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的一个基本条件。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 ①注重保持文脉; ②
有重点地保护和更新历史、人文景观; ③协调好自然生态环境和
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 ④让建筑能够体现时代精神。

四、绿色建筑的实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绿色建筑特

别是建筑节能方面取得了开拓性进展和成功的经验。如丹麦、意
大利、法国、芬兰、英国、比利时等九个欧共体国家, 共同在 11 处
进行“欧共体绿化城市”试点。以丹麦为例, 丹麦哥本哈根郊区巴
来拉普的斯科特帕肯低能耗住宅小区, 集中采用大面积的太阳
能集热水器 (平均每住宅 517m 2) , 能够满足秋冬季住宅采暖和
全年热水供应的 60% 以上, 以 4- 5 套住宅为单位的先进的室
内通风系统统一进行换气、夜间热量补偿等调节, 使热散失控制
在 20% 以内。该住宅还采用了低辐射玻璃, 高性能热交换器, 新
型节水器具和节电设备, 先进的 EM S 能控系统与热电联产和
在建筑物内外设保温层等措施和技术。与一般住宅相比, 虽然这
些节能设施增加了住宅的造价, 但这些建筑的节能效果显著: 煤
气用量节省 60- 65% , 用水量节省 30% , 用电量节省 20%。因
而所增加的费用是很快可以从所节约的能源水电费中收回的,
为此, 斯科特帕肯低能耗住宅小区获得了 1993 年度世界人居
奖。

在亚洲, 经济发达但资源和能源贫乏的日本对绿色建筑和
可持续的环境概念可谓日益重视, 近年来日本建筑界提出了以
降低建筑环境负荷为核心的绿色建筑发展对策, 并进行了许多
有益的尝试, 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日本东京煤气公司港北
N T 大楼就是大量运用高新技术以减少对环境负荷的一个例
子, 该建筑采用顶壁一体的玻璃曲面空间设计, 其玻璃“呼吸外
壁”是一种复合了铝材遮阳板的隔热效率高且透明的L ow - Ε
玻璃, 能充分利用自然光和导入自然通风, 并能最大限度的减少
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即使在阴天中央办公桌面自然采光照度也
能达到 300L X。大楼对办公桌面、办公区域、走廊、休息空间采用
不同的照度和温度标准并由中央控制系统自动调节, 一年当中

仅办公照明便可节电 63%。港北N T 大楼还引入了能综合运用
控制水温、变风量 (VAV )、边流量 (VWV ) 以及多次循环回收利
用余能技术的空调系统和能有效防止能源浪费的节能控制管理
系统BEM S。通过建成后的实例统计, 该大楼比一般办公建筑节
能 5% 以上, 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45% , 如果除去厨房及浴室的
能耗, 则可节能 47%。该大楼的另一特点是对未来发展变化的
可适应性强, 楼层留有发展余地, 灵活可变, 预留了设备更换出
入口及吊装操纵平台, 便于建筑物本身的再生和重复使用。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最近十年在环境保
护以及绿色建筑方面进展很快。上海市除了在建筑节能、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之外, 还十分重视对社会
生态环境的保护。目前上海市已经划定了 10 多处历史文化风貌
保护区。如: 外滩优秀近代建筑风貌保护区; 思南路革命史迹保
护区; 上海古城风貌保护区; 人民广场优秀近代建筑风貌保护
区; 茂名路优秀近代建筑风貌保护区; 江湾 30 年代都市计划风
貌保护区; 上海近代商业文化风貌保护区; 上海花园住宅风貌保
护区; 龙华烈士陵园、寺庙风貌保护区; 虹口近代居住建筑风貌
保护区; 虹桥乡村别墅风貌保护区等, 这些大量的近代建筑构成
了上海人的生活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构成了上海的城市
风貌特征。

五、结束语
绿色建筑是世界建筑发展的趋势, 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因此, 绿色建筑的研究是摆在广大建筑设计人员面前十分
紧迫的任务, 绿色建筑设计观念对提高建筑质量、环境质量以及
建筑使用效率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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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田古民居建筑群雕刻艺术探析
卓娜　戴志坚 (福建工程学院 建筑系 350007)

　　〔摘　要〕　培田古民居建筑群的装饰雕刻艺术, 工艺精湛, 寓意丰富, 极具艺术价值。其雕刻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质的特

点, 与绘画、图案、书法等艺术手法结合在一起, 体现建筑的美感和性格。

〔关键词〕　民居建筑　雕刻艺术　象征意义

Inqu iry in to and Ana lysis of the Engrave Arts of the Anc ien t C iv il Bu ild ing Groups in Pe i T ian
Zhuo N a　D ai Zh ijian (C ivil Engineering D epartm en t of Fu jian Co llege of A rch itectu re, Fuzhou 350007, Ch ina)

　　Abstract: T he engrave arts of Pei T ian ancien t civil

bu ilding group s has a consumm ate techno logy and a p rofound
mo ral w h ich m ade it has a h igh art ist ic value. T he character of

th is engrave arts w as that it u t ilized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craft m ateria ls and m ixed w ith the art ist ic styles of pain t ing,

pat tern and handw rit ing, and in th is w ay reflected the character

and aesthet ic feeling of arch itectu re.

　　Key words: civil bu ilding, engrave arts, sym bo lism.
培田村位于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河源溪上游。宣和

吴氏开基始祖吴八四郎在元至正四年 (公元 1344 年) 由宁化迁
入, 繁衍至今已历三十代, 时经六百余年。他们的南迁不但为新
家园带来了古中原灿烂辉煌的文化, 还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培田古民居建筑群就是他们留下的最好历史见证。气魄宏大的
祖祠家庙、豪华宽敞的"九厅十八井"民居、威武奋扬的牌坊以及
纯朴雅致的书房, 形成了大型的古民居建筑群落, 成为新世纪保
存完好的客家建筑的瑰宝。

培田古民居建筑群由建于明清时期的 30 幢民居、21 座宗
祠、6 处书院、两道牌坊、4 座庵庙道观及一条千米古街组成, 总
面积七万多平方米。其建筑保存之完整、设计之精巧、式样之独

特, 都是别处古民居建筑所少见的。尤其是培田古民居建筑群中
的装饰雕刻艺术, 更是工艺精湛、寓意丰富, 极具艺术价值, 体现
了建筑的美感和性格。
1　培田古民居雕刻装饰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材质, 培田古民居的雕刻装饰的种类分为木雕、
砖雕和石雕几大类。
1. 1　木雕

木雕工艺是我国传统雕刻艺术史上一颗璀灿的明珠, 而它
也正是培田古民居中最主要的装饰技法之一。
1. 1. 1　装饰部位

木雕在民居中常用于雕饰门楣、屋椽、外檐、廊下梁架、垂
花、支摘窗、槛窗、隔扇、雀替以及各式家具中。培田古民居中最
为豪华宽敞的当属"大夫第"。这所宅第又称"继述堂" , 始建于道
光九年, 占地 6900 平方米。在"大夫第"内, 精彩绝伦的木雕艺术
随处可见, 甚至在诸如桌椅的裙板等不起眼之处都有着精美的
雕饰。建筑的细部和构件收口及交接头等地方, 往往较难处理,

通过雕刻装饰, 既可体现其本身之美, 又能修饰构件衔接难以处
理的局 部, 如雀替 (图一)、额枋、垂花等构件。培田另一处代表
性建筑—官厅的木雕艺术集中体现了客家文化艺术的精髓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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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代的木雕艺术风格, 以松鹤图案雕饰而成的窗格 (图二) 有
别于其他地方的重复连续图案,雕刻精细入微,画意韵趣横然而生。

图一 图二

　　1. 1. 2　基本工艺技法
根据不同装修部位、不同装饰题材内容, 培田古民居的雕刻

艺术采用了不同的工艺做法: 在栏杆、飞罩等处施用锼空的雕刻
技法; 在格扇、支摘窗等处多采用斗心、拉花的做法; 屏风、门当、
梁头等处多用浮雕、暗雕等技法; 在门罩、屏风等处则运用了通
雕、钉凸、混合木雕等技法。其中锼空和浮雕是培田古民居建筑
雕刻艺术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法。
1. 1. 2. 1　锼空

锼空雕刻与镂空雕刻很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所使用的工具
不同。前者是在木板上用钢丝锯条锼割空洞, 并施以平面雕刻的
一种工艺技法。一般经过绘图、锼空、凿粗坯、修光、细饰等一系
列慎密而复杂的操作工序而成; 后者则是用凿子雕凿镂空。锼空
因其玲珑剔透而有强烈的雕刻艺术风格, 最适宜用于古建筑中
的栏杆、飞罩和家具中的雕花床、桌、椅、屏风等。
1. 1. 2. 2　浮雕

浮雕是在木料上将所要表现的图案凸起显示, 雕刻技法上
属于"阳文" , 与"阴文"浅雕相反。它既能表现宁静细腻的装饰题
材, 又能表现粗犷生动的故事内容。浮雕有深浮雕和浅浮雕两种
不同的制作工艺, 虽然两者都要经过设计图—凿粗坯—修光—
细饰等工序步骤, 但就具体过程中的工艺技法而言, 还是有很大
区别的。

官厅是崇祯年间培田村为迎接府县来往官员而建的驿站,

后来村里出了正四品侍卫老爷吴拔祯, 官厅就成了培田村接待
侍卫老爷僚属、故交的场所。官厅具有明代建筑的三大特色: 一
是等级分明, 二是色彩协调, 第三就是工艺无与伦比的木雕刻艺
术了。这里的屏风、梁扇, 全用镂空浮雕, 鎏金彩绘, 足见当年这
里的富贵气派。大厅侧屋的几块门扇, 虽然已有局部被损坏, 且
木色斑驳, 但大部分都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上面雕刻着美丽的
吉祥动植物及云海波涛等图案, 十分精巧好看。
济美堂是富甲宣河的吴昌同生前所建的四座华堂之一。整座建
筑中, 厅堂的挑梁立柱窗屏雕刻多达 20 块。下厅 8 块屏扇用深
浮雕手法以精致优美的圈纹图案衬托"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等程朱理学信条 (图三)。后厅 8 块屏扇雕刻着三国故事、十
二生肖。中厅 12 幅描镏金镂空人物典故等题材, 背面 8 条凸体
德铭旌表主人吴昌同的为人。这种双面透雕技艺极其少见, 其工
艺的复杂和图案设计的讲究在中国雕刻艺术上当属一绝。

久公祠是培田古民居中一处重要的祭祖宗祠, 虽然它的面

图　三

积不大, 但其雕刻艺术一点不逊色于大夫第。厅堂内的屏扇全由
花梨木雕就, 十分精巧名贵。那极富地方民族特色的斗拱门楼是
培田建筑木雕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上面镏金雕刻有"三娘教
子"、"状元跨街"等民间故事。层层上叠的斗拱不但在屋檐下构
成一片网状的图案, 具有华丽的装饰效果, 而且巧妙地在结构力
学上使受力点平均分散, 体现了审美和实用相结合的原则。
1. 2　砖雕
1. 2. 1　装饰部位

在培田古民居群中, 砖雕一般多用于门额、墙楣等处, 风火
围墙及庭院刻字漏窗中也常用砖雕通花漏窗。

工房门楼, 是培田村又一处著名建筑, 这里是前面所提及
的"大夫第"的建造者们的住房, 当地方言称“寮”。在这座建筑的
天井里有一堵砖雕通花漏窗, 虽已渐生青苔, 却掩盖不住其纤巧
细致的雕刻艺术魅力。

在许多风景游览处都可见的自然景观—一线天, 也出现在
了培田村里。所不同的这是一处民居"一线天"。走在宽仅一米余
的幽幽长巷中, 两旁的双灼堂与灼其祈祠高高的风火墙上随处
可见各式各样的刻字砖雕 (图四) 或四联花漏窗 (图五) , 其设计
独特, 寓意深远。
1. 2. 2　基本工艺技法

砖雕用高质量的青砖为主材, 最早用于嵌面, 采用剔地、隐

图四 图五

刻等石雕工艺做法, 后来逐步发展为凸雕, 形成独具一格的砖雕
工艺技法。形式有浮雕、多层雕、堆雕等。客家地区的砖雕精巧细
腻, 与北方民居建筑那种浑厚粗犷的风格截然两样。
1. 3　石雕
1. 3. 1　装饰部位

石雕在民居建筑中常用于门槛、柱础、栏杆、台阶等地方。培
田古民居中的石雕装饰工艺非常精湛, 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
处:

图六

第一处在大夫第门前宽
敞的坪中, 有两根纹龙旗杆和
一对石狮石鼓, 从门口的架式
就可以看出主人家当年的不
凡气派。跨进福寿门, 支撑广
厦的柱石和梁柱每块都有不
同图案的石雕, 显示出" 一室
太和真富贵, 满堂春色大荣
华"的气象。

第二处在衍庆堂。衍庆堂
是培田古民居中保存较完整
的一座明代建筑。衍庆堂的门
前有一对“门当户对”, 门当威
镇、户对阳刚。“当”即铛, 是一
种锁, 摆在门口, 有镇邪之意;

门顶两个石刻精美突出的物
事即“对”, 上下意味着“门当户对”, 它是中国民族建筑的典型装
饰。雕刻图案越精美复杂、工艺越精细, 就说明主人越有地位。

第三处则是矗立在培田村口的恩荣牌坊。这是一座石刻跨
街牌坊, 是光绪帝在御前蓝翎侍卫吴拔祯告老还乡时御赐准建
的。横楹"恩荣牌坊"四个字的周围都有精细的蟠龙石刻纹样。另
外, 在培田村后还有一处跨街牌坊, 两侧有立体石狮圆雕, 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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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雌, 在雌狮怀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狮子。雌石狮很明显是后人
雕补上去的, 因为雄石狮的整体体积比例准确, 雕刻技法精细灵
活, 而雕凿雌石狮虽是下了一番苦功, 但却是不能和雄石狮相媲
美的。

还有一处石雕不可不提, 那就是高高耸立在都阃府 (光绪帝
在御前蓝翎侍卫吴拔祯告老还乡时御赐准建的另一处建筑) 大
门前的石刻旌幡 (图六) , 它威严挺拔, 雕刻精美, 充分展现了主
人显赫的身份和殷实深厚的家族背景。

除了木雕、砖雕、石雕三种雕刻技法, 培田古民居建筑还运
用了灰饰雕刻和嵌瓷等装饰手法。灰饰方面, 在培田村我们看到
的多是立雕式灰饰。它基本上用在屋脊、翼角等处, 题材主要有
垂鱼 (图七)、鸱尾、水兽等, 其中最别致的要属象征着镇恶驱邪
的壁上兽——剑狮的图案装饰了, 口含利剑的狮首据说能保佑
一家老小永远平安。
2　雕刻装饰纹样的象征意义

雕刻纹样作为建筑装饰是建筑造型的发展和延续, 它不但
对以作为艺术的形式而出现的建筑起了不可否认的作用, 而且
寄托了民众求吉呈祥、消灾弭患的愿望, 其潜隐的文化民俗信
仰, 对民众更是一种审美意识的升华和精神的寄托。

图七

民居装饰图案的题材是
自汉民族以来长期形成的吉
祥符号, 具有广泛的通识性和
丰富的内涵。至明清年间, 民
居吉祥图案在各类建筑装饰
中所占比重加大, 越来越富有
独特的地方特色。培田古民居
建筑群主要由明清时期的建
筑组成, 其民居装饰图案之精
美、工艺之精湛、寓意之丰富
不言而喻。广大的民居家宅中
多姿多彩的装饰纹样“图必有
意, 意必吉祥”。

民居中的吉祥装饰图案,
往往通过谐音、比喻、传说附
会等形声或会意的手法来获

得某种象征效果。它的形式题材内容十分广泛, 主要有以下几种
类型:
2. 1　植物类

用以表示吉祥内容的植物种类很多, 民居建筑中常用的有
岁寒三友: 松、竹、梅和四君子: 梅、兰、竹、菊等。其它的如牡丹、
海棠、灵芝、桂、桃等亦数之不尽。

培田官厅中的那组格扇主要以茂盛的松树辅以一只仙鹤作
为装饰题材, 有“松鹤延年”之意。而如松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
些雕刻精美、设计巧妙的用木头雕刻出竹子图案的窗棂。竹子清
秀俊逸、虚心劲节, 具有君子德行与风度, 同时也有"竹报平安"
之意。

培田古民居中还有很多地方运用了兰花、桂花、梅花等图
案。它们都分别具有吉祥喜庆的意义: 兰花清雅芳香, 花质素洁,
以兰喻君子高洁之品质; 桂有及第折桂之意, 喻子孙科举及第,
仕途昌达; 桂与兰花组成"兰桂齐芳"的纹样, 寓意子孙仕途昌
达、尊荣显贵。
2. 2　动物类

动物灵兽是装饰中常用的图案题材, 如象征吉祥灵瑞的龙、
凤、麒麟、蝙蝠, 威猛镇邪的狮、虎、象、豹, 以及其它众多的飞禽、

走兽、虫鱼等题材。狮子因其在百兽中的地位和威望, 用来象征
人世的权势、富贵, 也用来镇宅驱邪, 多在建筑大门口的石雕作
品中出现。培田古民居建筑中的木刻常采用鹿、蝙蝠、鹤等图案。
鹿在传说中常与寿星为伴, 以祝长寿, 且与"禄"同音, 又表示俸
禄或富贵; 鹤也是长寿仙禽, 人谓其有仙风道骨, 常与其它长寿
动植物组成"龟鹤齐龄"、"松鹤长春"等图案; 蝙蝠的"蝠"字与"
福"谐音, 故在民居图案中运用极广, 常见纹图有五只蝙蝠和篆
书"寿"组成的"五福捧寿"等。
2. 3　人文类

在培田古民居建筑中, 人文类装饰图案题材主要包括文学

典故、戏曲故事、民间传说、日常生活、民俗风情等。如福禄寿三

星、三国演义、闹元宵、看花灯、招亲祝寿, 以及表现乡村日常生

活中的孩童嬉戏、渔樵耕读等图景画意。这类雕饰题材与人们的

生活情感十分贴近,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同时,

一些雕饰还宣传忠义孝悌, 教人仁厚, 褒扬报效国家, 具有一定

社会伦理色彩, 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

2. 4　器物类

在中国民间一些被视为有灵性的人造器物被广泛运用于雕

刻装饰纹样中。比如传说中的过海八仙手中的各项法宝, 称为

“道八仙”或“暗八仙”。还有瓶、鼎、戟、爆竹之类, 从中取不同的

器物组合图案, 如瓶中插三支戟, 并和芦花图案相搭配, 喻“平升

三级”; 瓶中插着如意, 则又有“平安如意”的意思。

2. 5　图案类

我国传统图案形式多样, 历史悠远。民居中常用到的有: 回

纹、祥云、万字纹、太极八卦等。回纹是由古代的陶器和青铜器上

的云雷纹衍化而来的, 其中圆滑的为“云纹”, 方直的为“雷纹”。

因图形酷似“回”字, 故称它为“回纹”。在培田古民居建筑中的格

扇、支摘窗、飞罩等处都能见到以回纹作主要装饰的纹样, 它盘

曲连接, 无休无止, 象征福寿吉祥, 深远绵长。在民居的栏杆、挂

络、裙板等处还经常见到连续反复形成的各种连锁花纹, 称“万

字流水”。而太极图案被用在门额上, 据说能坐镇宅第、安吉攘

凶, 是辟邪的装饰。

当然, 培田古民居建筑群让今人感受到的不只是精湛的雕

刻艺术和美丽的装饰纹样, 它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去思考

研究的宝贵东西。它犹如挖掘不尽的文化宝藏, 去一次是不够

的, 待第二次再去时, 一定又会觉得有许多新发现, 令人回味无

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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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分会特约稿

·简讯·
“中国建筑学会成立 5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03 年学术年会”将于 2003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北京 (亚运村) 北辰东路 8 号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召
开。

学术年会主要议题: 21 世纪环境与城市设计;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 中低收入人居环境; 建筑设计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历史街区保护与旧
城改造; 地域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现代建筑科学技术; 建筑教育与
人才培养等。

会议将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云集, 作主题报告、开展建筑热点

论坛、举办国内外建筑作品展和获奖设计展。
会议欢迎各地规划、设计、施工、教学、管理等广大会员与科技人员、

领导、单位团体参加。如有意与会者可与北京 (010) 88082224、88082240、
88082223 (传真) 联系, 也可与本会联系 (0591) 7855358、7848433 (传真)
询问会议情况及报名办法。与会者可获继续教育学时证明。

会议注册费 1300 元 (会员有优惠, 本科生减半) , 住宿费自理五洲
(四星)每床 220 元; 凯迪克 (三星) 180 元。请于 9 月 30 日前将订房回执
寄回或传真到中国建筑学会 (北京三里河路 9 号、邮编: 1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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