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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砖雕的“古韵新声”
如果把我国的传统建筑视为凝固的史诗，那么建筑所蕴含的独特技术工艺可谓是其中颇为壮

美的一章。本报特别邀请山西省大同市工艺美术大师、大同市砖雕技艺非遗传承人盛向东做客

新闻“汇”客厅直播间，谈古建、话保护，带领我们走进砖雕艺术的世界，寻觅和聆听砖雕这一

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工艺的“古韵新声”。

砖雕艺术历史悠久

中国建设报：古建筑是砖雕、木雕、石雕、彩绘、
金属构件、园林 6 大艺术的结合体，砖雕是其中一部
分。请您介绍一下砖雕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

盛向东：据实物考证，砖雕最早出现于隋代，后发
展至“秦砖汉瓦”。砖雕由陶艺发展而来，陶罐上的纹
饰距今已有 8000 年的历史。当陶罐是泥坯的时候，用绳
子压的印叫“绳纹”，如果不压印，陶罐的作用包括称
粮食、烧水、煮粮食，一旦压印，陶罐就具有艺术性质
了。从那时起逐渐过渡到砖雕等艺术，最初人们应用瓦
和砖的同时，雕也应运而生了。所以说，砖雕的历史十
分悠久。

砖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内
容很多，不光是砖雕，也包括布老虎、剪纸等。“非物
质”指的是技艺，即砖雕产生的技术制作过程。技艺我
们是看不到的，只能感受，即使看到了也留不住，它是
一个瞬间的事情，是个动作，所以说砖雕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我们现在看到的砖石上的雕刻等艺术作品，是砖
雕技艺的载体，这门技艺流传下来，这些砖石上的雕刻
就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中国建设报：大同市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城，
砖雕作为大同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和其他地区相比，有
哪些独特的艺术风格、雕刻技法或者是材质上的不同？

盛向东：砖雕目前有八大门派，包括北京、天津、
甘肃、安徽、广东、山西等，这些地区的砖雕各有各的
不同。由于土质不同、水质不同，砖瓦等的硬度也不一
样，最关键的是，根据气候的变化，砖雕的制作方法也
不一样。比如，南方雨水较多，所以古建筑的顶特别
尖，雨水可以迅速沿着屋顶流下去。但在北方，尤其是
大同市，风沙大，房角比较低缓，能抗得住刮来的风。
此外，风沙大的地方，古建筑中会建设廊子用于防风，
但采光会受到限制。所以说，各个地方的砖雕艺术与气
候、人文、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关系。

继承祖艺潜心研究

中国建设报：“营造坊”在大同、山西乃至全国都
颇有名气，其创建者是您的烈祖父，请您讲讲“营造
坊”的历史。

盛向东：早在清朝道光年间，我的烈祖父盛世昌便
组建了一个小有规模的“营造坊”，随着三代人的勤恳
经营，逐渐在民间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大同地区的许多
古庙宇、府邸等建造都有他们的参与。但清末之后的动
荡时期，古建筑业日渐萧条，传至我的爷爷盛玉珍时，
唯有改做泥瓦匠才将家族手艺传承下来。1977 年，我在
大同市房管局参加工作，专职从事老旧房屋维修工作，
听爷爷、爸爸讲过去的技术、手艺，继承祖艺，深入细
致地学习古建筑结构，对砖雕进行潜心研究。

中国建设报：在钻研砖雕技艺的过程中，是什么支
撑着您一直走到今天，让这门手艺得到传承发扬？

盛向东：我喜欢动手制作，不管哪方面我都喜欢，
尤其是古建筑方面。因为家里爷爷、爸爸每天都会和我
沟通这些事情，所以我接受的事物会比较多一点。做好
东西的第一要素就是喜欢，如果喜欢肯定就能做成。学
习这门技术有很多办法，需要经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的过程。只要有做的想法，就不是多难的事。因此，平
时在大型的修缮施工中，我的技术或者主意就会多一
点。有时候老师傅采纳我的意见，我就会有成就感、自
豪感，这些动力支撑着我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中国建设报：微缩模型就是把建筑按照一定的比例
缩小，用建造技艺把建筑重新构建出来。是什么样的契
机促使您从砖雕转向建筑复原微缩领域？

盛向东：2002 年，大同市成立了工艺美
术协会，当时有个想法，打算把古建筑以模
型的形式做出来。用砖木结构搭建古建筑模

型，目前为止只有大同市有人能做。大同的古建筑氛围
滋润、养育了我们这些人，古建筑模型在全国也比较受
欢迎，全国各地做古建筑模型的人经常来大同和我们互
相沟通。我觉得这条路应该继续往下走。

之前有很多地方修复、复原古建筑的时候，用的是
钢筋水泥，这是不理解古建筑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古
建筑是有灵魂、有骨头、有肉的，骨头是木结构，肉是
砖，灵魂是木雕、石雕、砖雕、彩绘。

在古建筑消失的过程中，如何挽救它？制作古建筑
模型进行还原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20 多年前到现在，
我制作了华岩寺、明堂等大量砖木结构的古建筑模型。
其中最值得骄傲的是给中国历史研究院制作了一个陕西
的辟雍模型。专家给了这个模型非常肯定的评价，因为
模型运用了榫卯结构，上面的砖瓦都是真砖实瓦。

中国建设报：您在微缩技术方面取得了哪些突破？

盛向东：在古建筑模型制作中，我一直沿用传统工
艺以及传统原料。为什么做这些东西？用真的砖瓦以及
传统工艺，做出来的模型能更真实地把古建筑的原生态
材料、榫卯结构等呈现出来。

可能过了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以后，古建筑几乎都消
失了。如果之后能建主题文化馆或者博物馆，这些模型
具有收藏价值、考察价值，给历史留下一些有意义的印
记，所以说这些模型不单单用于观赏。我现在坚持做的
事情就是这样，我想把这些模型留下来给后人，把它作
为研究历史的真实资料。

中国建设报：您通过这种微缩模型的方式重现了大
同古城的风貌，具体是哪个历史时期的景象？

盛向东：我当时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同古城模
型需要把历朝历代的东西都放进去，每一个朝代的历
史文化都留一个印记。所以说，除了把北魏的东西留
下来，各个朝代比如唐宋元明清的有啥留啥，各个时
代都留，甚至解放以后建造的楼，也得留一部分。大
同古城模型其实是从古代到现代的建筑文化的一个浓
缩和荟萃。

现在，群众的生活都得到很大改善，尤其是住房条
件。在我看来，好房子应该就是古建筑。古建筑是比较
接地气的，中国人讲究金木水火土，要平和。一般而
言，咱们现在住的房子，有金有木，有水有火，但是没
有土。古建筑就不一样了，它的墙皮是泥，它的地是用
砖做的，砖和泥的作用在于吸潮气、调节温度、调节干
湿度，对身体特别好。

我想，将来盖房子中是否可以有一种材料把“土”
补进去，如此一来，不管是从“金木水火土”的角度出
发也好，关于生活的应用也好，对于各方面都不错。所

以说下一步我也会在这方面做努力，尽量用我的方式把
“好房子”诠释出来。

活态传承优秀文化

中国建设报：不管是砖雕还是微缩的古建筑模型，
它们的价值想必已经远远超过了艺术本身。在您看来它
们还承载着哪些重要的价值呢？

盛向东：我认为中华文明是古建筑支撑起来的。打
个比方，一句话让 10 个人去传，很有可能最后一个就传
歪了，口口相传是没有规范的。要是有了古建筑的图
案，在讲故事的时候就有一个规范，不会走偏。比如看
到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就讲这是爱国主义的精神；看
到二十四孝，就讲孝敬父母的故事；看到白蛇传、牛郎
织女天仙配，就讲爱情的故事。

实际来讲，古建筑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古人受制
于当时的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多人虽然没有接受
过系统教育，但是他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都可以
通过古建筑还有建筑文化来进行学习和展现。所以古建
筑和文字、其他艺术等，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

中国建设报：当前，很多文化遗产面临着断代甚至
濒临失传的困境。在您看来，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好
地活态传承下去？需要哪些创新？

盛向东：随着历史的更迭，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
也好，群众对这些艺术的兴趣取向也好，也是在不停地
更新换代，如果人为非要把什么东西强行留下来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认为没必要去强求全民推动传
承，有选择性的、少而精，它确确实实以一种文物的形
式出现，这个是有必要的。

在文化传承中必须要有创新，融入目前日新月异的
生活中。创新理念离不开技术、产业文化、历史文化三
方面。首先，技术即具备“雕”和“塑”的技术；其
次，在产业文化方面，一提到古建筑，“地上文物看山
西”，许多到山西旅游的人，都是看古建筑，所以利用
古建筑 IP 制作的文创产品是非常有意义、有纪念价值
的；最后，在历史文化方面，云冈石窟、九龙壁、合掌
露齿菩萨等都是大同的名片，总得有代表性的建筑标志
或人物标志作为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代表。

看到多深的过去就能抵达多远

的未来。正如砖雕这种非物质文化

遗产，看似小小的一块砖，却承载

着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也承载着

贯穿我国文化传统的艺术精神。它

的 保 护 源 自 传 承 者 内 心 对 它 的 热

爱，对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热爱，

它的发扬也源自我们每个人心中所

蕴藏的文化基因。

砖雕，又称“青砖上的硬花活”，是一种集画、诗、
书、印、雕为一体的建筑装饰艺术，高温煅烧的泥坯经过金
属刀锋成千上万次精心雕琢，雕刻出人物、山水、花卉等图
案，以点缀宅院、装衬民居。

《左传》中“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是我国史籍中
关于砖雕最早的文字记载。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砖雕艺
术，因为地域的不同、风俗的各异，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流派和风格特点，其中“四大名旦”为：京雕、徽雕、苏
雕、晋雕。

京派砖雕：

京派砖雕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相比于苏雕、徽雕等
南派砖雕，更加雄浑大气，有皇家气派，题材以龙凤、珍禽
瑞兽、名木花卉、博古为主，大多作为京城官吏、富豪宅院
的厅堂、大门、照壁、山墙等建筑的装饰，形成了一种官式
风格特征。构图严谨、端庄、高雅、富贵、浑厚、大气，具
有图纹刚挺饱满、主次有序、相连不断的艺术风格，其中以
浮雕最具特色。由此，京派砖雕以造型古朴豪放、色彩高雅
的风格特点而独树一帜。

砖雕在北京的四合院中最为常见。目前，西四北二条至
八条、东四三条至十条、南锣鼓巷西侧的胡同、礼士胡同等
处砖雕比较集中，在四合院的大门、影壁、垂花门、廊心墙
等部分，都可以看到各种精美的砖雕图案。

作为传统建筑的组成部分，京派砖雕既彰显了一种建筑
文化，也是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等传统价值观念和中国历史
文化的反映。砖雕上的很多图案都寄托了人们的美好向往。
如玉兰花和海棠花象征玉堂富贵，菊花和家雀寓意居家欢
乐，花瓶衬着牡丹花和鹌鹑代表富贵平安。

徽派砖雕：

徽派砖雕起源于宋代，兴起并发展于明清时期。经过一
大批民间匠师营造宅第、祠堂等建筑，徽派砖雕在精益求精
中不断发展，自成一派，促进了徽州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

“门罩迷藻悦，照壁变雕墙”就是徽派砖雕应用的真实写照。
徽派砖雕的用料与制作极为考究，一般采用经特殊技艺

烧制的色泽纯清的水磨青砖作为供雕刻的青砖，其泥要求无
砂粒杂质，取泥要经过选、切、晒、碎、筛、淘等工艺处
理。将青砖材料细磨成坯，在上面勾勒出画面，凿出物象的
深浅，确定画面的远近层次，然后根据各个部位的轮廓精心
刻画，局部“出细”，使事先设计好的图案凸显出来。建筑
构件包括各式雀替、榫饰、悬柱头饰等。

同时，徽派砖雕的题材丰富，有较强的民俗色彩，隐喻
性、象征性强，且与儒家哲学思想融合。有王侯将相、佳人
才子、戏文故事以及徽州人民的生活形象等，不局限于单一
的艺术形象，取材于生活、故事、戏文、神话等进行组合。
其中最独具一格的就是以徽州人民生活形象为图案题材的徽
州砖雕，反映了当时徽州的社会情况和徽州人民的精神面
貌。

苏派砖雕：

苏派砖雕发展于宋代。宋代以来，苏州古典私家园林以
及苏州古民居的建造几乎是“无雕不成屋，有刻斯为贵”。
苏州现存最早的砖雕门楼当数建于宋代的网师园万卷堂前的
砖雕门楼，门楼上刻有“藻耀高翔”四字，寓意文采飞扬、
展翅高飞。门楼以平雕、浮雕、透雕、镂雕等多种雕刻手法
显示出鬼斧神工般的高超技艺，精美绝伦。明清时期，苏州
的砖雕技艺飞速发展，砖雕门楼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 200余
座。明末清初是苏派砖雕的崛起时期，到了清代特别是康
熙、乾隆时期达到兴盛，其精细典雅的风格已渐趋完善，更
加细腻繁复，注重画面构思的形象化，被誉为“南方之秀”。

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承载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信仰趋向，
苏派砖雕也不例外。如清代的花鸟题材砖雕，除了花鸟物象
主体采用圆雕之外，还要在边缘装饰凹凸的回纹加以衬托；
而人物题材的雕刻技法更富于变化，人物采用圆雕雕刻，夺
人眼球，花卉树木用透雕或深雕以相衬，亭台屋宇则用高浮
雕来衬托。画面整体的艺术构思配合使用各种不同刀法加以
表现，层次分明，栩栩如生，有景深不尽之感。在题材上，
苏派砖雕既有以山川、河流、树木等对自然的崇拜，有以炎
黄、孔孟、关圣等对祖先的崇拜，有以龙凤、麒麟等图腾崇
拜，也有以仁为核心，以忠、孝、节、义为内容的伦理道德
信仰，这些无不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有着浓
郁的地方特色。

晋派砖雕：

晋派砖雕是明清时期砖雕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以其独
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雕刻技艺而著称，主要分布在山西地
区，特别是晋商大院中更是常见精美的砖雕作品。其题材广
泛，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山水等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
在构图上，晋派砖雕注重层次感和空间感的表现，通过巧妙
的构图和透视手法，营造出一种立体感和深远感。在雕刻技
法上，晋派砖雕采用了多种雕刻手法，如浮雕、透雕、线刻
等，使得砖雕作品更加生动逼真、细腻精致。

发展过程中，晋派砖雕形成了两种主要的雕刻工艺：窑
前雕和窑后雕。窑前雕是指在砖坯未烧制前进行雕刻，然后
入窑烧制，这种工艺可以使得砖雕作品呈现出青灰色的色
调，并且具有一定透气性，不易开裂。而窑后雕则是在砖块
烧制完成后进行雕刻，这种工艺使得砖雕作品更加坚硬耐
磨，适用于室外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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