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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民居门罩的装饰呈现与审美内涵

江保锋%

!闻A婧#

!%N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芜湖 #'%$$$%#N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芜湖 #'%$$$"

摘要!徽州传统民居中所遗留明清时期的门罩形制以造型朴素的门楣式)装饰舒展的垂花式和结构复杂的牌坊式

为主要代表&以砖石雕刻为主要装饰载体&加之考究的尺度和精美的图式&展现了徽州传统民居独特的装饰风格'

门罩的装饰在艺术呈现与审美内蕴方面彰显着题材寓意吉祥)形象淳厚儒雅)视觉饱满丰厚)工艺精巧繁缛)审美

积淀朴厚等艺术特征&门罩装饰图式所承载徽州人的精神生活)民俗文化和民俗内涵是中国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

审美文化的重要部分&蕴含着厚重的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

关键词!徽州%门罩%形制%尺度%图式%审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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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位于安徽南部的丘陵地带&由于山峦叠

嶂的地理环境&加上交通不便和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以及劳动力不发达等各种因素&造成了相对闭塞的

徽州人纷纷向往走出大山谋生' 外出谋生的方式

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经商&明清时期的一大批著

名徽商因此而诞生%另一种是选择通过科举进入仕

途&所以明清以来的徽州形成了一种#贾而好儒$的

社会风气' 有了物质基础的徽商和进入仕途的高

官往往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对祖宅的修缮和重建

是封建礼制下一件具有光宗耀祖和出人头地的事

情&在徽州民居修缮和重建中&门罩显得尤为重要&

装饰华丽的门罩不仅体现着民宅主人儒雅的心理

活动和审美品位&更被看作是一种体现主人经济实

力)文化实力和社会地位的#门面$'

在具有#诗意栖息地$气息的徽州民居建筑中&

平整而高大的外立面很少开窗&为了安全&即便开

窗也是离地很高的小窗&使得高大的粉墙上缺少装

饰性和层次感' 所以&作为重要出入口的大门便成

为了徽州古民居建筑中最为重要的装饰元素之一&

除了具备防卫作用以外&又具有界定空间的特殊功

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实际的作用中&高挑

的门罩檐头&可以将雨水远远的抛开&有效地保护

了入户门免受雨水的侵蚀' 在其装饰呈现中&为了

在高大的墙体平面上突出视觉层次&徽州古民居外

立面的装饰部分主要集中在了门罩上&与北方入户

门不同的是&徽州的入户门是在主体的建筑之中直

接设置开口&进入了大门便等于进入了高大的厅堂

之内&体现在入户门开口之上的装饰檐口是一种类

似于浮雕形式的半立体建制&所以我们称之为门

罩&而北方的门楼通常是在庭院的入户门处单独设

置一座不高于主建筑的过道式门舍&在形制和装饰

的呈现上与徽州的门罩都不尽相同' 相较于北方

的门楼&徽州门罩上较为丰富的砖石雕刻装饰所形

成的层次感与平整的屋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门

罩成为建筑外立面中最引人瞩目的装饰区域&其主

要功能以装饰为核心' 在具有通达之用的门面装

饰中&徽州人注入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汁液&是传

统徽州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全面写照&透过门

罩装饰中的砖石雕刻&能看到浓郁的乡土韵味和芬

芳的文化气息&透过门罩&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民居

的审美特色与内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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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是旧时安徽南部的行政管理所在地&包含

现在安徽南部的休宁)歙县)祁门)黟县)绩溪以及

江西的婺源&在经过了长期以经济和文化为重心的

发展之后&徽文化中的古民居建筑成为了具有典型

性的民居代表&其特有的视觉形象和精湛的建造技

艺&尤其是徽派建筑中的门罩装饰艺术&更以精美

的砖石雕刻和别致的形制成为徽派民居中的一个

亮点&给徽文化增添特有的视觉魅力'

%N门罩的形制

徽州古民居门罩根据形制的不同大致可分为

门楣式)垂花式和牌楼式!图 % O图 !"' 在这几类

罩形制中&门楣式门罩因造型朴素&工艺也较为简

单&因此在徽州古民居中使用较为广泛&门楣式门

罩在早期的形制中通常采用书写庭院名称的水平

字匾进行装饰&发展至后期取代字匾的是朴素的青

砖或砖雕拼接成的图案&其装饰的繁复程度反映了

住宅主人的人文意趣' 发展至明清时期&门楣式门

罩装饰中大多以无字的门楣制式为主' 垂花式又

称垂莲式&因檐柱在装饰中垂过下枋形成莲花状的

垂珠而得名&其形制与同时期盛行于北方的垂花门

相近&逐渐形成了具有徽州民居特色的垂花门罩&

与门楣式门罩相比&垂花式门罩在装饰上更加舒展

和多样&所以在徽州明清古民居中也较常采用&比

如卢村的#志诚堂$即采用了这种形制的门罩*%+

'

牌楼式门罩在形制上通常因规模较大而比较复杂&

在结构上可分为#罩$和#楼$两部分&又可分为单间

双柱)三间四柱)五间四柱等几种建制&在有着强烈

尊卑观念的明清时期&通常将单间双柱和三间四柱

式门罩用于诸如皇恩等有特殊荣耀的建制中&牌楼

式门罩类似于牌坊的形制&只是将牌坊的立面凸立

于入户门的门洞之上而形成具有宏伟气势的装饰

门头&由于牌楼式门罩受尊卑观念和规模复杂程度

的影响较大&因而只有少数民居采用此种门罩&比

如西递村的迪吉堂门罩和关麓村的八大家门罩装

饰采用了此种形制'

图 %A门楣式 图 #A垂花式 图 !A牌楼式

AA#N门罩的材质

在徽州民居门罩的装饰材质中&由于受自然风

雨侵蚀因素的影响&装饰材质主要以砖雕和石雕为

主&尤其是砖雕在门罩装饰中应用中更为突出' 砖

雕在材质上一般会选择精细材质的水磨青砖!图

'"&制作青砖的材料是取自河道转弯处多年沉积下

来的精细泥土&加以清水搅拌成泥浆&再加以过滤

和踩踏而成为泥筋&制成砖坯入窑烧制而成&因为

经过多道制作程序&青砖具有杂质少和质地细腻的

特点&青砖虽然在雕刻的表现力和技法的复杂性上

比木质材料略为粗矿&但在其装饰所呈现出的视觉

层次上不逊于木雕&反而更能凸显装饰中的三维效

果&在表现装饰题材方面砖雕同样具有丰富性&诸

如山水风景)动植物)历史人物及风俗故事等题材

均能有出色的表现&具有完整的视觉美感' 石雕在

门罩装饰雕刻中的形式也很多元化&诸如在透雕和

浮雕!图 F"等方面的工艺性很高&大多石雕被用作

壁饰&因石雕材质所表现的题材大多用来歌功颂德

以凸显社会地位&被赋予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的功

能&尤其在具有标志性的牌坊中的运用更能凸显其

视觉张力&所以石雕在门罩的装饰中多用于具有相

同功能的牌楼式门罩&以彰显其宏伟的气势' 在徽

州古民居门罩装饰中&砖石材料制成的具有长期稳

定性的雕刻寄托着民居主人的文人意趣)家训和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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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以表达对家族世代的愿景'

图 'A水磨青砖

图 FA石雕中的浮雕

!N门罩的尺度

徽州古民居门罩在各部分构件尺度之间的比

例只有达到相对的协调才能形成一种具有美感的

装饰风格' 比如在门楣式的门罩中&通过对屏山村

的储来宝住宅)舒克刚住宅以及卢村的思成堂等具

有代表性的民居考察&门楣式门罩主要构件包括屋

瓦)束腰脊)五路檐线)元宝梁)匾额)垂花柱和下枋

等主要构件' 在具体尺寸上&束腰脊的构件宽度与

五路檐线部分的尺寸几乎一致&五路檐线部分的尺

寸又与元宝梁的宽度相差在 #$$ 毫米左右&元宝梁

的尺寸与下枋的宽度之间相差近 #$$ 毫米!图 P"'

在垂花门式门罩装饰部件中&通过在对碧山村何宅

和西递村的居安堂以及屏山村的吴金华民居住宅

等具有代表性的古民居门罩测绘中得出&门罩的左

右檐柱的下垂尺寸超出下枋的尺寸&下枋与门框的

宽度基本一致或者略大&所以垂花门的门罩应当比

门楣式门罩的尺寸略宽一些&其差距大致在 P" E

''$ 毫米的范围之内!图 D"' 在牌楼式门罩各部件

之间的比例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尺度有两点(一是

主楼和次楼之间的比例关系通常很和谐&二是门楼

的宽度与门洞的宽度之间要有协调性' 通过对碧

山村的启泰堂)屏山村的舒桂林住宅等具有典型代

表性的古民居门罩的测量得出&支楼部分的宽度尺

寸一般是主楼部分的一半左右&竖式排列的匾额与

两侧的砖雕几乎成正方形&边柱与门框之间的水平

距离均值与门洞的宽度均值之比约为 $N&PD&较为

典型的是用以记载皇室对家族嘉奖与恩赐的牌楼

式门罩&均以三间四柱三楼的形式出现&家族所获

得的荣耀通常以#恩荣$为题镶嵌在居中的匾额之

内&两侧辅以浮雕或砖雕&通常将双龙寓意隆恩&间

隔一段没有砖雕的素墙再镶嵌两块带有几何或吉

祥纹式的竖版浮雕&以反映主人在隆恩下对美好生

活的感恩寓意!图 ""'

图 PA门楣式尺度 图 DA垂花式尺度 图 "A牌楼式尺度

AA'N门罩的图式

徽州古民居门罩的装饰从宋元时期开始不断

发展&随着明代以来徽商的崛起日渐完善&形成了

一套工艺简单)形式朴素大气的装饰体系&呈现出

由简至繁)由粗犷到细腻的变化过程&随着本土工

匠在长期实践中的积累&雕刻工艺逐渐变得精美和

考究起来!图 &"&雕刻工匠在营建之时就与主人做

好了充分沟通&选择适宜的主题内容&在设计时将

装饰雕刻部分疏密分布&与主人的审美情趣相得益

彰' 砖雕的装饰题材有花卉)山水和人物等&雕刻

手法主要分为线雕)平雕)浮雕和漏雕&图式多以能

反映儒家文化影响下徽州#亦儒亦商$住宅主人文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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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趣的四君子)吉祥)几何等纹饰为主!图 %$"&尤

其是以文人入仕为主题和反映科场得意的题材更

为普遍&徽商虽然财力充盈&但在儒文化影响下&入

仕为官)光耀门庭的思想仍然是其主流思想&此类

图示如#蟾宫折桂$ #一路连科$ #五子登科$ #连中

三元$等%与儒文化密切关联的还有一类表现忠孝

节义与仁礼智信的题材&以#教五子$ #三纲五常$

#夫荣妻贵$#同心之言$等图式为代表%另一类则反

映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人情怀&比如

以石磬)瓷瓶)香炉和书画用品为组合的#博古好

雅$图&以棋盘)古琴)古书和画轴为组合的#四艺雅

聚$图等都透漏着徽州文人的书卷气息%此外&具有

富贵)纳材和太平吉祥的装饰纹饰也是常见题材&

由于徽商常年奔波在外&无论是本人还是家人都期

盼亲人平安归来&以及表现出对富贵的向往&比如

祈求太平的#平安如意$#竹报平安$#四季平安$和

祈求财富的#渔翁得利$#日进斗金$#富贵满堂$等

图式均能表达此类期盼*#+

'

图 &A雕刻工艺考究的门罩图式

图 %$A具有吉祥寓意的门罩装饰雕刻

4"'()*+,-./56

78

徽州传统民居门罩的形制及装饰图式的形成

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 居于万山环绕

之中的古徽州&因山多地少&自汉代以来经历了来

自北方的三次大规模移民&促成了中原文化与山越

文化的融合' 尤其是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崛起加

上徽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徽州一时文人郁起&山川

风物皆为四方所慕' 崇儒兴文之风为徽州居民在

装饰题材上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致富后的徽商

不惜斥巨资回乡大兴土木&广建私宅&以显门庭&为

徽州民居的装饰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民居

建造中&能较大程度地体现主人财力和社会地位的

自然是处于门面地位的门罩&门罩一方面是徽商财

富的载体&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民居主人的文化内

涵' 门罩的形制视其雕装饰的体量大小)复杂程度

和视觉造型有所区别&但在审美内涵上却不以形制

大小作为判断的标准' 在门罩装饰的审美中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体现'

%N题材寓意的吉祥之美

徽州传统民居的门罩装饰艺术不仅呈现出了

美的视觉空间&也展现出了徽州特有的吉祥文化和

精神灵魂' 徽州传统民居的门罩装饰图案以及纹

饰的处理大多采用传统文化中喜闻乐见的题材&比

如花卉植物)瑞鸟祥兽)吉祥文字)神佛宝物之类的

视觉元素&均以驱邪纳福为宗旨' 此类题材的形式

和寓意十分丰富&且来源于日常生活&对吉祥生活

的祈盼和热爱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都融入在了其

中&赋予了此类装饰以长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图 %$"' 比如黟县关麓村的汪德源住宅中的龛式

砖雕门罩&其檐枋自下而上装饰有寓意富贵的牡丹

和祈福纳吉的文字#福$ #禄$ #寿$&寓意多福长寿

和利禄功名' 再比如在江西婺源县思溪村的振源

堂门罩装饰中&其上枋部分的开光内装饰有#鲤鱼

戏水$图式&下枋部分的开光内装饰有#蝙蝠瓜瓞$

图式&寓意民居主人祈盼家族子孙福寿绵绵)家族

兴旺)美满繁荣的美好寄愿' 在徽州传统民居装饰

中&诸如#元宝$ #八仙$ #平升三级$ #鲤鱼跳龙门$

#天官赐福$ #和合二仙$ #三星高照$ #麒麟送子$

#仙鹤延年$ #路路封侯$ #福寿双全$ #招财进宝$

#富贵牡丹$等图式均频繁出现&甚至一些如#宝葫

芦$#斜门$#照妖镜$ #石敢当$等方术类图式的出

现&都寄托了住宅主人内心对富裕和平安的期盼&

正所谓#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徽州传统民居

的门罩装饰图式所承载的吉祥文化和价值意义凝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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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着几千年的人文智慧&往往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具

象图式&通过借喻)谐音以及象征手法来传递吉祥

观念&祈求如意)富贵长寿)安康快乐和幸福美满的

心愿&体现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在生产)发

展和兴盛过程中的生活状态和民风习俗&展现了徽

州文化中有意味的形式美&承载着徽州人的精神生

活和民俗文化内涵&寄寓了徽州传统社会)经济)文

化意识形态下正视现实)向往未来的美好愿望&显

示出别开生面和精妙绝伦的视觉内涵&具有点睛之

笔的徽州传统民居门罩在建筑文化历史中彰显着

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涵'

#N精工雕刻的技艺之美

因徽州商业的经久繁荣&促进了徽州本土传统

民居建筑在技艺上的发展' 在保留至今的徽州传

统民居门罩装饰雕刻与彩绘图式中&其做工之精

美)技艺之娴熟& 体系之严密令人叹为观止' 醒目

的门罩既能吸引人们的视线&又给他人品评营造了

话题&更是装饰工匠们展示才艺的最佳载体' 徽商

因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且多附庸风雅&对装饰工匠

提出要求之后&工匠们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

智&为主人创造出装饰新颖而别致的精品&以满足

双方#自我实现$的实现&一方面民居主人彰显了其

文化气息&光耀了门庭&另一方面匠师也可为自己

的手艺招徕活计&提升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座较高级别门罩的建造通常要经过多道工

序&总体规划是体现意匠技艺的第一步&既要体现

当时的社会规范)反映审美的时代取向性&又要符

合主人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以及经济实力' 在此

基础之上&工匠从材质)造型和装饰等方面进行创

作和发挥&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匠人的工艺水平发

挥着主导作用' ,考工记-曾有记载(#天有时&地有

气&材有美&工有巧' 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

中#工有巧$指的便是工艺精巧' 在徽州传统民居

门罩的装饰雕刻工艺中&工匠的技艺水平甚至已经

达到了#人工天不如&天工人可代$的艺术境界!图

%%"' 无论是明代门罩中遗存的圆雕)浮雕还是清

代遗存的透雕技法均可体现其装饰的精美程度'

比如在被称为#门楼村$的绩溪县湖村&当走进现存

的 %$$ 余栋传统古民居中&满眼都是门对门)门靠门

的砖雕门罩&真可谓是门罩装饰中博物馆&蔚为壮

观' 有些门罩的装饰镂雕技艺精湛&可以达到八九

个视觉层次&在其中一户龛式门罩装饰中&其装饰

手法之多令人咋舌&檐条的装饰中使用了回纹花

草&达到了难以辨识的精细程度&枋的上部使用了

回纹)瓜形纹和蝴蝶纹围合而成的开光图式&开光

内部又装饰有重檐叠阁式的镂雕方格锦纹&在正中

的字匾上也围以梅花纹的长方形开光&开光内饰以

林木幽深)山重水复为背景的老者论道图&字匾上

部辅以镂雕腾空云纹&左边和右边的上角部分辅以

云纹镂雕悬空挂牙&挂牙以突雕法设置大狮俯冲和

小狮回旋的圆雕&圆浑中显略遒劲&左右两侧的立

柱中雕刻有牵牛花)寿桃以及六角锦纹&龛足部分

用压地法隐起雕刻有夔凤回纹&纹饰的正中装饰有

一只蝙蝠&甚至在视觉表现中&字匾与龛足部分之

间的一排云纹和方胜纹饰若不细看很难被发觉&可

被称为是#鬼斧神工$&技艺之精)造诣之高&体现着

独到的匠心智慧&堪称视觉中的极品'

图 %%A细腻的漏雕图式

图 %#A工艺繁复而精巧的门罩雕饰

!N图式构造的儒雅之美

徽州传统民居的门罩装饰在造型上往往采用

二维空间表达&即画面的视觉形态通常是以平面化

的方式展开的&这种呈现手法相比写实性表达手法

在构图空间的使用率上要小&为了弥补空间利用的

不足&装饰雕刻的表达吸收了中国绘画中散点透视

的表现手法&为使画面以饱满的视觉呈现&画面的

各个角落也加以充分利用&在画面的上下左右各个

方位辅以不同类型的视觉图像&使装饰图式在有限

的视觉空间内展示出相对丰富的装饰内容' 这样&

一方面增加了图式呈现的容量&另一方面能使画面

具有丰厚的视觉张力' 比如西递村的笃敬堂砖雕

装饰门罩中&在被称为#兜肚$的装饰部位&插入了

中式传统在的#博古$图式&此图运用了深雕的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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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器物和花卉的构图及造型饱满&视觉上显得丰

厚)粗犷而质朴' 再比如在婺源县晓起村继序堂门

罩中下枋中段开光内的砖雕,郭子仪上寿-图式中&

采用了满密的构图方式和散点透视的布置手法&将

诸如建筑)人物)动物和植物等图式并置于同一个

画面之中&图式造型古拙&景物布置得当&在视觉呈

现的冲击力和饱满度上取得了较强的艺术效果'

徽州民居门罩装饰中的儒雅之气也是具有特色的

一大景观&在徽州民居装饰雕刻中&无论是人物题

材还是动物以及景观题材&都很少体现高大)豪放

和粗犷的视觉形象&尤其是在人物图式的造型上&

着重刻画人物的细节表情和形态&有意将人物身材

雕饰得较为矮小&把人物的开脸呈现的温和喜庆&

显得细腻生动)饱满方正&极富稚朴天成的装饰意

味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雅气质&将深刻的教化内

涵以及人文象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图 %!"' 如为了

体现民居主人的#儒$气&西递村的士大夫胡文照在

设计门罩时有意将自家入户门向内缩进了一步&且

在门罩上装饰一块青石&内题#作退一步想$ !图

%'"&蕴含着#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儒家

思想&同时也劝诫后人在遇到事情时要三思而后

行&顺境时可激流勇退&逆境时要退一步海阔天空&

可谓是用心良苦' 一些崇尚自然山水风光的归隐

文人和儒商直接将装饰有风景图式的画卷如#小桃

源$等文字镶嵌于门罩之上&反映了主人向往远离

尘嚣之地的闲情逸致&将徽州文化中儒雅之风和人

文审美再度升华&令人意绪悠然)心与景会' 这些

具有鲜明儒雅特质的图式呈现出了江南区域的秀

色气韵&深化了装饰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凝聚着徽

文化的儒雅内涵'

图 %!A具有文雅气质的人物雕饰

图 %'A门罩中具有$儒%气的题字

'N文化积淀的内蕴之美

徽州传统民居的门罩装饰艺术源于质朴淳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又集山川景物之灵性&融民俗文

化之精髓&以严谨的结构图式和独特的呈现风格&

体现出了具有鲜明区域文化特质的审美内涵' 徽

州传统民居门罩装饰的图式优美)内容丰富&以#成

教化)助人伦$为出发点&倡导传统文化体系下的

#治国济世$#忠孝廉洁$#积德行善$等儒家价值观

与道德标准&承载着体现社会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部

分任务' 以婺源县晓起村继序堂砖雕门罩中的,郭

子仪上寿-为例!图 %F"&由于唐代的郭子仪屡立战

功&又官居高位&多子多寿&民间将其看作是治国济

世和忠孝廉洁以及#福)禄)寿$三星的象征&在民间

装饰中以郭子仪为表现题材者甚多&这些运用具有

现实教化意义的经典民间故事为表现题材和内容

的徽州传统民居门罩装饰作品&充分体现着儒家文

化影响下的#忠孝节义$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在教

育子孙后代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方面有着潜移默

化的影响&在装饰性的呈现中体现着文化和教育功

能' 正如,宅经-中所云(#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

人伦之轨模'$一个最为理想的生活环境应该渗透

着先民的共同价值取向&融合了日常起居和生活空

间与对外沟通的结点&其文化积淀与生活环境应该

是一种有机的组合&凝结着居民无尽的情愫)寄托

着主人内心期望的重要精神符号和心理暗喻&门罩

装饰也因此被赋予了重要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

趣*'+

' 正如比利时艺术家格里森所说(#一个毋容

置疑的事实是&中式建筑是中国人在思想感情上的

具体呈现&寄托着中国人的愿望&蕴含着他们民族

的历史与传统&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了本民族的特

征和理想'$徽州民居门罩装饰是文化与观念的产

物&即便是传统的风水观念&也体现着时日)朝向以

及与周边环境相关联的部分科学度&虽然杂糅了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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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及民间巫术&但是剖析其实质&同样蕴含了居民

们的精神寄托&体现着希望给家人带来幸福生活希

冀的文化属性' 因此&徽州传统民居门罩的装饰续

写着延绵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积淀的内蕴之美'

图 %FA婺源县晓起村继序堂门罩&郭子仪上寿'砖雕

9":$;

徽州传统民居中的门罩既在形制)材质)尺度)

图式等载体上呈现着装饰美感&又把徽州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转化为文化背景下的审美内涵' 实

体门罩上的砖石雕刻结构既满足了门楼的构造之

需&又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彰显着时代背景下

的文化内蕴' 从其外部结构与审美内蕴的深刻寓

意在当代的建筑影响中&我们不仅能够探求有利于

徽州传统民居门罩装饰在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作用

与价值&也能对现代装饰设计提供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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