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门窗以木雕的形式出现于建筑及

园林之中，历经千年演变，至明清时期已成为

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除r独具的文化寓意外，

门窗的装饰功能甚至大干实用功能，因而门窗

成为建筑装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处可见，雅

俗共赏，上至皇家宫殿、衙门官邸，下至豪宅

深院、普通民居，门窗都是不可或缺之物。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传统门窗大多是明

清两代的遗构，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苏州园林、

徽州民居及浙江东阳民居的门窗。南方园林、

民居对明清两代北方皇家宫殿和园林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大批来自苏州和浙江一带的工

匠直接参与了皇家宫殿的修建，皇家园林亦

多仿江南名园而造。与此同时，以晋商为代表

的北方商人通过开设钱庄聚集了大量财富，

他们建造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城

垣民居群具有典型的北方特征，与此相对，在

南方有以徽派为代表的皖南民居。

明清建筑无论是官式建筑还是民居，存

世都不少，这廿f期的隔扇与槛窗工艺成熟，

式样繁多，装饰手法繁复，重整体表现和细部

刻画。这种门窗可使人远观其效果，近看其独

有的文化内涵。

～、深厚的文化寓意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以“三雕”(木雕、砖

雕、石雕)为主，其中木雕的数量和质量都居

“三雕”之首，门窗隔扇则是木雕的重要载体

之·。占代文人、商人、能工巧匠都喜在门窗

上大作文章，尤其在建筑的正面，明清两代均

用木质隔扇装饰，并以此来呈现整个建筑的

韵律。追求门窗的和谐、精致、美观，成为文

人雅士、儒商巨贾、能工巧匠的自觉行为。建

筑构件t-_的雕刻内容形式集中，反映了人们

的精神诉求，在满足建筑实用功能的基础上

进入了对审美力的更高追求阶段。门窗雕刻

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民族心理定势的物

化形式，所以其造型注重生活情趣，注重文化

内容，并相沿成习，成为一种传统。

古代门窗的文化寓意是由主题纹饰与图

案形式表现出来的。门窗的内容充分体现了

人们的文化理想。这些内容多体现善男信女

对美好愿望的执着向往，常与现实生活息息

相关，如求平安、求子、求功名等。这类内容

在门窗的雕刻中占很大的比例，人们常常采

取象征和谐音的手法来传达这些内容。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帝王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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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凤象征美丽与仁爱，也代表地位高贵

的女性；狮子是兽中之王，是威武与力量的象

征。在植物中，莲荷多子，有洁身自好、出淤

泥而不染、质柔而能穿坚的特点；梅兰竹菊清

雅而不畏寒，象征文人高洁的品格；牡丹象征

高贵富丽。此外还有多种事物的组合象征，

松、桃与鹤寓意长寿，石榴、桃子、佛手三大

吉祥果寓意多子、多寿、多福。门窗的格心、

绦环板、裙板和结子还常用仙鹤、鹿、蝙蝠、

牡丹、莲荷、石榴、寿纹、万字为饰，表达长

命百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的精神诉求。

八仙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常用作门窗

装饰的重要内容。由于．,kffls形象过于复杂，故

雕饰中常以张果老的道情筒、钟离权的掌扇、

曹国舅的尺板、蓝采和的笛子、铁拐李的葫

芦、韩湘子的花篮、何仙姑的莲花和吕洞滨的

宝剑来代表／t．fll；，这种方式被称为“暗It．f山”。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委婉的特点。

《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将相和*等

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也是窗栏板和绦环板上

最常见的雕刻内容，而民居隔扇和绦环板上

的雕刻则大多反映乡土生活，其内容主要包

括耕读渔樵、山水风光和琴棋书画，牧童、织

女、田野、城郭及日常生活中与福、禄、寿、

财等吉祥含义有联系的事物。隔扇裙板上常

用多种蝙蝠组合的图案，寓“五福捧寿”、“福

从天降”的含义。

莲与鱼组合为“年年有余”，瓶中插月季

花为“四季平安”，瓶中插麦穗寓意“岁岁平

安”，荷与梅组合为“和和美美”，等等，这些

组合都是传统门窗木雕中的典型形象。传统木

雕的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文化内容与情感，同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明观、造物观、吉祥观及政

治、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和哲学有着

相当密切的联系，因而成为最有普遍意义的文

化现象之一。由于木雕的内容与人们的生活密

切相关，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因而必然

影响到人fr]ft．3心理、情绪和观念，从而深刻地

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个性和地域文化特征。

二、实用性与装饰性并重

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框架支撑系统是由柱、

檩、椽等构件组成的，其榫卯连接技术将墙从

承重功能中分离出来，只承担围护和分隔空

间的作用，即所谓“墙倒屋不塌”。现代高层

建筑的框架结构其实在中国木结构建筑中早

已具备了。由木构门窗这一轻型建筑构件承

担建筑围护的重要功能，这是中圈传统建筑

最重要的特征之 ，其典型代表就是隔岛。隔

扇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构件之一，它同时

具有墙、门和窗的功能。由于处在建筑的仁要

立面，隔扇义常常是建筑装饰的重点所在。IE

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这一特征造成了f】窗

在建筑中的突出作用和视觉审美的中心地位。

中国传统装饰所常用的人物、动物、植

物、山水、器物等题材在运用于建筑时得到了

概括、提炼和简化，这样可以使装饰与实用有

机结合起来。古代艺人往往对不同形状、不同

部位、不同功能门窗}二的雕饰采取不吲的雕

法。如艺人在梁上雕“游鱼”、“双龙抱珠”、“几

狮戏珠”、“双凤朝葵”时，考虑到人fl’】欣赏这

些雕饰需仰视且距离较远，就采崩形体简明、

线条粗壮、镂空玲珑的高浮雕手法。f J窗的绦

环板、格心是艺人大昆身手之处，他们会使出

最好的技术，充分显示出雕作的艺术性。明清

门隔扇装饰手法运用的次序为格心、绦环板、

裙板，窗门仅在格心与绦环板卜-做文争。框架

的线条装饰以不醒目为原则，不饰雕、I：，而仪

以窝角、起线等简单【艺施作。这样做的好处

有二，一是不易碰损I二是装饰中心突出。由

此可见古代艺人的匠心。

格心的装饰手法多而复杂。格心住设计

上首先要满足房屋采光的功能需求，为此，I：

匠在格心雕刻上一般采用攒斗、攒插、插接、

雕镂及前述工艺的任意组合手法，将格心制

作得千变万化、意趣无穷。

绦环板与裙板装饰手法类同，一般不允

许透光，所以只用浮雕工艺来完成。绦环板与

裙板偶尔也用透雕方式，但大多数裙板还是

采用全素形式。因为格心处在门的中心位置，

理应为装饰重点，而裙板处于下部，便以简约

风格为主。就艺术价值来看，绦环板、格心、

裙板满雕刻的装饰手法是明清门窗隔扇工艺

中的菁华所在。

明清的木雕门窗既能满足人们的视觉审

美需求，又能顾及构件的牢固耐用，完美体现

了’艺术和实用的统1。古代文人、商贾、]：匠

在原本是平直结构的门窗中注入生命要素，

使之生动起来，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文人

的格调、商贾的财力、丁：匠的智慧使传统木雕

门窗在发展过程中日趋完美，成为中华民族

文化的重要载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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