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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雕刻艺术与现代时尚的交融创新

——以徽州雕刻为例

刘明哲
*1

“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创作的推陈出新才是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传统雕刻艺术

不仅与传统文化的传承紧密关联，也引领时尚文化的前沿潮流。传统雕刻艺术与现代技法的有机结合在新时代背景

下是一个传统雕刻和现代时尚交融创新的问题。在社会不断的变革和发展中，任何艺术的传承都必须要考虑到它自

身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当它的创造深深地渗透了历史承传的精神烙印时，它才能很好的被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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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雕刻艺术诞生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呈现出民族性的浓厚特征和地域化的审美

韵味。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传统雕刻艺术是原初的，同时也是新奇的。在时尚美学视域下探讨传统雕刻艺术，更多的是为了

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以提高现代雕刻艺术品的商业价值。然而，如今的社会环境相比古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

了适应时代的变化，现代人不仅要继承传统雕刻艺术中所蕴含的图形遗产，还要从精神层面出发将传统工艺的思维方式、知识

经验等方面的智慧结晶同现代的时尚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传统艺术要经过提炼、分离和重组，才能适应现代

人的需求，进而在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中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引领新的时尚潮流。

一、传统雕刻艺术题材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历史十分悠久，在世界雕刻艺术之林中独具一格。有大到乐山大佛那样的释家造像，有小到发丝雕刻

那样的微雕精品；有古朴粗犷的根雕，有玲珑剔透的玉雕；有大气豪放的北方雕刻，有精致婉约的南方雕刻。然而，无论何种

雕刻艺术都离不开题材的选择与创新。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题材非常广泛，并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既有相通之

处，又有差异之别，反映出各民族、各地区人们的地域文化和审美情趣存在着共性和个性，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

古徽州人在学习、吸收中原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徽州三雕艺术———木雕、石雕和砖雕。
［1］（P402）

2006 年，

徽州三雕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徽州山峦奇特、风景优美，依地形而建

造的古建筑同自然界的山水联系紧密，工匠们为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雕刻艺术一直以来都被广泛地运用于建筑领域。

依山傍水的徽州古建筑为徽州三雕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无尽的素材。在今天，生活于城市中的人们向往回归自然，这使

得传统雕刻艺术逐渐成为一种乡野情怀的象征，与此相关的艺术品也随之得到众多时尚人士的密切关注。传统徽雕艺术的表现

题材在现代时尚中被大量运用，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有些甚至突破运用于其他时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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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山水题材,徽州工匠常以黄山、新安江等地的自然风光作为原始素材，经过提取、概括和再创造的加工过程，将富含山

野气息的风景图案雕刻在窗户、屏风以及石墙等建筑构件上。最为常见的有黄山奇石、寿山日出、太湖垂钓、高峰云海等具有

代表性的山水风光。随着时代的变迁， 在现代城市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展现着新时代建筑文明的同时， 人们也越来越重视

“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并把山水题材的雕刻艺术融入生活。比如，永嘉县邮局发售的全国首套以山水为题材雕刻而成的玉

制邮票： 用蛇纹玉按邮票大小样式雕刻而成， 将楠溪江的十二峰、狮子岩、滩林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让人在方寸之间就能

领略楠溪江的奇峰、怪石、秀水、滩林美的自然风光。

二是人物题材，创作者从文学典故、戏曲抄本、民间传说等方面取材。比如“桃园结义”“武松打虎”“苏武牧羊”“和

合二仙”“竹林七贤”等。此外，还有表现耕作、渔猎等劳动场景的人物雕刻作品。
［2］（P41）

虽然这类作品为了充分表现人物，

而往往使得人物与场景的比例有所偏差，但却强调了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重视艺术审美中的情感体验与道德伦理的自然融合，

是民间情趣与文人情趣的完美结合。这启示着我们，人的存在才是时尚的根本。艺术时尚必须能够满足人性需要，实现人的愿

望，唯有如此才能维系自身的存在，这跟现代时尚文化所提倡“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2009 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

奖”评选活动中，获金奖的紫檀木雕《荣归故里》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徽派木雕代表性传人、安徽省民间工艺大师曹篁生的

作品。这是一幅反映富甲一方的徽商叶落归根、享受田园生活的图景，凸显了浓厚的徽州乡土气息。虽表现手法极其简练，但

构思巧妙，刀法老辣娴熟，所表现的时代信息、艺术感染力和文化内涵都是非常丰富的，像这样直接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

可谓徽州雕刻艺术与时俱进的代表作。

三是以动植物为主的题材，比如以龙、虎、凤和麒麟作为代表的瑞兽，虽然古代的统治者规定一般百姓不能使用这些图纹，

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藏品和门窗的装饰上添加了瑞兽的形象，这显示出民间审美的巨大驱动力。此外，羊、鹤、鹿、蝙蝠等动物

也常常出现在象征着吉祥的雕刻装饰中。古代的工匠在进行构思时，常用到谐音的方法表达美好的祝愿，比如“三阳(羊)开泰”

“松鹤延年”“福(蝠)禄（鹿）双喜”“五福(蝠)捧寿”等，这让雕刻图案表现得妙趣横生。在植物形象的利用上，代表长寿

的桃和多子多孙的石榴，代表文人气节的梅、兰、竹、菊，经常以木雕、石雕或砖雕的形式用在徽派建筑的构件上，反映出人

们对于家庭兴旺、人才辈出的美好期盼。在表现风格上，这类题材以写实为主，少数的抽象、隐喻通过空间形体的关系反映出

了当时民众的审美习惯。在现代时尚艺术中这类题材通过传承和创新后广受青睐，比如被奥运博物馆永久收藏的木雕作品《和

谐》就是接受了当代审美思想的感染，去尽力体现当代人的审美要求，去创造作品的时代美，从而弘扬民族风格。作品利用“荷”

与“和”，“蟹”与“谐”谐音的特点，表现生态和谐的题材，画面中两只螃蟹爬伏在荷叶上，蟹爪纤细，神态活泼，荷叶在

水面上随清风舒展翻卷，旁边还点缀着莲蓬、荷花，情趣盎然。

四是文字和图案题材，包括双喜、寿字、万字、八结纹、回纹以及文字楹联等以吉祥文字和图案为主的民俗题材。全国各

地的民俗风情虽有不同，但都展示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颂扬和对未来生活的祝愿，文字与图案装饰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吉祥寓意，

一直被人们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应用于各类装饰中，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性。比如，在装饰图案中广泛运用并象征高升、

如意的“四合云”和“如意云”,由陶器和青铜器上的雷纹演化而来的连续循环的回纹，民间称之为“富贵不断头”，寓意吉利

长久，而且回纹图案主要用于边饰和底纹，又有整齐划一而变化丰富的效果。对于现代设计而言，传统的文字与图案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可将其通过抽象、简化、组合运用等手段，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而蕴含其中的审美精神强调神韵、意境，

也恰是现代时尚设计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美感目标。如 2014 年的 APEC 峰会，在出席会议领导人工作午餐的餐桌上放着一份别致

的竹简菜单，它是用麻线将 31片竹简串连而成的，上面刻有会议名称、时间、地点等信息以及中英文菜谱，右上方刻有峰会的

会徽，左下方刻有“吉祥如意、花开富贵”等祝福词的篆体印章。这种将古老的徽州雕刻艺术融于生活实用当中，可谓匠心独

运。

传统雕刻艺术题材的继承与创新， 不仅仅局限于雕刻艺术， 现在已被广泛运用于建筑景观、室内装饰、服饰等艺术领域，

比如由马岩松主创的南京地标建筑“证大喜马拉雅中心”，建筑立面设计源自于传统雕刻艺术当中的山水题材———“高山流

水”， 外观宛如群峰耸立、 山峦叠翠，并配以小桥流水、乡村人家，在钢筋混凝土的现代都市森林中营造一种世外桃源的山

水情怀，体现出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种以雕刻艺术题材为手法的艺术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地运用于酒店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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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广场和家居装饰等空间里。

二、传统雕刻艺术与现代技法的有机结合

雕刻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其形式的多样性、题材的多元性、技艺的独特性都充分体现了传统雕刻在艺术研究

上具有极高的美学内涵。以徽州雕刻为例， 古徽州建筑业发达，工匠很多，高手辈出，他们创造性地拓展“三雕”的艺术表现

形式。国画大师黄宾虹曾形容徽州雕刻“多奇杰异能之士……一技一能，具有偏长者莫不争为第一流人”
［3］（P24）

。随着工业革

命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审美的变化，雕刻艺术对时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使得雕刻在造型、工艺、色彩等技法日新月异，不

断改进与创新。

（一）造型与风格

传统雕刻在造型上有着简约、以线入体、意向造型等极其鲜明的特点。从艺术风格的角度出发，传统雕刻艺术有着很强的

包容性，无论是简约、严谨、刚硬，还是繁复、随性和柔和，都能够通过相对完善的技艺体系得到很好的实现。在雕刻的过程

中，艺术品的形式和内容一般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经过反复的尝试和摸索，工匠们掌握了高超的技艺和艺术创作的基本思路，

他们熟练地运用着概括、剪接和夸张等造型程式，其造型的最终呈现带着独特的韵律，将明暗关系处理妥当，进而展现出强烈

的立体感。对于以线造型的雕刻艺术，基本线条的构造决定了整体的走向，曲直、长短和粗细的变化能够增强画面的表现力。

雕刻艺术品所展现的画面很少有大片空白的情况出现，工匠们更愿意用各种各样的纹路来串联起不同的人物，准确的用刀增强

了画面的写实性，使得细微的动作和眼神也能得到准确的再现。随着现代时尚文化的发展，现代审美需求以及现代建筑空间结

构的变化， 雕刻艺术不仅承载了古代雕刻艺术的精髓也融合了现代绘画作品的完整独立的表现形式， 以新时代特有的造型展

现在现代建筑的装饰艺术中，并改变了过去在整个大环境中的“配角”角色，变成了用来表达环境文化主题的“主角”，在环

境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黄山红塔酒店的《徽韵》石浮雕，天上人间酒店的《徽州遗梦》浮雕等，它们都从徽州

传统的三雕工艺中走出来，将传统徽州三雕的表现手法同现代浮雕壁画的表现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进入到纯艺术的美术作品

的行列中，灵活地将传统造型结构中重复、繁琐的装饰元素加以转化，将陈旧的组合结构进行分解，简化原有的结构构成方式，

从中挑选出最具有地域特色、民族传统文化和符合现代审美倾向的造型元素，然后再进行重新组合与搭配，应用到现代的建筑

环境空间，与新的环境进行有机结合。

（二）工艺与科技

雕刻艺术几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的各种雕刻工艺，如：牙雕、玉雕、木雕等等这些传统

雕刻是以手工的方式运用刀、斧等工具在基料上进行艺术创作，这样制造速度慢，人力成本高。而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

传承古代雕刻技艺的同时，为了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和周期，新的科技的应用在传承传统雕刻工艺的同时进行了创新。雕

刻艺术的“工艺现代化”在计算机控制下进行机器雕刻。机器雕刻在现代装饰雕刻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同样图案雕刻的

反复运用，或者是多方连续纹样的雕刻，这样速度快、成本低，精细度更高。现代雕刻还根据工具和方法的不同，跟随基料改

变构图以及无处不在的透视让作品逐层递进，在视觉上它注重技巧的运用，充分利用基料的原始形态，能够在相对统一中制造

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化效果。美国的著名学者帕克在《美学原理》中指出“创作性”是艺术活动的主要特征。
［4］（P89）

艺术家将

“美”作为最终的目的，通过创作活动来使自己的审美观点成为获得大众认同的流行时尚，进而产出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附带价

值。可以说，技艺上深刻地反映出了传统雕刻艺术的创作性和设计性，将工匠的探索之路引向了更为多元的大舞台。如木雕旅

游纪念品《厦门印象》主题采用厦门区域地形，应用高科技的激光雕刻工艺把传统的中华文化和厦门旅游纪念特色融为一体，

既饱含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又彰显了传统雕刻艺术的工艺和新科技的集合。

（三）色彩与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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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读书人把程朱理学所主张的朴实自然作为用色的标准。此外，道家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后来的庄周

提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竞美”，在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下，传统雕刻艺术特别注重表现自然的美感，雕刻材质的色彩、质

地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留。比如徽州的砖雕大多不用颜色，突出了青石和麻石的原本色彩。而木雕也多不用漆，以彰显出木材

本身的纹路。简约化的艺术风格在最近几十年成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徽州雕刻艺术在色彩上所表现出的同现代的简约主义相呼

应。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生态环保成为当前的重要主题之一。因此可以预见到，在时尚美学的范畴中，“大象无

形”的朴素审美观仍有着非常宽广的发展前景。现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欣赏艺术、品味生活的时间变

得越来越少。人们怀念过去的时光，复古风潮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这种怀旧的心态。比如徽州地处皖南盆地中心，

那里地域开阔，和外界却是相对封闭的，较为稳定的环境和众多出色的人才使得雕刻艺术发展出了一些规范和准则，传统得以

延存和发展。在新时期，旧的传统和新的时尚有着传承、重现和创新的复杂关系，传统雕刻艺术成为现代复古潮流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艺术设计中应用传统雕刻艺术的构成元素与新材料各种材质色彩的结合，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是对时

尚文化的一种再创造。如徽派雕刻研究所创作的《天人合一》，其为一紫檀、黄杨合璧松形香盒作品，在设计上更是匠心独运：

该香盒极似一截天然松树，雕成树心的黄杨木，外围合着紫檀木雕成的松树皮，作品在色彩上将两种名贵木材的天然色发挥得

淋漓尽致，包合面为纵横高低不平的曲线，两种木材交接处不见缝隙，雕刻也不见刀痕、纹理，刀痕如同天然，故名为“天人

合一”。这种创造性的推陈出新的题材，就是传承与发展传统雕刻艺术的最好范例。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雕刻艺术的内涵

《论语·庸也》中提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庸”和“小康”成为传统雕刻艺术中的

常见内容，这些题材反映出古代的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道出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雕刻艺术承

载了儒家思想的传播、教化功能以及程朱理学的美学主张。在三雕名目繁多的主题中，儒家传统经典是着墨最多的。有“东南

邹鲁”之称的徽州地区，百姓受儒学文化浸淫颇深，视儒家思想为道德准绳,另外，程朱理学的美学主张，使得徽雕呈现平淡自

然的风格，保持了原料的天然质地，与徽州古民居共同构成浑厚质朴的整体色调。这种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核心的仁爱理念

强调人性的美。
［5］（P18）

（一）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

传统雕刻作品不仅有很强的地域性，也代表艺术的前沿风向，这跟时尚美学与时俱进的精神是相符的。随着全球化趋势的

影响，儒家文化也越来越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迅速成长， 传统雕刻艺术里体现的天人合一的有

机整体观为全球化趋势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早在 1993 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走向全球化伦理宣言》通过了两条伦理金律，其

中一条就是儒家思想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就提出了两种社会理想：一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那是公天下，即大同理想；二是“大道即隐，天下为家”，这是家天下，即小康社会，也是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梦想。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的 24 字核心价值体系，其中就有 16 个字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来自于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而贯穿这 16 字核心价值观念的是儒学的“仁爱”精神。在雕刻艺术里追求

和谐也是儒家思想的目标之一，这种价值观也在不同侧面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思想源泉。在古代，人们希望家

庭幸福、社会安定，这种愿望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成为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审美趣味，直到今天依然引领着

主流的审美风尚。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一书中指出，时尚是一种承载了丰富审美资源的审美表现方式，它代表

着大众在一定时期内的审美趣味。
［6］（P70）

（二）崇尚“写意”

根据《周易·易辞》，意象是中国传统人文审美的一个重要特质。传统雕刻艺术非常崇尚“写意”。这种意象的营造不是

将物象面貌的重现作为根本目的，而是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探寻事物的内在本质，并从人的角度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和价值，使

其成为思想和情感的载体。
［7］（P18）

传统雕刻艺术在整体上遵循着“以象寓意，以意物象”的基本原则，工匠的创作并不拘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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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体的原本形态，他们将主观的情感体验投射到作品中，用简化和夸张等手法来突出某些特征，重视视觉上的节奏感，这

使得艺术品寄托了更多人们对于人生的感悟，审美情趣的传达也表现得更为明确和集中。对于观赏者来说，“象中有意”同样

是一条重要的审美原则，只有注重物象之间的联系，才能感受到由意象所带来的韵律美。此外，“气韵”也是写意造像中的重

要内容。顾恺之曾说:“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
［8］（P111）

他指

出艺术品的创作不能仅仅反映出事物的形态特征，更要注重内在精神的传达。在大众性和设计性之外，时尚美学还有着功利性

的特点。
［9］（P120）

对于现代的艺术家来说，只有不断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情趣和品格，把重点放在艺术美的营造之上，才能表现出

雕刻作品的独特情感，经由反复的提炼和再创造来表现出内在的神韵。在今天，意象的营造仍然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传承

徽州雕刻艺术的以象寓意式思维，是时尚文化回归传统的一种表现，这一点值得引起现代艺术创作者的关注和重视。

（三）现代消费观念

传统雕刻艺术也与当时经济发展状况有着相辅相成的联系。雕刻艺术曾广泛地应用在人们的家居生活中， 作为一项重要的

生产工序， 它能够在特定的艺术环境中表现出很强的装饰性，因而能够满足人们“诗意栖居”的生活追求，它反映出时尚美学

系统中的消费主义观。古徽州是近代商业极为发达的地区，有着“海内十分宝，徽州藏三分”之说，古徽州是徽商的发源地，

在徽商经济的带动下，徽州雕刻艺术得以蓬勃的发展，进入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也使得徽州雕刻艺术更上一层楼。徽商之所

以能闻名于世，与他们所拥有的那种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是分不开的，徽商返乡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家业兴旺，将

自己的宅居建得小而精，外观看上去虽简单，但布局和装饰却不惜花费惊人的材料工本，且招募能工巧匠，在建筑空间里费尽

心思。徽州雕刻艺术中对雕刻作品的专精尖，让它拥有文化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保存价值，更体现出手艺人这份独到的“匠心”。

这种“匠人”精工细琢、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精神也在建筑空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徽州雕刻艺术所体现出的“工匠精神”

却是当下中国经济和日常所稀缺的品质。

（四）传承民间文化

传统雕刻艺术还具备民间文化的传承性。工匠们平凡而伟大，他们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热情，其作品充分体现出人们对幸

福和真情的执着追求。透过传统雕刻艺术，现代人能看到古代劳动人民对于世界的理解，他们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都淋漓尽

致地体现在各式各样的雕刻艺术品之中。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观念中，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

同感性有密切的联系。
［10］（P62）

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是古代徽州的雕刻工匠们所最为重视的。在时尚美学的系统下，超功利性与

感性的复杂关联是一个研究的热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时尚文化并不等同于流行的艺术娱乐消费。只有加强人们对中国优秀

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将雕刻艺术中的精神融入艺术时尚的传播中，才能增强艺术作品的生命力。

四、结语

早在明清时期，雕刻艺术就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层次的水平，丰富的题材让这些雕刻作品拥有了充实的内容。这种得

天独厚的审美特性很容易迎合大众的需求，为艺术时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大利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克罗齐认为：时尚

美学在根本上研究的是人们的崇尚和追求。传统雕刻艺术的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在现代艺术中注入传统元素，从

更多方面去融合创新发展雕刻艺术。扩大传统艺术的影响力，往往能够刺激消费并达到扩大艺术市场规模的目的。在今天，我

们认真分析传统雕刻艺术的历史背景，思考传统文化同时尚文化之间存在的种种联系，从题材、文化内涵、技法和意象营造这

几个方面去探讨它的审美表现，进而为传统工艺的传承工作做好更为完善的准备工作。在时尚文化领域，传统雕刻艺术有着极

为宽广的应用前景。这启发着我们：只有保持传统艺术的风骨，将审美和实用性结合在一起，才能抓住机遇，将传统艺匠的智

慧传承下去，传统雕刻艺术才能发扬光大，并和现代的时尚美学融合统一，永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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