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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门窗隔扇是景观　　在天津城西，有一千年古镇杨柳青。
此镇依傍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从北京走水路去江南的必经之处。
清代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都途经此地，故此段河道被称作&ldquo;御河&rdquo;。
还有传说，此地原名&ldquo;柳口&rdquo;，而&ldquo;杨柳青&rdquo;之名还是乾隆皇帝的顺口一说。
　　其实，杨柳青之所以名扬天下，与乾隆皇帝干系不大，而在于&ldquo;杨柳青年画&rdquo;。
据学者王树村考订，杨柳青年画始于明朝万历年间，盛于清代中叶，为中国四大年画（其他三种年画
是：江苏桃花坞年画、四川绵竹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之首。
　　今天，杨柳青古镇的面貌变了，现存的古建筑寥寥无几，仅有石家大院和安家大院等几个院落保
留下来。
安家大院是在2004年开始腾迁居民后才进行修缮的，不仅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建筑，还从天津老城拆
下的隔扇门窗中精选出三百多扇，近百个品种样式，花费心思安装在安家大院的老建筑上，使这里成
为北方古代隔扇门窗的展示基地，为研究北方和天津古典建筑木作提供了&ldquo;活化石&rdquo;。
古建筑和任何古董一样，存留了大量古代和旧时的&ldquo;信息&rdquo;，然而&ldquo;人类一思考，上
帝就发笑&rdquo;，现代人一动手，准留下&ldquo;笑柄&rdquo;。
　　纵观我们一些地方所谓的修旧如旧，对古建筑没有修只有拆。
修是什么？
是修修补补，毫不改变它的结构外形，是修缮，是修治。
　　天津有位叫魏克晶的建筑专家，曾主持修葺天津蓟县独乐寺工程，从1990年到1998年，大部分时
间吃住在那里，整整用了八年多时间。
他说，古建筑从设计到施工，无不体现古人的聪慧和才能，体现着严谨和缜密，让人叹服。
历经千年的木结构至今屹立，我们今天的&ldquo;修&rdquo;，不是用今人的思维、现代的材料
去&ldquo;改造&rdquo;它，而应当仍用古人的思路去维护它。
魏克晶说，哪怕换一个木楔子，也要反复掂量论证，否则千年古建未毁于天灾人祸，而毁于我们之手
。
修，不能拍脑门想当然，也不能按现在的手段去&ldquo;修&rdquo;它。
修旧如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样的修，其实是一种奢侈。
　　杨柳青安家大院的修复，源于一个契机。
　　20世纪末，经济腾飞的中国，城市改造加快了步伐，加大了规模，有600年历史的天津老城厢地区
开始成片改造，那些从旧房上拆下的木结构（房柱、房柁、房檩、过木等）、木装修（门窗、隔扇、
挂罩等），都被送到旧物市场上，一时间堆得房盈库满，到处都是。
因是旧物，人们并不珍惜，曾见卖旧物的小老板随便将一扇有残损的木隔扇拆了，笔者大略数了数，
这扇隔扇的格心竟是用五百多块木头拼成的，想必当年木匠是花费很大心血才做成的。
出于一种可惜，更出于一种对古代建筑的喜爱和留恋，我开始收买一些木隔扇。
经过挑选，讨价还价，一年下来，竟买下几百扇隔扇门窗放在那里，堆得像一座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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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品收藏系列丛书：北方门窗隔扇收藏与鉴赏》分为六章，分别从门窗隔扇史话、天津老城
建筑的变迁、中国古典门窗隔扇简介、老天津洋楼上的门窗隔扇、解读门窗隔扇文化、古典门窗隔扇
收藏，对以天津为代表的近代北方古典门窗隔扇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
其中，第五章对门窗隔扇的类型、地域特色和文化寓意进行有深度的专题介绍，内容丰富翔实，拓展
了人们的艺术视野。
第六章专门介绍收藏门窗隔扇的技巧。
在序言和后记中，作者以安家大院修复和展示天津门窗隔扇的做法为例，畅谈了古建修复的体会，给
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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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家居与古典隔扇配伍　　1.&ldquo;背景有约&rdquo;的实用派　　一位朋友酷喜中国古典式家
具，一天对笔者说，家具买到家摆放，怎么不如在家具卖场那么有效果呢？
经过实地一看，我告诉他说，你家中缺几件老隔扇，中国家具摆放必须要有背景，这种互融达到的是
互美。
后他将书房隔断换成隔扇墙，几件古典家具摆放在那，真可谓&ldquo;蓬荜生辉&rdquo;。
　　任何物件不是独立存在的，但也不是随意乱摆放的。
在许多旅游景点的展室中，就能看到这样的乱摆乱放。
比如在山西，那里的家具依然沿袭明代的形制，民俗味浓、乡土气息重，如果把这样的家具摆在江南
园林中，与那里的门窗隔扇毫不匹配，这就像中药药方，药有配伍，君臣佐使相互协调，若把&ldquo;
十八反&rdquo;的药放在一起，不仅不治病还会吃死人。
门窗隔扇和家具也是同一道理。
　　中国的古典家具通体是中国的基因，门窗隔扇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部分，二者一个是立面，像背
景墙，一个是实物的空间，二者必须相互照应，色彩形制必须谐调，这其中有文化问题，有审美问题
，更有品位问题。
江南园林之所以受到世界建筑家的推崇，就是园艺家们运用中国的文化符号，把建筑、园林、门窗隔
扇、家具变成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音符，演奏着一阕优雅和谐的古典乐曲。
　　（1）背景墙式　　现代家居装修，在客厅的正中位置大都设置一面&ldquo;背景墙&rdquo;，这个
背景墙是人面对着一个正面的立面墙体，是客厅最重要的装饰部分，目的就是用这面墙改变客厅总体
的视觉效果，体现一个主题：要用它来展示房主人的审美情趣，也用它来说明房主人的或阔绰或高雅
的情调。
之所以这么重视&ldquo;背景墙&rdquo;，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ldquo;背景&rdquo;不是可有可无，
也不是可好可劣，而是必须要有，必须要好。
　　&ldquo;背景&rdquo;真的这么重要么？
答曰：重要。
　　背景能改变视觉。
中国人从来讲究背景，讲究&ldquo;立面布置&rdquo;的。
在旧时，四合院一明两暗的房间，迎面中间的房屋其正面那面墙是要精心布置的，即使是一般家庭也
是如此。
　　正面墙要用四条屏（四季山水或四时花卉）张挂，也有再配一副对联成六条屏的，还有用&ldquo;
靠山镜&rdquo;，即四个镜框组成，一大中堂，上有横镜，两侧有对联。
下面再摆条案，有帽镜、对瓶、帽筒等。
这些形成了八仙桌前两把太师椅后面的&ldquo;背景&rdquo;。
在电视剧中，这样的背景一出现，就有了清代民国的&ldquo;氛围&rdquo;了。
　　其实，许多现代家庭都辟出一间屋来做书房，书房内喜欢摆上几件古典硬木家具，此时一定要
做&ldquo;背景&rdquo;，最省事的背景就是放上几扇隔扇当&ldquo;背景墙&rdquo;。
记得一位朋友说，他的书房怎么布置也没古典韵味，于是帮他花2000元买了四扇旧隔扇，重新打磨上
漆，并排立在那，又在上方挂了一块木匾，刻上他的斋号，再在前面摆上原来的圈椅和几案，古韵扑
面而来。
如客厅进深宽，可以把隔扇前移，就像旧时过堂门那样，不仅后面甩出空间放东西，其凸出后愈显得
有如3D电影，有了三维的&ldquo;逼真感&rdquo;。
　　还可以把一面墙完全变成隔扇墙，将其中的几扇变成推拉门，这样就更自然且巧妙利用空间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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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门窗隔扇是中国古建中富有装饰特色的构件，形制多样，并以丰富多彩的雕刻纹样凝固着中国的
历史与民俗，成为中国建筑的和谐符号，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住宅的重要标志。
　　在现代建筑盛行的今天，如何保存古代门窗隔扇，并在现代建修装饰中继续发扬光大，是值得人
们深思的问题。
本书作者以自己收藏门窗隔扇的心得体会做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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