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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咸宁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的图示化路径——以通山木雕为例 
◆费  腾 

（湖北科技学院  437000） 

 
摘要：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经过长久的积淀，会

形成这一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并长久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

产生活、民风民俗乃至文化信仰和审美判断。咸宁市地理位置特殊，位

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地域广阔，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发掘并应

用本土的地域文化，如何将地域特色文化符号进一步转化为具有高识别

度的图示化语言并加以推广和应用，是地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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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域文化的认知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下，历经持久的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历史传承
与审美积淀的文化现象，并在其成长历程中足以影响其知觉、思
想、价值观等的形成的文化环境。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是受生存
环境影响与制约的，是地域性群体、个性思维文化的表现，具有
强烈的习俗性文化认知。 

比如深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剪纸艺术。剪纸基于不同地域间不
同的文化习俗、环境及文化等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彩的艺术状态，
而由于地域文化环境差异的原因，我国南北方的剪纸有各自的特
色。再如海南的黎锦文化，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和象征，通过一种
特殊的角度和形式来再现自然物象，映射人们的生产劳作与生活
习俗，描述信仰、历史和民间神话故事，可以说是黎族社会、历
史、宗教、文化的记录和写照。 

概念认知层面的地域文化通过现实可触的载体物化为具体
实物形象，而这些形象具有程式化特性，是该地区世代生活的人
们通过劳动、模仿、学习后固化下来的模式的外化，即一种人们
形成共识的符号语言。 

（二）图式的概念 
“图式”英文为 Schema，原愈为安排、配置、系统、体制，

又可译为“范型、构架”。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娜在《纯粹理性批
判》一书中，为了调解他设定的知性纯概念和经脸直观两个根本
异质的范畴，曾提出将图式作为桥粱或第三者，以使二者结合起
来。他认为这种起中介作用的表象“必须一方面是理智的，另一
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种表象便是先脸图式”。同时康德认为“图
式”是想象力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先验综合统一的产物。按其意，
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当你提到猫或狗的概念时，想象
力就会给这个极念提供一个图式 ，才能使知性通向感性从而获
得客观现实性。所以，他认为图式是潜藏于人心深处的创造力，
它能够对感性直观进行综合。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与幻觉》一书中，证明了
役有任何一种知觉方式首先是一种从原子感官的印象开始的。他
说:“与其说画家是在描绘他所观察的东西，不如说是他倾向于
那已被描绘过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是以既成的图式为前提，并在
上面加上了自己的矫正”。 “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图式即是形象，
对中世纪以后的艺术家而言，它是修正、调整、适应的起点，是
探究现实，对付特殊性的手段”格式塔心理学家阿恩海姆也就这
类问翅作过专门论述，他将图式理解为一种“生理力”，实则和
贡布里希提到的“图式”是一种形态。二者不同的是，贡氏认为
图式来自于学习、继承及其它经脸，而阿氏则强调它是一种先天
的生理力。 

由此，图式是能让人快速反映并联想出的一种经验性的程式
和规范，具有高识别度和普适性。 

（三）通山木雕作为特色文化符号的图式化路径 
1、通山木雕的形式语言 
通山地区因其地区树系发达，植被繁（高达 64%的森林覆盖

率），盛产樟、杨、梨、枣、椿等木材，为木雕艺术提供了丰富
的资源，造就了这里一批能人巧匠。通山木雕是典型性的民间传
统手工艺，因为它们所表达的主题既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又满足人们在精神层次的追求具有实用性与美观性统一的特性，

并且具有程式化的美感。通山木雕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有圆雕、
浮雕、透空雕等等现存的很多作品虽经历了时代变迁的“沧桑”，
但是至今仍焕发著强烈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的光芒。在
很多浮雕作品中的立体、空间的表现层次处理也按照中国传统的
视觉方式以单层为主，即通过一个视点来安排一个场景的变化。 

2、通山木雕的题材 
这种具有象征性、符号化的纹样在不同题材下，其造型具有

显著区别，强化其中的共性，弱化题材不同的差异性。湖北通山
木雕的题材内容丰富多彩，题材主要包括人物类、动物类、植物
类等。人物题材主要以戏曲故事、民间神话居多。归纳起来大致
分为三类：1、经典故事题材的人物类；2、表现人们美好愿望的
动植物类；3、图案纹样装饰类。不同题材之间看似没有太多关
联，但都表达了对世俗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的愿景，即使是抽
象的纹样也包含着福寿、吉祥的寓意，或者是对现实物象的几何
化处理。 

3、通山木雕的图式化 
从形式上多以深浮雕为主，在构图、赋色上都有一定规律可

循，即一种程式化的章法，人物题材和动植物题材虽然空间处理
和构图上都有各自的范式，但都有一种完满、对称，整体均衡统
一，局部稍有变化的布局安排，颜色上保留木质的颜色，不做处
理，少数用极少量的黑、红、金的色彩予以点染。 

因此，将通山木雕做图式化处理，转换为一种大众既能快速
识别，又能反映通山文化。在形式上可以倾向于抽象的表达手法，
主要以曲线和直线相结合，兼以少量的具象处理。技法上主要以
带有穿插关系的深浮雕为主，构图上在对称中带有一定变化。 

结束语 
咸宁地域文化带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多种地域特色文化

共同构成了代表咸宁整体特色的文化表征。将这些地域文化提炼
出具有高识别度和象征性的图式语言，并成为地域文化应用 坚
实的基础。其应用不仅提供了相关理论研究转化为实践的可行
性，尤其体现在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的作用上。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关心地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了解并发扬文化特征，建
设富有特色和魅力的城市，吸引各行业的外来人才，将每一座城
市发展成珍贵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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