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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民居在形成过程当中，充分融入了多样化的

艺术和文化内涵，经由徽州人民的创新和发展，在思想

与现实的激流中不停碰撞，最后才演变成了如今的徽派

建筑精髓。从徽州古民居的装饰艺术纹饰当中，我们不

仅可以从其外在形态中寻找到其内在意蕴，同样也能够

根据不同的纹饰类型，窥探出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纹饰

的多元化审美观念。1

一、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纹饰类型

1. 民俗类

徽州人善于经商，徽商遍布我国大江南北。而存在

于徽州古民居中的雕刻装饰也与当地的文化民俗互相融

合，许多丰富的寓意也与商业祝福有着密切的关联 [1]。

例如，一部分艺术图案种表达出了对家族繁荣昌盛的美

好表达，例如双钱、双鱼吉庆等。许多古民居上房的窗

棂当中，常常雕刻有福寿图，由于上房代表正房，其在

封建时期大多为长辈的卧房，因此福寿图的寓意则代表

着祝福长辈多福多寿。此外，在徽州古民居厢房当中较

为常见的雕刻有：十二月花卉，其分别为：梅花、杏

花、桃花、蔷薇、石榴、荷花、牵牛、桂花、菊花、芙

蓉、凌霄以及天竹 [2]。由于徽州人大多自幼年起便离开

家乡，出外经商，夫妻生活十分短暂，因此古代徽州地

区流传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语。夫妻二人思念着

远方的伴侣，只能身在异地互相祝愿 [3]。而十二月花装

饰的意义，也代表着夫妻二人应当恪守贤良，坚守道德，

不可节外生枝，即便相聚时间较少，但也仍需和谐愉悦。

而天竹花的中的红粒，也寓意着“鸿利”，指商人在外

常获鸿利，生意兴隆。在主人的房屋中雕刻的题材，大

多则为佛手、红枣、石榴以及山楂等，这些图案也都代

表着“福”、“禄”、“喜”等美好寓意。莲花图案，同样

是徽州地区古民居当中较为常见的雕刻装饰图案。莲花

的“出淤泥而不染”也寓意着人们应始终恪守清正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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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居的大厅内大多都摆放有常雕花瓶，以及如意形雀

鸟图案等，其寓意为平安如意。

民俗类纹饰中除了上述这一类小型题材外，还有一

些较大的题材。例如，九族兴旺图，民居内部雕刻有九

只各有神态的松鼠，其在同根生长的葡萄藤上共同品尝

葡萄。在徽州地区的方言当中，“松”与“孙”为谐音，

葡萄内一般有多字，因此其也有着多子多孙的寓意。而

九这一数字也有着“多数”的含义，因此这一装饰代表

的意义是“九族”，也就是以本代为中心，上四代、下四

代的血缘家族繁荣昌盛、香火绵长。这些民俗类雕刻在

雕工进行的艺术创作下，具备极高的艺术水平，在表达

出生动形象的同时，也阐述出了其背后蕴含的深刻含义，

满足了我国古代的民俗美学化思想。

2. 宗教类

人类文明中最早诞生出的装饰艺术或是文化现象就

是宗教文化，其对于原始社会以及人类发展起到十分关

键的促进作用 [4]。其自身也具备十分深刻的内涵。而徽

州传统民间建筑装饰艺术当中，同样包含了大众对于宗

教信仰的美好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不论是底层百

姓还是庙堂高官都希望通过祈福的方式获得神明的保佑。

直到今天，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也依然怀揣着对美好未

来的期许。不论是神仙释道、还是民俗传说中的观音送

子、门神等都是徽州人钟爱的题材，而八仙过海、福禄

寿星等更是宗教类装饰纹饰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

3. 伦理类

自古以来，徽州始终享有“东南邹鲁”的美誉，自

从宋代开始，徽州地区人才辈出，成就文化之邦 [5]。而

在徽商发达之后，也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程朱理学中

所号召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更是徽州人生活

中遵循的典范。同时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之下，徽州商人

又将“忠”、“孝”、“节”、“义”等作为毕生追求的思想

品质，并在封建王朝的攀比风气下，通过用豪华的装饰

来表现出自己的忠孝节义。而在徽派的雕刻装饰艺术中，

也隐含了以封建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特征，例如：岳母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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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等都是伦理类装饰纹饰的典范，

而这样一种蕴含在艺术中的伦理文化在徽州地区有着巨

大的影响力。

二、徽州古民居装饰艺术审美观

1. 大美与小美的统一

徽州古民居装饰中的石雕、木雕、砖雕等享誉已久，

其中包含的雕刻内容和题材等涉猎广泛，具有十分个性

化的艺术特征 [6]。并且在审美角度上，十分重视宏观大

美与微观小美间的和谐和统一。例如，徽州古民居中的

砖雕，十分重视不同题材和内容之间的合理化布局，以

求给人一种视觉效果上的整体化感受。以古民居的门楼

部位为例，砖雕的分布需以整体布局为中心展开，因此，

许多具备较强故事性和复杂性的题材更多地被雕刻在门

楼区域，这也体现出了大美的整体性。而在门楼的边框、

斗拱等各个构件区域，则是雕刻过程中的次要性部位，

在这一部位中更多的雕刻一些鸟兽、植物类的小型图案，

这一部分则代表着小美。

2. 思想、技术的统一

徽州民居的装饰审美，热衷于在艺术手法方面重视

技艺性，并且在装饰的目的上需发挥出特有的寓意特征
[7]。例如，古民居的天井装饰，由于天井自身在徽州建

筑装饰审美上有着较高的地位，因此在技术性方面，不

仅需要体现出天井的财源意义，同样也要体现出与家族

息息相关的后世香火。这也致使不论是徽州地区的大户

还是小户，天井装饰设计蕴含的审美观念始终是一致的。

出于对民居风水的考量，一些改正风水的民居设计，却

被徽州人主观上填入了一些装饰性韵味。照壁墙的设计，

是为了抵挡住迎面而来的“煞气”，同时在照墙上相应的

刻画寓意吉祥的文字，“福”、“禄”、“寿”等，不但打破

了原有墙面的局限性，同样也在其中体现出了美好的象

征性含义。最初，在民居院内进行树木种植本以上是为

了缓冲“凶位”，但如果以美学角度来看，其在装饰上同

样能起到美化院内环境的作用。此外，徽州人认为门楼

还是需要装饰的，其目的是为了祈福自己财源广进，同

时门楼本身是外向的，因此透过门楼雕刻的精美程度则

能窥探出其内居住者的经济实力、身份地位等。这样一

种即便内陋也要外奢的心态在徽州是有着普遍共识的，

甚至许多古民居的主人生活条件并不优越，但为了增添

门楼的气派，就选择在门楼上采用“一座门楼，一面奢

华、一面从简”的处理方式。

3. 价值观、情趣互相统一

在徽州民居内部作为装饰被广泛应用的“梅、松”

等，也是儒家思想中较为常见的象征 [8]。此外，还有一

些徽州人由于喜爱隐逸风格的装饰，因此则在堂内设立

两块石雕，分别名为桃园问津图以及桃园耕耘图，其上

雕刻有名山大川、小桥流水、缤纷桃树等，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象征着徽州人内心中的桃花源。此外，处于江湾

地区的清末江任庆宅，其本身是一幢三层高的民居，从

一楼到二楼设计了 20 步的台阶，这一设计是象征民居主

人风雨经商二十年，才能达到中等水平，在二楼到三楼

之间则设置了台阶 17 步，这代表了主人从中等水平到高

水平又花费了十七年的时间。在宅子的第三进正屋一层

的外墙下方，应用了十三块体积巨大的长方形青石板，经

匠人砌筑之后，构建起了一面十分光滑的青石外墙，这一

装饰代表着，主人打13岁起就外出经商。这一民居也是

徽州十分典型的民居，主人通过数字的形式，来将自己的

人生经历在民居当中进行表达。此外，徽州地区的民居不

论规模大小，其主人对于厅堂部分的装饰几乎一致，大部

分也只是稍有变通，这也意味着，徽州人民的儒家审美取

向十分深厚，这也是徽州悠久文化氛围的着重体现。

三、结束语

徽州地区浓厚的儒家氛围以及精致生活，培养出了

特色化的地域艺术。而徽商崛起带来的经济富饶和思想

跃迁，也为艺术的再次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徽州的

装饰艺术纹饰自从被发现后，就迅速受到了包括艺术界、

史学界、建筑界等各方学者的关注，因此本文选择对徽

州古民居装饰艺术纹饰的类型与审美观进行分析，其中

包含的思想、技术统一、情趣与价值观统一、大美与小

美统一等理念，即便在现代也依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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