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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建筇石青雕花纹群艺术研究

石膏雕花装饰是新疆维吾尔族建筑中非

常重要的装饰形式，它在新疆维吾尔族清真

寺、陵墓、民居、商业建筑上都被大量运用，

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伊斯兰装饰艺术。作为伊

斯兰建筑的装饰形式被开始运用是在公元7

世纪中至公元8世纪后倭马亚时期的马格里

布和安达卢西亚时期。公元8世纪卡拉汗王{

朝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教首先在新疆喀什地j

区传播，逐渐普及新疆各地。由于当时石膏

装饰在中亚空前繁荣，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的同时，也带来了中亚的装饰艺术，又由于；

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新疆的许多地方都盛i

产石膏，新疆维吾尔族人们就利用石膏凝结

速度快、容易雕刻、价格便宜的特点为新疆!

伊斯兰建筑进行装饰并延续至今。

伊斯兰艺术在传人新疆之前，吸纳了希{

腊拜占庭艺术、波斯萨珊艺术和阿拉伯艺术；

等多种艺术形式。在传入新疆之后，虽然伊{

斯兰教占主导地位，但依然有佛教、道教、喇{

嘛教、袄教等宗教存在。同时新疆又处在多；

民族、多语系地区，还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

以形成了新疆石膏雕花纹样艺术的多样性与：

统一性。同时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

所以以抽象形式取代了人物具像的描绘，最：

终使伊斯兰图案定格在植物纹、几何纹、书i

法纹这几种表现形式上。

一．植物纹样

植物纹样出现在9世纪，至13世纪达到；

繁荣。在植物纹样中，仅植物花卉就有上百i

种。新疆维吾尔族建筑装饰植物纹样具有强}

l烈的民族特色，在种类上主要有雅皮热可、{

；葵花、巴达木花、石榴花、苏赛尔、亚扎、多}

形莲花、牡丹花、玫瑰、菊花等。花朵和枝；

梗按一定的规律组合形成二方连续、四方连l

：续、单一纹样等形式，相互对称、协调形成}

}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等独立的图案。植j

；物纹弯曲的茎蔓、繁茂的枝叶、丰硕的果实}

i等，反复连续或相延，表现了伊斯兰教重现；

自然的深刻寓意。

在清真寺、陵墓、民居中，植物纹样的{

}组织形式各有不同，在清真寺的植物纹样中j

l主要体现在米合拉甫部位，米合拉甫是伊斯{

{兰建筑中凹形的龛形，整个墙体是立体造}

}型，是清真寺所共有的建筑形制，也是清真}

}寺内最圣浩的地方，是用来讲经的重要地i

}位，朝向麦加，主要有拱券形造型。

1．清真寺纹样

(1)方与圆相互承托形。龛形纹样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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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花朵为中轴线，两边以枝叶对称形式组成。；

l龛形第一层饰纹是多边形和花朵组成圆形重l

l复视觉效果，而最外层纹饰以花朵与十字形i

|组成方形重复视觉效果，形成圆与方或方与j

l圆相互承托的壁龛形式。

(2)花瓶与枝梗、花朵缠绕对称形。以i

；

；花瓶为轴线，两边是花朵与枝梗相互缠绕l

i对称。

(3)星形、五边形与小花朵形。以星形{

l为中心延伸组成五个五边形，在五边形中又{

l植入小花朵。

(4)花朵镂空形。以单一的绿色或其他i

i颜色作背景，把花朵和枝叶镂空，但花朵和l

j枝叶始终相互缠绕相互延伸。

2．陵墓纹样

以植物纹样为主的陵墓纹样，表现形式l

|如下：

(1)以蓝、绿色彩作为底色，上面以白l

色石膏的枝梗与花朵相互缠绕组成；另一种{

}是以石膏本色为主进行雕刻的形式。

(2)在赛热甫及门楣、门窗、边饰纹的}

l组织上有花枝包花朵形二方连续、郁金香与i

}风车旋转型四方连续、花朵与圆环相叠形、{

!波浪对称与花朵形、波浪交叉与花朵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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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卷草纹与八角形等多种表现形式。在民；

居中植物纹样最为丰富，主要花型有牡丹、；

菊花、玫瑰、葵花等，而几何纹样在民居中{

几乎不被采用。而且纹样布满整个房间墙{

面，整个构图饱满，每幅画面中没有空白，伊l

斯兰艺术不喜空白，在纹样组织上严格按照l

《古兰经》的教义进行。在维吾尔族风俗中，i

如果家中的石膏雕花越多、越华丽，雕刻技

术越高超，越能显示出这家人的地位和富j

有，由此纹样的组织也就变得很丰富，构图i

很饱满。

3．民居纹样

(1)赛热甫处(圈梁以下的墙顶边缘窑l

龛周边的带状图案)，纹饰组织主要采用二l

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纹样主要是巴旦姆、石{

榴、葡萄、波斯菊、菊花、小花朵、枝叶并

配以卷草纹组成。

}古老的一种龛形。在拱券内饰以复杂的枝梗}

；与花卉缠绕图案，拱券外用比较简单的单元：

j花朵式进行装饰。

}二、几何纹样

伊斯兰文化擅长利用几何图案来达到艺：

；术效果，在伊斯兰早期，三角形、五角形、八j

i角形和星形就用于伊斯兰建筑中。从12世纪；

{开始，埃及的设计者用分割开来的几何图形{

j发展出特别复杂和多样化的几何图案，大多j

l数都利用图形的要素和星形。复杂的几何图j

；案的发展是在14世纪马木路克王朝统治的埃{

i及和叙利亚，伊儿汗王朝统治时期以线条和i

}几何图形为主的装饰还沿用希腊和罗马时代；

l的设计。

几何纹样在伊斯兰建筑中的大量运用不{

仅仅是伊斯兰建筑外在装饰的体现，更重要1

}的是遵循伊斯兰教中万物的离散与聚合，

(2)娜姆尼亚，是平面的龛形，是普通i；“表于源于独一，归于独一。从中可以感觉到

：百姓为了祈祷心中的安拉，把立体的米合拉i；循环往复的世界以及造物主的存在，思索生

}甫做成平面的“娜姆尼亚”，并在其中绘满图}}命的周旋与更迭”。目前新疆伊斯兰建筑几

l案，装饰壁饰。同时还做成多个储藏物品和l l何纹样不但继承了传统伊斯兰建筑几何纹

；摆放工艺品的壁龛，主要是大面积的墙体，i{样，如星形、八角形等，还根据本民族的审

在民居中大量运用娜姆尼亚龛形，龛形较清!j美习惯、文化特征，延伸出其他形态的几何

}真寺丰富，纹样组织方式和清真寺有一定的l纹样，如菱形、扇形等几何团交叉重复形成

}区别，但又相互融合，清真寺的壁龛墙体是{i其他几何图形。几何纹主要在清真寺、陵墓，

l立体的，纹样组织主要是植物纹和几何纹组i；商业、公共建筑中运用较多，特别是在清真

i合而成，而民居墙体是平面的，纹样内容主{寺和陵墓中。具体纹样形式有①正方形与十

l要是花卉，组织形式比较统一、整体，主要}j字交叉形。②星形延伸形。以星形为骨式，延

}有①立体壁龛式。立体壁龛式不仅是用来祈；；伸出正方形、八边形、米字形并相互交叉。③

l祷，而且还用来摆放被褥、家什、装饰品等。i{正方形与八边形相叠式。④十字形与田字形

}在纹饰上主要是花卉与枝梗缠绕形式。⑦线}；交叉式。⑤硭字延伸式。以己字为骨式，延伸

性式。用线的形式形成多种几何形状相套，}!出四角形相叠、八边形相叠等形式。

}中间饰以花瓶造型。③填花式。在墙体上做l：三、书法纹样

出长方形、正方形等造型，在其内填满单元；； 伊斯兰书法被称为是最纯粹的伊斯兰艺

花朵。④拱券式。拱券式是最常见，也是最j；术，因为除了作为伊斯兰的语言之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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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真主之间得以交流的手段和媒介。同时

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动物和人物的形象，所以

为书法的发展创造了更优越的条件。伊斯兰

书法不仅只用于经书的写，还用于伊斯兰建

筑中，特别是在清真寺、陵墓中。主要是撰

写名人名言和诗歌片段。在阿拉伯书法中最

早用于做装饰的字体是库法体，这种字体方

方正正，棱角分明多直笔，是由美索不达米

亚的库法城而得名。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阿

拉伯书法艺术迅猛发展，成为伊斯兰建筑艺

术中最重要的装饰纹样。到了13世纪前后，

另一种书法纳斯赫体取代了库法体，占据了

阿拉伯书法的主流。它与几何纹、植物纹交

叉重叠使用，运用在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在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新疆维吾尔族用阿

拉伯字母创造了维吾尔文字。虽然书写字母

一致，但语言和内容不同于阿拉伯书法。新

疆伊斯兰教建筑常用浅浮雕效果，利用白底

突出书法的形式进行刻字，书法在墙壁上采

用长方形、圆形等图形进行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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