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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辩证思维逻辑的深刻影响
辩证思维与方法论是道家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深

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设计文化特征的形成。老子主

张“上善若水，以柔克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

强者莫之能胜”“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

则得，多则惑”［２］（Ｐ１６４，Ｐ２７９）。这些都体现了道家思维的

辩证性，也成就了传统中国外柔内刚的设计美学观，

使得人们顺应自然规律开工造物，赋予器物设计以极

强的亲和力，促进了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发展。

道家还强调事物或现象之间相辅相成的整体系

统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统一的双方所构成

的矛盾统一体，即便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

“道”，也“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２］（Ｐ６１），是

有与无、虚与实、阴与阳、静与动、常与变、始与终等

因素的对立统一。道家辩证思维认识观的思想内

核，是把宇宙万物看做是系统和协调的整体，并由此

出发去认识和把握宇宙万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

律。我国古代重大技术工程都因运用了基于这样系

统认识观的象数思维原则，而成为工程历史上的典

范。如明清两代治黄专家潘季训、靳辅、陈潢等，都

是深谙道学之士，他们在治黄工程的设计中统筹兼

顾，创造性地运用了道家整体思维法则，抓住水流与

泥沙的矛盾关系，实行上下游兼顾，修筑河堤、疏浚

河道、堵塞决口并举，达到治理黄河、安定淮河、保证

运河漕运畅通三位一体治理的整体效果。道家思想

的参悟多是起于哲学而终于物理，其辩证思维逻辑

的科学特质决定了它对社会生产实践的巨大作

用力。

道家整体认识观的辩证思维逻辑对中国古代设

计的影响是深远而普遍的，不仅重大工程如此，日常

造物也是如此。例如在器物设计上，图１所示的汉
代“中国大宁”铜镜纹样便是“取气于五行”，这种镜

背的纹样格式取于五行木、火、土、金、水，以青、赤、

黄、白、黑五色，分据东、南、中、西、北五方，这既是道

法自然的思想体现，也反映了道家的整体思维认识

观，极大地启迪了当时人们的设计思想。注重整体

思维、刚柔并济，讲究不同元素异质间性的协调与融

合，力求在整体的包容中实现超越，这些设计理念凸

显道家整体思维的认识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古代

中国整体设计文化的形成，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三、道家思想与当代设计思想的

契合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论述道家思想对科学技

图１　汉代“中国大宁”铜镜

术的贡献时，不仅充分肯定它促进了中国人早期的

发明创造，而且强调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李约瑟

认为：“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

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

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道家思想在某

种程度上代表了人心渴望从整顿社会秩序回到自然

界的沉思。”［１］（Ｐ１７８）

被誉为“２０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美国现代主
义设计大师赖特也深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所倾倒，他

说：“据我所知，正是老子，在耶稣之前五百年，首先

声称房屋的实在不是四面墙和屋顶，而在于内部空

间。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

民生活之中。这个观念精确地表达了曾经在我的思

想和实践中所抱有的想法。原先我曾自诩自己有先

见之明，认为自己满脑子装有人类需要的伟大预见，

但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只是后来者。几千年前就

有人做出这一预言。”［５］就连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

师密斯·凡·德罗最著名的“少即是多”的设计格

言，也能在老子的著述中找到通俗具象的诠释：“少

则得，多则惑。”［２］（Ｐ２７９）可见，老子的道学思想具有一

定的普适性，在古今中外设计艺术的形式和审美观

念的各个层面都可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哲

学思想的影子，古往今来的设计艺术无不与道家思

想相契合。

１．“天而不人”与当代生态共生的美学观
当代共生美学观主张传承与创新共生、科学与

艺术共生、历史与现代共生、人类与自然共生，以及

不同文化和美学观的相互交融与共生，从而使多种

社会元素在重叠、并行、综合、交融的基础上组成一

个完整的、包容的、无限的发展系统，在差异与矛盾、

和谐与统一中求得发展。这种多重意义上的共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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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创新确立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导向，是形成当代

多元设计文化共存共生的思想基础。

道家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认为事物“有无

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

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２］（Ｐ６１），这种对

立统一的辩证认识观表征着事物“相成”“相生”的

存在状态，其实质正是相辅相成的共生思想。传统

再现美学观、现代表现美学观和当代共生美学观反

映了人们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审美认识倾向，而发祥

于古代的道家思想竟与当代共生美学观有着如此深

刻的内在契合，不能不说它有着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道家认为，“在生命过程中人体内部的生理机

制构成一个有机的小宇宙，它又与自然、社会等外部

环境息息相通，构成相互制约的大宇宙。小宇宙和

大宇宙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存在协调一致的关

系”［６］。这种将人的生命体看成一个整体系统，注

重生理机能、考虑自然环境与心理感受，强调生理、

自然、心理三者整体协调，并始终以人与自然和谐为

核心、把人的生命存在看做是与自然协调共生的科

学认识，显示了道家思想对自然生态的极度重视。

当代共生美学观也认为：人类不能违背自然属性而

进行美的创造，不管人试图以怎样的主观努力来改

造物质世界，人与物之间依旧是人与物理学构成因

素的基本关系，设计只是一种基于理性的美学思考，

而“美不仅仅是主观的事物，美比人的存在更

早”［７］。共生美学观主张与自然共生的科学设计

观，强调设计的使命是通过与物质世界的真诚沟通

来求取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相处。这与道家关于

事物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认识观是契合的，与道家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追求也是

契合的。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设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今

天人们无时无刻不置身于设计的环境之中。当人们

认识到设计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的创造物，而且也

是当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存在方式时，不免惊讶

地发现，这正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今天的设计，无

论产品、环境还是建筑，无不是在全力协调着“人”

之“小宇宙”与自然之“大宇宙”之间以及“大宇宙”

内部之各“小宇宙”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美学视域

下的绿色设计也正是遵循着道家 “天而不

人”［３］（Ｐ５１９）的思想。今天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

类不能奢望依靠设计来随意驾御自身生存于其中的

现有物质世界，设计要达到的目的也不是要掌控物

质世界，而是要通过与物质世界的真诚对话让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得更好。

２．取象比类思维与当代设计教育的系统论思想
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易经》，其取象比

类的思维方法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学，也深刻地

影响了中国人设计创造的思维方式。取象比类，即

通过类比、象征的方式去把握对象世界。取象是为

了归类与比类，即依据所研究对象与已知相对事物

的相似或相同之处来推导其他可能的状况或特征，

并取其所长用于设计创造。取象的范围并不局限于

具体事物的物象或事象，它是一种鉴于功能与动态

属性相关性的无限类推。

“设计正是人类生活方式设计的一种表达方

式，是阶段性、地域性的信息载体的系统表达”，“工

业设计学的研究方向是以系统论为先导，强调方法

论的研究，不仅是从专业知识和设计技巧方面来培

养学生，更重要的是抓思维方法的训练。不是把某

一工作对象作为学科或专门化的依据，而是引导学

生创造性地有表及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地认识问

题、归纳问题、解决问题”。［８］（Ｐ９３，Ｐ９４）这里表达的基于

系统论的设计教育思想，便有着明显的整体思维特

征，它与取象比类之形象思维方法血脉相承。

３．整体性思维与当代设计的事理学思想
中国工业设计的事理学理论，强调从“事”的系

统认识观角度切入设计。设计事理学是设计方法学

向哲学层面的提升，是当代工业设计走向学科成熟

的理论基础。在事理学中，无处不透射着整体思维

方法：“‘事’指某一特定时空下，人与人或物之间发

生的行为互动或信息交换。在此过程中，人的意识

中有一定的‘意义’生成，而物发生了状态的‘变

化’”，“事里包含着人与物，还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关

系（行为互动及信息交换），反映了时间与空间的

‘情景’或‘背景’。通过‘事’可以看到‘事’背后人

的动机、目的、情感、价值等意义丛。因此，事是一个

更大的系统。在具体的‘事’里，动态地反映了人与

物之间的‘显性关系’与‘隐藏的逻辑’。‘事’是一

个‘关系场’，可以看到‘物’存在合理性的关

系脉络”。［８］（Ｐ９６）

道家思想与当代工业设计的事理学理论高度契

合。工业设计的事理学在强调“实事”“求是”时，甚

至直接引用了以道家思想为思维逻辑基础的中医学

语言———“实 事 是 望 闻 问 切，求 是 是 对 症 下

药”［８］（Ｐ９６）。事理学强调工业设计师应在系统中观

察、分析、研究“事”，得出“事理”，最终通过设计实

践来实现“事理”。这与道家引导人们随时把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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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看做一个整体，并由此出发去观察分析宇宙万

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相互依

存、相互制约的认知思维是高度一致的。在事理学

视野下，工业设计不仅仅是具体的产品艺术设计，更

是以产品为载体的概念创新，是遵照事理系统解决

问题的方法。这既是当代系统论思想的应用，也是

对中国道家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四、结语

道家思想源自于对自然存在的科学感悟，从

“天人合一”论与整体思维观到有表及里、由此及彼

之“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方法，无不体现了道家思

想的精妙智慧。道家思想作为哲学认知和科学认识

具有着鲜明的创造性特质，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对我

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设计创造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促进了中国设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深刻

而久远地影响着中国的设计文化和设计教育。在当

今科学与人文紧密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与道家思想

的历史对话，是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必需，将道家思想

的真谛从古代哲学思辨的论述中解析出来，使之成

为现代设计的传统资源支持，赋予当代设计以隽永

的文化底蕴，有助于促进中国设计实现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设计”的创新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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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古镇民居建筑砖雕艺术特征研究
魏永青

（武夷学院 艺术系，福建 武夷山 ３５４３００）

［摘　要］和平古镇民居建筑雕饰精美、青砖黛瓦，其砖雕题材丰富、内涵深蕴，作品集吉利祥福、寓
教于美、闲情雅致为一体，精湛的刻绘工艺与多样化装饰风格相融合，使其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和

审美价值。

［关键词］和平古镇；砖雕；寓教于美

［中图分类号］Ｊ３１４．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１．０２２

　　和平古镇坐落于福建省邵武市城南４５ｋｍ，是一
个有着近１４００年历史的古镇。古镇坐北朝南，东西
环绕的和平溪、罗前溪交汇于镇区南面。古镇共辟８
个城门，东西南北４个主城门上建有谯楼，整个村落
是典型的城堡式布局。２００５年，和平古镇被国家建
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２００６
年被福建省授予“福建省最美的乡镇”称号。

和平古镇现存古迹众多，有闽北历史上最早的

和平书院，有袁崇焕题写塔名的聚奎塔，有旧市三宫

（天后宫、万寿宫、三仙宫）、旧市义仓、分县衙门（县

丞署）和众多祠堂，还有近３００余幢明清民居建筑。
和平古镇建筑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大夫第、司马第、

郎官第精美壮丽，商贾宅院及民居小舍布局活泼自

由，是闽北古民居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之一。这里的

建筑大多为封闭的多进院落，院落的布局为一字形

或八字形，厅堂多为穿斗式构造，柱底使用石柱

础［１］，四周为砖墙围护，挑檐的马头墙此起彼伏，建

筑外部的门楼、门罩、墙檐、门楣、墀头和窗额等处都

镶嵌有精美的砖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

表达出古镇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和谐社会秩

序的渴望以及对田园风光的依恋。本文拟对古镇建

筑砖雕的艺术风格作研究探讨。

　　一、吉利祥福的题材选择

祈福纳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周易·系

辞》中有“吉事有祥”的句子，说明吉祥的本意是美

好的预兆。［２］中国传统吉祥纹样的题材大部分来源

于现实生活，将一些带有吉祥寓意的人物、植物、器

物、祥禽瑞兽等，与现实生活的场景，通过比喻关联、

寓意双关、谐音取意、传说附会等表现形式，巧妙地

组合在一起，通过物化或艺术化来达到审美意识的

追求，以满足人们对吉祥纳福的期盼。这一点也是

传统建筑装饰纹样的共性。

和平古镇民居建筑中人物类吉祥纹饰砖雕作品

题材以福、禄、寿三仙居多。“恩魁”门头上有三幅

砖雕，中间以“三星高照”为题材，两边各有一幅

“麻姑献寿”图，每幅作品有三个人物形象，表现出

屋主遵循中国文化中“以九为大”的传统礼制。作

品采用高浮雕的刻绘技艺，人物表情生动，动态协

调，并有正面、侧面之分，寓示幸福生活长长久久。

和平古镇民居建筑中以植物类吉祥图案为主的

砖雕作品以黄氏大夫第门楼砖雕（见图１）最具代表
性。该门楼为砖石结构，呈四柱三间牌坊式八字形，

高挑的门楼双檐下镶嵌着层层叠叠的植物类砖雕，

装饰繁缛，富丽堂皇。大门两侧依次分布着以松树、

牡丹、腊梅、翠竹等植物为装饰题材的四组大型砖

雕，喻示着“松鹤延年”、“富贵长留”、“锦绣美满”、

“竹报平安”的美好祝愿，其中“富贵长留”、“竹报平

安”两幅作品四周还镶嵌着缠枝牡丹纹饰砖雕。此

外，还有象征吉祥福禄的花卉瓜果纹饰与佛教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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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和平古镇黄氏大夫第门楼砖雕

吉祥”、道教的“暗八仙”以及钟鼎古彝等组合在一

起，表达出人们祈望吉祥幸福、家族昌盛的愿望。

此外，和平古镇民居建筑砖雕作品常用的祥禽

瑞兽纹饰有龙、凤、马、鹿、鼠、鱼、麒麟、狮子、蝙蝠、

仙鹤、锦鸡、喜鹊、鹌鹑等。这些纹饰通常采用谐音、

假借等手法，衍化出诸多的表现形式，如蝙蝠和寿字

组成“五福捧寿”，用鹿、鹤组成“鹿鹤同春”等。自

古以来，龙、凤的形象既是吉祥的寓意，又是权贵的

象征。李氏大夫第门楼题额上方左右两边砖雕图案

上，分别刻有一只凤和一条龙，奇特的是龙被安排在

凤的下方，与传统的龙在上凤在下正好相反，这种排

列布局在古建筑装饰中实属罕见，是典型的清代同

治年间产物，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３］

　　二、寓教于美的集中体现

古人善于运用“寓教于美”的形式赋予雕刻艺

术作品以惩恶扬善的社会功用，反映了古代审美的

伦理性特质，把审美的情感体验与道德伦理融合在

一起，极具东方美学神韵，发人深省。［４］

和平古镇民居建筑砖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屋

主通过砖雕艺术表现形式表明处世准则，同时借助

其深刻寓意来规范后辈的行为意识。李氏大夫第八

字形门楼上，有四幅刀马人砖雕，作品以《三国演

义》里的斩颜良、华容道、长坂坡、博望坡故事情节

为题材，采用了多种雕刻手法把人物表情、衣饰胄

甲、山石树木清晰地刻绘出来，画面注重人物之间的

呼应关系和人物与景物的相互衬托，从而形成了虚

实相生的视觉效果，使得作品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

可读性。“斩颜良”雕的是在官渡之战中关羽大战

颜良的战斗场景，关羽的形象被安排在画面左上角，

挥舞着青龙偃月刀，身体前倾，身穿盔甲的颜良却策

马逃窜，动态十足，人物和战斗场景被表现得惟妙惟

肖、栩栩如生。“二十四孝”砖雕表现儒学文化的

“孝”，有一幅“乳姑不怠”的作品刻绘得尤为精致，

画面布局合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生动具体，左边是丰

润的媳妇在用乳汁孝养年老的婆婆，右边是嗷嗷待

乳的小儿，画面感人。这些砖雕作品，都折射出屋主

崇尚中国传统文化中 “忠”、“信”、“义”、“孝”的儒

学思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及教化功能。

古人根据植物的生长规律和外形特征，赋予其

崇德慕贤、追求君子之道的内涵。荷花具有品行清

廉的寓意，李氏大夫第门头刻有大量的荷花纹饰，有

一处砖雕荷花尤为精致。整个纹饰采用写实的表现

手法，运用了浅浮雕、深浮雕、半圆雕、减地与镂空等

多种雕刻技艺，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推进，很好

地表现出荷花横向生长的态势，有强烈的立体感和

意趣性。郎官第门头上有两扇砖雕窗花，刻绘着大

量元宝纹饰，其中夹杂着梅花图案，寓示着苦尽甘来

之意，也起到教化子孙的作用。

此外，屋主还常用琴棋书画、文房四宝等作为装

饰题材。廖氏宗祠的门楼上就有几组器物类砖雕，

作品运用了深浮雕、线刻的表现技法，画面中高矮不

一的博古架上放置各类宝瓶，穿插琴棋书画、文房四

宝等纹饰，图案通过绸带连接在一起，寓意博古通

今，志趣高雅。

　　三、闲情雅致的精神追求

儒家的入世哲学，就是通过读书实现超越阶级

的终极目标，这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追求人生、实

现价值的最佳选择。和平古镇地处闽、赣交界处，在

古代是江西入闽的重要通道，很多中原移民迁居到

此，其中不乏一些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的名

儒大宦，使得这里读书之风炽盛，文人志趣强烈。据

史料记载，这里曾走出１３７名进士，有祖孙三代“一
门四大夫”、祖孙四代“一门九大夫”的名门望族。

这些文人墨客常常将闲情雅致的审美情趣融合到建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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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装饰中，使其与古镇中的青瓦白墙、庭园草木、深

街悠巷相互映衬，融为一体。透过这些作品我们能

够解读出古镇先民们的生活情趣、思维方式和美学

意向。

“鲤鱼跳龙门”是中国装饰图案的传统题材。

唐代李白在《上韩荆州说》中写道：“一登龙门，则身

价十倍”，内含一种进取的精神和幸运的愿景。在

和平古镇司马第门头上有四幅“鲤鱼跳龙门”的砖

雕作品（见图２）。与其他地方同样题材的砖雕作品
不同，这些作品中没有威严的龙门，只是将肥硕的

鱼、虾、蟹进行自由组合，丰满的构图彰显出富贵气

象，整个砖雕图案犹如水族馆里的场景，充满着闲情

雅致的生活情趣，每幅作品都暗藏着“鱼化龙”的造

型，昭示出屋主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古代工匠们

高超的刻绘技艺和屋主高雅的审美格调。

图２　和平古镇司马第门头砖雕

根艺是一种雕刻奇巧、天人合一的独特造型艺

术，创作者将充满自然美的根材进行形态加工，创造

出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强调的是形态神似和内涵

意蕴，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和平古镇民居中砖雕作

品中出现了大量以根艺花瓶、根艺笔筒和其他根艺

摆件为题材的砖雕图案。以“平升三级”为题材的

砖雕作品，在各地的古建筑雕饰中常有出现。这类

砖雕的主体构图是：在一只直颈圆腹的宝瓶上插三

把古代作战兵器的戟，以“瓶”同“平”、“戟”通“

级”来寄寓官运亨通、晋升迅速的含义。李氏大夫

第门头上有多幅“平升三级”砖雕（见图３），原本常
见的直颈圆腹形的宝瓶被造型古拙的根雕花瓶所替

代，再配饰花草、奇石，整个图案既蕴含深刻的吉祥

寓意，又表现出朴实的诗情画意，给人以与众不同的

视觉效果。

菊是花中“四君子”之一，宋代周敦颐在《爱莲

说》中写道“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黄氏大夫第门

图３　和平古镇李氏大夫第门头砖雕

头砖雕上有大量的菊花纹样，门楼匾额上的通景图

就是一组约３ｍ长的四方连续的缠枝菊纹砖雕作
品，整个纹饰缠绕绵绵，首尾相连，并以蝴蝶、蜻蜓等

乡间常见的昆虫和鸟雀纹样点缀其中，表现出主人

隐居于此、尽享田野生活的审美情趣，同时也营造出

一派闲情灵透、志趣雅逸的意境。

此外，门楼上还有大量的高山流水、茅舍竹篱、

亭台楼阁、渔船小桥等砖雕作品，这些作品往往还饰

有人物，塑造出一种诗情画意的空间氛围，传达出屋

主闲情雅致的生活状态。

　　四、造型丰富的装饰形态

装饰形态不是生活的自然形态，也不是构成艺

术那样的纯理性形态，它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

对自然形态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创造的审美

形态。［５］

和平古镇民居建筑砖雕图案的造型有绘画型和

装饰型两大类。绘画型图案主要是以相关物象为本

体，对其进行重塑，而装饰型图案则通过夸张美化的

手法，增强对象的美感和趣味性。无论是绘画型还

是装饰型，都采用了对称与均衡、对比与统一、节奏

与韵律等美学法则，将相关物象融入其中，并以点、

线、面的构成手法进行组合，从而使得砖雕作品的层

次更为丰富和灵动。

和平古镇民居建筑砖雕图案还十分注重线条的

运用。工匠们利用纯熟的刀法将线条的粗与细、曲

与直、虚与实、转折与顿挫、节奏与韵律等表现得淋

漓尽致，使砖雕作品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

例如，这些门楼墙檐下砖雕斗拱的纹饰就很有代表

性，其斗为方形，拱为弧形。弧形拱上依形就势刻满

了各式各样写意的变形花卉纹饰，柔美的线条流畅

自如，极富动律感，曲线与直线对比鲜明，形成了曲

中有直、直中有曲、刚柔相济的视觉效果。这使得整

个斗拱别具一格，形式更加独特，层次更加分明，稳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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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不失动感，庄重而不显呆板。

此外，和平古镇砖雕图案还十分注重构图和整

体布局。儒家历来讲究“执两用中”的意旨，这种思

想也被广泛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和平古镇古民居大

多采用中轴对称布局的形式，作为依附于建筑的砖

雕作品基本上也采用成组对称布局的形式，但同组

砖雕作品在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门楼

砖雕往往还根据装饰部位的不同，呈独幅式和连续

式的构图形式，采用长形、正形、圆形以及各式各样

的异形进行穿插组合，使得门楼装饰布局统一且富

有变化，这种表现形式展示出古代工匠高超的造型、

刻绘能力和对文化、审美的深刻理解。

　　五、多样风格的相互融合

各地区自然环境和风俗人情不同，地域文化的

传承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各地砖雕也呈现出不同的

风格特征。总体来说，以京津、晋中地区为代表的北

方砖雕工艺纯熟，风格朴实，造型较为粗犷；而以苏

州、徽州为代表的南方砖雕刻绘手法多样，造型精

致，层次感强，呈现出秀丽雅致、精巧细腻的美学

特征。［６］

和平古镇位于福建西北边陲，与江西接壤的地

缘因素使其建筑的整体布局和装饰表现基本沿袭了

婺源和徽州的风格，砖雕表现形式大多以缜密、繁

复、细腻、严谨的结构和富有装饰趣味性为主。黄氏

大夫第建于清代嘉庆末年，为奉直大夫、直隶州五品

知州黄映壁宅第。黄映壁长年在北方为官，自然而

然地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对北方建筑装饰有某种

认同感，并将北方的建筑装饰风格沿用到家乡府邸

的建造上，如“松鹤延年”、“富贵长留”、“锦绣美

满”、“竹报平安”四幅砖雕，作品呈正方形，宽幅为

１．１ｍ，采用六拼法拼接而成，作品具有北方砖雕饱
满壮硕的风格，浑厚朴茂的刀法将松树、梅花、牡丹

和竹子表现得栩栩如生，粗犷而雄浑。“松鹤延年”

中松皮表现技法极其独特，它将事先捏塑好的松皮

造型入窑烧制，再用特制的粘合剂粘贴到树干上，松

皮的自然、苍老质感显现无遗。这种技法弥补了雕

刻难以表现出的艺术效果，使得整幅作品既写实亦

写意，意境含蓄深远。这种融“捏塑”与“粘贴”为一

体的表现手法在闽北砖雕作品中极为少见。

廖氏大夫第建于清同治年间，宅主为朝议大夫、

四品广东候补通判廖玉堂。整个建筑为前院后屋式

格局，宅院整体构架粗犷豪放，建筑装饰独特。宅院

内外墙体借用江南园林“墙上开洞”的方式，开设多

个造型独特的漏窗和洞窗，有长方式、六方式、宝鼎

式、汉瓶式等，洞窗往往用青砖直接砌合而成，而漏

窗则是在青砖上绘刻出相关纹饰后，再采用二方连

续和四方连续的排列方式拼砌而成。这里的漏窗纹

饰线条较为粗短，有些纹饰略带欧式风格，这与广东

地区古民居漏窗极为相近。

古镇先民大多有在外生活的阅历，他们或为官、

或求学、或经商、或游历，生活经历使得他们在归乡

时或多或少地将异乡的民俗、文化以及艺术表现形

式带回了家乡，并将其运用到宅院的装饰上，这也使

得和平古镇民居建筑砖雕作品在装饰特征和表现手

法上，既保持了徽派砖雕的精髓，又融入了京津、晋

中、湖广等地区砖雕的特色，形成了多样化装饰风格

相融合的艺术特色。

和平古镇作为福建境内目前保存较好的明清建

筑群落之一，其民居砖雕历史悠久、题材丰富，刻工

精湛，风格多样，不仅体现出和平古镇往日的繁荣，

承载着闽北地区悠久的历史文脉，同时也为后人留

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和

平古镇民居建筑砖雕艺术的研究，能使我们正确认

识其艺术特征和审美内涵，这对和平古镇历史文化

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对设计师开启现代设计智

慧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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