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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堕苦镤酌木雕艺木

瑶里，又称窑里，古属浮梁县锦绣乡

新正郡。位于江西景德镇市东北方，距离

市区6 0千米，离高岭东埠古水运码头8

千米，与安徽休宁、祁门两县交界，为全国

重点历史文化名镇。瑶里山高林密，有原始

森林，属黄山余脉，在东河上游。东河自东

北向西南流经镇区，古代这里因多长梅树，

也称作梅村，蕴藏着丰富的瓷土、釉土矿。

据《浮梁县志》、《江西通史》相关陶书记载，

瑶里一直是明清两代景德镇制瓷胎和釉果

原料的重要产地，从宋代开始即烧制陶器，

历史上景德镇陶瓷生产与瑶里关系密切。

现较为完整地保存着明、清、民国时期建造

的古民居数百余幢。主要有程氏祠堂、大夫

第、进士第、狮冈胜览、宏毅祠堂、高际禅

林寺、垂花门楼、明清商业街等。在瑶里的

民居和大小祠堂里，有着大量的古建筑装

饰艺术作品。步入每栋民宅和祠堂，在抱鼓

石、梁枋、斗拱、雀替、藻井、栏额、门楣、i

窗棂、匾额等建筑构建中都可发现形态各j

异、精雕细镂、美观大方的雕刻艺术品。作j

品的表现形式多样，审美趣味丰富多彩，工l

艺技法尽善尽美。表现题材概括为人物、山i

水、动物、花鸟等几方面。艺术特色尤为生；

动传神，独具一格，是古代艺术遗产的一部；

分，对研究民间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

一．木雕的主要装饰部位

瑶里古民居的木雕工艺主要应用于梁；

架、梁托、斗拱、门窗、挂落，雀替、檐；

条、飞檐、栏杆的装饰雕刻之中，尤以梁f

撑，窗棂、槛子门上的木雕最为精致。在{

梁托、斗拱上多运用圆雕、镂刻工艺，布；

局结构巧妙，层叠交错，繁而不乱。建筑；

的隔扇门是木雕装饰的重要部位，广泛用l

于厅堂两侧的壁面，采用不同的刀法进行i

雕镂，工艺精美。瑶里民居多以砖木结构{

为主，经历了大自然数百年来的考验，依{

然耸立。程氏祠堂尤为巍峨壮观，宽敞高；

大，前临瑶河，背靠狮山，为上、下堂有i

天井的二进式建筑。程氏祠堂的木雕是整{

个古镇的精华所在，从庭院到门罩，从厅{

堂到天井，在大门、屋脊、梁柱、柱础、窗；

栏等众多的建筑构件上，都有精细雕刻，{

有的还施重彩．描真金。祠堂内天井周围j

几乎遍饰雕刻，有各种玲珑剔透的图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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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满目。瑶里民居受徽州古民居建筑的影}}代富贵，借桃代寿，借石榴代多子多孙等，

响较多，木雕几乎涉及所有的建筑部件，}；招财纳福的有：天官赐福、三星高照、玉

不仅讲究外形的恢宏、奇伟，而且刻意追；；堂富贵、招财进宝，功名利禄的有：五子

求屋内的装饰美，从建筑学和美学两个方}；登科、马上封侯、一路连科、加官晋爵等。

面展示着自身的生命力，表明建筑与雕刻l l这些题材均代表着儒教宗法伦理道德的范

装饰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瑶里i i畴。内容涵盖人物、山水，花卉、飞禽、走

木雕与徽州木雕一样立足于雕，根据建筑；；兽、虫鱼等。

物体的部件需要，采取彩圆雕、透雕、镂i} 1．人物素材的木雕

空雕、高浅浮雕和线刻等雕刻表现手法。；； 在人物题材方面，有历史故事，民俗

；气势雄伟，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为古

l色古香的建筑锦上添花。

；二、木雕题材的多样性

民间建筑木雕装饰的题材大多体现出

j民间文化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使得民间

}工艺造型具有一定的格式化与程式化，形

l成了一套师徒相传的传承方式与工艺体

；系。有写实与写意的，有具象和抽象的，创

：作形态各异。祈福纳吉是民间建筑装饰中

；运用最广泛的题材，民间将其概括为福、

；禄、寿、喜、财等。这些题材最贴近百姓

：生活，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民众对生命价值

；的关注，对家族兴旺的企盼，对富裕美满

l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追

}求。瑶里木雕艺术也不例外，纵观其规模，

{大如祠堂，民居、寺庙的建筑装饰，小至

；日常生活用的家具装饰等，都全面地反映

}了这些内容。采用的方式多运用谐音、比

!拟、借代等传统手法传达吉祥寓意。如，谐

；音：以蝙蝠谐音。福”，鹿谐音“禄”，喜

；鹊谐音“喜”；比拟：以梅、兰、竹、菊比

l斗拱雀替，更是雕花缀朵，富丽繁华，琳!；拟君子品德，荷比拟清廉；借代：借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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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多为戏剧性的娱乐主题。描写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的贵族生活，文人骚客的

风雅，宗教神话，先贤事迹。表现古代神

话的，如“女娲氏补天”·表现豪杰烈士、

圣贤的，如“荆轲刺秦王”、“桃园结义”、

“三英战吕布”，。三娘教子”；表现爱情故

事的，如((断桥》、《女起解》；表现忠义的，

如《二进宫》、《打金枝凇表现英雄主义的，

如《长坂坡》，表现智慧的，如((空城计》。

在程氏祠堂旁边某民居家的落地隔扇木雕

中有传统题材“八仙过海”、“和合二仙”、

“福禄寿”，“闹元宵灯会”等，体现了劳动

人民的传统观念和美好向往。“忠”、“孝”、

“节”、“义”的题材在瑶里木雕中是常见

的。如忠有“岳母刺字”，孝有“卧冰求鲤”，

节有。杨家将”、“戚家兵”，义有“苏武牧

羊”等。还有描绘人们休养生息的题材，如

鱼樵耕读，牛背上牧童，纺车前的村姑和

饲养家禽家畜，推车、担水，捕鱼、撑船

等山区劳动人民的形象。瑶里木雕，雕不

离儒，儒不离雕，雕儒合一，深受朱子理

学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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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水素材的木雕

瑶里地处黄山余脉，自然以徽州名胜

为素材，黄山奇景是雕刻的主要内容。邑

六县风光秀丽，((名人方志》中有歙县、绩

溪“十景”，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八

景”著称。这些都是民间雕刻匠师们熟悉

的山水题材，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表现出

朴实无华的乡土气息。在“大夫第”民居

的隔扇门中间的束腰部分，有相关风景的

木雕装饰作品，较为精彩。在瑶里古民居

中，窗户都不向外开，而是向着房屋中间的

天井开窗户，窗扇基本都是镂空花雕。注意

光源又使空气流通，窗格扇下饰以细腻的

雕刻。具有代表性的木雕山水风光有“黄

海云涌”、 “黄山松涛”、“寿山旭日”，“石

洞流霞”、“龙尾山色”“烟云铺海”、“双桥

名富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内空外

直，象征气节纯洁。“瓶”象征平安、和平，

它与插花组成图案，瓶里插着四季花，象

征“四季平安”，插三只戟，象征“连升三

级”，“松”、“竹”、“梅”岁寒三友，象征

健康长寿和坚贞不屈。如“进士第”与“狮

冈胜览”建筑中许多的木雕、石雕与砖雕

表现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人物、山水，动植物、花鸟相互结合

运用的图案较多见，表现力更强，内容更

为丰富多彩。这些都是瑶里古村中木雕艺

术作品运用的题材，也是中国民居装饰雕

刻中大量使用的题材。作为本地民间艺术

的审美习惯，包含了对祖先的怀念和对原

始图腾的崇拜，也包含着祈求丰收、吉祥

的愿望。这些表现手法都是我国民间艺术

；夜月”等。其表现出松、石、云、泉以及奇!；特有的产物，反映着百姓生活的心声。

{花异草的美丽景象。那变化无穷的云海，妙{|三．蕴涵的传统文化取向

}在非海，确又似海，无石不松，无松不奇。i 瑶里民居依山傍水，青山绿树映衬白

l这些都代表着本地区的典型风光。 {；墙灰瓦。层层叠叠的马头墙，朴实、厚重；

3．动物、花鸟素材的木雕 ；i村落内是青石板街道，显得古巷悠悠。路

常见的包括：云龙、奔鹿、嬉猴、立；i面的石板两边砌有排水沟，河流两岸用木

；鹤、游鱼以及梅、兰、竹、菊、桂、荷，莲!；桥连接，桥边有古朴的石凳、石墩、石桌。

{等。表达了居室主人所隐喻的内在含义，；；民居的前庭后院植以花木，摆放盆景。自

；也反映其社会地位、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然环境、山水花木和建筑雕刻共同构筑成

}并从侧面可了解本镇文化的发达程度，为；i充满艺术气氛的文化空间。伦理教化是民

i我们研究课题提供了佐证。在装饰图案中i l间建筑木雕装饰中最具精神教化意义的题

l以谐音或民间共同认可的内涵来确立的，l i材，以历史典故、生活场景、书法楹联等

；如“鱼”取“富贵有余”之意，五只蝙蝠}l内容形式，借以褒扬孝悌、忠信、仁义，揭

}组成的图案，象征五种天赐之福——长i}示儒家之礼，让人触环境之景而生尊老爱

{寿、富裕、健康、平安和多子多孙多福，{{幼之情，令人耳濡目染而习修身齐家之

‘}“鹤”传说中能活百岁以上，常与松、石或!l道。这些以生活环境为载体的装饰现象，

}龟、鹿等类在一起，象征着长寿，。马”为i：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使建筑

}“马上”，。蜂”即“封”，“猴”通“侯”，“雀”}i的精神功能得以强化，常见的伦理教化是

}便是“爵”，用在一起就是“马上封侯爵”。j；百姓世代关注的主题。民间常用建筑构件

}“龙凤”组合，意味着吉祥如意，美满幸i i装饰寓意吉祥的图像，借以驱除瘟疫、镇

；福。画白头鸟与牡丹相配表示“白头富：!邪禳灾。历史上，任何艺术现象的出现都

：贵”，“富贵姻缘”。画雄鸡，牡丹表示“功：：离不开社会的需求，瑶里木雕艺术的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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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生存与发展有赖于本地的社会经济基

础。瑶里商人把相当多的资财用来兴寺

院、扩祠堂、建民宅，从而刺激了建筑装

饰雕刻艺术的发展。商贾虽有财富，但由

于封建法规的限制，在建筑上自然不可与

官邸的威严、宏大争雄，况且，本地山区

地形崎岖不平，地理环境复杂，因此商贾

欲炫耀财富，只有在典雅、工丽、奇巧玲

珑上另觅蹊径了，这样就直接影响着雕刻

艺术的精神风貌。与其他木雕流派不同的

是瑶里木雕从不一味要求雕刻木材的名

贵，而是选材随意，贵的原材料有柏、檀、

樟；贱的有松、杉、柳。木雕大多显示木

质的天然纹理之美，它与徽派建筑一样共

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有鲜明的

乡土气息和丰富的内涵。瑶里木雕可称得

、

上为一种文人木雕，由于它扎根于丰富的

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儒学思想渗透的结

晶，所以形成了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

瑶里木雕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情调，一

种气氛。在祠堂里面，它使人能感受到族

权的森严和震慑，而在许多民宅里面，又

能感受到祥和、闲适的家庭气息。木雕的

创作是民间艺人主观意志的充分体现，反

映出民间雕工的文化素质较高，这和当时

整个浓厚的文化氛围有关。儒、道、佛思

想不仅影响贵族阶层，同时也影响底层社

会人们的意识。瑶里民居的装饰雕刻艺术

与自然环境、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宗教

伦理、文化思想等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背后所渗透的文化

背景就是儒家思想。儒教为封建社会的主

流文化，历代相传，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

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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