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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此地在唐五代属歇州，宋属徽州，明、

清是徽州所辖县之一，1949年以县划归江西。婴源在汉代以前是古

山越人居住之地，东晋时期大量中原望族为躲避战乱南迁至此，择

地相土以宗族聚居的方式定居下来。尽管历经数百年的变迁，婴源

至今仍保存着一幢幢完整的明清时代的古建筑。在这些古建筑中，

一个鲜明的特征便是砖、木、石雕作为装饰与建筑巧妙融合。人们

将这些技艺高超、工艺精湛、气韵生动、自成一体的建筑雕刻艺术

统称为 “三雕”。“三雕”几乎遍饰在婆源古建筑的每一个角落，众

多的牌楼、牌坊，民居中的门檐屋檐均饰以精美的石雕、砖雕，层

层相叠，不胜其繁。宅内则木雕梁栋，天井周围的落地隔扇、莲花

门、窗台栏板、阁楼挂络，斗拱雀替、华板柱棋上更是雕花缀朵琳

琅满目，细致绝伦。

    婆源古建筑 “三雕”艺术如此丰富，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富室显荣

    “婆居徽饶间，山多田少。西南稍旷衍。东北多依山麓垦以为

田，层累而上至十余级不盈一亩。牛犊不得褥其间，刀耕火种，仰

泽于天”①的地理环境，迫使众多婆源人不得不 “商贾东西，行营

于外，以就口食”，②从而形成了“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

明代中期以后，这些商贾开始驰骋于中国商场，其行踪遍布全国，

财力大增。明人谢肇制在《五杂沮》中描写“富室之称雄者，江南

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锵有至百万者，

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商贾们外出致富后，大多回家 “盛馆舍

以广招宾客，扩祠堂以敬宗睦族，立牌坊以传世显荣”，③从而有力

地推动了婴源古建筑的发展。

    婆源是宋代大儒、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故乡，一直“取朱子之教，

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④“潇眯子传义不敢言，非朱子家礼

不敢行”。⑤受此凤气的影响，婆源商贾们 “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

近士风”，⑥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视为立身行事之本。他们遵循传统，不

张扬、讲内涵，在古建筑的装饰上选择简练的门庭和奢华的内饰来体

现这种特质，这也就刺激了建筑 “三雕”装饰艺术的发展。

    二、达官尚贵
    经商虽然使婆源先民富了起来，但是地位却很低下。明代朱元

璋时期就实行了“重农抑商”政策，清雍正朝的《大清会典》更明

确指出 “四民以士为长，农次之，工商其下”。商贾的地位居四民

之末，为士人所不齿，在这种 “贱商”的社会风气面前，婆源商人

洪庭梅就感慨说 “今庶几为所欲为，奚仆仆风尘以商贾自秽”。⑦所

以，这些商贾告诫后人 “毋效贾竖子为也”、“继志莫如读书”。加

之受传统儒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婆源人认

为 “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无以显亲”，由此形成了“号十

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书声震屋”、“苦读勤耕”的景象。明、

清两代，婆源中举人仕者，“一邑当他省之半”，更有“一门四进士，

六部四尚书”的奇迹。

    这些官宦衣锦还乡，大兴土木修建宅第，婆源至今仍存的“尚

书第”、“大夫第”、“司马第”、“进士第”等就是历史的见证。更重

要的是，官宦们行走五湖四海的阅历，提高了对自然美和建筑美组

合空间的审美要求，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文化素养、审美

趣味，对建筑和“三雕”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封

建等级制度的制约，在建筑规模上向其内在“三雕”艺术方面扩展。

    三、艺术繁荣

    婆源的龙尾砚在明清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文房珍宝。大批雕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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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巧匠，对“三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加上明末清初崛起的

新安画派和徽派篆刻等艺术也在无形中对“三雕”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而中国出版史上独占鳌头的徽州版画和徽州刻书更造就了一

批刀头具眼、指节通灵的镌刻高手，这又直接丰富了“三雕”工艺

的技巧。这些艺术与“三雕”息息相关、相互借鉴、同步发展，对

“三雕”艺术技法的提高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

    四、建材丰足

    “山林之利，我婴独擅”⑧的天然条件，致使婆源木材价廉，屋

庐之制“自栋梁以至器用小物，无不需之”。③这就决定了婆源建筑

的木结构体系，也为木雕梁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婆源因居山国，石材资源丰富，盛产优质青石。这种石料质地坚

柔润泽、纹理细密、光泽优良，既是坚固的建筑材料，又是适于雕

琢的良材，因而被广泛用于牌坊和牌楼装饰。

    五、雕工艺巧

    作为民间艺术，婆源“三雕”工艺匠师多是当地的手工艺人。丛

山环峙、山多田少的生存环境，迫使婴源“小民多执技艺”，凭自己

的聪明才智和一双巧手开辟生存新天地。有谚云:“买田买地，不如

学个手艺。”民风如是，造就了婆源工艺繁盛的良好氛围。在明清时

期达到鼎盛的地方经济，不仅为 “三雕”的繁盛提供了厚实的物质

基础，也极大地刺激了婆源工艺的发展。黄宾虹就指出“富商显宦，

邻里相望，以故百艺工巧”。。婆源民风崇儒尚文，文化底蕴深厚，这

种“郁郁乎文哉”的气氛，使得“多执技艺”的婴源“巧工”们在潜

移默化之中智窍大开，而“学技必先学文”0的传统，使他们“知道

自己之所作是艺术品，是可珍重的”，“故决不出之以轻心”，“全部不

肯苟简潦草地从事”，。“艺能日进，片长薄技，新巧相向，争白揣摩，

期于尽善”;。外来文化和各地域文化的吐纳融会，又使婴源各类“巧

工”打开了眼界，有了广博学习借鉴的机会。诸多因素的汇合，终

于造就了“雕工随处有之，徽州最盛亦最巧”。的兴旺局面。

    从以上分析可知，婆源古建筑“三雕”作为一种民间传统工艺，

它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婆源强大的经济实力提供了“三雕”的

生长土壤，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了“三雕”的思想内涵，繁荣的艺

术形式提高了“三雕”的表现技法，富饶的工艺材料保障了“三雕”

的物质基础，淳朴的能工巧匠保证了“三雕”的完美体现，严格的

等级制度决定了 “三雕”是婆源古建筑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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