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江明清古民居砖雕艺术 

陆兰军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砖雕是我国传统建筑装饰雕刻艺术，广泛应用于门楼、花窗、照壁等处。浙江砖雕在明清时期发展到

顶峰，除了受到徽州砖雕、苏州砖雕的影响，还有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渲染。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并参阅相

关著述研究，对浙江保存的明清时期古民居的砖雕艺术文化做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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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雕是我国传统的建筑装饰雕刻艺术，它是在作为建筑构件的砖面上进行雕刻而形成的与建筑本身完美融合的艺术形象，

广泛应用于门楼、花窗、照壁等处。浙江的砖雕艺术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除了受到徽州砖雕、苏州砖雕的影响，还有当地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渲染，在雕刻技法以及题材等方面受到当地独特文化的影响深刻。 

1    砖雕技法 

浙江古民居的砖雕技法细腻繁杂，主要有阴刻、浮雕、透雕和圆雕等。 

阴刻是在背景底板上刻划轮廓，如同绘画中的勾勒，多用于表现门牌以及题对。例如，建德新叶村的“耕读传家”门牌，

在青砖石灰墙面上剔地浅刻，勾勒出行书轮廓再描以墨色。与此相似的还有永嘉芙蓉古村的行书“鸿禧燕贺”门牌及“礼门义

路家规矩，智水仁山古画图”题对。 

浮雕是在平面上雕出凸起的艺术形象，通过形体的起伏以及线条的层次关系等表现出物体形象的立体感与空间感。依据厚

度的不同，又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高浮雕形象鲜明，情节表现力强，常用于雕刻戏剧人物、动物图形等。例如，三门源叶氏

古宅的门楼戏曲砖雕，汤溪寺平“崇厚堂”前门楼下枋的“九狮抢球”高浮雕等。而浅浮雕优美内敛，适用于较大块面的表现。

例如，影壁等处，永嘉岩头古村水亭祠照壁上，左边取自鹿的形象，右边是仙鹤，变化组合而成一个“福”字，寓意吉祥长寿。 

透雕，也称“镂雕”，是在浮雕的基础上，将物体的背景处或物体的本身空处雕空。透雕主要用于建筑构件中需要透空的部

位。例如，花窗，赋予窗体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浙江明清民居的砖雕漏窗取材多样，不仅有几何花卉，还有象征吉祥的动

物纹、人物传说等。例如，宁波天一阁的“松鹤延年”漏窗及诸暨斯宅的“刘海戏金蟾”漏窗等。 

圆雕又称立体雕，其形象独立成型，不附着在任何背景之上，可从各个侧面多角度地进行观赏。圆雕常用于屋脊上的脊吻

兽等吉祥物。例如，新叶村文昌阁正门楼屋脊上的龙、鱼雕像，芙蓉古村将军屋正门的龙形脊吻兽等。 

2    砖雕布局 

砖雕作为建筑的装饰，是配合着建筑构件来展现其独特魅力的，砖雕艺术与建筑构件的完美融合，造就了浙江明清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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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内涵。砖雕主要集中在门楼、花窗、照壁等处。 

门楼：门楼是贫富的象征，一般大户人家的门楼结构非常繁缛复杂，其上的砖雕纹饰也形态多变。例如，汤溪寺平村崇厚

堂的大门，自下而上的砖雕共有十一层之多，图案也是包含几何图形、戏剧人物、动物、花卉、文字等等，阴刻、高浮雕、浅

浮雕等各种技法俱有。东阳卢宅世德门坊的高浮雕“双狮戏球”雕刻形象生动，立体感强烈；门坊两侧的明代官帽造型属于圆

雕作品，寓意主人家的仕途愿景。门楼上的字牌砖雕形态也是千差万别，技法上有阴刻、浮雕等（如诸暨斯宅“于斯为盛”叠

篆文字牌），字体上有篆隶行楷等（如丽水仙里村翁氏旧宅大门门额的篆字“福寿全图”砖雕、湖州长兴发现的行书“容膝易安”

字牌残骸、平湖莫氏庄园的楷书“金镂垂基”“德正应和”字牌等），内容上有祝福语、警示语等（如诸葛村“乡会两魁”字牌

表达了对仕途科举的愿望与自豪）。 

花窗：由于窗是嵌在墙体之际，而不是承重部件，所以花窗的造型运用自如，不拘一格。窗是最富于创造性、类型最多样

的建筑构件，是沟通空间的纽带。造型艺术得当的花窗不仅可以起到装饰墙体的作用，更能产生虚实结合的艺术效果。浙江明

清古民居的花窗砖雕取材多样，除了常见的几何花卉，还有象征吉祥的动物纹、人物传说故事等。例如，余姚王阳明故居的透

雕花窗，饰以两两规整对称的几何图形，中心配以梅花图案，每行五组，共三行，既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又增加了空间的虚

实美感。嵊州崇仁村花鸟砖雕漏窗，配以雄鸡、鸡冠花，寓意雄鸡报晓，冠上加冠的美好祝愿与祈祷。 

照壁：照壁又称影壁，是一种特殊功能的墙壁，设于宅院或园林的入口处。照壁的形制由浅屋檐、青砖墙面和砖筑或石柱

基座三部分组成。屋檐下的长条砖雕常饰以高浮雕，青砖壁面的雕刻一般由大幅面砖雕组成。宁波林宅正门影壁上的长条砖雕

是一幅海马“八骏图”，雕刻精美，栩栩如生，海马能够引水克火，保护宅第的安全。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的照壁朝大门的檐口

下正中刻有双狮戏球，向右依次为人物、麒麟、鸳鸯、荷花，向左依次为人物、天马、锦鸡、牡丹。在照壁的另一面，雕刻双

龙戏珠、丹凤朝阳、凤凰牡丹、仙鹤献寿及云龙图案。 

墙壁：墙壁是建筑的围护结构，也是装饰的重要部位。墙壁的装饰，具有美化修饰以及辟邪保平安的作用。杭州胡雪岩故

居正门门楼西侧山墙的“五狮舞绣球”，主纹采用镂空雕、多层雕、高浮雕、阴线刻等技法，边饰采用浅雕的牡丹如意卷草纹等

图案。五狮意为五世，寓意五世同堂，象征美好。和乐堂前檐南侧山墙的砖雕构件“鸾凤和鸣”，主纹采用镂空雕和多层雕，边

饰为浅雕的博古图、缠枝牡丹和如意纹，都是吉祥如意的图案。 

其他的建筑构件上的砖雕要稍显简约，主要起点缀的作用。例如，垂柱、斗拱部位的装饰雕花多模拟东阳木雕技法与形象，

是一种常用的装饰结构。屋脊处常以走兽、宝瓶或花卉、万年青作为装饰图案，有的脊两端还饰以吻兽的形象。 

3    砖雕题材 

砖雕题材大致可分为戏曲故事、神话传说、吉祥纹饰、文字书法等类型，浙江砖雕的一大特色是其地域戏曲文化。 

戏曲故事：婺剧是浙江历史最为悠久的剧种之一，在明清时期臻于鼎盛，婺剧砖雕在不少名门望族的建筑门楼上都有表现。

衢州地区深受婺剧影响，在龙游三门源的叶氏民居门楼上有全国罕见的婺剧砖雕群：“芝兰入室”共雕刻有 9幅戏曲砖雕，自左

往右分别为《打金枝》《尉迟恭救驾》《分水钗》《紫金关》《赵颜求寿》《过五关》《打花鼓》《金牛岭》《大金镯》；“荆花永茂”

自左往右分别为《临江会》《虹霓关》《白猿教刀》《长坂坡》《渭水访贤》《黄鹤楼》《三气周瑜》；“环堵生春”自左往右分别为

《铁笼山》《刘备招亲》《义释黄盖》《龙凤阁》《雌雄鞭》《雪里访普》《回荆州》。其他民居门楼上也有不少戏剧砖雕，只是不像

叶氏门楼那么集中。例如，嘉兴平湖莫氏庄园砖雕门楼上的《桃园三结义》，嵊州崇仁村照壁上的戏曲砖雕等。 

神话传说：神话类的砖雕题材多是寓意富贵吉祥、家庭和睦的，主要有“福禄寿”三星、“和合二仙”、“八仙过海”、“蟠桃

宴会”等。八仙的题材较为常见。例如，宁波镇海郑氏十七房兴房中“八仙过海”砖雕生动，芙蓉古村陈氏宗祠的八仙照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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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栩栩如生。有的八仙纹饰只雕刻出八仙的法宝，俗称“暗八仙”。传说类的主要是历史文化故事，以渔樵耕读和二十四孝图为

多。例如，湖州长兴县村民保存的门楼残片中的“渔樵耕读”人物故事图砖雕玲珑精致。而且有些砖雕上的传说故事以浙江的

名人为原型。例如，诸暨斯宅中的渔樵是指《七里滩》里的严子陵，《烂柯山》里的朱买臣等。 

吉祥纹饰：砖雕作为民居建筑的装饰物，不仅起到点缀美化的效果，更寄托了主人家的美好愿望。因此，浙江明清古民居

上的砖雕纹饰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文字，多是寓意吉祥的。植物类的以花卉为主。例如，“岁寒三友”象征长寿、“四君子”

表达了高风亮节的气节、牡丹寓意富贵、夏莲寓意纯洁等，充分表达了宅院主人崇尚道德修养，追求吉祥幸福人生的传统思想

理念。动物类的纹饰象征意义众多。例如，诸暨斯宅斯盛居正屋天井照壁上的“百马图”砖雕，神态各异，形神兼备，营造出

大家族和睦共荣的氛围；表达家族兴旺的还有麒麟、鱼，都是寓意多子多福的；还有一些动物纹饰是通过谐音来表达的。例如，

五蝠（福）捧桃（寿）、三羊（阳）开泰、马上封猴（侯）、猫蝶（耄耋）秋菊等。这些寓意吉祥的图案，在浙江古建筑砖雕中

相当盛行，达到了“图面有意、意在吉祥”的境界。 

文字书法：文字书法也是砖雕常用的素材，一般出现在门楼下方的字牌处。从字体上看，篆、隶、行、楷兼具。从内容上

分，多为吉祥喜庆的祝福语及铭记告诫的警示语。浙江砖雕字牌受清代浙派篆刻影响浓厚，书体以篆书为主，风格浑厚，望之

有金石气。例如，绍兴诸暨斯宅“发祥居”门楼上的篆书字牌“长发其祥”，端庄凝重。再如金华汤溪寺平“崇厚堂”前后门楼

上的字牌皆为篆书，一为“南极星辉”，一为“舟到风来”，其余还有叠篆字体如“福禄寿喜”、“于斯为盛”等。行书的有叶氏

古宅的门楼字牌“芝兰入室”，语出《论语》，“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含蓄地表达了商人乐与文人相交的心态；“环堵生春”，

典出《庄子集释》卷九下《杂篇·让王》：“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

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形容简陋的居室，在这里是商人附庸风雅的说辞。 

其他一些纹饰主要有作为修饰出现的几何图形。例如，金华古建上有“卍”字图案，配合各种花纹组成不同的雕刻图案；

民间传统纹样有福纹、流云纹、花草纹、波浪纹、龟背纹等；器物类的有琴棋书画、文房四宝、香炉宝鼎等，此类纹饰在书香

官宦之家较为多见，如胡雪岩故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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