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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艺术研究

颜娇娇 吴成伟

广西艺术学院

[ 摘  要 ] 徽派建筑装饰风格极具艺术性，对当代设计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对徽州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特色、建筑装饰题材和装饰手法的分

析，进一步探索其精湛的技艺和文化内涵，让传统的装饰符号更好的传承发展，更好的融入现代化的设计思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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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装饰一直是不可分割的，建筑装饰既能保护建筑的主体

结构，还可完善建筑的形态，美化建筑的外观。好的建筑装饰可以

强化建筑设计理念，突出建筑设计要表达的人文精神内涵。徽派建

筑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沉淀，呈现出独特的徽州

文化特色。

一、徽州传统民居的装饰艺术特色

徽州传统建筑非常注重装饰文化，其分布于建筑的各个部分，

比如说马头墙、门、梁架、隔扇等等位置，都可以见到精美、生动

的装饰。

1.1 屋顶装饰

屋顶素有“中国建筑之冠冕”的美称，不论是民居还是寺庙、

宗祠都十分注重屋顶的装饰。徽州建筑的屋顶多为硬山式和悬山式，

即可防风防火，又可防雨水。屋脊的装饰是徽州建筑较有特色的部分，

正脊多为水平直线，屋脊的上端呈人字形斜向下的形式，两侧的脊

角高高飞扬起翘。在蔚蓝的天空照耀下，勾勒出天空与墙头的优美

弧线，仿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韵律就在眼前。提到屋顶建筑不得

不说瓦，徽州屋顶常谈及的“黛瓦”，其中的“黛”主要是小青瓦来

体现的，整个屋顶清一色的青瓦屋面，远远看过去显得古朴而高雅。

1.2 马头墙装饰

在徽州民居中，数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最有装饰意味，不仅丰富

了村落的立体轮廓线，也增强了韵律节奏感。马头墙主要有鹊尾、

印斗、坐吻三种形式，有些主人为表达读书做官的理想还设有“金

印式”、“朝笏式”。马头墙的装饰主要体现在墙头和飞檐上，没有特

别的规定，主要取决于主人的经济能力和文化水平，通常是一些花草、

如意、神兽等等的吉祥纹样，更多的体现的是田园乡土气息的装饰。

1.3 门楼装饰

俗话说“千金门楼四两屋”，门楼是徽州古建筑外立面重点装

饰的部位，不仅是功能的需要，也是艺术表现的需要。徽州常见的

门楼形式有字匾门，以字匾为中心，其他部分做点缀装饰；垂花门，

垂柱底部刻有莲花纹样的；拱形门，门框上部采取了弧形元素；组合

型门分为八字门和牌楼门。徽州大门的装饰部位多在门框上方的门

罩上，门罩通常是由砖雕雕饰而成，在门框上用水磨青砖砌成，向

外凸出的线脚装饰，顶上加瓦檐，好似一个小房屋。门罩的装饰图

案有花鸟、人物、吉祥纹饰和生活场景等等，每一种纹饰都体现出

主人的地位和对美好场景的向往。

1.4 梁柱装饰

徽州建筑的梁架结构多为叠梁式或穿斗式结构，木构件的重点

装饰在正堂的梁架上，一般会在主梁上施以雕饰和彩绘，内容有人

物故事和吉祥纹饰等。梁柱的雕饰数明清两代较为出名，明代的建

筑构架的装饰较为简洁、庄重，柱梁用料硕大，构架比较敦厚，柱

身光洁一般不加雕饰，柱卷多为优美的梭形柱，柱础多以鼓状形式

居多。而清代的木架构，装饰发展更加华丽，构架比例趋向纤细，

柱子出现倒方或方型断面，柱础形态较明代多，饰纹样丰富，刻工

细腻。

1.5 隔扇装饰

古代将建筑的大门称为门，室内门不称为门，一般称隔扇或格

子门。现存的隔扇以明清两代的遗迹居多，明朝装饰追求清雅，隔

扇多为方格眼或柳条棂条，扇风简朴，对雕饰节制。而随工艺技术

的进步，清朝隔扇越来越华丽，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字形的、圆形的、

什锦形的。

1.6 匾额楹联装饰

在诸多传统建筑装饰中，匾额和楹联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

文化的一种装饰构件，它集标名、教育、装饰为一身，为广大群众

所喜爱。扁额常设在厅堂的正轴线上，常为各种堂的堂名，如宏村

民宅上的“敬爱堂、敬仁堂”等。楹联，常设在厅堂、天井等对称

的两边的柱上。其内容都是体现儒家思想和耕读文化的，如“几百

年人家无非积善 ,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匾额和楹联中的书法，

由于自身独特的形式美感，常被用作装饰元素。其不仅表达出建筑

的内涵、风貌和意境，也体现出温文尔雅的装饰意味。比如说在门

楣、厅堂等重要位置多用隶书、篆书、楷书以示端庄；书斋、庭院、

台榭等位置的字体较为自由。

二、徽州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题材

传统建筑装饰纹样体现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人们的朴素的情感

需要，人们采用各种各样的自然物象和抽象符号，通过谐音、比喻、

传说等手法，传达象征的意义，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徽州传

统建筑装饰的题材主要分为自然、人文、几何和谐音寓意类题材等。

2.1 自然题材

包括动物、植物、山水风景等。动物纹饰像二龙戏珠、狮子滚绣球、

喜鹊登梅、鹤鹿同春等等有吉祥意义的图腾，都表达了人们美好的

愿景的。植物是自然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多用具有抽象意义

的“岁寒三友”松竹梅和“四君子”梅兰竹菊等植物纹饰，来暗寓

高洁的品质。山水园林、风景名胜也是被人们经常描绘的，选材多

根据各地的自然风光，如描绘黄山、白岳风景的“黄山松涛、“白岳

飞云”等等。

2.2 人文题材

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俗风情、生产生活等。大多是反

映地域文化和有教化意义的场景图案。如有历史故事郭子仪拜寿；

历史名著中的西游记、三国演义；反映古代人们生活的四逸“渔、樵、

耕、读”等等；还有将古代典型器物—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作为装

饰图案，这些多表达出主人的风雅以及希望自己的子孙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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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几何纹样

大多源于对自然界的符号的抽象提取，常见的装饰纹样有冰裂

纹、云纹、菱形等。装饰形态各种各样，装饰风格更加简约，更具

有灵动性。如波纹的使用赋予韵律感，冰裂纹样的应用，使得构图

活泼大方，充满张力。

2.4 谐音寓意类题材

谐音寓意类装饰图案也很常见，寓意图案多是借寓性装饰题材，

一般同音和谐音比喻的方法较多，大多是寓意美好的生活，如花瓶、

如意，寓意“平安如意”，有“三多”—佛手（多福）、桃（多寿）、

石榴（多子）；有用麦穗、蜜蜂、灯笼的组合来表示“五谷丰登”等

等。

三、徽州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材料与表现手法

徽州传统的建筑装饰不仅仅体现在丰富多彩的纹样和精巧迷人

的雕饰上，在装饰的材料和工艺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大量的运用木材、

石材、砖、泥等，在通过手艺精湛的工匠精心雕琢，成为一件件的

不可多得的神品。尤以徽州三雕—木雕、石雕、砖雕和彩绘为典型

代表。

3.1 木雕艺术

木雕的艺术价值居于徽州三雕之首，徽州民居入室可见木雕装

饰，徽州木雕有“大木雕”和“小木雕”之分，大木雕是建筑承重

的部分，如斗拱、梁柱、雀替等，小木雕是建筑的装饰部分，有栏杆、

门罩、家具、窗扇等等。除花鸟题材之外，写实的人物雕刻是徽州

木雕的一大特色，大多承袭汉、唐画风，造型浑圆有趣。木雕的雕

刻手法多样，比如说雀替多用圆雕，可供人四周观赏；浮雕如窗栏

板和裙板；透雕如隔扇的花心和窗棂格等等。

3.2 石雕艺术

石雕多用于建筑的基座和外部装饰，如门罩、漏窗牌坊等。石

雕的雕刻工艺基本形式为浮雕和圆雕。在造型上，由于自身的限制，

其内容不及木雕、砖雕的复杂，主要是动植物形象、博古纹样和书

法为主，人物故事和山水较为少见。比如说黄山歙县的许国牌坊的

浮雕，画面构思巧妙，装饰图案独具匠心，其中“角跃龙门、瑞鹤

祥云”等浮雕，再现了许国高洁脱俗的品格，石坊的整个形态栩栩

如生，线条如行云流水，虚实对比强烈，属徽州石雕的神品之一 。

3.3 砖雕艺术

砖雕艺术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画像砖时期，其材料为当地泥土烧

制的青砖，质地细腻，具有一定的韧性。主要装饰于门罩、门楼、

照壁、门额和八字门墙等。其雕刻手法包括平雕、深、浅浮雕、圆

雕以及镂空雕。题材有花卉、山水、人物动物等等，都表现出忠孝

节义和福禄吉祥的寓意。

3.4 彩绘艺术

在传统建筑装饰中，除了雕刻装饰，就是彩画装饰了。徽州建

筑彩绘主要施于室内和室外。室内的彩绘主要在梁枋、柱、天花等

处绘“包袱锦图案”，即包袱式彩画。如黄山呈坎宝纶阁月梁处的

彩画，枋心内为几何纹和缠纹，边框的包袱边纹样是缠枝纹和折枝

纹，纹样与纹样之间即相互穿插、对比，又避免重复，给空间带来

了活跃的气氛和鲜明的几何秩序感。室外彩画多以白底灰的墨线为

主，施于门楣、窗眉、马头墙及轮廓处。就马头墙来说，外墙刷白色，

轮廓用黑色勾勒，形成强烈的线面对比、黑白对比，使整个建筑看

上去干净爽朗。

四、徽州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一直以来是热门的话题，而对于传承

和发展徽州建筑装饰符号，要学习现代符号学的创作手法—以现代

室内空间为基础，通过提炼简化、变形夸张、解构重组的方法加以

运用。

4.1 元素的提炼与简化

提炼与简化是现代主义思潮中最常见的手法之一，这种手法主

要是针对建筑装饰中的内容、装饰构件、表现手法有一个清晰的认

识后，再通过现代化手法提炼与抽象转化表现出来。比如在安徽高

炉酒厂酒文化博物馆的墙面的装饰中，将马头墙作为空间间隔的分

割线，通过抽象简化提取的手法，将马头墙的瓦脊简化成灰边，以

拼贴的形式与凸起的组织在一起，这种形式既表现出徽州错落的的

韵味，又增加了时代感。

4.2 元素的变形与夸张

变形与夸张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艺术创作手段，通过改变外形比

例、重新搭配等方法进行创作。变形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即可是

具体形态的、形态结构、也可以是思想感情的变形。夸张是通过对

徽州建筑的装饰构件进行强调，通过对比，形成视觉上的反差，通

过这种手法向人们展示传统与现在的联系，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比如说黄山市徽州文化博物馆的大门，设计师采取的极富张力的弧

形网架结构，将徽派建筑中的的屋顶加大了弧度，使其呈现出一种

向上的势头。而整个馆区造型以矩形为主，灵动活泼的现代建筑与

质朴素雅的传统建筑，跳动的弧线与方正规矩的矩形，两者相辅相成，

互相冲击，却又和谐相处。

4.3 元素的解构与重组

解构与重组是将建筑装饰剖析分解后，再用调和、对比、统一

等方式来获取可用的装饰形态，并不是简单的将元素拆卸与堆砌，

而是分析元素突出的特点从而进行有目的的组合归纳。以深圳万科

第五园为例，在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徽派传统建筑装饰的身影，但

又不是简单的复古和照搬。园内传统意义上的马头墙、挑檐、三雕

不适合现代的建筑手法，通过设计师的解构和再造，赋予了传统建

筑新语言。比如说，入口空间加以抽象变异，门头仅用镂空格栅表示，

营造出内敛的入户空间；将徽州的三雕装饰图案解构再重组，形成

新的装饰图案，作为院墙上的漏窗，显得生动也不失乏味。

结语

古徽州丰富的建筑装饰形式、精湛的建筑装饰技法和优美的表

现形式，不仅体现了古徽州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还凝聚着徽州

当地人民的智慧和汗血。然而对于徽州建筑装饰艺术的研究还不仅

限于这些，还需要更多研究者深层次的去挖掘、记录他们，继承发

扬这些优秀的民间建筑艺术。同时随时代的发展，对于传统装饰符

号的应用也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出更有

时代特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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