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古趋新的中晚明“苏式’’工艺美术
郑丽虹

摘要：本文从明代中晚期形成的“苏式”工艺美术为切入点。通过对其装饰主题和形式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得

出其在中晚明特定的时空环境下，所形成的应古趋新的文化内涵，正是“苏式“工艺美术成熟化体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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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形成的“苏式”工艺美术，不但承接了宋元的历史传统，而且在保留传

统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并迎合时代的要求，使“苏式”工艺美

术应古趋新，赋予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 “苏式。工艺美术的独立性面貌越来越明

显。

1．丰富多样的主题内容

“苏式”工艺美术在明代中晚期的创新，首先来自于丰富多彩的表现内容，这

与当时社会的多样性需求有关，同时也是苏州匠人们突破传统束缚，不断挖掘和开

拓新的装饰内容的一个必然结果。

从总体上来看， “苏式”工艺美术的装饰主题，没有局限于宋元官式系统，在

保留原来一部分传统的基础上，紧紧依托于地域和时代环境，充分表达地域心理特

征，弘扬地域民俗面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苏式”题材内容的表达方式。如苏州

府昆山县人叶盛(正统、成化年间人)在谈及书坊情况时道：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

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

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马矣女妇尤所酷好，

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祥)、宋吕文穆(蒙正)，王龟龄(十

朋)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意者其亦出于轻

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 《碧云碾》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

欤?”‘D南北文化品味的差异十分明显，反映在装饰主题内容上，也就有以下不同

的选择。

首先，作为地处江南文化圈中心的苏州，在明代中晚期，沿宋元装饰主题写实

化之路，进一步拓展写实花鸟动物题材，增加大量戏曲人物和吉祥寓意纹样，形成

轻松灵动的装饰特点。

同时，由于苏州人对高雅文化的崇尚，进一步促进了工艺美术与书画艺术的结

合。书法、山水．花鸟画作为装饰的主题被广泛运用于刺绣、缂丝、家具、玉器、

竹木雕刻、建筑装饰等工艺美术行业中。梅、兰、竹、菊的“四君子”纹样屡见不

鲜，反映苏州科场之盛的“鱼越龙门”、 “一路连科”等纹饰运用普遍。

2．自由灵活的处理方式

明代苏州工艺美术在一种相对开放的环境下，适时而变。无论是造图构形，还

是布局谋划，多无定制，擘划组台，各随所宜，体现出匠人别出心裁、不落常套的

设计取向。这也是“苏式”工艺美术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不断进取的核心机制。

第一，明代苏州的匠人们基本打破制度法式的严格规范，不拘一格，灵活运用

多种技艺方法。如《营造法式》对于雕刻制度，列为四等：一为剔地起华，二为压

地隐起华；三为减地平锾华；四为索平。而到了明代的苏州，砖雕制度已无专称，

只是就其高低深浅，分为数种：一为素平，二为起阴纹花饰；三为铲地起阳之浮

雕；四为地面起突之雕刻。所造花纹分融纹、回纹、牡丹，西蕃莲、水浪、云头、

龙风，走狮，化生等类。除走狮飞禽外，多为起突之雕刻，其余花纹或为浮雕，

或为阴纹，可随宜用之。中国古代建筑

彩画，有南雕北画之说，北方古建除

雀替浮雕外其他所有构件一律无雕作，

以平面彩画为主。而在明代“苏式”彩

画中(如鲧衣堂)，却发现了雕彩和沥

粉结合，再加贴金以及堆塑的作法，自

由灵活，融会一体。苏州园林更是自成

天然之趣。计成之“构园无格”，即表

达不循一定成法和格式之意。如《园

冶-立基》篇提出园林立基。应“合宜

则立”，所谓“宜”即功能和美感的统

一，由此基础进行布局，选择合适的建

筑型式。所以这种从心不从法的指导思

想，应当是明代。苏式”园林构造艺术

的精魂所在。

第二， “苏式”工艺美术在整体

构图布局卜，多不用生硬的对称形式。

如建筑彩画，北方多以规范化布局设计

图案，而。苏式”彩画却不同。“苏

式”彩画，在梁枋中部的图案称为“搭

袱子”(即北方的“包袱”)，在左右

两端的称为“包头”(即北方的。箍

头”)，在袱子和包头之间称为“地”

(目P：lt方的找头)。包头(箍头)的做

法多种多样，多为几何纹样或自由式

图案，没有一定格局．也没有主副箍

头之分。而同期北方的做法则有固定线

路： “彩画枋心边框主要是线勾勒的

‘合蝉燕尾’或掐瓣如意形式，枋心

内不绘花纹。完全是规矩图案”。@1iII

便是对称的檩梁上，图案的型制也不

完全一致。 “在一组梁架上彩画的布

局多根据各自梁枋的长短来配置图案，

而北方的彩画，必须对准上下箍头，而

后再决定图案的安排。”@再以撩衣堂

明间五架梁侧面彩画为例，在同一构件

的向背两面，一面作以海墁式六出六方

锦，另一面则画了上搭袱，并改为金琢

 



磨作云龙画面。不同题材、不同布局、

不同等级融会在一起，充分体现出灵活

性。在一件以明代中期苏州著名画家仇

英Ⅸ水阁鸣琴图Ⅺ为粉本的缂丝作品

中，额枋上面的彩画是搭袱子和系袱子

交合在一起，两个系袱子的图案也完全

不一样。据悉，这种样式在明代遗存建

筑彩画中还从未发现过。明代苏州的园

林，以曲折自然为尚，摒弃一切对称呆

板的形式，立基以厅堂为主，然后方向

随意，分化院宇，大小不拘。文徵明所

绘Ⅸ拙政园图册》，凡三十一景，“树

石屋字，人物花草，意态变化，无一重

复”。④另外，在一些同时期的建筑石

雕、木雕等工艺上，也发现苏州人对对

称格式的厌弃，如门口两边对放的门枕

石，图案雕刻也绝少雷同。

第三，苏州工匠的适时求变，还

反映在对物质材料的灵活运用上。苏

州园林讲究空亭曲径，堂前空亭，砖砌

铺地。取其平坦。曲径则变化无常；用

材不限，随意铺设。“凡砖、瓦、黄石

片、青石片、黄石卵，白石卵，以及银

炉所余红紫、青莲碎粒、断片废料，皆

可应用”@。银炉碎粒，即炉甘石，昔

朱缅造艮巅假山中，即用以补填石隙，

后来多用此作成花蕾，与其它石材相杂

混合，颇为巧丽。至于铺地式样构图，

更是随宜而为。苏州园林花街式样，构图之佳，不胜枚举。苏州在明代兴起了叠石

的高潮，叠山之术，法无定制，取材多样，多为灵敏奇突之石。 g园冶》专辟选

石篇，所列名石有太湖石、昆山石、宜兴石、青龙山石、灵璧石、宣石等十六种

之多。苏州工匠的聪明才智还表现在对不同材料的互相挪用，从而丰富了个体技艺

的表现内容。上海宝山朱守城馆中出土的文房用具，许多是紫檀木，并有嵌螺钿图

案。据清代《云间杂志》记载： “吾松紫檀器皿．向偶有之，孙雪居始仿古式，

刻为杯、聋，尊．彝，嵌以金银丝，系之以铭，极古雅．人争效之。”叉Ⅸ格古要

论》中说： 。螺钿器出江西吉安庐陵，宋器皆于坚漆上嵌铜线，然后镶以螺钿，其

花纹细致可玩，以之上供内府。元时富家不限年月，造者亦工妙”。目前为止，最

早的嵌螺钿盒出士于苏州瑞光塔，朱守城墓所出嵌银丝刻螭虎纹的紫檀瓶，从制作

工艺和风格看，应是继承了宋元时期的传统，又有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明代独特的

时代风貌。@

3．鲜明的地域装饰语境

苏州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孕育出“苏式”工艺美术地域文化内涵的装饰语

境，这种语境在明代中晚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地域文化特

征得到进一步的显现和强化。

其一，地域人文性格的充分表达。

从苏州的建筑装饰来考察，明代苏州的木雕多刻松柏、梅竹、菊花等，反映出

风雅生活的浸润。而市民文化的兴盛，民俗活动的活跃，使得神话传说、历史．戏

曲故事、花鸟走兽、吉祥图案等民间装饰题材大量涌现，在雅俗互动，拉锯逐渐缩

短的时代环境下，不同阶层间的题材界限逐渐模糊，各类装饰题材糅合在一起的现

象越来越明显，增强了装饰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以苏州东山明善堂砖雕艺术为例，其门楼和塞El墙是砖雕最集中最精华的部

分。首先，门楼部分。在圭角纹饰、浅雕如意曲线和如意头的包裹下，左右肚兜上

分别用圆雕手法塑造了“麒麟送子”、 “独占鳌头”的吉祥纹样。在其上枋深雕

以“陈抟老祖一觉困千年”和“彭祖活了八百零三岁”两个神话故事。下枋则用

深雕结合浮雕之法刻划了象征富贵的“凤穿牡丹”图形。而青石天满上叉以山茶，

圈1：绘图新控往占本两厢记(民国十八年北平亩晋书利东来阁棒社两家总发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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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芙蓉、金橘等吉祥花果点缀，中

间嵌一个特大的“福”字。两角垂莲

柱，面呈凹弧形状，末端刻以莲花怒放

的样子。又在门堂的顶板石上雕有双犀

角图，意味着开门大吉。其次，塞I：I墙

作木枋结构，状似一座大屏风，通体以

细砖斜方贴面。左右壁的12只荷叶斗垫

中分别雕有鱼蟹等动物。左右12块垫拱

板又分别透雕花卉植物以及万字、古钱

等图案。抛方用深浮雕左刻“鲤鱼跳龙

门”，右施“五蝠捧兽”，极富动感。

左右抹角分别透雕“荷花游鱼”、 “喜

鹊登梅”和牡丹．梅雀图样。左侧青石

须弥座浮雕是“双狮抢球”、 “松鹤延

年”和“柏鹿同春”；右壁须弥座束腰

处分别浮雕白鹭，荷花，意谓“一路连

科”，另外还有“风穿牡丹”、喜鹊登

梅”， “缠枝穿金线。等吉祥纹样。

与门楼隔厅相望的库门，青石门楣浮雕

13、犴．雀、梅，誉为“欢天喜地”。o

其二，地域经济生活的充分反映。

明代中晚期，苏州丝绸织锦业发展

 



(铁红)，香色、土黄或白色；由于气候潮湿，苏卅I彩画通常只施于内檐，外檐一
⑤姚承祖原著，张至刚(张镛森)增编，刘敦

般采用砖雕或木雕，而北方多是内外兼施。而这种以锦纹为主要装饰的风格特点还
桢校阅·营造法原[H]·北京：建筑工程出版

篓黧麓器荔黛黧鬣麓戮≥囊’1959．P嚣m淼撼挲也有不少包袱锦式样的表现。但是这种式样与建筑彩画中的包袱锦又有差异，包裹 鼍支?：l’i。：：，工，，”．-：：。二二?⋯’

旅蒙罢霎赢嚣赢嚣南地lg：俐一一⋯⋯格撅臻囊甜毓蒜三募父民这种特点在同时期的徽州和其它江南地也有体现，但是在具体的样式和风格 i：：’。．‘：．：j．⋯ ⋯‘ ～⋯

郑丽虹苏州大艺术学院

 



应古趋新的中晚明"苏式"工艺美术
作者： 郑丽虹

作者单位： 苏州大艺术学院

刊名：
设计艺术

英文刊名： ART OF DESIGN

年，卷(期)： 2008，(3)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7条)

1.叶盛 水东日记 1980

2.陈薇 江南明式彩画 1994

3.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 1993

4.钱杜跋尾 文待诏拙政园图.蒙苏州钱玉成先生提供资料

5.姚承祖原.张至刚.张镛森.刘敦桢 营造法原 1959

6.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合葬墓 1992(5)

7.苏州市志(一) 1995

 
相似文献(0条)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ys200803005.aspx

下载时间：2010年3月23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ys200803005.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91%e4%b8%bd%e8%99%b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8%8b%8f%e5%b7%9e%e5%a4%a7%e8%89%ba%e6%9c%af%e5%ad%a6%e9%99%a2%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jys.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jys.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b6%e7%9b%9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jys200803005%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8%96%8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jys200803005%5e2.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jys200803005%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2%b1%e6%9d%9c%e8%b7%8b%e5%b0%b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jys200803005%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7%9a%e6%89%bf%e7%a5%96%e5%8e%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8%87%b3%e5%88%9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9%95%9b%e6%a3%a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95%a6%e6%a1%a2%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jys200803005%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8%8a%e6%b5%b7%e5%b8%82%e6%96%87%e7%89%a9%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jys200803005%5e6.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jys200803005%5e7.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ys200803005.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