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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阳明代木雕的现状及保护 

朱 俊 

【摘 要】东阳木雕源远流长，技艺高超，是我国优秀的古老传统工艺之一。本文由东阳明代木雕的遗留现状引

出其保护价值，具体从东阳明代木雕的艺术特色展开，包括东阳木雕的历史沿革、艺术特色、文化传统等。通过实

地调查来研究东阳明代木雕，挖掘和梳理东阳明代木雕最本土、最纯粹的东阳民间文化、乡土风俗、宗教思想、审

美意蕴等，以及对民间优秀工艺美术的重视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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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木雕传统工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技艺精湛、独具一格，是我国优秀的传统工艺之一，尤其是作为古建筑的木雕装

饰，别具一格，饮誉海内外，那古色古香、变化多端、高低参差的东阳古民居，构成了一幅幅最具特色的画面。如若你要登堂

入奥，便会惊讶发现，那门、那窗、那梁枋、撑拱、雀替等所有构件都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木雕精品。所有这些会给你感觉这

不是民居，而是跨进了浩瀚的雕刻艺术之宫。 

东阳木雕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里产生的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尽管它没有秦兵马俑、汉画像石(砖)和隋唐壁画那样显赫，但它毕竟融合了秦、汉、唐、宋、元、明、清以来的文化创造，

它是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曾有人提出要振兴和发展东阳木雕，我认为这种提法是欠妥的。就像青铜器源于夏、

商、周的祭祀之风，汉画像石(砖)源于汉代的厚葬之风，敦煌壁画源于隋唐佛教的鼎盛一样，东阳木雕源于东阳民居传统建筑，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东阳木雕是东阳古建筑的一部分。古建筑只能小心保护，使它“益寿延年”，但不可

能再生。既如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东阳木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古建筑环境，它不可能再生。复制出来的只是假古董，

与原先意义上的东阳木雕大相径庭。因此，经过兵燹战乱和动荡的年代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东阳木雕，对今天的社会来说，就

显得更加珍贵。重要的不是振兴它，而是保护它、研究它，并努力去挖掘它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一、东阳明代木雕的现状 

利用寒暑假期，笔者对东阳的木雕建筑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发现，明代的木雕建筑遗存不下 40 处，主要有卢宅肃雍堂(景

泰年间)、郭宅永贞堂(永乐年间)、寿塔头村新厅后第一院宅(万历年间)等。通过当地老艺人口述历史的记录及本人亲身感受，

发现东阳木雕的现状不容乐观。 

(一)经建国初旧城改造、“文革”十年破“四旧”、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城镇拆旧建新三次人为破坏，东阳古建筑在城镇已

少有留存，依附于建筑的木雕自然也不能幸免。现存真正精彩的东阳木雕也只在东阳部分村落(包括受保护的几个乡镇)。个人

收藏品中及古玩市场上可看到一些。不过在“文革”中也有一些人尽力保护着传统的民间文化，使其免遭破坏。目前，还装有

灭火器等防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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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口传身授、手工操作为生产方式的传统木雕，进入现代社会，已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现代建筑构件、家

具基本不需木雕装饰，木雕的出路也只能限制在文玩、插屏、屏风、挂匾等单件制作上，相较于其他室内装饰艺术品，如中国

画、西画、壁画、雕塑等，木雕因其色彩、材料、装饰手段及现代人欣赏趣味的局限，其传承和发展势必受到影响。 

(三)现阶段，东阳木雕的生存境遇中，尚缺乏有效保护体系。专家干着急，相关职能部门不温不火，民间缺少文保自觉，

三者关系脱节。当民间艺术保护尚未组成一条同心同力的保护链，即使有所动作，也是蜻蜓点水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正

的科学性保护难以落到实处。 

(四)毁损严重。 

1.以乡镇为例，东阳现有 1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卢宅，得到有效保护。 

2.马上桥花厅、务本堂、福舆堂、紫薇山 4 处古建筑群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在门口立了块保护牌，没有

具体有效的保护措施，更令人心痛的是务本堂前两年已经被火烧了。 

3.其他 121处被列为东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的村落却因无人过问而屡遭破坏。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自然破坏(自然风化、虫蛀、火灾)和人为破坏。 

1.土地改革以来很多都分给农户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调查中看到木结构建筑上还堆放着柴火，这会给保护带来很

大的隐患。 

2.长期缺乏修缮;老屋改造、拆旧建新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古建筑与居民房混合在一起，火灾时有发生。 

3.文物贩子的收购、苟利之徒的盗卖。 

4.保护性破坏。修旧如新，但修复匠制作粗鄙。 

5.商业化趋向。由于部分木雕厂家、木雕艺人过分追求市场出路，把木雕产品等同于一般的劳动产品，市场喜欢什么就制

作什么。加上快速机器雕刻的介入，适销对路的，便无限制地重复制作，缺少市场的，便束之高阁。其结果是雕刻题材越来越

狭窄，传统雕艺精华渐趋消失，格调庸俗不堪。当木雕艺术失去了它精湛的主体手工技艺以及应有的民间文化旨趣，以谋利为

唯一旨归时，其衰败也就指日可待。 

怀着难以割舍的惆怅心情，用相机拍下图片资料，遥想当年东阳木雕的辉煌历程及现代的为保护进行探索，通过图文结合

的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东阳木雕，欣赏东阳木雕，保护东阳木雕。 

二、东阳木雕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和艺术特色 

东阳木雕是历史的遗存，在它身上承载了许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密码。可以通过它来了解人们的思维、生活和社会习俗等，

可以了解历史演化的规律。 

(一)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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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木雕起源于汉，发展于唐代、宋代，盛于明、清两代，迄今已有 1000多年历史。传说在唐朝时，被称为“活鲁班”的

华师傅(把作师)
［1］

为显宦冯宿、冯定兄弟在故宅营造厅堂，忙碌了个把月后，准备接楹上梁。谁知一复查，180 根楠木大梁全

短了一尺二。“活鲁班”大惊失色。适有一老翁上门要鱼要肉。“活鲁班”置鱼肉于桌上，款待老翁。老翁把两鱼尾分移在两只

碗上，让两鱼头相对伸出一截，然后用一根筷子往两鱼嘴一套，扬长而去。“活鲁班”惊奇之下，琢磨一番，翻然领悟。立刻命

木匠做了 360个“鱼头”，固定在柱头上，以此把梁接住。柱上按“鱼头”既新颖又美观，且“鱼头”与“余头”为谐音，大吉

大利，后人又在鱼头上加了“牛腿”
［2］
，“鱼头”加“牛腿”便成了最早的东阳木雕。

［3］
 

唐朝乾符年间，东阳冯高楼村有冯氏兄弟两人，兄冯宿曾任节度使、吏部尚书;弟冯定曾任工部尚书，成为显赫一时的权贵

豪富。住宅十分豪华，有“高楼画栏照耀人目，其下步廊几半里”的记载，规模之宏大，装饰之华丽都是罕见的。
［4］

 

1963年 4月 24日，东阳县城南郊南寺塔(又名中兴寺塔，建于北宋建隆二年，即公元 961年)倒塌时，从塔内出土两尊枫木

雕刻的佛像，无论从人物刻画形式、衣纹线条刀法、用材的讲究、雕工的细腻看，无疑是东阳工匠的佳作。而且，这两尊像的

雕刻技艺已极其高超。 

元朝学者陈樵在《辉映楼》中描绘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的辉映楼时写道:“琢桂为户，文锦楹兮;名珲引翼，翠螭

腾兮”，“抽琴命操朱丝鸣兮，剑光落袂香兰缨兮”，其东阳木雕装饰已具相当规模。 

元代木刻版画虽不甚发达，但以关汉卿、王实甫为代表的韵文学—元曲新兴，诸多优秀作品刊印出版，其中有不少木刻插

画，东阳木雕艺人从事这项工作的甚多，据记载不少元曲的珍贵版本就出自东阳木雕艺人之手。 

东阳木雕，从唐经宋元至明，臻至纯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一套完整的装饰手法，并广泛应用于建筑的装饰。东阳

木雕到清嘉庆、道光年间，进入了鼎盛时期。作品风格形式由简朴到繁华、由粗犷到精细，更注重了透视和视觉效果。 

(二)文化传统与艺术特色 

1.文化传统 

儒、道文化--东阳人文的根本 

保持木材本色的木结构门窗上施以如此多的精美雕刻，这是儒家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的物化标志。不偏民间建筑

的简陋，所以要精雕细刻，表现思想、学识、追求上的不庸俗，同时也不遮掩对仕途经济的依依不舍的心态。不倚皇家的建筑

富丽，所以要保留木材的质感，表现对自然的追求，同时也表现对朝政的不满和叛逆，对世俗的藐视和厌恶。至于对自然环境

的追求和木材自然质感的爱好，足以说明儒家的宽容，乐于接受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同时也说明儒道两派哲学思想的相

融性。 

孝道 

孝悌观念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历代帝王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道作为立身教民之本、建国治邦之基。这是中国文

化的独特形态。孝道反映了中华民族敬老养亲的传统美德。不过，在儒家学说里的孝，却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思想内涵。 

东阳历来就有“孝子之乡”的美称，素有尊师重教的美德。汉人迁居东阳吴宁镇最早的斯姓始祖斯敦，《三国志·虞翻传》

裴松之注引《会稽典略》有“吴宁斯敦„„代父死罪”句。另一早期定居吴宁的汉人许孜，更是孝亲尊师全国性的模范人物。

文人尊孔孟，木雕艺人尊师祖鲁班。他们不但常年供奉鲁班，宝诞之日大肆庆祝，可谓尊师重道，不忘其本。“孝道”与“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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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代东阳木雕表现的主要题材，这些雕刻没有一个字，可是昔日目不识丁的妇女幼童都能理解其含义。 

审美教化 

建筑构件上的雕刻集中反映了建房者的精神诉求，它是人们在满足了建筑的实用功能后，进入更高层次的追求精神审美功

能的具体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木雕并不是为了装饰而装饰的摆设，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民族心理定势的物化形式。

在门窗雕刻中最常见的教化内容有捷报门楣—“一品当朝，加官晋禄”的画面，琴枋上也雕有周文王访得姜子牙于渭水河的故

事。可见当年历史故事的题材已经被重视、鼓励读书获取功名等。 

科举是旧时考试制度，起源于隋朝，废除于清末。“夺魁”，明朝科举制度以五经取士，第一名为“经魁”。《魁星点斗》十

分珍贵，其造型古朴又不失精巧;概括洗练而又生动传神，代表了传统民间工艺的高超水平。 

氏族文化东阳人文的重要因素 

东阳很多村落、乡镇都是以同姓大族为主聚集而居。一些出过豪富或大官吏的望族，往往为光宗耀祖集起雄厚的资金，来

营造祠堂和具有完整前厅后堂的宅院建筑群。它不仅构思完整、设计精心，而且装饰华丽，这就给东阳木雕艺人提供了施展技

艺的物质基础。东阳的传统建筑从文化和美学上说，每一座单体建筑在建筑美学、人文内涵，特别是以东阳木雕为主的装饰美

上，都极具社会价值和文物价值。由单体组成的民居群体，则更体现出古越文明和儒家文化交融，艺术美与自然美结合的整体

美。许多保存完好的民居聚落，其古朴、静谧、节奏、和谐的意境及人文遗韵，往往引发人们的许多遐思。 

以氏族为核心的村落社会共体，显然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为族人的安居乐业、人才培养起到了

保障作用，也为地域的生产发展、文化繁荣起到了引领作用。如卢宅卢氏自明永乐辛丑卢睿登进士以来的 500 余年间，出贡生

52人，乡试中举 29人，其中解元 2人，殿试进士 8人，且在科举场中，有过“同胞三凤”、“一跃双龙”、“祖孙父子兄弟科甲”

的史迹。
［5］

这包含了传家理念、道德规范、生产观念、生活方式等优化积累过程的良性循环。村落越建越好，人才越育越多。这

就是东阳望族村落文化建树的共性。正如李泽厚先生指出的，“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

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中”
［6］
。 

理学—东阳人文的理性标识 

宋元时期，浙东学派崛起，理学遂成为东阳人文的理性标识。 

民居建筑中的木雕花饰内容，也都渗透着理学的教育思想。“岳母刺字”、“木兰从军”、“司马光砸缸”、“桃园结义”、“忠孝

节义”等的题材，往往放在显要的位置，而门楣窗栅间的小雕饰则往往配以“梅兰竹菊”，以倡慎独、纯洁、节律、磊落等秉性，

其他以山水、牛马、鸟鹊、草虫等为题材，更可体味出“天人合一”
［7］

等理学情趣。 

2.艺术特色 

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雕饰的范围上。经历了由部分雕饰到整体雕饰的演变。民居的木结构变化不大，只有部分变化，如斗拱的运用，在明代

民居中十分普遍，尤其是枫拱拱眼的雕花是明代沿袭宋元古建的遗风，木雕在明代的建筑中一般较少雕饰，只在主要的木结构

部位雕饰，多的也只在轩梁的中部、雀替、楼沿护板、隔扇裙板等部位及床架花板上雕饰人物或其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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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风格的演变上，有鲜明的“汉唐风韵”。在明代，东阳木雕古拙而朴美，比较接近汉代画像砖的风格。造型浑圆结实，

承袭了秦汉遗风，简朴中富有变化，用线简练挺拔、粗放刚劲，人物形象适度夸张、粗犷奔放;人物则头面较大，体形稍胖。与

整个封建晚期江河日下的衰落、积贫积弱的委靡风气相反，东阳明代木雕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民族上升时期的自信、富足、生

机勃勃的艺术格调。 

在明代，封建国家机器已显露出末世的征兆，而恰恰在东阳则是勃兴和强盛时期。东阳木雕热情向上的格调与地域经济生

活的富裕是合拍的。木雕构图饱满，画面注重张力，人物造型生动，雕刻粗犷、动感强烈，具有沉雄、奔放、古拙的艺术风格。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东阳木雕中的人物写实功力往往令人感到惊讶，造型准确，意态如生。文人画在明代的衍传和蔓延，使文

人的思想、意识尤其是审美观念，对工艺美术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东阳木雕中焕发出健康、喜气洋洋的审美情调。 

在雕刻工艺上，明代较单纯，只有浅浮雕、深浮雕、圆雕几种。 

在雕刻的题材内容上，明代木雕内容相对单纯一些，有一些民俗题材，象征性的雕饰，如花卉、飞禽、走兽、虫鱼、云头、

回纹、八宝博古、文字楹联，以及几何形体的图案，其中又以花鸟为多，次为走兽，人物则较少。 

表现形式 

东阳明代木雕最突出的特点是注重木材天然的色泽与纹理，精于打磨处理，强调刀工，而较少应用贴金、上漆等附加手段。

刘熙载《艺概》说:“白贲
［8］

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东阳明代木雕多不油漆、不上色，暴露着木材的

自然质感与纹路，流露出木雕艺人真实的刀法技巧。亲切平易，质朴随和，或栗、或褐、或灰的本色朴素沉稳，与清淡素雅的

白墙黑瓦相映衬，是儒家“布衣白屋”思想的外化，表达了“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精神气质。
［9］

 

东阳明代木雕集中地表现在各种建筑装饰上，建筑装饰木雕，自古到今，历来是东阳木雕中最大的一个品类。历代的诸多

传世珍品，大都留存在这上面。其技法都是通过长期实践，针对不同形制和题材而逐渐形成的。应用在东阳古建筑上的有楣、

梁架、梁托、斗拱、雀替、撑拱、琴枋等。 

屋架雕饰 

在宅院中，正厅轩廊上的屋架装饰，是木雕最集中的一部分，这种屋架雕饰，往往依梁枋、雀替、撑拱、牛腿、花牙子、

天花等的结构设置，进行适度雕刻，该粗犷则粗犷，与整体布局协调统一，又与观赏效果相一致。 

讹角坐斗，这在明代厅堂中尚属孤例。向厅内出单上昂，上昂特长，呈弧形上伸，用一斗三升厢拱承托金桁，端头下垂雕

成莲蓬头。 

轩梁，明代早中期可见直梁，后演变为月梁，且月梁挖底逐渐大了起来，这是木工活。梁头起先无雕饰，后有以线条为主

的浅浮雕花纹。这种花纹，始为回纹、二三道龙须纹，遂成眉状，半月状趋向抛物线状、鱼鳃状。木雕艺人之刀工，不仅圆熟

锋利，苍劲有力，而且线条流畅，简洁明快。“即使是简简单单的两条梁须，也雕得非常恰到好处，是现在一般师傅所不及的”

(“木雕宰相”黄紫金
［10］

老先生评语)。 

雀替，位于轩梁之下，东阳俗称梁垫、梁下巴，为明代费时最多、雕得最好的构件之一。由替木发展而来，长条替木架在

柱子上托住两边的梁枋，减少梁的跨度。后来又从柱子上伸出横拱从底下托住替木，使雀替形式又发展了一步。 

撑拱，即牛腿、托座，实指檐柱上施的斜木杆，上加横木，并置斗拱，以支撑挑檐檀，起到既加大屋顶出檐以达到遮风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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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之目的，又能将其重力传至檐柱，使之更加稳固。这种撑拱，虽然缺乏美感，但很实用。至明代中叶，壶瓶嘴演变成倒挂龙

状，且雕饰范围也扩大到撑拱上面的横木及斗拱。 

门窗装饰 

“门通出入，是为气口。”门窗，“门面”、“窗口”也，也是艺人炫耀雕刻技艺的地方。
［11］

门窗雕饰，是美观和实用的统一，

既要结实牢固，又要美观大方，以显示房屋主人的殷实财力与气质修养。门窗雕饰，大多见于门之锁腰板，窗之裙板、天头，

门窗棉扇之花心、花结，还有漏窗。一般采用的手法，明代以高浮雕居多，多用穿花，即用铜丝锯锯空后再行雕刻。 

中国建筑的门与窗特别注重室内外空间心理情感的交融，门窗的开设，不仅是为了出入、通风、采光，更有通过窗棂将自

然意趣引向室内，以窗为审美凭借与框架，达到人与自然的往复交流。唐朝王维有诗写道:“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
［12］

非常贴切地说出了窗的审美品格。 

门窗格扇木雕图案众多，有镂空雕槅扇门、博古式绦环板、高浮雕槅扇窗花心、浮雕门绦环板等，从明以来的图案看，东

阳木雕艺人历来不采用不吉祥或丑恶的故事作画面，大多是增添吉祥喜庆欢乐的题材，这些题材雕刻于门窗，不但给建筑物增

添了装饰美，而且寄寓了“团圆”、“豪气”、“吉祥”之类的彩头，又增添了房屋主人的幸福愉悦感。 

综观现存实物，这时的东阳木雕已经有了可以适应民居、祠堂、厅堂、寺庙、表坊等各种建筑物雕饰的技艺，雕饰的部位、

形式、手法已经基本固定下来。无论是撑拱、琴枋、几、斗、拱、升、梁的屋架，还是门窗绦环板、窗槅扇之心(花)结，都有

了一套齐全的雕饰手法。它不但有各种相适应的图案，而且布局也和谐统一。就所取题材、构图设计、雕法刀工等木雕技艺而

言，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尘封数百年的明代古建筑上，展示着东阳木雕的艺术风格和诸多的雕饰手法，至今仍历历可

见它的辉煌成就。 

三、东阳木雕的抢救性保护 

(一)首先笔者谈谈东阳木雕建筑异地保护的看法 

笔者认为，异地保护的做法总体来说弊大于利。前几年比较盛行，现在许多村庄都集资自己修复。异地保护其实不等于保

护，它破坏了历史的原貌，环境的改变对建筑的影响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建筑非常注重风水，环境变了，原先的风

水及文化的喻义都将不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如:瑞霭堂，清嘉庆年间(17961820)建。原位于横店镇夏厉墅村，2000年左

右迁移到横店影视城的文化村内，其建筑已失去了历史原状，笔者觉得十分可惜。 

(二)由于缺乏资金，东阳市大多数古建筑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修复，被偷被烧的不少 

笔者在调查中，看到过许多“空心村”，村周围造了许多新房子，把村中心的老房子围了起来，这些老房子往往都有上百年

的历史，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可是很少看到这些古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保护。如:位育堂，清乾隆年间(17361795)建，位于东阳市

虎鹿镇厦程里村。如今，这一东阳规模最大的单体古建筑群正面临倒塌的危险。因年久失修，整个建筑群中已有 3 个厅和部分

厢房倒塌，三块刻有“进士”、“举人”的石碑被当做台阶石铺在水沟之上。中国古建筑专家王仲奋指出，位育堂的保护，对中

国古建筑研究极具价值，其建筑群整体布局严谨，8 个厅周围都有房子围护，就像一个城池，这样的建筑风格在国内罕见。
［13］

位育堂的排水系统是西水东流，遵照了中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情况，但是建筑群出水口的荷沿塘的水流方向是自东向西流

的，因此它的排水设计也非常独特。位育堂是东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目前村里和镇里都缺乏资金，无力修缮，村民们呼

吁有关部门能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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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木雕的原生状态消失了，整体面貌也模糊了，因此抢救整理的工作非常重要。留下历史的资料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历

史才是尊重人类自身的文明创造。 

眼下，实施东阳木雕的可持续性保护，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结合其他民间艺术，开展一次东阳木雕的专项调查。调查内容可包括木雕的历史沿革、分布、存世量、保护现状、木

雕艺人情况等，通过访谈、摄影、录像、拍片、文学记录等手段摸清东阳木雕的家底。在此基础上，建立东阳民间艺术—木雕

专题数据库;出版东阳木雕图录，如条件允许，可举办浙江东阳木雕艺术展览。 

(二)建立东阳木雕博物馆。浙江有诸如茶叶、丝绸、官窑、中药等门类的专题博物馆，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木雕博物馆(或木

雕艺术馆)?浙江民间(如宁波、东阳、诸暨等地)已开建了一些具有博物馆性质的私人木雕艺术馆，但收藏规模、范围、层次、

参观人数尚不尽如人意，若能以政府出面，通过收购、征集、捐赠等方式，将散失在全省各地甚至省外的浙派各类木雕艺术精

华集于一馆展陈(也可在浙江博物馆设专馆陈列)，从而形成政府与民间展馆的整合互补，其保护、利用、研究、展览、教育的

作用不言而喻。 

(三)制定有关民间艺术保护的法律法规。面对大量古木雕制品被变相恣意收购、盗卖及市场经营中的不规范行径，亟须出

台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强制手段遏制现存木雕不断遭受破坏、流失的局面。 

(四)培养木雕新人。东阳木雕在民国以后衰落，传统技艺也随着木雕匠师的逐渐减少而濒临失传。当下，我们应传承木雕

文脉，培养一批有志于民间艺术的木雕新人。可以通过地方文化部门举办培训班或相关学校开设民间艺术专业等办法，招收具

有一定文化程度，且爱好民间艺术者参加学习，请仅存的木雕老艺人授课传艺。其中的优秀而有志者，不妨沿袭师徒制进一步

深入学习。 

(五)加强对东阳木雕艺术的研究。历史上，关于东阳木雕，基本没有留下可以研究的文字资料。时至今日，这门深具历史

文化积淀的民间艺术，仍缺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从文化的精神层面、艺术层面、技法层面、鉴赏层面、保护层面均

可对浙派木雕艺术做研究性的发掘。通过研究，不仅可使更多的人了解、欣赏、尊重木雕艺术，还可充实地域文化研究成果，

为相关部门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发展提供借鉴。 

四、结语 

人类创造物总是处于不断消失的永恒过程中，消失是绝对的，幸存是偶然的，这符合新陈代谢的规律，也符合民间艺术的

生态规律。当前应该做的，是以最大的可能，尽我们的文化良知与文化自觉，妥然地、能动地保护好木雕的幸存部分，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历史文化、艺术、审美、教育以及经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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