鱼、云头、回纹、八宝博古等。同时期徽商

渐起, 并称雄商界数百年。暴富的商人把故里当作告老还乡颐养天年的乐土, 作为乡党之间、宗族之间相互攀比、争富斗阔的

场所, 纷纷“ 盛馆舍广延宾客, 扩祠宇敬宗睦族, 立牌坊传世显荣0。但当时商人居” 士农工商0四民之末, 一方面财大气粗, 

一方面心理卑微。这从当时商人富贾的居所可见一斑。其居住的房子太师壁两旁穿堂顶上的楼坊与梁托大多都雕刻成倒挂元宝

状, 从整体上看, 倒挂的元宝与左右两根门柱构成了一个” 商0字, 只是缺少了其中的” 口0。人口人口, 只要有人从穿堂门

下走过, 便填补了” 商0字中的” 口0字。意即无论你是布衣百姓, 还是达官贵人, 均要从我商家门下通过。观其楼坊和梁托, 

往往施以精致木雕, 一来装饰厅堂, 二来讨得吉祥。其构思之精巧, 不得不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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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 由于新安画派的兴起以及徽派木刻的发展, 对木雕装饰美感的追求更强, 涂金透缕, 穷极华丽, 逐步失去拙朴

的意味。由于圆雕形式日趋丰富, 构图与透视都能重视变化, 还是出现了大量的精雕细刻的佳作。如百官会宴图、渔樵耕读图、

琴棋书画图、八仙过海图等。追求细腻繁复, 透雕的使用越来越多, 层次也越来越深。笔者日前在安徽黟县购得一清代福禄寿

三星高照木雕作品, 雕刻精湛绝伦。人物形象逼真, 构图饱满, 衣褶分明, 栩栩如生。入清以后, 对本雕装饰美感的追求更强, 

涂金透镂, 穷极华丽, 虽为精工, 但有时反而过于繁琐(图2)。 

以现代产品设计的方法来衡量徽州木雕的效用, 也是极为科学的。每处不同的环境均有不同的设计, 体现了功能至上的实

用原则。大部分花窗与隔扇的上部都有透空的花格, 有的是几何纹花格, 有的是植物纹花格, 有的是用卯榫组合构成, 有的则

是整板镂空, 工艺精湛, 花纹优美。从现代设计构成美的基本法则来看, 这些重复的构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称秩序美。 

而一些上段细密的花格子与中段下段的密风挡板自然也形成了一种疏密对比, 体现了一种节奏和韵律美(图3)。徽州木雕另

一个审美特征就是崇尚自然, 几百年来一直都是保持着天然质地, 极少加以表面喷涂和装饰。保持材质的天然纹理和本来的色

彩, 充分体现材料的质地之美。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受到老子、庄子美学观的影响。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 五色令人目盲, 五

音令人耳聋。“庄周发展老子的思想, 认为”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0。徽州是程朱桑梓之邦, 道学渊源之所在, 在木雕作

品中处处体现着这种质朴之美。隔扇、梁架上的木雕不论如何精巧、细腻也不施以髹漆; 窗棂床榻上的木雕也都是保持松、杉

等材料的质感而不施以丹青。 

清康、雍、乾三代的徽州木雕和很多其他的作品一样达到了艺术颠峰, 给人一种素朴而庄重、文雅而率真的美感。朱熹认

为” 大抵圣人之言, 本身平易, 而平易之中其旨无穷。0主张平淡自然的美学理想。自宋以后, 徽州学子们都是” 宜读朱子之

书,取朱子之教, 秉朱子之礼, 以邹鲁自恃, 而从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0。将朱熹的美学思想奉为圭臬, 因而” 道法自然0的美

学思想深深地浸润着徽州的木雕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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