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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雕刻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闪耀着华夏民族不朽的文化光芒！
    古代皇家将民间身怀绝技的艺人请入宫廷专门为皇家制作各种各样的艺术品，推动了艺术的发展，
产生了许多艺术家，雕刻也不例外。
雕刻艺术家们将大自然的灵性、气韵、意象、神采铸进雕刻作品中，展现了高度的工艺技巧和艺术水
平。
其中一些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艺术造诣升华到超凡脱俗的程度。
大量的雕刻遗迹、文物数不胜数，完好地保留至今，是中国工艺美术中一项珍贵的艺术遗产，是中国
文物中的瑰宝。
    本书按雕刻的质体分章，分别讲述了砖雕、石雕、木雕、竹雕、玉雕、牙雕等六个方面的入门知识
。
    第一章讲的是砖雕。
砖雕与木雕、石雕合称为建筑三雕，是中华文化的奇葩，更是构建古代建筑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同
时砖雕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装饰构件，常用在门楼、门罩、檐、花窗等装饰上。
本章从砖雕的起源发展、品类用途、工艺技法、题材等方面向读者讲述了砖雕文化的入门知识。
    第二章讲的是石雕，石雕亦称“石刻”，是雕刻园地中的一枝奇葩。
本章从石雕的起源发展、种类用途、工艺技法、题材等方面向读者讲述了石雕文化的入门知识。
石雕是工匠们凭借在长期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技艺，以朴素的审美趣味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为在大自然孕育出的各种各样石材注入了艺术生命，创作出形态各异、内容丰富的石雕艺术品，使千
奇百怪的石头有了人类的智慧和感情。
    第三章讲的是木雕，我国木雕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出现不少雏形的木雕制品。
本章从木雕的起源发展、形式和品类、工艺流程和技法、题材、流派与特色等逐一讲述了木雕文化的
人门知识。
当然现在看来有些古木雕非常粗糙和简陋，但却是人类将智慧运用于木雕制品上的创举。
    第四章讲的是竹雕。
由于受竹质材料的影响，竹雕作品很难保存，我们现今能够看到的明以前传世的竹刻器物甚少。
竹雕真正著称于世，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
竹雕兴旺的历史并不长，故明末至清乾隆期间的竹雕作品最为珍贵。
本章从竹雕的起源发展、雕刻手法、流派风格以及竹雕作品的鉴赏等讲述了竹雕文化的入门知识。
    第五章讲的是玉雕。
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一块好的玉石，只有经过人工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和魅力。
中国玉器雕刻无论是丰富的造型、多变的装饰、精湛的技法，还是流派纷呈的风格都是无与伦比的。
本章从玉雕的起源和发展、种类、工艺流程、流派和特色等讲述了玉雕这一优美的文化，从而让读者
了解到每一件玉雕精品都是玉雕大师灵感进发、精巧设计，又精雕细刻的结晶。
    第六章讲的是牙雕。
牙雕是具有独特风华的一门，中国的牙雕精细工整，玲珑剔透，极富有装饰性。
各地的牙色的风格，也都不一样。
本章从牙雕的起源发展、种类、工艺流程等方面向读者讲述了牙雕文化的入门知识。
    中国雕刻是先人创造的艺术结晶，我们为先人的惊人智慧、伟大创造、博大胸怀而感叹不已。
基于此，笔者对以上各种雕刻作了比较系统、详尽的阐述，并附有大量精美的图片加以说明。
希望通过本书，让雕刻这门国粹艺术能为广大读者所认识、珍爱、传承，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得到社
会各界的关注、保护、利用，让中国的精神财富能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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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雕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品类繁多，雕工精湛，主要有石雕、木雕、砖雕、牙雕等。
雕刻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动物、植物或是风景，都惟妙惟肖，形神兼备。
虽然这些艺术杰作多出自一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之手，但千百年来，它们伴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而流传至今。
它们充分表现出民间艺术精湛的技艺、巧妙的构思和奇特的创造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人文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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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 砖雕的起源与发展 砖雕是用特制的青砖雕刻出人物、山水、花卉等图案，
是古建筑雕刻中一种很重要的艺术形式。
一般为建筑构件，用凿和木锤在水磨青砖上钻打雕琢出各种人物、花卉、风景、动物、书法等图案，
用在建筑不同的位置进行装饰。
但也有用作文玩的。
比如用瓦当的背面或用秦砖雕凿成砚台，用故宫大殿铺地的“金砖”雕刻花纹做成桌面等，但砖雕用
途还是以建筑用为主，一般配合石雕、木雕用在建筑的不同部位。
传统砖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在给人以视觉享受的同时还兼有社会教化功能，传统手工艺人将自
然与人文内容融入砖雕之中，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含量。
砖雕中的每一件动物花草，都充满着大自然的生命律动，戏雕传神达意，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期盼。
砖雕是民俗与市井风情的万花筒，为我们保留了农业文明时期重要的社会文化信息。
 砖雕最早起源于战国时的陶质花砖、画像砖。
秦代有所发展，秦砖颜色青灰，质地坚硬，面上有细绳纹、回纹、云纹等图案纹饰。
陕西咸阳出土的秦代龙纹砖，其上有姿态生动的龙纹，是最早的秦砖实物。
瓦比砖出现得要早一些，商周时期已有板瓦生产并用于建筑。
考古发现有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安和洛阳等地西周遗址的素面筒瓦。
战国时期出现了用于建筑的砖，多用于铺墁地面及包镶夯土屋壁，砖的古称为“甓”，得名来自屋壁
。
一般认为砖雕是由陶艺、瓦当和画像砖等工艺演变而来。
将砖作为雕刻材料，可以追溯到殷代的版筑。
考古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建筑用陶上就已经出现了绳纹、双钩纹和方格纹等。
战国时代，出现了浮雕花砖，砖面压印鸟兽、花树和几何纹。
各诸侯国还有不同的样式，如齐国多为树纹，燕国多为兽纹或兽面纹，秦国、赵国多为鸟兽纹圆形瓦
当，东周王城河南洛阳则多为卷云纹半圆形瓦当。
在河南、四川等地均有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早期花砖发现。
 秦至西汉初期，花砖多用于装饰宫殿和衙舍，如秦宫遗址就有用于台阶的空心砖和铺地面的花纹砖（
有太阳纹、菱形纹、龙凤纹、方格纹、云纹砖），为防滚动还出现了锯齿纹（用子母榫相接）的花砖
，一般为细线雕。
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砖为最早的条砖，采用的是骊山沉泥，这种泥富含矿物，经烧制后，质地坚硬
，故秦砖又有“铅砖”之称。
砖上印有“左司高瓦”印文，学者认为是左司空赵高的简称，据此可知为官方督造，代表了当时制砖
的最高水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雕刻文化入门>>

编辑推荐

通过《中国雕刻文化入门》让雕刻这门国粹艺术能为广大读者所认识、珍爱、传承，使中国的文化遗
产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保护、利用，让中国的精神财富能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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