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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遗产是“人类记忆"的重要部分，并且，建筑是一切艺术的载体，它承

载了建筑装饰艺术，所以研究建筑艺术而不了解建筑装饰，那么这种研究则是不

全面的。过去对传统建筑装饰的研究多偏重于宫廷建筑，而往往忽视了民间建筑，

其实，民间建筑装饰艺术是极其丰富且范围非常广泛。

在豫西南的社旗古镇上，保存着一处目前全国范围内罕见的较为完整的清代

商业会馆——社旗山陕会馆。它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建筑集中了河南、

山西两省民居和宫殿建筑艺术的精华，富丽堂皇、雍容华贵、风格独特。其建筑

装饰艺术极其精美，特别是馆内“三绝"——众多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是清

代民间建筑艺术与建筑装饰艺术的精品，建筑装饰华丽壮观，注重全方位、立体

式、多视角的艺术效果。其屋顶琉璃装饰、照壁装饰及建筑群整体的色彩搭配极

其科学且富于中国传统观念，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社旗山陕会馆是我国古代民

间建筑装饰艺术中一个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的建筑设计和装饰风格显示了民

间建筑与宫廷建筑的差异性，同时也对宫廷建筑装饰艺术加以吸取，呈现出其风

格的独特性，突出了山陕商人的经营理念，也涵盖了传统文化的哲理，是当时儒、

佛、道哲学理念相互融合的典型代表，在建筑装饰设计中处处带有清晰的清代儒

商意识形态的印记。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如何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个性，是

世界各国都关心的重要问题。因为文化遗产是各民族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创造的，

它是民族性格的一种直接表现，是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的一个缩影。

本文分析、研究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旨在从理论上揭示传统文化的

精髓，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民间建筑装饰艺术的认识更加深入，以加强对文化遗产

的保护意识。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是一

种具有个性的文化现象，它丰富的人文内涵、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高超的工艺技

巧都有值得我们发掘和探寻的价值。开启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研究的意义

还在于，通过对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研究，探讨它的工艺文化特征和设计艺

术美学思想，从我国古代传统装饰艺术入手，深入到传统图形的精神领域内部进

行领悟，再在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设计出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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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民族的同时又是世界的设计作品。也许在保留传统发展现代设计的进程中，这

样不但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形式，还可以为现代设计艺术增添民族

性的设计语言。

关键词：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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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coration Art

of Research Guild Hall at Sheqi County

Abstract

Construction inheritance is the key part of“human memory．”Besides，construction

is the carrier of all the art，and it also includes construction art．Therefore it’S not

comprehensive to research construction art only without realizing construction

decoration．Our past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decoration emphasize palace

building to fou【building．In fact，the folk construction decoration art is very rich and

wildly spread．

In the ancient town at sheqi at Northwest of HeNan province，a relatively complete

commercial Guild Hall at Qing Dynasty is stoved，which is quite rare in our country．It’S

named shanshan Guild Hall at sheqi．This Hall is also the country key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organ．It’S construction collects the artistic essence of both common people

residence and palace--splendid，elegant and unique．This hall’S construction decoration

art is very exquisite，especially the“three wonder”一stofe carving，wood carving and

brick carving．They are in high quality in both the fo收building an and construction art

in Qing Dynasty．The decoration is magnificent and splendid，concentrate on the artistic

effect of omni--divection，stereometric for mula and multi⋯angles of view．The

colored glace decoration of the roof,wall screening ornament and overall matching of

the architectural complex is very scientific and is rich in our Chinese traditional view,SO

it has very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The Shanshan guild Hall is a pretty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of our ancient folk construction decoration．Its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decoration style show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lk

construction and palace

construction；at the same time，it also takes in the palace decoration art，indicates the

speciality of its style，stresses the commerce concept of Shanshan merchant，and

Taoism mutually integrated．In its construction decoration design，there are clear

Confucian businessman prints ever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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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aday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how to keep the

characteristic of ethical culture is a important issue which all of the countries care most．

Because the cultural heritage is created by the people from every ethnic group．It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lle ethnic characteristic and a epitome of the ethnic emotion and

cohesion．

This work analyzes and exploits the decorative art of Shanxi and Shaanxi

commercial guild Hall in Sheqi，which is designed to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let US get a deeper idea with the decorative art in ancient China

to strengthen our consciousness to protect the cultural heritage，for“only the nation’S is

the world’S’’The decorative art of Shanxi and Shaanxi Commercial Guild Hall in Sheqi

is a typical cultural phenomenon．Its abundant humanity implications，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ion and excellent artisanship art worth for US discovering and exploiting．The

meaning of beginning the rearch lies on that we can explore its artisanship features and

esthetics of the designing art．Beginning with the research of the ancient and traditional

decorative art in our country,we can penetrate into the spiritual area of the traditional

figure．Furthermore，on the basis of modern western thought trends of designing，the

work which belongs to our nation as well as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designed．During

the process of preserving the traditional design and developing the modern one，we can

not only beuer protect our traditional art，but also add the ethnic designing language for

modem designing art．

Key words：Shanxi and Shaanxi Commercial Guild Hall in Sheqi Decorative Art．

IV

Written by：Li Bo

Supervised by：Zhang Pengchuan



苏州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

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

不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含为获得苏

州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作

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己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承担本

声明的法律责任。

升
研究生签名：么笙丛 日 期：．垄幽f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苏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论

文合作部、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情报中心有权保留本人所送交学位论

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

文。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除在保密期内的

保密论文外，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公布(包括刊登)论文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论文的公布(包括刊登)授权苏州大学学位办办理。

研究生签名：乏芝旌日期：殛缉[母
导师签名：组日期力翌燃



校簸国陕会馆建莰装馋艺术研究 缝蠢

绪 言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建筑是一切艺术的载体，建筑遗产是“人类记忆’’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建

筑以木构架的结构方式，翎造了与这一结构相应的空阕、外观和装饰形式，在世

界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风格。清代中、晚期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最后一个繁荣时

期，建造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宫苑、陵寝，其建筑及建筑装饰日臻完美，在建筑装

饰艺术风格上呈现出沉雄深远、雍容华贵、细腻繁缛的时代特征。特别这期间民

间活动扩大和增多，还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民间公共建筑如宗祠、会馆、公用景观

楼阁等建筑形式，具有很强的民俗性。在中原社旗古镇就有一座清代商业会馆一

一蠢陕会馆，它把富殿、庙字、民屠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其建筑装饰艺术异常豪

华，华丽秀美，体现了清代装饰艺术特征，浸染羞浓厚的传统文化，达到了繁藤

华美的艺术境界，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过去我们对建筑装饰艺术的认识往往只局限于官方建筑装饰方面，Lt',3＆n故宫、

颐和园等，很少涉及民间建筑。本文旨在对民间的建筑装饰进行分析研究，从而

扩大古代建筑装饰艺术的研究范围，来说明民间艺术力量的深邃与巨大。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优、农耕时代的文化遗产、文化遗迹正在迅速消亡。因此，我们必

须认真对待文化遗产。这样方毙保存民族文纯，使之延续。社旗出陕会馆的建筑

艺术及建筑装饰为我们认识传统文化、借鉴传统文化、发掘其精神内涵无疑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研究民间文化补充了详实的内容。

(二)研究方法

建筑装饰艺术属于精神的文化产品。建筑装饰艺术大体包括几个部分：雕塑、

彩绘、陈设、楹联、琉璃、壁黉等。社旗出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是一幄民俗风愤

两，出陕会馆内的“三绝’’——石雕、木雕、砖雕是清代民间建筑装饰艺术的精

晶，成为公众开放展示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的范例。本文是从实地考察、走访、

拍摄图像资料、查阅历史资料，搜集了丰富的建筑装饰资料，运用比较的手法，

通过对宫廷建筑装饰和民间建筑装饰的比较，找出差异和共同点，分析其文化审

荧思想。同时，从山、陕民居建筑装饰对社旗山陕会馆的影响以及山陕会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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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也汲取了宫廷建筑装饰艺术的精华等方面来研究、分析其装饰规律，根据装

饰内容、装饰材料、装饰技法来分析其艺术特征，进而揭示其文化内涵。本文照

片都为作者考察时所拍摄。

(三)研究范围

本文以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作为探讨古代民间传统建筑装饰的基础，对民

间建筑装饰与官式建筑装饰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探讨装饰艺术设计风格的发展、

变化规律。并找出古代与现代艺术设计之间的差异。课题之所以偏重建筑装饰艺

术，是因为“我们把装饰不仅理解为一种艺术，更理解为一种文化。’’①装饰作为

文化，是文化的符号，传达和表述一定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属性，作为建筑装饰艺

术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是如此。建筑装饰艺术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通过对建

筑装饰艺术表层的分析研究来发掘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华。

(四)相关文献资料与研究现状

关于装饰，内容广泛、著述较多、历史时空也比较久远。例如李砚祖的《装

饰之道》，该书从多方面、多角度论述了装饰的社会作用、意义以及装饰产生和发

展的过程，建构了装饰艺术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但有关建筑装饰的著述却不是很

多，有一些这方面的相关史料散见于《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美术史》，但这方

面的著作都对中国的建筑及建筑装饰艺术给予轻描淡写的叙述，缺乏深度和力度。

即使有一些叙述，也多以宫廷建筑装饰为主，对民间建筑装饰论述较少，这不能

不使人感到是一种缺憾。

历史上关于建筑装饰的文字记载也很少见，古代建筑及建筑装饰著作主要有

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清工程做法则例》。现代较全面地介绍中国建筑及

建筑装饰艺术的文献资料有：《中国建筑史》(梁思成著)、《中国古代建筑史》(刘

敦桢编)、《中国建筑艺术史》(萧默著)、《中国古代建筑之美》(光复书局)、《建

筑装饰设计概论》(朱仁普主编)等。其中，萧墨的《中国建筑艺术史》注重建筑

艺术的文化与艺术层面，从艺术的角度，对建筑艺术的中国特色、时代风格、地

域风格等的不同特征、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作了重要的探讨，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另外，较系统地论述中国古代建筑装饰艺术的著作还有：《中国建筑与装饰艺

术》(朱小平、朱丹著)，该书按照时代变更为顺序，大量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各个

。李砚祖，‘装饰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6，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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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建筑装饰艺术的特点，总结建筑装饰演变的规律及发展变化的历史背景，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毽该书主要是对官方建筑装饰给予重点介绍，对民闻建筑装饰

涉及较少。具体到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的研究，最全面、系统的资料则是

河南省古建文物研究所所编撰的《社旗山陕会馆》(中国古代建筑)一书。该书从

文物保护的角度，对由陕会馆进行了科学佬的测绘，制定了修缮的规划方案，在

全面测绘的基础上对建筑结构、建筑特色、装饰艺术进行了详细地介绍和考证，

图文并茂。对屋顶琉璃、梁柱进行了编号，对馆内的建筑装饰艺术进行了全面地

整理、归纳和总结，劳提出了保护方案，力后来的入研究社旗出陕会馆提供了较

全面的资料。

另外，黄宛峰的《留住社旗古商镇的记忆》——历史与文化一书，从历史学

的危度，分析了社旗这一中国封建晚期中娥商镇的兴衰及其原因，书中揭示了一

些建筑装饰的文化内涵和意义。黄雅峰的《留住社旗古商镇的记忆》——建筑与

保护，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研究古镇历史文脉的延续与保护问题，书中涉及到不少

建筑装饰设计艺术的见解。这是两本从多个焦度研究社旗由陕会馆的较全面的理

论著作。

近年刊登的论文有：骆平安的《论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文化的传统德

育内涵》，李芳菊《社旗出陕会馆建筑装饰群中的艺术文化内涵》，许檀《清代河

南赊旗镇的商业》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社旗山陕会馆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从中得

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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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山陕会馆概况

(一)地理与人文背景

l，社旗县地理及建置概况

社旗山陕会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址在河南省社旗县境内的社旗镇

中心闹市内。社旗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的东北边缘。东、南、西、北分别

与泌阳、唐河、南阳、方城等县区接壤。古镇地处东经112046 7，北纬52047 7，

海拔112米。镇外从东北至西南潘河、赵河绕城而过，汇入唐河，最终流入长江。

社旗又名赊旗、赊店、赊旗店。《社旗山陕会馆》一书认为，社旗店的前身是兴隆

店，“系由东南兴隆店发展而来”。①在社旗县博物馆藏的一块刻于明万历四十年

(161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兴隆店》文日：“山西平阳府解州安邑县人段国祯

室人练氏，见在南阳府东本镇居住，暨合社人等起建白衣观音宝阁。川@该碑原镶

在该镇河南街南阁壁上，文中“本镇’’即是社旗镇。社旗，在明代嘉靖、万历两

部《南阳府志》中未见记载，而康熙《南阳府志》、《南阳县志》卷2《集镇》中都

记有“赊旗店’’。据雍正二年(1724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记言：“赊旗

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卖货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

载者二十余家"。③估计赊旗的兴起应是在康熙初年或者更早些，到雍正时已初具

规模，乾隆初年，地方政府在该镇设营汛、置巡检司、派兵驻防巡哨，以加强管

理。@光绪《南阳府志》卷3《建置》有言：赊旗“地濒赭水，北走汴洛，南船北

马，总集百货’’。山陕会馆《创建春秋楼碑记》亦称“镇居荆襄上游，为中原咽喉"，

道出了水陆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

社旗古镇面积不大，东、西、南、北方圆不过数十平方公里，却景色古朴自

然，韵味十足。这里不仅有清代古商镇的街道、店铺、民居的历史遗存，更有象

山陕会馆这样保存完好的古代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它难得地保留着旧日商镇的风

貌，特别是社旗山陕会馆闻名遐迩，使社旗这个小商镇也为人们所熟悉。社旗镇

于1989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历史文化名镇。(图1)(图2)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10，Pl-2。

o同上．

国同上。

o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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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研究 一、社旗山陕会馆概况

图l社旗山陕会馆南面古街道 图2社旗山陕会馆大拜殿

2、社旗的人文背景

关于社旗的人文背景当地流传着不少传说，大概归纳起来有这几种：一是东

汉开国阜帝刘秀说。这种说法最常见也最流行。社旗原叫“赊旗”，西汉末年刘秀

为光复汉室曾在此地访将，聚集实力，讨伐王莽，最终取得政权，建立东汉。因

此，为纪念这一历史传说，人们据此逐将“赊旗”定为镇名。二是朱元璋说。这

种传说认为，社旗原来叫“赊家店”，起于元代，发展于明代。“赊家店”的店主

名叫佘老九，余老九曾支援朱元成举旗投奔朱元璋，后来朱元成成为朱元璋手下

的一员大将，屡建战功。朱元成功成名就后，为答谢佘老九援助之恩，逐将“赊

家店”改为“赊旗店”。三是饭铺赊账说。在此地经营饭铺的店主经营有道，为招

揽顾客，吃饭可以赊账。因而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在民风淳朴的那个年代，诚信

是非常重要的，人们也都非常重信誉，人们赊账吃饭不仅没把饭铺拖垮，相反，来来

往往的顾客使这里饭铺的生意越来越兴旺。由此“赊店”的名声就此传开了。∞虽

然以上几种说法不同，但其特点是：一是有大人物或有一定身份的人在此活动；

二是有诚信经商的商业活动。这两种特点，一方面是用名人来抬高社旗镇的地位

及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旗古镇自古就有诚信经商的良好传统风尚。

社旗的称谓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富有深厚的历史、人文背景。概括地说，社

旗原名赊旗店，是由兴隆店、赊镇、赊旗店、赊店等名称演变而来，民间有“天

下店，数赊店”之说，至清代称为赊旗镇。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赊旗经国务院

批准建县，由周恩来总理提议，取“赊旗”之谐音，改名为“社旗”，改“赊"为

“社”，寓社会主义旗帜之意。

。黄宛峰《留住社旗古商镇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6，p1一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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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代社旗与山陕商人的密切关系

朝代更迭，历经战火，社旗数发兴衰。到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中国

出现，经商之风日盛。社旗借水运经汉水直达长江之利，吸引了各地客商纷纷来

此经商，清代乾嘉年间达到鼎盛，成为“中原四大名镇’’之一。①

清代的社旗与出陕商入关系密切。清代的社旗已是商贾云集之缝，而南来北

往的商人中，以山西、陕西两省的商人最为活跃。社旗作为～个商镇，其兴衰均

与山陕商人有密切的关系。

出陕商人是明清时期兴起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地域性商帮，链们背并离乡，

闯荡天下，获取了巨额的财富，加之由陕商人大多有知识，他们走南闯北，见多

识广，眼光也颇高。他们敏锐地发现社旗潜在的商业地位，即水陆交通便利的客

观因素。因此，在清朝前期康熙年阉，社旗商业方兴未艾之肘，商人们就看准了

这块经商之地，准备长期在这里经营，于是他们便开始筹划建立聚会的场所。经

过多年的精心筹划，规划设计，他们集资兴建了气势恢宏的春秋楼。春秋楼的落

成显示了山陕商人的．财富与实力，标志着社旗作为一个商镇的崛起。至乾、嘉时

期，社旗镇商监发展进入高峰。1943年《赊镇区区长曲公牖民德政碑记》文中日：

“清乾、嘉间，商贾辐凑，舟车喧阗者百余年斗。圆

山陕商人是社旗商业的主力军，为了宣传山陕本土文化，树立商业招牌，建

立山陕商舞集团，出陕商入继春秋楼之后，又修建了壹陕会馆，成为社旗镇的重

要景观。其修建标志肴社旗镇的商业进入了鼎盛时期。社旗作为一个著名的商镇，

关于其商业状况，光绪《南阳县志》卷3《建置》记载：该镇“南船北马，总集百

货，尤多秦晋盐、茶大贾’’；民闻亦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之谚

语。出陕会馆就是该镇当年商业繁荣的一个实证。《衽旗山陕会馆》一书的绪论部

分对社旗商业的描述，巅峰时期全镇有72条街，镇内人口达13万之多，“山货街

专营土特产品，铜器街集中经营网杂用品，骡店街则专为骡马客商提供豳夜服

务⋯⋯’’“城南两河交、汇处设码头多处，往来船只干帆竞扬，桅杆如林，卸货分类，

再有马帮转发各地，通宵达旦，熙攘鼎沸⋯⋯至今镇南两河沿岸尚有码头遗址多

处，镇内街道名称、布局及店铺形象仍保留原貌"。@

随着社旗商业的发展，南来j艺往的商入增多，商业活动豳益频繁。由陕会馆、

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等商业会馆成为联结外地客商的纽带，

o孛原遥大名镇为：朱铀镇、阕家日镇、赊旗鹰、北舞渡。引自焚窕峰《留住衽旗蠢巍镇的记忆》，中毽文史

窭叛柽，2005、6,p18

。黄宛峰‘辫住社旗吉商镇的记忆》，中国文史渤版社，2005、6，p5

西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10绪论

6



社旗【lJ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研究 、社旗L_【J陕会馆概况

更成为沟通社旗与全国各地商业往来的桥梁，社旗作为‘个商镇的特点越来越鲜明。

(二)社旗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1、社旗山陕会馆的概况及建筑面貌

社旗山陕会馆位于社旗镇闹市中心，坐北朝南，南对瓷器街，北靠五魁场街，

东邻永庆街，西伴绿布场街。主体建筑呈前窄后宽之势，东西最宽62米，南北长

156米，占地面积12885．29平方米，各式建筑j：十余座。会馆建筑分前、中、后

三进院落。建筑群自南向北依次有照壁，辕门，东、西马棚，钟、鼓楼，悬鉴楼，

东、西廊房，大拜殿，大座殿，马王殿，药王殿，道坊院等，总建筑面积6235．196

平方米。其中春秋楼及其附属建筑于咸丰七年(1857年)被捻军烧毁，现存建筑

悬鉴楼，东、西辕门，东、西马棚，琉璃照壁，钟楼，鼓楼等52间。社旗山陕会

馆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修建，历经六十六年至道光元年(1 821年)

方建成。第二次开始修建于同治八年(1869年)，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建

成，现存大拜殿，大座殿，药王殿，马王殿，东、西廊房。(图3)(图4)

图3社旗山陕会馆山门及铁旗杆 图4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

社旗山陕会馆兴建于中国古建筑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高潮期，加之会馆这一建

筑类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业繁荣的产物，客居此地的富商大贾捐献了

大量的钱财，为会馆的建造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会馆建造之时“运巨材于楚

北，访名匠于天下。”Ⅲ其选材范围之广、材质之优、延聘工匠之多，为当时当地

建筑工程之冠，从而使山陕会馆的建筑及建筑装饰艺术达到了当时的巅峰状态。

据有关碑文记载，社旗山陕会馆仅兴建春秋楼及其附属建筑化费白银7916．03两，

兴建大拜殿及其附属建筑化费白银88788两。㈤

社旗山陕会馆以其建筑之雄伟，建筑装饰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在全国80多

座同类建筑中居于首位，1998年元月，社旗山陕会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II J陕会馆》，义物⋯版社，1999．10 p45

圆：7lI』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文物⋯版社，1999．10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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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研究 一、社旗山陕会馆概况

物保护单位。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布局严谨合理，在平面布局上巧妙规划设计了空间的次序

与层次，建筑的主次、方位、朝向、座次、递进等采取一系列设计手法来表现。

建筑是三进四合院，有一条严整的南北中轴线，构成内向封闭的特征。殿堂楼阁

疏密有间，北高南低，鳞次栉比。建筑既雄伟壮观、雍容华贵，又玲珑秀丽、典

雅有致；既渲染了宫殿的气势和庙宇的静穆，又充满着柔美的色彩和诗情画意，

给人以整体美的强大震撼。

会馆建筑形象在和谐与对抗的审美形式中珠联璧合，和谐形成了轻盈、流动、

安静、开朗的优美感觉，对抗形成了厚重、深远、强烈、深沉的壮美之举。会馆

建筑屋顶的凹曲坡面层层叠叠，多变的曲线交错出现，以屋顶的巧妙组合构成山

陕会馆的建筑空间美。

会馆建筑装饰更是繁缛精致，铺缋列绣，富丽气派，诚为国内罕见的具有重

要历史、科学、艺术研究价值的古建筑群。多位全国著名古建筑权威专家对社旗

山陕会馆建筑及建筑装饰艺术给予高度评价。原国家文物局长吕济民题词称赞：

“艺术辉煌，绝无仅有"。著名建筑专家罗哲文题词“高楼杰阁，巧夺天工，精雕

细琢，锦绣装成，公输匠意，壮哉斯馆’’。

2，社旗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模式是集宫殿、寺庙、商业会馆、民居于一身的综合性、

多功能的建筑群，其建筑设计气势恢宏，而其建筑装饰更是精美绝伦，无与伦比。

馆内建筑装饰不仅有传统的琉璃、彩绘，还有书法楹联、堆塑、雕刻等。会馆的

屋顶装饰，采用了皇家宫殿的装饰方式，额枋、柱础等处则汲取了民居建筑装饰

的精华，特别是吸收了晋中民居装饰的特点，大量地对建筑施以“三雕”装饰。“三

雕一，即石雕、木雕、砖雕。馆内“三雕”装饰精雕细琢，非常精美，不仅把会馆

装扮得雍容华丽、玲珑剔透，而且选材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题材，雅俗

共赏，使人们在欣赏建筑装饰艺术的同时，细细品味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

内涵，达到娱心娱目的效果。会馆内的建筑装饰，既吸取了宫殿建筑装饰的精华，

又采用了民居的装饰手法，综合了南方、北方与中原腹地的装饰特点，同时其装

饰又与清代整体装饰风格相一致，从而显示了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风格独

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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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成因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形成有很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位于交通褪纽的地理位置 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深受环境因素静

影响由于社旗地处中原腹地，又是南北水陆交汇的要冲，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使

其文化上得天独厚。在文化体系及建筑装饰风格上，不仅受到南方的建筑装饰风

格的影响，同时还受到j乏方及中原建筑装饰风格的影响。从箍产生毒交汇融合昀

局面，使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既有北方的雄浑大气的特点，又具有南方钟灵毓

秀、玲珑剔透的风尚。大量豪华的建筑群和技艺精湛的建筑装饰艺术，使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社旗古镶，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闻名遐迩。

(二)南北商人云集的商业市场越到近代商业的媒介作用越明显，社旗山

陕会馆建筑装饰南北风格的合璧形成，与清中叶以后社旗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水

陆码头和经济重镇关系密切。由陕商人、浙汪、湖北、江苏、安徽、福建等及河

南本省的商人云集予此，促使了本地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了文

化艺术的发展，商业所提供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使文化繁荣，因而使许多历史文

化名人在此留下了足迹。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这些是兼具南

北建筑工艺的建筑艺术及建筑装饰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商业的发展带动了人

口的大量移动，民间工艺也随着人员的流动而流动，特别是南北民间艺人被山陕

商人聘请到此参加会馆修造，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与互渗。

(三)科学技术的影响 设计艺术的特性决定了其本身发展始终离不开科学

技术要素的影响。 艺术品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技术进程与发

展的缩影。古代的艺术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储存了古代技术文明的信息，我们通过

艺术作品所使用的工具、材料可以窥见当时技术发展的水平。清代中期科学技术

有了较大的发展，冶铁技术高度发展，因此石刻工具得到了较大提高，从而使石

雕的各种技法得以实现成为可能。例如山陕会馆中最突出的石雕技术是透雕，这

在明清以前的石雕作品中是很少见的，这正是冶铁技术的进步，因而使刻石铁工

具得到发展。冶铁铸造技术的进步与高度发达，使重达5万公斤、高达28米的铁

旗杆铸造成为可能。铁旗杆历经几百年丽依旧屹立于山陕会馆前面不被腐蚀损坏，

体现了古代工匠利用矿物质材料，通过化学和物理科学手段所进行的菲凡创造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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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所有这些意味着古代工匠全面驾驭自然材料的能力，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设

计的表现形式。另外，琉璃烧制技术日益完善，工匠们控制火候，釉料的配置更

加科学，色彩更加丰富，饰面更加均匀、光洁度也更高，建筑的模数华、建筑装

饰构件的高度标准化、以及一些装饰手法的程式纯，都充分说明了建筑及建筑装

饰技术的网益成熟、。

(四)时代艺术风格、文化素养的因素 一方面，艺术创作的时期不阕，会

导致其艺术风格的不同。各个时代的人们受着特定社会实践内容和社会思想的影

响、制约，形成那个时代审美意识支配和规范下从事美的创作，其艺术设计风格

和审美趣味自然会出现出时代的特点来。另～方面，出资商人的文化素质、审美

趣味和民阌雕亥l王匠的设计和工艺制作水平相对较高。它要求工匠不但具备娴熟

的技术，而且还要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能够因材施艺。在重文之风依然昌盛的

清中时、南阳浓郁的文佬氛盈耳濡隧染了民间艺人，也给民间艺人以熏陶和艺术

养分。南阳境内的镇平石雕、镇平玉雕、蒲山石雕等就非常有名。参与会馆建筑

装饰的本地工匠艺人不在少数。加之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的参与，这些都给会馆

装饰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出建筑装饰的精巧，不仅得益于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与工具的不断改进，而且{!导益予出资商入的文化素养、审美趣味、

工匠的经验与加工制作水平的提高，这些因素促使建筑装饰向着不断繁琐精细的

方向发展。

(五)儒、释、道等多元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 宗教对艺术的影响十分显著，

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在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

中，明显地反映了这个因素的影响。社旗由陕会馆不仅是一座集中国古代南北建

筑风格于～体的雄伟建筑群，而且其艺术表现范围广阔，它的建筑设计和装饰风

格，突出了山陕商入的经营理念，信佛、敬道、崇儒，是儒、释、道完美结合的

典型民间艺术瑰宝。从而满足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的不同心

理需求，不同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心灵的慰籍，使多元文化在这里共同和谐相处，

发挥作用，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开放融合的心理状态。会馆建筑装饰艺术，一

方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宗教宣传品，另一方面它体现了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

为人类艺术宝库留下丰厚的财富。

总之，正是由予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才使社旗出陕会馆建筑艺术气势宏伟，

建筑装饰技艺精湛，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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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种类和空间分布

(一)建筑装饰的含义及主要种类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装者，藏也，饰者，物即成，加以文饰也。’’意

思是说，装饰是物质产品完成之时，文饰美化外表的附属物。从这个意义上说，

建筑装饰就是对建筑物实体的外表进行美化文馋。因此，我们可以说，建筑装馋

就是运用工艺和技术手段，对建筑物进行修饰打扮，使其更加完美、更利于人们

的使用和观赏。①事实上，建筑装饰不仅仅是为了使其更加完美，建筑装饰也有其

深刻的文化蠹涵，有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方面的功能作用与目

的，因此，建筑装饰艺术是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是依附于建筑实体而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建筑造型艺术的发展和深化。圆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十分重视建筑装饰。并且强调技术的表现，故装饰范固和

表现形式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宫殿、民居、而且表现在陵墓

建筑中。例如：殷商时代统治者陵墓的椁板上就有雕刻和彩画，安阳小屯考古发

现有殷代壁画残片。郑州殷商遗址出土的二里冈宫殿青铜门砧饰件，是现知最早

的建筑金属装饰构件；河南郑州市石佛小双桥村出土的青铜饰件是齑代建筑饰件

的代表作。瓦当是战囡保存至今最多的建筑饰懿⋯⋯中国古代建筑采用的是木构

架结构方式，因此，建筑装饰与木构架形成了血肉之体，建筑装饰有着丰富的内

容，中疆古代传统建筑装饰部位及内容有脊饰、瓦饰、檐廊、顶部装饰、内外檐

装饰、门、窗、栏杆、柱础、雕刻、彩绘等。

建筑装饰是建筑艺术表现的主要内容，它是依附于建筑实体而存在的～种表

现形式，是建筑造型艺术酶发展和深化。在社旗由陕会馆建筑中，无论是大门入

口，还是过厅大堂；无论是屋脊山墙，还是梁架柱枋；无论是门窗隔扇，还是檐

板栏杆，只要条件许可，都饰有精美的装饰。它们的装饰都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

雕、木雕、砖雕及彩绘等工艺做法，结合当地的技艺特色，使会馆装饰呈现出风

姿多彩的地域风貌。从建筑结构学和工艺美学的观点上看，它的紧密性、对称性、

艺术性、及内部的不可分割性，都具有很高的美学和民俗研究价值。

。杨飞‘建筑——中国文化速成读本》北京。中凿文史出版社，2004、1，p5
9朱仁蒋生编‘建筑装饰设计概论》，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10，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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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山陕会馆建筑以石、木、砖、及琉璃为主要建筑装饰材料，因此，社旗

山陕会馆建筑的主要装饰手法是雕刻、彩绘和琉璃。从外墙到内部构架，无论是

梁、枋、柱，还是门、窗、檐等都作了不遗余力的修饰。从雕刻内容到雕刻形式，

会馆建筑装饰达到了质、形、色的审美统一。

建筑装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制约性，那就是它必须与建筑体紧密结合，雕

饰的对象既是建筑构件，也是建筑装饰。建筑构件的大小、比例、位置和材料决

定雕饰采用的构图和手法。在局限和制约下，充分发挥制作工艺多样性的特点，

使限制和约束成为刺激工匠施展才华、积极创新的有利因素。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及建筑装饰都属于我国古代传统建筑体系，其建筑及建筑

装饰既吸收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及建筑装饰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山西民居、陵

墓装饰、江南园林的一些装饰艺术手法，从而使社旗山陕会馆建筑更具个性特征，

装饰更加精湛。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郑孝燮二先生就对社旗山陕会馆的建筑

装饰大家赞赏，称会馆装饰是：“精雕细琢，锦绣装成。"贴切地说明了社旗山陕

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的精巧和极高的审美价值。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主要包括大量精美细腻的石雕、繁缛复杂的木雕、少

量精巧的砖雕、色彩华丽的彩绘以及屋顶、照壁富丽堂皇的琉璃装饰，加上楹联、

匾额、壁塑等使整个会馆的装饰美伦美奂，其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更使人们流连

忘返。

(二)石雕

在上古时期，中国许多地区出现了石刻岩画。石工，在殷商时代就列入六工

之一；汉魏六朝都有极著名的石刻流传于世；南阳也有著名的汉画像石雕刻。唐

宋以后，特别是清代大量以石雕装饰建筑物风靡全国，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石刻

能工巧匠。加之科技的进步，刻石工具的改进，他们不仅能在坚硬的岩石上刻画

出精美的图画，还能把图案镂空，使其形象更生动，艺术感染力更强。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中，石雕艺术成就最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

令人称奇。大量的石雕及石柱础不仅使建筑更加坚固耐用、美观，也象征了社旗

山陕商人在社旗开创的基业更加牢固和长久。

1、石雕的种类

石雕作为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主要形式，其工程庞大。石雕装饰多用于

建筑的墙基、壁芯、抱鼓、栏杆、牌坊、基座及大量的石柱础。如果从雕刻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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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社旗山陕会馆石雕可分为圆雕、浮雕、线雕和透雕，其中透雕最具特

色，也最为耩美，是社旗出陕会馆石雕艺术的亮点；如果按功麓分，则可分为装

饰性雕刻、主体性雕刻、石牌坊及大量的石柱础；如果按造型元素分石雕则可归

纳为植物类、动物类、虚拟神兽类、人物类、神他人物类、器物类等。会馆的石

雕工艺精湛，艺术性很高。它既有元代雕刻粗放雄浑的神韵，(山西建筑装饰的石

驻艺术受元代影响极大，元代石雕具有豪放雄浑的特点，社旗出陕会馆是虫陕离

人建造的，因此，必然带有山西石雕的艺术特点。)又有清代雕刻细腻流畅的格调；

既有南方的秀丽典雅风格，又有北方简练奔放的特点。

2、石雕的空间分布

社旗山陕会馆石雕分布非常广泛，按从前至后顺序排列，从南至北，石雕分

布在照壁须弥座、国山门南面圆雕石狮、铁旗杆须弥座、悬鉴楼甬道大量的石柱础

雕刻群，主体性雕刻、悬鉴楼戏台下部石雕、大拜殿前月台石栏雕刻、神道高浮

雕、石牌坊、八字墙主体性雕刻、药王殿、马王殿前的石栏雕刻以及大座殿、药

王殿、马王殿的柱础雕刻等。

3、石雕的题材内容

石雕的题材十分丰富，按造型分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动物类主要是各种兽、鸟、鱼、虫以及虚拟动物类如龙、凤、英招◇、

雷公、麒麟等。在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中，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石雕中运用得

最多的动物是狮子，其次是龙、麒麟，其它有虎、英招、骏马、牛、猿、驴、羊、

鲤鱼、蜘蛛、蝙蝠、喜鹊、仙鹤、鹅、雉鸡等。狮子是百兽之王，性凶猛，它是

由吉波赣传入我国的，用来象征人世的权势、富贵，镇宅驱邪，多用它守卫重要

建筑的大门，以壮威势，是中国建筑不可缺少的重要陈设艺术品。社旗山陕会馆

出门前熊一对狮子，既雄伟刚健又和蔼可亲，既增加了由门的气势，又显得活泼

可爱。龙的形象是中国统治者的象征，一般不允许民间建筑装饰龙的形象，由予

由陕会镶是搿关帝’’庙，嚣此拔高规格，破例运用了龙的形象。另努，据传说当

社旗山陕会馆落成后，慈禧太后得知赊店会馆建筑构造奇巧，“三雕”精美，便钦

定“赊店出陕会镥静为她的第七行煮，并书写“龙"、“虎’’二字嵌进大殿墙壁，

以显示龙位虎威。@社旗山陕会馆石雕艺术中运用龙的形象较多，如神道下面的

蛰须弥痊，怒戮佛教幻憋审须弥由静样子铡残，较为神圣。刘英，《谈游常陵寝中酶嚣雕文纯及其艺寒≥，《瀵

族研究》。2004第4期

曲一种人面，动物身子，长着鸟翅的慨兽，这种石雕在别的地方很少发现，唯在社旗山陕会馆有此石雕艺术品。

尊李淑芳《技旗山陕会镶建筑装饰群巾鳇艺术文化内涵研究》安用师范学院摄，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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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口”高浮雕，以及石牌坊柱头上的透雕蟠龙，须弥座、柱础上都有龙的雕

刻。麒麟、虎、蝙蝠、鹿、鹤等奇兽瑞禽也在石雕中得到恰当的运用。(图5～10)

图5山陕会馆悬鉴楼前东石狮 图6石牌坊中坊西柱夹杆石顶麒麟石雕

图7石牌坊夹杆石顶麒麟石雕 图8大拜殿明间石狮柱础

图9石牌坊夹杆石顶老虎石雕 图10大拜殿明间石麒麟柱础

(2)人物类在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中，人物类造型大多是历史人物、戏

曲人物、神话故事、仙化人物等。历史人物大多选自三国故事。如《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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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刘备跃马檀溪”、“赵子龙大战长坂坡”、“杯羹之让”等石雕；大拜殿两侧八

字墙，东墙为唐代人物“十八学士登瀛洲”，西墙为“渔樵耕读”。戏曲人物主要

雕刻有戏曲人物故事场景，如戏台前的石栏板上共雕刻十一幅浮雕戏曲人物故事，

明间有五幅戏曲节选场景“舜渔雷泽”、“朱买臣砍樵”、“六国封相”、“舜耕历山”

和“赵匡胤输画山”片段画面，前四幅组合成传统的雕刻题材“渔樵耕读”图。

楼西次间石栏板雕刻三幅画面为“职贡图”、《三国演义》中的“走马荐诸葛”、“商

旅图”；东次间石雕分别是“戎边图”、“程咬金三挡杨林”、“押囚图”。在悬鉴楼

北侧，明问西侧柱础东立面上雕有《白蛇传》“水漫金山”的法海、白娘子像，东

侧柱础的西立面上雕刻弥勒佛像等；悬鉴楼中心部位的四金柱柱础束腰处的人物

故事浮雕是整个会馆柱础雕饰的精华，如“申公豹拦姜子牙”、“麻姑献寿”、《二

十四孝》中的“杨香扼虎救父”、“杜康造酒”、“刘伶醉酒”等。另有“八爱图”

之“米元章爱石”、“陶渊明爱菊”、 “俞伯牙爱琴”、“周敦颐爱莲”及民间传说

“东方朔献桃图”、“关公夜读春秋成神图”、“文君新寡图”等。

另外，柱础上还有“渔樵耕读图”、“八爱图”之一“孟浩然踏雪寻梅图”，《二

十四孝图》之“老菜子娱亲”和神话传说“女娲炼石补天”以及历史传说“姜太

公垂钓"和戏剧故事“三娘教子”、“黄鹤楼”、“书生赶考”、“农夫逸乐”、“麒麟

送子”等。

大拜殿前的石牌坊中夹矸石雕“八爱图”分别为“余伯牙爱琴”、“陶渊明爱

菊”、“稽康爱竹”、“王羲之爱鹅”、“林和靖爱鹤”、“孟浩然爱梅”、“周敦颐爱莲”、

“米元章爱石”。上面平板坊及周围南面分别为“周文王访贤”、“王羲之爱鹅”、“八

仙庆寿”、“鹿鹤同春”、“福禄寿三星”、“李白骑鲸”、“杜甫夜读”等石雕。北面

为“五福庆寿”、“卖华山”、“赵颜求寿”石雕。坊顶饰《封神演义》“赵公明下山”

石雕等。(图11一12)

图11石牌坊中坊顶部福禄寿三星石雕 图12石牌坊顶部仙人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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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植物类在社旗山陕会馆石雕艺术中，植物类运用最多的是荷花(莲花)，

荷花以其高洁艳丽以及出污泥而不染而被文人画家赋予很深的寓意，往往将其拟

人化，也以荷花比喻人格的高尚。佛教更是把荷花作为佛教的符号象征。因此，

荷花大多雕刻在石基座及石柱础上。其它植物有梅、兰、竹、菊、桃、石榴、金

橘、柳、莲、佛手、兰花等植物形象。它们的形象屡屡出现，成为会馆装饰反复

强调的主题，从而使石雕艺术呈现出花团锦簇、富丽堂皇的效果。另外还有几何

纹常用于石雕边框的装饰，从而使石雕装饰更加整齐美观。需要说明的是，在具

体雕刻装饰中，上述几种题材内容，往往或单独使用，或结合运用，以复合的组

合型更为普遍，从而使石雕画面中人物、动物、植物、瑞兽、器物等综合到一起，

使雕饰更加自然生动。(图13—16)

图13石雕柱础植物图案 图14石雕柱础植物图案

l

铲”誓一0。誓’≯誓泌

图15八字墙石雕《渔樵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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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石雕柱础植物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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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植物图案

4、石雕的艺术表现

(1)多层次雕刻综合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线雕、透雕等手法，而社旗山陕

会馆石雕艺术最具特色的还是透雕技法的运用，使笨重坚硬的石头在工匠艺人的

手下变得玲珑剔透。并且工匠艺人能够因势施雕，根据不同的地方选择恰当的方

法，从而使石雕呈现出细腻深入、灵巧多变的艺术特色。例如：在照壁的须弥座

上，方形柱础的立面上的雕刻运用平面浅底平汲雕，图案装饰性强，效果突出。

在神道下的石雕“九龙口"则运用高浮雕与浅浮雕、线雕相结合的手法，使整个

石雕龙飞风舞，动感与形式感极强，龙头高浮雕的立体感与周围线雕云纹的平面

感形成鲜明的对比，加强了艺术感染力。又如石牌坊顶部的云纹运用透雕，人物

运用圆雕，整个雕刻层层叠叠，富有不同的层次感和空间感，使建筑装饰满而不

乱，流动而有秩序，呈现出清代装饰繁缛精巧的艺术风格，也显示了南方灵秀与

空灵的艺术特点。在机械化程度很低，雕刻设备落后的年代，雕刻出如此高超的

作品，实在令人惊叹。大座殿上四个金柱的柱础富有特色，运用圆雕手法雕刻出

狮子、麒麟形象，其上驮莲花座的柱础，莲花运用浮雕手法，刻意追求不同技法

的并置形式美。圆雕的石狮形象逼真，饱满有力，而柱础仅以线雕雕刻花瓣，以

平衡狮身的圆润，保持柱础整体平稳形象。形成既美观又实用的坚实柱础，以承

金柱的万钧之力。

(2)注重石刻形象的深入刻画

石雕非常注重形象的深入刻画，以表现人物的不同个性。例如，对于刘邦、

刘备、赵云、李白、杜甫、王羲之等世代流传的熟知形象，努力探讨人物性格与

神态的特点，寻找“形"的差异、“神”的特征，使已成定式、大众皆知的人物呈

现出生动的形象。对待不同的动物形象，如麒麟、虎、狮除在外部形象属性上分

别外，也对其神采、特点进行探索。在出现较多的狮子同类形象时，则以细微的

个性特征或动作变化来加以区分。例如月台栏杆上的众多石狮子，有的狮子脚踏

钱串，有的狮子嬉戏玩耍，形象各异，很难找到形象相同的两个。植物、器物、

吉祥图案则以民间形式表现，显示出民俗风格特色。

(3)注重石料色彩与肌理效果

优秀的雕塑装饰作品，除其表现内容深刻与新颖、造型处理生动独特之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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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材料肌理的开发应用上。通过“应物象形’’的设计思维

和“应材施艺’’的造型手法赋予舆体材料内容和形式。一定的材料肌理在装饰雕

塑的开发利用是一种艺术的创造。肌理恰当合理的运用都有助于体现雕塑内涵和

造型语畜的艺术境界。社旗山陕会馆石雕装饰艺术，在雕刻过程中，运用的石材

大多是蔼阳蒲由的青自石。蒲出青自石，石质细腻，纹路胍理精美，色感纯净饱

满，通过工匠艺人恰当的运用从而使石雕装饰增加了艺术感染力，让观赏者领会

了作品所表现的意图。例如悬鉴楼南面山门的一对石狮，笑容可掬，好象在欢迎

来此的客人。此二狮耀自色大理石雕刻，自色的石质飘理使狮子显得温柔华贵，

与官府门前狮子威武严肃的神态俨然两样，雄狮持绣球，雌狮背负、怀抱幼狮，

含笑欠体而立，颇具人情味，表达了“叙乡情，重联谊”、“和气生财”的愿望，

与会馆的功藐十分融洽。焉大座殿中也有一对石刻圆雕狮子，它们是作隽柱础出

现的。这对狮子、选用青石材料，色彩坚实厚重，与狮子负重的形象极其吻合，

石材表面处理的细腻光滑，很好地表达了石狮背负柱础支撑万钧之力的功能，是

实用与装饰的完美结合。

总之，社旗山陕会馆工匠艺入在运用石雕的肌理美与肌理效果方面，运用石

料的软硬不同、色泽、质地各异，造成不同物质质地肌理美的艺术效果，充分凸

显了作liil本质特征，使石雕充满了特有的语言魅力，放丽使观赏者达到赏心悦晷

的审美享受。

(兰)本蘼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中木雕是会馆的又一亮点，也是区别于官方建筑装饰

的一个方面。官方建筑装饰多以《清营造则例》规定在额枋等部位饰以彩绘，民

间建筑则多以木雕形式出现。在清代，像北方的由西，南方的徽州崛起了一大批

富商，最为著名的为北方的晋商和南方的徽商，他们发迹之后纷纷回乡建造豪华

宅院。留存至今的如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梁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等，徽州

地区则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民屠，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传统民屠中装饰了大量富

于深厚文化内涵的精美木雕。社旗山陕会馆是Elj山西、陕西客商出资修造的，其

受山西民居建筑装饰的影响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l、本雕爵空阕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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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中，木雕数量巨大，分布部位非常广泛。主要分布于

建筑檐下的额枋、枋与柱交接的雀替以及具有鲜翳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斗拱之处。

另外在门、框槛、格扇、窗牖、护栏、匾额等处均施以木雕，形成“无木不雕’’

的建筑装饰特色。木雕装饰艺术不仪为会锫建筑增添了艺术品位，同时也形成了

建筑艺术整体的装饰美。

2、丰富的题材内容

由于材质性质的缘故，木雕较之石雕相对容易，因此，工匠艺人更易发挥其

聪明才智：木雕题材杰容也更加广泛、丰富。大体可分隽人文故事、吉祥题材等

类型。又由于木雕的主要部位额枋是长方形的，雀替是三角形的，因此木雕构图

方式更加注重整体性，不像石雕如石柱础那样可以是单个的独立平面，表现志容

相对独立。

(1)人文故事类体现入文思想的内容多根据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曲故

事、民间传说等来进行木雕装饰，并依据不同的建筑功能来悉心选取。比如悬鉴

楼是戏楼，其功能是娱乐场所，因此，在悬鉴楼的额枋、雀替等部位的木雕以戏

剧故事为主。雕刻戏剧故事《白蛇传》等，突出民间性、大众性的特点。而大拜

殿、大座殿、为神殿，与悬鉴楼相比，其文化内涵更丰富，艺术性也更强。因此

大拜殿、丈座殿上的木雕主要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八仙过海》

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来突出其功能性特点，渲染敬神颂佛的宏大场景。雕饰

艺术力求画面逼真，背景清晰，人物形象各界，于姿酉态，精巧玲珑。由陕会馆

的建筑功能很多，因此，雕刻内容也各有差异。一般以人物形象为主体，周围以

山水、花鸟、场景、器物图案辅合，组成入物、函水的完美场景。

(2)吉祥题材类 以寓意吉祥为内容是中国历代最常用的题材，至清代发展

至顶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社旗由陕会馆建筑装饰——木雕，丽样雕刻了

大量寓意吉祥的题材内容。笔者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吉祥图案在会馆木雕中占了

～半以上，大予人物故事。其中，龙风呈祥图案的雕刻往往占据垂面的主要部位，

蒋用吉祥植物相搭配，而植物图案又以缠枝牡丹为最多。牡丹索有“花王"之称，

其花朵华鼹丰硕，枝繁叶茂焉为民闽所喜爱，被视为富贵的象征，唐宋以后，尤

为人们称道，因此在会馆的术雕装饰中被广泛应用。这种内容的雕刻有时单独存

在，有时与人文故事雕刻组合在一起，以满足建筑装馋的需求。本来龙凤吉祥图

案不允许民间建筑使用，由于社旗山陕会馆为“关圣帝庙’’，因此，在这里龙风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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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图案便被广泛用于木雕装饰之中。例如，大拜殿明问额枋木雕“二龙戏珠”图，

龙体矫健盘旋，围绕朵朵祥云，显示出雄伟壮观的气势。另外，在额枋两侧均雕

饰成龙吻形，此装饰方法将各图置于龙头之间，既有吉祥寓意，又增添了威严的

气势。其它吉祥寓意图案木雕，如“加官进禄”、“鹿鹤同春”、“童子抱如意”、“马

上封侯”等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特色，加强了建筑的文化内涵。建筑的门、窗上

的木雕也十分考究，如木雕花格扇门、绦环板上分别调“凤凰麒麟”、“二狮斗宝”、

“天马神鹿”等。群板分别雕“古城会”、“关公访贤”、“玉泉山显圣”以及插花

宝瓶等图案，其构图风格与清代木刻版画相近。(图17—20)

图17悬鉴楼额枋木雕一一龙游牡丹及《白蛇传》人物场景

图18悬鉴楼额枋木雕～一龙游牡丹及《白蛇传》人物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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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大拜殿北檐明间额枋中段木雕

图20大拜殿北檐西次间额枋东段木雕

3、雕刻手法多变

社旗山陕会馆木雕雕刻手法灵活多变，采用了阴刻、阳刻、浅浮雕、深浮雕、

透雕、圆雕等多种雕刻手法。有的地方运用一种方法雕刻，以体现雕塑语言的单

纯性；有的地方则运用几种方法雕刻，以追求不同技法的并置，形成技法的对比。

悬鉴楼北面抱厦明问额枋木雕分两层，上面额枋用浅浮雕与深浮雕技法雕刻戏曲

故事《白蛇传》，下面额枋用浅浮雕、深浮雕和透雕技法雕刻《二龙戏珠》图案。

两列木雕表现风格不同，《白蛇传》图案以六个情节展开委婉动情的场景描述，雕

刻注重人物神态表现，画面平静、细腻，变化和缓，柔情似水。雕刻技法非常贴

切地表达了人物性格与表情，造型与内容相适应，显示了柔美凄切的艺术风格，

增强了木雕艺术的感染力。《二龙戏珠》图案采用浅浮雕、深浮雕、透雕技法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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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运用，使画面层次感、空间感、体积感更加强烈，戏珠之龙游动于花叶枝蔓之

间，活灵活现，显得壮丽生动，充满阳刚之美。两种风格不同的雕刻画面并列出

现在戏楼的上方，使戏台充满了不同艺术风格的对比，增强了舞台装饰的丰富性。

同时也使戏台建筑装饰艺术与戏曲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获得了和谐之美。在大

拜殿、大座殿的额枋及雀替、斗拱部位，都有很多大型木雕画面，如大拜殿东次

问额枋，透雕神话传说“蟠桃会”；西次间额枋透雕“八仙过海”，场面宏大，气

势雄伟，画面空间分布得体，线条优美流畅，局部造型洗练舒展，但整体装饰繁

密细致。据实际测量，主体建筑大量精美的透雕装饰，深度可达12厘米至15厘

米。突出了重点建筑物装饰的主体地位。而在药王殿等陪衬建筑装饰中，额枋则

以浅浮雕、阴线刻技法雕刻出书卷、蕉叶、宝剑、如意、拂尘、古琴等“八宝”

及仙桃、佛手、西瓜块等供果造型，谓之“八宝吉祥”图，较好地体现了富贵吉

祥的装饰追求。与之相对称的马王殿的装饰内容也是变异的“八宝”图案。这些

雕饰图案讲究画面的平面化，造型逼真、洗炼大方，从而与主体建筑装饰形成繁、

简对比，体现了主体建筑的尊贵。雀替部位也都以不同手法，充分利用有限的空

间进行木雕装饰。大拜殿南檐的耍头做成圆雕龙首形状，体积感很强，整齐划一，

排列成行，极为壮观，造成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图21 山陕会馆装饰性斗拱木雕 图22山陕会馆格扇门绦环板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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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山陕会馆额枋牡丹木雕局部

图24山陕会馆雀替人物木雕

4、表现形式鲜活

社旗山陕会馆是民间建筑，木雕艺术是其建筑装饰的重要特征。而木雕的表

现形式又极为鲜明，显示了独特的艺术个性。

(1)建筑的特性与表现形式我们知道，传统宫殿建筑中额枋、雀替、斗拱

部位的装饰最主要的方式是彩绘，而且有严格的程式与等级区别，以彩绘丰富的

形式、华丽的色彩来衬托建筑的豪华壮观。传统民居如徽州民居、【li西民居等则

多用木雕的形式装饰建筑，来显示民居建筑的精美。民居建筑与宫殿建筑相比，

宫殿建筑装饰严谨，而民mJ建筑装饰表现形式则灵活多变。例如，民居建筑装饰

用木雕装饰来区别于宫殿建筑装饰，但它又吸收了宫殿彩绘的构图形式、表现内

容并把它运用到木雕装饰中。如在额枋的中问雕刻“二龙戏珠”就是吸收了和玺

彩面的方式，而在“二龙戏珠”两侧及雀替上的雕刻则吸收了苏式彩绘的形式内

容，刻画一些山水、花鸟画面或一些人物故事、博占、器物等，使雕刻显得活泼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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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蘼与彩绘结合魏表现手法琵闽建筑额搪、斗拱、雀替部控除了疆本

雕的艺术形式来装饰建筑外，在～些重要部位还采用了木雕与彩绘结合的表现手

法，从而使民间建筑装饰表现形式更加鲜活。如悬鉴楼、大拜殿、大座殿等重要

部煎熬装饰就采用了溉雕刻又彩绘的方法，也就是在本雕的基吾凄上，再进行彩绘，

甚至有些部位还大爨豹贴金。雕刻画面多姿多彩、繁丽有寄，侵木雕装饰更加富

丽堂皇，建筑更加雍容华贵、生动活泼，其形式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

(3)本雕的绘蕊性与民俗热特征本雕的制作，一般是先逦圈稿，群转馨到

木料之上，而后雕刻。从菜种意义主来讲，它本身就是绘燕圈式盼实物褥现。震

绘画图式进行雕刻，是社旗山陕会馆木雕艺术的～种方式，社旗山陕会馆木雕有

很多雕刻的垂面都其有绘画性豹特点。例如大拜殿雀替《弱游记》等雕刻，都具

有穰强的绘匦性特点。另外，鞋旗由陕会镶木雕艺术，喜欢选取戏戚情节、历史

故事、以及具有吉祥寓意的动物、植物等内容，反映了人们希冀幸福、平安的心

里向往，因此，木熬装饰具有鲜嬲的民俗性特征。这也是由山陕会馆的功能性及

民闻性特点所决定的。

总之，会馆木雕从材料应用、雕刻手法、题材寓意、构图形式与整体风格等

方面都体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四)砖雕

砖雕，既是建筑材料，又是激饰材料，在我国民居建筑中广泛使用。光论是

j芝方豹={匕索霆合院、由蓖民屠，还是南方豹徽州住宅都有精美的砖雕装饰。清代，

砖雕装饰艺术发展到顶峰，艺术水平极高，成药孛国建筑装饰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部分。社旗山陕会馆是山陕商人集资建造的民间建筑，必然受到山西民居建筑装

豫豹影晌，因此砖雕也在会馆建筑装饰孛得到应用。这些砖雕与会馆建筑巧妙丽

密切避结合在一莛，取褥了良好的装饰效粟，向入嚣震示蓑浓郁酶民族风格与逸

方特色。

社旗山陕会馆砖雕分布于建筑墙体的墀头、门楣、边樵、额饰等处。有的也

是于屋顶装饰、石雕边框及单独成幅的砖蘼艺术晶。虽然社旗出陕会镶中砖雕装

饰比起石雕、木雕少了很多，但其砖雕的艺术水平却非常高。例如在照壁南面的

砖雕图案为“五龙捧圣’’、“风穿牡丹"、“鹤立脊莲’’，①，三幅砖雕横向排列，镶

嵌在照壁孛闻，聂耩美又大气。在药王殿的拜殿蒋檐衮蘸墙上部獒鬓头上，造型

回此三懈砖雕为后来补上戎的，原来是琉璃激，后被战火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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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亭龛式，上下浮雕花鸟、动物及博古架图案。亭龛正面雕《：二十四孝》之“黄

香扇枕温衾”图；“杨香扼虎救父”、《水浒传》之“武松打虎”及“八仙”、“东方

朔献桃”等仙人造像，其主题为忠孝吉祥。内侧墙面浮雕天官怀抱如意图；上部

曲头中雕团狮、团象等瑞兽。在会馆两侧的陪衬建筑马棚屋脊上装饰有模制的牡

丹脊饰，在屋顶正中装饰有宝瓶、脊兽等泥塑砖雕装饰。(图25—28)

图25照壁南面的砖雕“凤穿牡丹” 图26照壁南面的砖雕“鹤立青莲”

{{懑

～一

图27屋顶正中宝瓶、脊兽等泥 图28屋脊牡丹泥塑砖雕装饰

塑砖雕装饰

马王殿前檐之砖雕墀头雕饰图案多为麒麟、虎、鹿、凤等动物、花鸟造型，

侧墙面无天官造像，上曲头雕团菊瓣。另外砖雕的隔额与匾额内砖雕题字，如“升

自阶”、“阅其履”等精致典雅，使整个墙体与建筑成为和谐的统一体。总结以上

内容，砖雕形式与题材可归纳为三类：一为云龙、卷草、书卷、菱形花、曲角等

装饰性图案，多分布在额饰等处、作数层叠状排列，古朴清丽、具有较好的装饰

效果。二为吉祥器物图案，代表作是西廊房北腰门门楣上之砖雕壁面，上部为砖

雕屋顶、斗拱，下部壁面集鼎镬、宝瓶、如意、花篮等多种吉祥器物于一图，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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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谐，寓意吉祥，刀法细腻流畅，工艺精美。三是墀头砖雕。墀头是古建筑砖

雕装饰的重点部位，砖雕技艺在此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墀头部位多为亭龛造型，

亭龛之三面则高浮雕各类人物故事图。(图29)

图29山陕会馆主院西腰楼墙门砖雕

(五)琉璃

琉璃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应用的历史很久，“秦砖汉瓦”就说明了中国建筑的瓦

早就诞生了。中国的琉璃瓦是由陶瓦演变而来的，琉璃在北魏时期得到发展，在

建筑上大量使用。隋唐时期的“唐三彩”标志着当时琉璃釉料配方和琉璃的烧制

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清代，建筑琉璃屋面的构件己发展到高度的标准

化和程式化，施工技术也高度成熟，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瓦件类，二是脊件类，

三是饰件类。

中国建筑因屋顶的精美造型与复杂多变的起翘而得名，除了独特的木结构变

化无穷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饰面材料一琉璃在建筑艺术效果中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琉璃色彩丰富，鲜艳夺目，从而使建筑屋顶“如晕斯飞”、“美

伦美奂”，显示出中国建筑的艺术魅力与风格。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琉璃装饰主要体现在主体建筑的屋顶装饰与照壁装饰上。

1、屋顶的琉璃装饰

屋顶琉璃装饰历来是我国古建筑装饰的重点部位，会馆之屋顶装饰集历代各

家之长，既有传统色彩，又有奇妙的变化，使得屋顶成为装饰性极强的一部分。

悬鉴楼高18．36米，为三重歇山式建筑，三重檐翼角高挑，形成优美的曲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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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悬鉴楼楼顶饰以彩陶制成的五脊六兽，楼脊正中装饰一座陶制的三重檐歇【lJ

式琉璃阁楼模型，阁楼内塑7*4"tli、观音像，四檐柱柱面雕楹联，门楣雕哺额，刻

“天五尺”、“如是观”等。阁楼底座两旁为龙吻，中部为持杵韦驮像。阁楼系整

体烧制成型，主体绿色，黄、褐点缀，顶部设四链，链由坡面上四个琉璃力士像

牵拉固定于南北屋顶坡面。阁楼两N市ITt向分立两琉璃狮，狮背驮宝瓶，正脊两面

装饰龙吻。在狮与龙吻之间分立“八仙”与葛仙、酒仙、刘海、青帝等十二仙人

塑像。正脊北面饰“龙游牡丹”图案，南面饰“双凤朝阳”图案，重脊上饰麒麟、

海马等，侧面边为云龙图案。戗脊侧面饰卷草图案，上立兽饰，翼角顶部立四武

士，下立套兽。悬鉴楼坡面是绿色琉璃，以黄琉璃瓦在中心部位铺成菱形方心，

更增加了屋顶金碧辉煌的装饰效果。

大座殿高23．14米，重檐歇山顶，八角高挑。正脊刹也立一座琉璃阁楼，阁楼

下为绿琉璃莲台，台下基座中塑和合二仙像，楼顶立麒麟驮宝瓶，两侧是大象驮

宝瓶及八个骑马仙人，正脊两端为龙吻，重脊、戗脊两侧为缠枝牡丹浮雕图案，

脊上饰雄狮、龙、走兽等，大座殿四角各塑武士形象向下俯视。特别是固瓦的钉

帽处理为排列整齐的黄釉小罗汉造型，起到了点缀作用，生动活泼。其他陪衬建

筑大拜殿、钟楼鼓楼、药王殿、马王殿、廊房的房顶也都有大吻、瑞兽、仙人、

武士等脊饰，正脊、重脊大多以缠枝牡丹、龙戏珠、浮雕装饰。

总之，山陕会馆的主体建筑屋顶琉璃装饰设计豪华气派，造型生动，丰富多

变，其整体造型庄重肃穆，但又不呆板机械，其色彩搭配，形体组合，造型处理，

空间穿插等都极尽完美，反映了古代工匠琉璃制作的丰富艺术想象力与高超的工

艺水平。(图3卜33)

图30 山陕会馆屋顶琉璃装饰 图31 山陕会馆脊角武士琉璃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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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山陕会馆屋脊套兽琉璃装饰 图33山陕会馆屋脊套兽琉璃装饰

2、照壁的琉璃装饰

照壁又称影壁，是中国建筑中特有的建筑形式，无论官方还是民居建筑中，

很多都有照壁。在山西民居王家大院、乔家大院中都有照壁。它的功能一是阻挡

外人视线以增强空间的秘密性；二是照壁的装饰功能。照壁建造得气势雄伟，能

起到引人入胜的艺术功效，使整个建筑群显得更加巍峨壮观。另有一种说法，从

风水观的角度照壁有避邪的作用。所以，人们十分重视照壁的作用，对它的装饰

也格外重视。

社旗山陕会馆照壁高10．15米，宽lO．55米，厚1．45米。单檐歇山顶，青石须

弥座，以青砖砌框，顶以黄绿釉琉璃瓦覆盖，正脊中间置狮驮宝瓶，，狮子双吻，

两旁分立1111人、狎鱼、海马等神兽。画面以绿色琉璃雕双竹节为框，最下部置黄

色仰覆莲，仰覆莲上部南北各嵌三组图案。照壁南面在色泽艳丽的琉璃环中镶嵌

三幅砖雕“五龙捧圣”、“凤穿牡丹”、“鹤立青莲”图案。北面镶嵌三组图案，左

为“四狮斗宝”，上置变形“渔樵耕读”图，中雕“鲤鱼跳龙门”，右雕“雄狮斗

麒麟”，上面是穿长袍男子静观形象。三幅画面两端嵌有对联，内联：“经壁辉光

媲美富，羹墙瞻仰对英灵”，外联“豪气已吞吴并魏，庥光常荫晋与秦”，横批“义

冠古今”四字。横批四周以缠枝牡丹为框，框上中部饰观音像，横幅两侧，分别

镶嵌十二个“福”字，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寓意月月有福，连年和好，富贵常在。

“福”字下面，左为荷花图案，右为牡丹图案，『F中镶嵌一神兽日“獬豸”，凸出

壁面，作向前俯视状。传说这种神兽能辨曲直，可除恶扬善。

照壁设计巧妙，衔接严密，臣H富丽踅皇，又和谐流畅。并运用圆雕、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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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等雕刻手法，使画面的造型变化微妙，富于层次感和装饰性。复杂的艺术表

现方式经过工匠的巧妙设计构思，分组雕饰，精心安装修筑，形成崇尚宗义、信

誉经商的象征性载体。(图34—35)

图34 山陕会馆琉璃照壁北面 图35琉璃照壁北面装饰“狮子斗宝”

(六)彩绘

中国建筑的彩绘从汉朝建筑定制以来，就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源。由于中国

建筑木结构的防腐需要，对木材必须作防腐处理，这个防腐处理的过程逐渐发展

演变成彩绘这一中国建筑独有的装饰形式。

清代彩绘已形成固定的模式，主要有和玺彩绘、旋子彩绘、苏式彩绘等。社

旗山陕会馆属于民间建筑，没有沿用以上几种彩绘格式，而是采用雕、绘结合的

手法，既雕又绘，在雕刻的基础上再进行彩绘，同时它吸收了官式彩绘的一些方

法技巧，但又不是生硬的照搬，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艺术处理，那就是采用民间

艺术手法，从而显示出社旗山陕会馆彩绘的独特性。宫廷建筑彩绘是在平面上进

行的，因此，其彩绘效果整齐、规律，富于秩序美。而山陕会馆建筑彩绘是在木

雕上进行的，由于木雕的凹凸不平，在光影的作用下其体积感非常强烈，再加上

艳丽的彩绘，大量使用金箔立粉技法，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虽然社旗山陕会馆建筑彩绘历经风雨侵蚀，已经逐步消色褪去，但我们仍可

以从其留下的隐约痕迹中窥见当年的华丽面貌。位于悬鉴楼戏台上部、大拜殿过

梁与后檐额枋、雀替等建筑物内部的彩绘仍有部分保留，并能看出当年贴金量非

常大。所用颜料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矿物质颜料如石青、石绿、白、黄、赭石、黑

等。在木雕上进行彩绘之后，再运用立粉技法，粘贴金箔。因此，悬鉴楼、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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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等主体建筑装饰显示出金碧辉煌、热烈华贵的气氛。还有一种彩绘是在梁架、

斗拱上直接进行的，如悬鉴楼戏台两次间梁架，以土朱色为地，以黑、白、蓝、

绿等色绘制龙、云、梅、兰、竹、菊、牡丹等图案。以暖色基调塑造出喜庆热烈

的娱乐环境，增强戏楼的功能特点。大拜殿内两根粗大过梁，绘以蟠龙彩绘图案，

龙身成S形，龙尾扭合，加强了龙的曲折变化，龙首扭转回看，龙爪腾空，有运

动感的祥云簇拥在龙的周围，画面呈现出热烈的装饰性绘画特点，而不再是和玺

彩画中龙的图案性表现形式。梅、兰、竹、菊、牡丹则以实际形态作为图画蓝本，

构图简洁淡雅，具有淳朴的民间生活气息。大拜殿的彩绘色彩多用冷色调的青、

绿、黑、白几种，檐柱上部堆塑兽面像多用红、青、蓝色，来衬托神殿主体建筑

的肃穆感。社旗山陕会馆彩绘是以木雕和彩绘结合的艺术手法，木雕的造型和丰

富艳丽的色彩结合在一起，呈现出鲜明的民间艺术特点和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

(图3卜38)

图36大座殿南檐明间额枋彩绘木雕“群仙会”

图37大座殿雀替彩绘木雕 图38 大拜殿明间大柁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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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楹联、匾额

中国画讲究诗、书、画、印的结合。同样道理，在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楹

联、匾额是建筑装饰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楹联、匾额集雕刻、书法、

文学于一体，通常楹联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讲究对仗工整、琅琅上口、

寓意深远、借景抒情，能够提升建筑装饰的文化品位，因此，山陕商人十分重视

楹联、匾额在建筑装饰中的广泛应用。不但楹联、匾额本身的艺术造型丰富了建

筑艺术，而且通过其文字内容，深化了建筑艺术的内涵，可以说楹联、匾额是会

馆建筑装饰的点睛之笔，它起到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作用。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群中楹联、匾额分布非常广泛，几乎每座建筑都有楹联、

匾额装饰。照壁、悬鉴楼、石牌坊、大拜殿、大座殿、药王殿、马王殿、道访院

及其它陪衬建筑钟鼓楼、东西马棚、廊房都有楹联、匾额。据资料记载，仅在大

拜殿内，原来悬匾就达三十余块。上下左右层叠排列，十分壮观。最为绝妙的是，

在悬鉴楼的屋顶装饰性阁楼模型上也有“天五尺"、“如是观’’的匾额出现，可见

楹联、匾额是无处不在。楹联、匾额制作手法多样，展示了不同质地、材料的艺

术效果。例如琉璃楹联、匾额色彩华丽，多姿多彩；石刻、砖雕楹联、匾额道劲

有力，金石味十足；木牌楹联、匾额，有的金底黑字，有的黑底金字，对比强烈，

金碧辉煌；还有铁铸的楹联，铁旗杆上的楹联，圆润结实，总之，多种材料的运

用，显示了装饰的全面性、多样性⋯⋯加之楹联、匾额书体多变，行、草、隶、

篆俱全，有的工整严谨，有的奔放恣肆，有的苍劲古朴，有的清秀俊雅，呈现出

多种艺术风格。

社旗山陕会馆内的楹联、匾额皆出自当时书坛上的名家之手，例如“悬鉴楼”

几个字是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傅山的墨宝。“虎’’、“龙”二字是慈禧太后的题字，刻

石后嵌于会馆墙内。其它还有明万历进士兵部司马杨继盛的手笔，也有本地文人、

官吏的题字，如相传南阳知府顾嘉恒好题联写字，在此留下不少楹联。这些均给

人以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

楹联、匾额制作工艺精湛，山陕会馆内的所有楹联、匾额，不论阴刻、阳镌，

皆刀法洗炼，点画有致，圆润见力，较好的表现了书法的神韵。另外，会馆内的

楹联、匾额皆引经据典，词雅意深，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

了山陕商人崇文的心态，也说明了山陕商人文化修养较高。例如“悬鉴楼’’出自

《新唐书、魏征传》。“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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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可以明得失。”这里以“悬鉴”命楼，意为高悬之镜，点明了戏楼的娱乐教化

作用，而又不直白的以戏楼命名，含蓄意深，令人旧味无穷。又如“FI之升”、“月

之恒”，“既和且平”皆引自《诗经》等经典名著。“’充分反映了山陕商人的文学修

养。其它楹联、匾额对仗工整，如石牌坊南立面匾书“履中蹈和犹入圣域”，左右

楹联：“上知臣道当然一心翼汉，乃复神庥元量干载佑民”，“仁勇义刚皇汉当年依

柱石”，“精忠大节丹忠永世昭同星”东配坊匾书“威灵显赫”，左右楹联“仰龙德

而展风姿乃神乃圣”，“本鳞经以树骏烈允武允文”。西配坊陌书“正气森严”，左

右楹联“节义克全所以成君子人也”，“纲常元忝此之为大丈夫乎”。书刻道劲有力，

与石牌坊的雕刻相济生辉。弘扬忠义，阐明圣迹，起到了升华拜殿门第的作用。

会馆楹联、匾额是会馆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雕刻精微，神韵天成，成为会

馆建筑的点睛写意之笔，具有鲜明的装饰艺术效果。(图3卜42)

图39悬鉴楼额匾

40 悬鉴楼明间后部匾额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文物⋯版，lJ=，1999、10，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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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山陕会馆照壁北面琉璃楹联

图42山陕会馆石牌坊石刻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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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和艺术特点

(一)民间建筑鲜见的“错采”雕饰

中国古代建筑的民族风格是以其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及时代的发展为基

础形成的，建筑形式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状态，突出了中国人当时的审美意趣和艺

术风貌，从而构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装饰的主流是宫殿建筑、寺庙建筑和园林建筑，其中又以

宫殿建筑居于首要地位。在中国装饰艺术发展史上，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装饰

的社会功能价值就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形成了传统的装饰艺术思想和理论，那就

是以老庄为代表的以崇尚自然，反对雕饰的工艺思想，和以苟子为代表的重雕饰

的思想主张，即自然与雕饰这样一个审美理想的两极世界。重装饰与崇尚自然两

种思想对中国古代传统建筑装饰文化的审美启示就是要不要装饰，装饰什么，以

及装饰到何种程度。自汉代儒家地位居于百家之上以后，儒学的价值取向对中国

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制约着中国古代传

统建筑装饰的审美观，即崇奉“文”、“质’’相谐这一文化品格，建筑装饰的审美

尺度是以儒家基本文化体系为依据的。虽然这样，但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装饰中

仍然呈现出了“错采”与“白贲”两种大相径庭的审美风范。

“错采’’，是一种“铺锦列秀"、“雕缋满眼"、“错彩镂金"式的绚烂绩目之美。

是重雕饰的思想所一直主张的，荀子认为，“不全不粹之不足之为美”，就是说又

全又粹才为美。因此，重装饰思想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奉行。中国帝王宫殿、普

遍都以极尽豪华为能事，用最精良的工艺、最昂贵的材料、最宏大的尺度对建筑

进行最为讲究的装饰，所以在帝王宫殿、坛庙、陵寝建筑装饰上，都可以看到“错

采"的光辉。这种“错采’’之美，在艺术手法上颇多匠意，在客观上符合中国古

代传统建筑装饰的本质要求，使建筑装饰具有了明确的社会政治功能，即荀子的

饰威饰荣思想。∞

“白贲胗，是一种平淡的美。“白贲”《郭氏传家易说》：“《贲》以‘白贲无咎’，

故无色，无色则质全，有天下之至贲存焉。"无色并非没有颜色，而是“绚烂之极，

归于平淡”之色。刘熙载《艺概》说：“白贲占于贲之上义，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

①李砚祖‘装饰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6。P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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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色。’’本色也即无色，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易传》中说：“贲者，饰也，’’“自

赉挣既是一种“饰极反素"得自于装饰又超脱予装饰的美。《易经》贲卦鲜明地主

张饰尚素朴，以自然素质为饰的至高至美的境界。∞这种建筑风格平实朴素的美尤

为体现在封建士子对建筑装饰审美追求上。对以上两种不同的审美形式和理想，

在我国建筑装饰上都一直存在，富殿与民居就是两种装饰截然不同的建筑模式。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虽为民间建筑，但因其商业会馆及“关圣帝庙’’馆庙合一

的多功能性以及会馆为慈禳第七行宫等原因而拔高规格，大照地采用了宫殿的建

筑形式。并且把只有封建帝王才能使用的龙凤形象作为建筑装饰，使社旗出陕会

馆的地位和影响在全国诸商业会馆中最为显赫，成为我国古代民间建筑鲜见的“错

菜”雕饰的范例。

社旗出陕会馆建筑装饰综合了宫殿、坛庙与民居、匿林的精华，采用“错采’’

的装饰思想和审美形式，注重装饰，因此，建筑装饰整体上呈现出装饰艺术中错

彩镂金、雕绩满眼的华丽绚烂之美。不仅“一宇之上，三雕骈美”，而且还装饰了

琉璃、彩绘、铁旗杆、楹联、匾额、堆塑等，还在节匿期闻大量陈设宫灯，刺绣

等陈设装饰品，@使山陕会馆建筑装饰呈现出“满"、“贵”、“精"、“繁"的装饰风

格，一方面说明了山陕商人当时崇尚清代繁缛华丽的主流装饰风格，另一方面也

显示了峨陕裔人巨大的经济实力。

(二)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之清代装饰艺术特色

l、清代主流装饰艺术风格特征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封建体制已经达到非常完善的程度。经

历康、乾盛世的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因此，清代装饰风格也呈现出奢华、

繁缛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家具、服饰、锦缎、瓷器等陈设品上，同时也表现在

建筑装饰风格上。清代社会装饰的泛纯与奢华，使错彩镂金、“雕绩满眼”成为一

种时尚，形成了一种时代性的装饰风格和特征而不断强化。例如从清代的五彩堆

花瓷、景泰蓝到宫廷服饰、刺绣以至家具，无不展现了那种通过“满”饰而表达

的雍容冬丽、戬贵为美的情趣和思想。有些装饰的奢华之风，甚至达到了无以复

加的地步。例如大家熟知的清皇帝专用酒杯“金瓯永固”杯，敷以珍珠、金丝、

象牙、红、蓝宝石等丰繁富丽的装饰，用以显示皇权的高贵与至尊。家居装饰一

。孙媛媛‘文人艺术朴素美的褥学渊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04，02

。‘社旗山陕会馆商业文化初探》。社旗文史办内部资料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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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明式"家具朴实、简洁的风格与程式，一味追求材质的名贵，装饰的富丽。

在上海博物馆家具展厅里，清代家具与明代家具形成明显不同的风格，好多家具

装饰过于繁缛琐碎，以至于造型趋于笨重，甚至失去了艺术的美感而显得纤弱、

堆砌，缺乏一种阳刚之气。清代景泰蓝的制作，装饰花纹此时也更加复杂、更加

繁琐，釉色更多，工艺更细，风格亦走向繁艳华丽。而且景泰蓝还与其它工艺结

合，成为镶嵌配件，使其它物品的装饰风格也更加华贵鲜丽。刺绣与缂丝，在清

代中期也显示出绚烂的特点，手法细腻，色彩清丽，技法上更扩大了合成色的应

用，出现了两面均精的“透缂’’，在同一色调中追求变化的“三色金，，、“三色蓝’’

“水墨”缂丝以及缂绣相参的样式，从而使刺绣与缂丝日益繁艳多彩⋯⋯在建筑

装饰中，清代建筑装饰也更加完善，更加追求华丽，且有清《工程作法则例》作

为规范。就拿彩绘为例，清代彩绘就发展为三大类：和玺彩绘、旋子彩绘和苏式

彩绘。详细地分尚有金龙和玺、龙凤和玺、大点金旋子、小点金旋子、石碾玉、

雅伍末、雄黄玉、金琢墨苏绘、金线苏绘、黄线苏绘、海墁苏绘等区别，彩绘工

艺又结合沥粉、贴金、扫青绿等手法来加强装饰效果，使建筑外观显得更加辉煌

绮丽、多彩多姿。例如紫禁城宫殿建筑的雕梁画栋，豪华壮观，雍容华贵，无不

显示出清代装饰繁缛华美的时代特征。

“在贵族化的工艺品中，因物质条件、生产条件优越而有便于发挥工匠艺术

家的聪明才智，在技艺上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精巧与熟练程度，但来自民间的审美

观念渐为统治者唯求繁艳细巧的审美意识所取代，经济实用与美观相统一的原则

也渐为纯观赏又孤立讲求技艺的倾向所代替。”①从而形成清代装饰艺术繁丽精巧

的艺术风尚。

2，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风格与清代主流装饰风格的一致性

一个时代的艺术特征是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大背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当时的

政治、经济、及科学技术、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性。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存在和发展，不可能游离于中国清代整体文化的进

程之外。传统的思维方式，完备的礼仪制度以及古老而丰富的民族风俗，都直接

或间接地促使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与清代主流装饰风格的一致性。虽然历来有

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之别，②然而“来自民间的审美观念渐渐为统治者追求繁艳细

巧的审美意识所取代"，或者说民间的审美观念受当时时尚的引导和影响，山陕商

∞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编写‘中国美术简史》，中国美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p217

口李砚祖‘装饰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6，《民间工艺与宫廷、士大夫工艺比较》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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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了实现其明确的商业目的，在财力、政治、技术等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必然

会采用重雕饰的“错采’’装饰思想，追求主流装饰艺术风格来装饰民间建筑，从

而使社旗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风格与清代主流装饰艺术风格相一致。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不仅在屋顶进行琉璃装饰以显其华贵风范外，还在建

．筑的不同部位大量地进行“三雕”装饰，其装饰功能大于实用功能。其装饰式样

繁多，装饰手法反复，注重整体表现与细部刻画。装饰题材与装饰纹样取材于动

物、植物、山水、器物、佛道形象、虚拟神兽、文字符号等，但大多在图案组织

中以象征、寓意、比拟和谐音的手法，表达一定的吉祥寓意，几乎是“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①这些图案的母题为人们所知所见，而含义则表达了一定的社会审美

意识和生活理想。会馆建筑装饰分别分布于照壁、牌坊、脊饰、柱础、栏杆、额

枋、墙壁、门窗等视觉观照的中心位置，或为石刻或为砖雕、或为木雕，或为琉

璃塑。吉祥图案中以龙风、瑞兽、云水为母题，与宗教、历史故事、神话故事、

戏曲故事相结合，取材富于世俗性，宣扬忠孝仁义。雕刻手法把高浮雕、浅浮雕、

透雕、圆雕相结合，装饰性与写实性相比衬，装饰作用与独立欣赏价值相统一，

工艺精巧华美，玲珑剔透，繁缛富丽，极尽精细华美，充分体现了能工巧匠的高

超技艺，这是民间建筑装饰与宫廷装饰相互影响的结果。

(三)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风格的个性特征

l、公共性、开放性以及以忠孝为主题的装饰内容氛围的营造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风格的个性特征，首先体现在会馆建筑设计上的

公共性、开放性的基础之上。会馆作为公共活动的载体和人流的聚集地，其设计

又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科学的手段求得建筑与人文的和谐。会馆构成形式明显受

到了来自山陕生活地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山西民居的结构形式。它

又适应了商业的需要，在设计上借神庙与娱乐场所——戏楼合二为一，并在悬鉴

楼前设计了一个可容纳万人的庭院，连接了大拜殿、大座殿。“借祀神"而促“商

贸’’，①达到完美结合。这里“万人庭院”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而本质上

包含了商业规模的巨大。会馆打破了地域乡籍的限制，实行对外开放，使会馆演

剧、唱戏成为当地群众性的社区文化活动。

而演剧唱戏常常成为商人们招揽顾客，张扬本土文化的市场营销方式。对此，

o廖军‘中国丝绸织物吉样纹样及审美思想探源》，(it绸》，2000年第lO期

。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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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汤阴县志》有很好地说明，“有会必有戏，非戏则会不闹，不闹则趋之者寡，

而贸易因之而少矣。’’①合乐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娱乐的空间，人们会在节日期

间“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雍如也"。社旗山陕会馆建有戏楼，戏楼演出的剧目

在为山陕商人及社会民众提供了精神上的享受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鞭策的作用。

“台为戏名，其事近亵，其实取千古忠孝节义之实，演于千百人所瞩目之地，愚

夫愚妇，观感兴起，往往有督责所不如，训诲所不及"。@这种教育鞭策，起到维

护集体的利益，进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建筑装饰是精神层面的产品，特别是公共场所的建筑装饰更能对人们的精神

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历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山陕商人一方面是迎合统治

阶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所以，就把忠孝节义

作为装饰主题，运用不同的雕刻装饰材料与技法，对建筑进行装饰，营造忠孝节

义的氛围，以起到“成教化，助人伦’’之目的。

2，功能的多样性

社旗山陕会馆集宫殿、寺庙、会馆、娱乐等于一体，因此，其风格独特，体

现了其功能的多样性特征。正是由于其建筑艺术设计的多功能性，从而使会馆建

筑装饰带有明显的多样性特点。例如：会馆的屋顶装饰采用宫殿建筑的装饰形式。

因为，随着社会各界对关公的美化、圣化和神化，以及历代君王不断对关羽封君

封帝，从建筑风格上，设计者把关公祠庙仿照帝王宫殿建造，大胆地采用了黄绿

色琉璃瓦覆盖屋顶，突出中轴线建筑，使关公庙颇有王宫的气派。为了满足“敬

神庥’’的功能，其装饰则运用儒、释、道题材，营造一种天国神秘缥缈的气氛。

而其檐部及其它部位的装饰则采用山西民居的装饰手法，多运用“三雕”来对建

筑进行装饰，又使会馆处处充满了民居色彩，给客居异地的山陕帮商人提供了一

个温馨的家园，从而满足了会馆“联乡谊’’的功能。另外，其装饰依据不同建筑

进行适合其功能需要的雕饰。如悬鉴楼性质特殊，别出心裁，一楼两用，一面为

会馆的山门，显得巍峨壮观，一面为戏楼舞台，温馨抒情，足见建筑意匠的旺盛

创造力，洋溢着一种昂扬健康的浪漫情调，满足了公共娱乐的功能。其装饰题材

则多采用戏剧故事、历史故事及神仙、龙凤、牡丹等吉祥题材，很好地表现了主

体建筑的功能性。大拜殿、大座殿等主体建筑是神殿，因此其装饰题材多选用龙

。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P182

。李刚、宋轮‘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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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祥云、神兽以及歌颂关公，反映神仙生活的题材。例如在大拜殿前设立石牌坊，

明确划分了“神区"和“入区弦，它是“神区”和“入区静的重要符号标志。既作

为结构设计的必需构件装饰，又体现了空间的划分及结构美。作为拜殿与悬鉴楼

之间的过渡和隔断，使得空闻划分既断又连，从而使空闻得以“流通”，显得通透

空灵，非常巧妙合理。这表翡，会镭工匠设计空闻美感能力已经达到高度自觉，

空间处理技巧相当精湛。其装饰内容神仙、神兽等造型更加烘托出寺庙的威严与

肃穆，增强了人们的崇拜与恐惧感。

道坊院刚满足了居往、接待、议搴的功能，装饰专}素，宛如{王南园林。其它

各陪衬建筑及装饰也都恰如其氛地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在装饰艺术中达到了主次

对比、虚实相生、突出重点的艺术效果，整个建筑群错落有致、富有韵律，稳重

中带些许清秀，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环境。

3、装饰题材的兼容性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都依据其建筑的功能装饰不同的内容，因为，建筑装饰是

受一定的哲学观念支配的。例如佛教寺庙的建筑装饰反映的是天蓬的缥缈，道教

道观反映的是极乐的神仙世界，儒教作为我国本土一种最主要的哲学观念显示的

是伦理道德、等级秩序的思想观念。以上各家都在我国的建筑装饰中反映出来。

露社旗出陕会结由于是为多层次社会成员服务的，因此，为了满足不同入的精神

需求，从而把儒、释、道以及一些民间敬奉关公观念统统融合到～起，使观音与

八仙、文圣与武圣、文人与士、农、工、商同处～庙，使本土艺术与外来宗教和

谐共存，使社旗出陕会馆建筑装饰有别于我国古建筑中其它寺鹰，显示了极强|l孽

兼容性特征。

纵观会馆建筑群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到处都带有清晰的儒、释、道结合

的印记，蓠造了浓郁的崇儒、信佛、敬道的氛围。"国比如从照壁、悬鉴楼、锄鼓

楼到大拜殿、大座殿、药王殿、马王殿等屋脊无不以富于佛教意味的琉璃构建为

饰。麒麟驮宝瓶、白象驮宝瓶、韦托、观音等还有大量的石雕狮子、须弥座、仰

覆莲花座、柱础都有佛教内容的宣扬。会馆内的“八仙庆寿’’、“八仙过海’’、“福

禄寿弦三星、明夕℃仙、暗八仙、武八仙等使会馆的廊庑闻“仙气’’浮动，反映了

老百姓希冀岁岁有余、延年益寿的幸福观，也是道家极乐世界的反应。会馆内崇

文气氛的营造，把李白、杜甫等文人代表置于石牌坊的顶端，与“福禄寿’’三星

。李芳菊‘社旗山陕会馆建筑靛饰群中的艺术文化内涵研究》安阳师范学院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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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一起， 对“八爱图”、“渔樵耕读"、“十八学士"进行反复宣扬、对忠孝节义

题材反复表现，都反映了儒学在装饰中的主体作用。

总之，会馆的建筑装饰是独特的，视其殿堂屋顶似为佛教寺院；视其匾额、

楹联、崇文雕饰则看到儒学的深刻影响；视其“八仙庆寿”等装饰，以为道教仙

境；视其戏台庭院的装饰，又为热闹非凡的民间剧场。它满足了多层次的文化需

求，雅俗共赏，从中透出其装饰题材的兼容性特征。

4、装饰的民间性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民间性，不仅体现在会馆是山陕民间商人自己出资

修造的民间建筑，而且体现在其装饰方式与装饰题材内容的民间性特点上。

我们知道，皇家建筑在清《工程作法则例》中都有严格的规定和一定的程式

规则。比如屋顶的琉璃装饰颜色为黄色，脊饰构建开始模数制与构建标准化，构

建不能随心所欲地搭配安装。彩绘也主要有和玺彩绘、旋子彩绘、苏式彩绘等，

不同的等级运用不同的彩绘方式。而民间建筑则在装饰手法上有较大的灵活性。

其瓦件色调为绿色、脊饰也是儒释道融合，额枋、斗拱、雀替主要采用木雕形式，

重要部位采用雕绘结合，在其它部位则用石雕、砖雕进行装饰。对忠孝节义、“万

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进行反复渲染。装饰题材更是采用了大量的文学故事、

戏剧场景、民间传说、历史典故。特别是关羽崇拜通过《三国演义》的流传与“三

国戏”的盛行，形成了民间的关羽热。民俗中老百姓祈求富贵福寿、吉祥如意等

吉祥图案在会馆装饰中随处可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民

间性特点。这种民间性特点也是其民俗性的一个方面，由于会馆是公共建筑，有

大量的平民阶层参与的特点，所以会馆的教化作用决定选择的题材增加礼仪孝悌

和日常生活的内容。

5、装饰的繁复性与多样性

会馆建筑装饰的繁复性表现在“繁”与“复’’上，“繁”就是繁多、复杂；“复"

就是重复、多次的意思。“装饰的第一原理好像是重复⋯⋯一系列间隔相等的细节，

如装饰线条的重复。’’①

繁复性与多样性表现在建筑装饰上，就是装饰层次的繁多、装饰结构的复杂，

装饰题材内容的多样，装饰技法上的综合运用。比如木雕“龙游牡丹"，不仅运用

了透雕、浮雕、线雕等多种技法，而且深浅层次明显，多达五六层，深度可达12

。贡布里希‘秩序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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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特别是在光线的影响下，凸凹不平，层次很感强。龙在牡丹丛中若隐若现，

虚实相生，牡丹授时繁茂与龙缠绕在～起，从丽使整令雕刻成为一种复杂的结构

形式，层次繁多，复杂多变。重复性表现在，龙、狮子、牡丹、八仙、八爱图、

渔樵耕读图、职荧图等在会馆的雕刻中反复出现，不仅在柱础、额枋、石牌坊等

装饰上反复渲染，多次刻画，焉且在墙面上雕刻成主题性雕刻溺面，用来营造一

种崇文、崇儒的氛围。虽然同一题材反复使用，但令人惊奇的是在会馆众多的雕

饰中，没有一幅雕刻的构图是一样的，这反映了工匠艺人高超的技艺与智慧，也

反映了装饰的反复性。

装饰的多样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不仅在屋顶、额枋、雀替、柱础等处进行装

饰，还特意在照壁、主体建筑的前面进行装饰。如在悬签楼前装饰了铁旗杆、石

狮子；在大拜殿、大座殿前装饰了石牌坊、九龙豳、把栏杆柱头装饰成狮子，把

柱子的顶端装饰成堆塑柱头，把斗拱处理成具有立体构成效果的装饰结构，把耍

头处理成圜雕的龙头，排列整齐，卡分壮躐。在开放式的屋内梁架结构上进行彩

绘，在墀头、过道处装饰砖雕；在不同的部位镶嵌额匾，镌刻楹联。运用艺术技

法也非常广泛，圆雕、透雕、线雕、浮雕等，火铸、火塑、琉璃、彩绘等技法全

有。装饰题材也是人物、动物、植物、神兽、器物皆有。曼示了装馋豹多样性特点。

6、建筑装饰纵横空间的多层次性

社旗出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纵横空间多层次性，反映了会馆建筑装饰的全面性。

会馆建筑装饰的全面性体现在建筑装饰的全方位、立体式、多视角的装饰效果、

多技法的综合运用上。按平面构成图看会馆装饰从前至后依次是照壁、前导部分、

悬鉴楼及陪衬殿楼群酶装饰、石栏杆、石牌坊的装饰、大拜殿、大座殿及陪衬殿

楼群的装饰、东西廊房的建筑装饰等。从下至上，其装饰大量地分布于柱础、基

座、墙面、额枋、雀替及屋顶。装饰部位根据观赏和使用的需要，大都在柱础、

额榜、雀替、屋顶脊馋处，这些部位都是视觉易于到达的视觉中心之处，与人们

进入会馆后的俯、仰、平视的欣赏姿势相适应，符合现代“人体工学’’的原理，

易于为人的视觉所关照。

7，建筑装饰崇文心理的表现

在雕刻内容题材上，把文人如李白、杜甫等形象与神话人物、神化人物放置

一超，为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独特之处，突出了山陕商入“崇文"心理情结。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传统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士农工商’’四民中以

4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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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一等，商为末等，即使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初定官位时，亦把“工

商杂色之流⋯⋯止可厚赐财物，必不可超授宫制与朝贤君子比寓丽立，同座丽食。"◇的

贱商内容列入法令条文。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莫不热衷于追求仕途的飞黄腾达，

光宗耀褪，知识和学问戒了绝们投向官场的敲门砖。经商被褫为一种“含本逐末’’

的活动，屋然晋商“富甲天’’下，但当时的社会氛围，也必然造成人们卑商的心

理情节，入鲷还是认为只有渔、樵、耕、读才是正业。因此，当时商人的社会地

位较低。当然，在中国古代，渔、樵、耕、读常常被用作文学作品的主题被大力

宣扬，“学瑟优则仕静则是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永恒的追求“渔樵耕读一、材十歹℃学

士登瀛洲’’这样反映民众尚文心理之主题，被文人士大夫们充分的理想化，其实

也反映了商人阶层对飞黄腾达之±的艳羡，反映了缝们骨子里对科举戒名的向往。

这也是崇文原因之一。

明代兴起了一种农商并重的新风巍，商人地位有掰提高，至清代，社会上的

～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在当时晋商作为～股势力已经开始崛起，为

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提出了“儒贾相通’’的思想。他们认为，行贾可以

翔儒，儒可贾，贾可士，士不可失贾业，这为发展商业找到了含理的理论依据。露

由于“儒贾相通’’包含着以儒养商的观念，所以晋商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成

就了一大批素质高、有文化的商人知识分子。这也是他们想以崇文达到为士的一

种心理追求。另一方面，笔者认为社旗山陕会馆之所以把建筑装饰的题材用“十

八学士弦、李自、校甫等形象反复渲染，这也是一种商业需要。函为，在传统观念

中，商人“重利轻义"，是“奸商"，因此，在公众心豳中，士与农是社会的“良

民’’，商入则是群一身铜臭"、只认钱焉无知识的“奸诈小入’’。会馆用一些文人来

装饰建筑，在于说明山陕商人是知书达理、懂礼仪之人，而不是重利忘义之人，

是重知识，重信誉的人。其雪的是想改变商入在人们心冒中的传统形象，以利于

商业活动的开展。事实上，历史上晋商的确重文尊儒，山西商人乔至庸就是一位

秀才，他对惹代的教育也特别重视。在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等

民居建筑群中，都有崇文题材的“三雕"对建筑的细部进行装饰，目的在于对商

入的后代起到教育、宣传作用。社旗由陕会馆在房屋的平面稚局、空闻形态，以

及建筑装饰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山西地域特色和特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可以

说，山陕商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及山西民居的建筑装饰都对社旗山陕会馆的

彤穆雯瑛‘髑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p307，

棼穆雯瑛《溪囊变辩职究》，太骣，囊疆久民出叛桂，2001。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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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社旗由陕会馆建筑装饰这种特定时期、

特定地域、特定经济条件下的“崇文’’现象的产生。

(四)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艺术分析

社旗出陕会馆建筑及建筑装饰艺术，虽然是旅屠此地的出陕商人所建的民闽

建筑，但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为了显示秦晋籍商人的实力与财力，他们大

胆地汲取了上至宫殿下至民居的建筑设计艺术精华，灵活运用，从而设计建造出

了具有实用与审美两种功用的建筑及建筑装饰艺术，在当时，悄然引领着大多数

市民阶层的精神生活走向，因此，社旗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内容的平民化倾向也

就清晰可见了。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既是清代入精神创造的真实写照，网时，

由于它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又代表了贯穿于人类

精神文化始终的永恒追求。

对于一个地区，～个时代的艺术研究，要回到它相应的时代，在回归原位的

基础上方熊从本质上理解原本地域性很强的艺术。对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研究也

不例终。各地区有各地区的人文环境、风俗习惯和社会各阶层经济实力；反映出

建筑形制和建筑装饰设计的艺术追求备不相同，例如全国有各类山陕会馆80多座，

河南境内就有开封山陕甘会馆，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等。在南阳境内就有社旗山

陕会馆、唐河的祁义由陕会馆、渐j||荆紫关出陕会馆等。但建筑形式及规模各不

相同，建筑装饰更不能与社旗出陕会馆相媲美。因此说社旗山陕会馆是清代商业

会馆最具代表性的具有地方建筑装饰风格的典范。

l、传统装饰题材内容的运用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展现出装饰之风具有浓

郁的民间色彩，独有的心态也是民间平民心境。在艺术选题上，无时不体现出清

代艺术匠师们细致入微体察生活的能力。无论是希冀幸福平安生活、还是戏盐场

景、历史故事、神仙世界以及描绘现实生活的“较力’’图与诬域交往的“职贡’’

图场景，都反映了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追求平民化的成功经验，真实地反映出

～个时代浓重的民俗风尚。我认为选取这些内容决不是简单的摹古之风，也不是

单纯为了装饰美化，而是商人和工匠艺人在对前入的装饰风格进行审美的审慎选

择，巧妙地运用1日的主题和典故，是在寻找一种文化，寻找中国人普遍恧独特的

精神图谱，并得到较高文化素养主人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中国文化深厚基

础上的，对这类作品的偏爱，也可看作“是新兴商人阶层的成员，渴望借此而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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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士绅所属的精英文化当中。"①经商致富的商人，期望儿孙福禄永绵，由读书

入士，而后官商兼备。这些雕刻，分明蕴藏着寓教于说，寓教于美的精神力量。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雕刻所表达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必然受到千百

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在社旗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必然有这里地域的特

征。这些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山水花鸟、福禄寿喜为题材内容的建筑装饰，

通过丰富的造型艺术符号巧妙组合，隐喻了人类意识深层的俗态和力量，这些建

筑装饰追求尽善尽美，以美彰善，起到了“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

2、追求形式构成的艺术设计方法“在考虑简单图案的制作时，我们往往想到

的是某些有秩序地安排构图成分的形式。为了获得浓密的效果，可以把构图成分

聚集在一起，为了达到稀疏的效果，可以把它们分开来，还可以散布或排成直线

形或波浪形。它们可以组成简单的图形，也可以组成复杂的图形。但不管怎样，

如果要把图形持久地保持住，就得用某种方法把图形定牢。’’圆

出色的设计师总是把单调的运动加以变化，由简单的花纹图像变成变化着的

复杂图形。复杂的规律性必须经过精细的设乇髋划。在额枋、雀替部位有规律的
以纯图案花纹作装饰的题材，说明其建筑装饰是没有功利行为的，完全是为了增

加建筑的装饰效果，创设一种豪华装饰氛围。

在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设计中，雕刻装饰吸收了艺术设计中图案设计的

方法，一是追求整体的形式构成，二是选取适合的纹样形态进行填充。如果要强

化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应该强调形式骨架的主导作用。没有特定的形式感，如节

奏、韵律、流畅感等，也就无所谓装饰性。二方连续是典型的秩序组合，它以重

复而连贯的节奏见长。社旗民间建筑装饰艺术和现代平面构成的基本性和基本骨

式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如龙穿牡丹的核心骨架是波状结构，它那翻卷自如、简洁

流畅的结构线，像波浪翻滚，具有流动的生机和活力。以花卉为题材，重视结构

形式的生命感和流动韵律感的表现，不追求自然形态的逼真临摹，讲究结构形式

之间的有机联系，力图通过流动的线形结构来展示对象内在的生命活动，这与中

国绘画追求神似的思想是一致的。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中，不论屋顶脊饰还是

檐下额枋雕饰，S形骨架的缠枝牡丹、卷草格式的运用，使线条富于动感，如水流

婉转，回环往复，活泼的纹样所表现出来的节律和韵味，成功的表现了花卉的生

命律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不仅没有因为填充过多的细节减弱形式感的大势而

。高居瀚‘山外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P124

。贡布里希‘秩序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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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琐碎堆砌，反而增添了细节的变化显得丰富而细腻。加上疏密有致的造型设

计、细致入微的精湛刀工、绚丽鲜艳的独特色彩，从而使雕刻装饰生动和谐，给

建筑装饰注入了清新、活泼、典雅、瑰丽的风韵。

3、“散点透视’’、“鸟瞰式”的构图形式特点社旗由陕会镭在建筑装饰在构

图上往往以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或鸟瞰式透视来处理画面，在一定的平面和空

间范围内，它所表现的内容可以比器洋浮雕更为丰富，可以不受“近大远小，近

实远虚’’等规律的束缚，而是运用中国的散点透视的法则充分展示画面内容。例

如石箍“十夕℃学士登瀛洲黟厘面的构图，运焉多视点瘸看的方法表现主题，然下

到上层层展开。而且同一高度的视点也有正侧变化，使形象处于正视和侧视、俯

视的多种变化之中，+特别是德视效果使画幅场匿宏大、气派，瀚面视感丰富，如

(图48)。在表现三度空间、场景和人物形象上，层层叠叠，对于形象之间的比例

和透视关系往往有所突破，其主要依据形象在内容上的联系，较多使用取形、取

意、取色的组合手法，或造型上夸张变形，或使用图案形式美的一些规律，作对

称、均齐、平衡、组合、连续等处理。常见的有“层层垒高"或并用“隔物换景”

的形式。构图布局上讲究章法，宾主有序，疏密有致，散而不乱，层次分明，富

有节奏，主体突出，具有东方艺术的独特风格。

虽然以同样题材内容进行雕饰的“夕℃爱图夥，但构图各异，避免了画面的雷同，

如大座殿北梢间额枋木雕“八爱图’’之“王羲之爱鹅’’此图设计很有特色，王羲

之居中，两侧分雕刻一个披甲武将手托一只鹅，二入抬二只鹅，一人挑二只鹅，

想象奇特，富有情趣。“舞狮图”画面正中雕一人高举镂空绣球，两侧各雕群狮，

或立于绣球之上，或位于绣球周墨，或互相嬉戏争斗，各呈奇态，阆有房屋、出

石、宝塔、树木花革等。整个画面动静结合，构图巧妙。“较力图’’画面上雕刻九

个武士圈坐，下面雕刻一个武士立其间，左手高举一塔状石台，显示其力大无比，

突出了主题性。在如此小的空间雕饰如此众多姿态各界的人物形象，且人物面目、

农饰都清晰可见，可见雕工之精。更隽奇妙的是，画遁中心人物以高浮雕技法雕

出，而围观者雕刻深度较浅，并将细节朦胧处理，虚实处理合理，突出了主题。

社旗出陕会馆建筑装饰正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融合到建筑装饰之中的典范。

4、“意象组合坩的艺术手法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有它自己独特的艺

术体系和造型体系，它不是取法自然的真实形象去表达作者的某种观念，而是用

观念去看待和描述某种事物，即组合意象和复合意象，借以使作者的观念暗寓其

巾。并且往往不受时间观念、空间观念的约束，他们把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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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放在～个域面，把屋里屋钋不同空间的东蹰放在～个域面，平藤铺开，互不遮

挡，完整的表现自己想要表现的事物。这种独特的造型语言，为民间工匠赢得了

充分的表现力，但它又是源于心灵，依照主观的心理真实去组合颟面，因此，没

有背离入们的“所知’’丽感到不真实。如虚拟的复合形象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如位于牌坊={芝恧抱鼓石上面的人面兽——英招，如(图52)。二目圆睁，双翅微展，

似飞欲坐，一只兽蹄斜踏在石顶边缘，就近细看，人头、兽身、鸟翅、似豹、赛

狮。那微微向前伸出的头上是一幅清晰的人脸面：粗眉、圆眼、胆鼻、棱角分明

的嘴唇，重叠的八字皱纹，肥大的入耳，肃穆、威严；身后披着狮发、展鹰翅、

收豹臀，配以粗壮的马腿大盖蹄，构成入头鸟身兽蹄四不象的造型，却又在四不

象中显现石刻艺术雕琢的精妙。这不由使我想到了吉埃及狮身人面像。这尊石雕

的独特形象在别处很少发现，唯在社旗会馆有此雕刻精品，展示了社旗山陕会馆

石雕艺术的独特性。

悬鉴楼一楼过厅二十四根顶梁柱下的柱础，在转角处巧妙地设计了形状各异

的狮子、麒麟等动物形象，有的大狮子压着小狮子，狮子在戏耍，有的两个狮子

共用一个狮头，从而满足了不同角度的视觉需要，如(圈45)。这与我国商周时期

一种青铜器纹饰虎纹一个正面的虎头，两边分别接着一个身子，这种一头双身的

虎纹，往往附着在圆形青铜器表面，如果转动圆形器噩，就能感受到虎的不同面

向盼形象有着异睦同工之妙。

即使月一种动物，在艺人手中雕刻以后也不尽然相同。社旗山陕会馆建筑雕

刻中狮子的形象与现实的狮子形象相去甚远，但人们仍知道那是狮子，如(图5、

图49)。如山门前的白色石狮子、作为铁旗杆基座的铁狮子与石牌坊基座上的狮子、

大座殿里的青石狮子，还有石栏杆上的小石狮子都不相同。之所以能突破写实造

型规律的局限，在予民闻艺术抛开了自然对象的实体真实，以全部感性与理性的

认识来综合表现对象，观看的真实，已让位于观念的真实，形成东方“意象’’造

型的独特方法，这也是东方艺术区别于西方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5、程式化的处理手法 “程式化是～种模式，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

相对稳定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类型。"国在出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中，给人感受最深

的是一些题材、内容的反复蹦现，分柝这些基本的艺术元素就可以知道当时审美

趣味与程式化的形成轨迹。例如：神道石雕“九龙口’’，把龙头做成张口吐舌的正面

形象，显得庄重威严。这种正面形象在清代运用很多，在照壁南面的砖雕中也有

。颇森，‘秦汉绘湎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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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形象；(如图43)在宫殿彩绘中也有正面龙的形象；笔者在上海博物馆参观时，

看到清代官服图案中也有这种形象，在玉器如酒壶、玉盘、瓷器中也有这种正面

龙的形象；这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成熟的形象在当时的程式化运

用。其它如“十八学士登瀛洲”、“渔樵耕读”等都是程式化表现的具体例证。程

式化的处理在琉璃装饰上同样存在，与“三雕”不同的是，琉璃雕塑虽然有可组

合、可打散、可重复，可灵活安装的便利条件，但它同时也有固定的模式和则例

约束。例如屋顶脊刹上的神兽排列，就有一定的前后顺序，从龙到行什，中间依

次为凤、狮、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一般采用单数，依建筑物

的不同等级分别采用九、七、五、三不同级数。①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其设计是非

常科学和巧妙的，如铺设屋面的瓦件分底瓦与盖瓦，底瓦形成瓦沟，盖瓦形成瓦

垄。盖瓦的第一块用带瓦当的勾头瓦。为了防止雨水渗入瓦钉孔，在孔上覆盖钉

帽，为了防止屋面瓦的滑坡，在瓦垄的中段加一排或几排“星星瓦”，这样既起到

了科学实用的作用，又达到了建筑装饰上的审美目的。(图43—53)

图43 砖雕“五龙捧圣” 图44石雕“九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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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石雕柱础“单头双身狮” 图46 琉璃照壁基座石雕“寿字图案”

。朱小平、朱丹‘古代建筑装饰艺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8。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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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透雕云纹“寿星及暗八仙”

图48石雕“十八学士登瀛州” 图49 铁旗杆基座“铁狮子”雕塑

图50木雕耍头“龙头” 圆雕 图51 木雕“八仙”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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簟六|} ／、

图52 石牌坊石雕“英招” 形象 图53 门绦板木雕“夔龙”图案

6、传统民间色彩的巧妙运用 色彩搭配上，从远处看，社旗山陕会馆与其外

部的青砖灰瓦店铺相比，几乎是一个绿色的建筑群，在绿色占统治地位的琉璃瓦

屋顶上点缀着黄色的菱形装饰，显得辉煌而醒目。整个会馆的墙面是砖青色的，

地面是青灰色的石板、柱子是朱红色的，壁塑是蓝色的，彩绘还有黑、白、蓝、

绿⋯⋯整个建筑以绿色为主调，显示了生命的勃勃生机，其色彩给人以雄强、稳

重的感觉。青色为协调色，红、黄色为点缀，加以黑、白色间隔，从而使各种色

彩因素整体和谐有序、相得益彰。悬鉴楼主建筑与陪衬建筑之间用色也非常科学，

东西辕门和马厩的屋顶上有意以灰瓦作顶，一主两陪，整个建筑群有主有次，秩

序井然，使主建筑色彩更加鲜明突出。并且在建筑南面大门左右陈设黑褐色的铁

旗杆(基座为黑褐色铁狮子)和灰白石狮子，以其黑白二色增加了整个悬鉴楼阳

面的色彩层次。在照壁的建筑装饰上，其设色效果也非常巧妙，同是绿地黄花两

种色彩，显得非常协调。大面积绿色，暗而偏冷，少量黄色稍加点缀，使其沉静

而不呆板。阳面设色稳定，给人以庄重、大方之感。阴面背光，光线不足，对视

觉审美因素充分把握的设计师，大量使用黄色，绿色次之。这样，明亮、跳跃的

色彩使得照壁阴面图案异常清晰，显得活跃而具暖意。另外，社旗山陕会馆建筑

屋顶装饰的人物、动物、植物、器物等其色彩多为黄色，显得较为明亮，各种形

状的黄色点缀在平整的绿色大屋顶上，犹如碧天里的星星，给相对单调的屋顶带

来了生机，形成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绚丽的色彩对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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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设计艺术的角度来说，色彩装饰应该服从于功麓的需要，成功的色

彩运用会使建筑充分发挥它的功黥裕用，为建筑镰上添花。社旗出陕会镶建筑装

饰艺术，根据建筑功能的不同进行不同的色彩设计，来营造适合建筑功能需要的

环境气氛。戏楼是人活动的娱乐场所，其装饰设计需要喜庆、欢乐、浪漫的民间

情调，因此，在悬鉴楼戏台两次闽梁架，以土朱色为缝，以罴、自、蓝、绿等色

绘制龙、云、梅、兰、竹、菊、牡丹等图案。以暖色基调塑造出喜庆热烈的娱乐

环境，增强乐戏楼的功能特点。大拜殿的彩绘色彩多用冷色调的青、绿、黑、白

几种，檐控上部堆塑甍西像多用红、青、蓝色，来树托神殿主体建筑的肃穆感。

总之，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在设计上寻求～种错彩的美学思考，表现在众

多“三雕"建筑装饰方面。在内容选取上，刻画手法上，以及雕刻形式上，处处

显示其表现题材内容上的高度自由，表现出较高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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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目的、功能及其文化内涵

(一)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目的、功能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巍巍壮观，雍容华贵，令人叹为观止。那么山陕商人

为什么要不惜重资修造如此壮观而且装饰如此豪华精美的建筑呢?换句话说，社

旗山陕会馆建筑及其建筑装饰的目的与功能是什么?笔者认为其目的与功能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点：

l、促进商业流通，炫耀资本

我国古代传统建筑历来注重外观及装饰，例如汉代建造未央宫的目的之一是

为了显示权威。《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丞相萧何建议刘邦建造大规模的宫殿：

“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萧和宣威说的阐述

具有代表性。同样道理，山陕商人建造装饰豪华的山陕会馆的意图，也在于树立

本籍商人的商业形象，炫耀资本，促进商业流通。这些建筑不仅成为山陕商人实

力与财力的见证，也使山陕商人“富甲海内’’的名声远扬。也正是为了宣传实力

与财富，扩大声誉与商业影响力，山陕商人把各地建筑装饰的精华浓缩于社旗山

陕会馆建筑之中，突出了山陕商人在社旗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和领军作用。

2、商业标识，宣传商业文化，招揽顾客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利用宗教手段对汉民族实行“因其教，不

易其俗"的政策，允许民间兴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就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

产物。社旗山陕会馆又名山陕庙，关帝庙，是为了纪念山西人关羽而建的，从名

字上我们就能了解到其会馆建筑的宗教色彩，会馆的正殿供奉的正是关羽夜读春

秋的塑像。山陕商人在竞争角逐中，为团结一致，把尊奉关公作为他们的共同信

仰，这种共同的信仰，为会馆树立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使出门在外的人找寻

到了精神上的归宿和心灵的慰籍，同时，也形成一种地域性很强的商业文化。这

种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诚信”。不仅商家与商家之间要诚信，商家对顾客要

诚信，顾客对商家要诚信，而且整个社会都要诚信，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人们生活才能幸福。可以说，山陕商人在社旗商业上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在于

其商业文化的作用，即“成于诚信”。

关羽是山西解州人，是“义"的化身，在明清时期最为山陕商人所推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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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商入推崇关羽怒有其特殊的需要，那就是，一方面是关羽的“义气"，忠诚，酃

诚信，这点在商业上最为重要。另一方面，山陕商人在外地经商，耗匪资兴建关

帝庙，诚为山陕商人区别其他地域性商帮的～个重要标志之一，具有现代艺术设

计中“商标弦、“招牌’’、搿广告’’的含义，从丽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深刻的印象。

这点，山陕商人实在是高明，也说明了山陕商人超前的商业意识和创新精神。关

公就像是现代人的“形象大使"或“形象代言人’’，山陕商人在几百年前就有这种

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及建筑装饰艺术，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华丽、纷繁错杂、争

奇斗富、量多为胜的艺术特征，除了与当时的艺术风格如绘画的浓烈繁复，工艺

装饰的精巧华美～致努，其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商业活动的需要，即广告效应。

它是一个商业招牌——硷字招牌，它发挥着极强的广告响应。杜莫尹斯认为：“广

告是将各种高度精练的信息、采用艺术手法，通过各种媒介传播给大众，以加强

或改变人们的观念，最终引导人们的行为的活动。’’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通过会

馆这种形象“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国从

广告的广义来看，社旗出陕会馆其广告效应在于它的标识性，正像店铺门前的旗

帜、文字牌匾等一样，同当时的社会文化形态相契合，蕴含着社会文化生活的丰

富内容，改变着人们的感知方式和心理定向。社旗山陕会馆的广告效应，是山陕

商人经营意识的体现，是实物广告的经典范例，给当时社旗吉齑镇人们的生活、

文化带来的效益是不言而喻的。

3、笼络人心，合力创业

社旗出陕会馆是旅居此地的出陕商人集瓷所建，兼旅屠、宗教、聚会、娱乐、

联络等功能，是山陕商人“叙乡谊，通商情，安旅故”的最佳场所。山陕商人修

造庙宇，尊崇关帝的义气，一方面是想借助关帝“神”的威严，以规范人们的商

业行为，因为，人们不敢在关公面前撒谎，防止了欺诈行为。另一方强，又以会

馆的形式，加强了商人之间的联络，寄托一定的乡情，增强了异地艰辛创业的商

人的自信心和勇气，同时也增强了奎陕商入的凝聚力，隽笼络出陕商人人心，合

力成事，在异地顺利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发扬群体精神，大家共同致富，相互

团结，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帮助，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商帮集团。社

旗出陕会馆这静民间自发的商业组织在封建社会民营经济瓣管理、推动商业发展、

。转孳l自李硬襁《装绛之道》中固人民大学出舨社1993，6。p179(《中国广告》，1987，第三期)

。麦褒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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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范市场秩序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组织、协调、规范、叁律作用。可以说，由陕

会馆是山陕商人的精神家园。

(二)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文化内涵

对建筑装饰艺术，跌文纯囊发来说，人们遴过审美的各种象征来体现愚想、

信仰、观念和价值标准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伦理、风俗等种种

因素，不断地赋予建筑装饰艺术以新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建筑装饰的题材和

风格无疑都反映出时代的意识和崇尚。

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除其优美的外形，丰富的群体组合，多变的空间组织，

讲究艺匠设计的装饰以外，更宝贵的就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即具有营造氛围、

诠释裢教、祁盼吉祥、传承文他的深层内容。建筑装馋作为传统文化，它包含着

丰富的内容，所传递的历史信息，有着广泛的研究意义，因此，研究传统建筑装

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文化内涵可以

归纳为以下几点：

l、民俗文化的内涵传统建筑装饰之所以为当前的人们所喜爱，除了它与现

代装饰的历史间距，使人们产生一种沧桑的历史感外，“还因为它独具魅力的民族

文化特性。它自然、纯净、痰涵丰厚，从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民风、民俗，

体现出民间文化鲜明的特色，它是传统民间文化的形象载体。搿①明显的地域特色

和依附于民俗特征的独特审美因素是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一个特色。民俗艺

术是世代传承的艺术，保留了悠久的民族文化特征和艺术形式。福寿双全，吉祥

如意，趋吉避凶，是中国民俗中经常表现的主题，是民间文化观念在民间传统建

筑装饰中的形态化。反映民俗心态的装饰是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主要内容，

它包括抽象性的符号和寓意象征性形象。抽象性符号有“万"字形花纹、寿字变

形图案、盘长、方胜、回文、如意、祥云等，这些符号带有祥兆之意，每种符号

又有多种变化形式。寓意象征性形象有：龙、风、祥云、狮、麒麟、鹿、蝙蝠、

桃、佛手、莲花、牡丹、石榴等。由它们组合而生成的纹样有龙风呈祥、连年有

余、鳃季平安、万事如意、鱼跃龙f：、福寿双全、五幅捧寿、万象更新、和合二

仙等。传统吉祥图案的特征之一，就是用具象物品表达抽象概念，用生动活泼的

画面表现美好的祝愿。如“登龙门"的画面在社旗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中多次出

现，其中琉璃照壁的逦面最为直观、形象。露面处于照壁的正中间，波浪翻滚莳

。陈伟萍，‘现代家居环境中的民艺文化》荚术与设计，南京葱术学院学报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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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右侧是一鱼尾，左侧则变为昂首向上的龙头，上面已成为腾空而舞的两条巨

龙，龙口之下有一蜘蛛，是为二龙戏珠。这幅画面中“龙变”之前的鱼只显鱼尾，

水面上象征龙门的楼阙，所占比例较小，画面重点渲染的是“龙变”之后的天高

地阔，反映了人们希望富贵，飞黄腾达的愿望(如图53)。

社旗山陕会馆的石雕、木雕装饰，可谓花团锦簇，富丽堂皇其中龙、凤、鹿、

麒麟、仙鹤、蝙蝠、狮子等动物，牡丹、荷花、兰花等植物成为会馆建筑装饰反

复强调的主题。取材于自然界的这些花草、鸟兽，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热爱生活、

热爱大自然的生态和谐观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牡丹象征富贵，蝙蝠取其谐

音“福"，荷花取其高洁，兰花取其芳香；狮子则取其百兽之王，镇邪守门，龙、

风、麒麟都是瑞兽，取其吉祥之意，这些装饰都是人们祈求吉祥的体现。吉祥图

案在雕刻上的运用更是俯拾皆是，表达了天下太平，政通人和，连年有余，民阜

物丰的良好愿望。这些雕刻多用谐音和喻意的方式，具有高度的写意、含意性，

如“福禄寿喜’’——雕刻蝙蝠、鹿、桃子，取其谐音；“和合二仙"——雕刻荷花、

男孩女孩，取其喻意“和气生财"、“和为贵"、“百年和好"，这与儒家文化所强调

的平和、中和之美是一致的。另外，“多子、多孙、多福"传统观念在中国民间根

深蒂固，传宗接代香火不绝被看作是宗族兴旺的大事，于是有了“麒麟送子"、“天

官赐子”、“早生贵子’’、“观音送子一的雕刻，起源乃于此。这些符号和形象具有

的特定含义，体现了民俗心态特定的文化内涵。这些建筑装饰采用形意结合，寓

意于形，寄意吉祥的艺术形式，运用比喻、借喻、谐音、双关、象征的艺术手法，

表达人们祁福保佑的纯朴心里愿望和生活态度，使设计题材更加广泛，寓意更深

一层，使传统建筑空间变成愉悦的审美空间，成为民俗文化体系的典型代表。社

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文化性与精神内涵正是通过对建筑装饰的题材内容、造型、

色彩等装饰的把握来具体阐述的，这也是民间艺术语言在艺术设计中的独特魅力

所在。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民俗文化内涵还反映在祈求荣华富贵、福寿延年上。

这无论从屋顶、照壁及其它雕饰的建筑装饰中都能体现出来。如照壁上“义冠古

今”两旁横排十二个“福’’字，上下两排象征富贵吉祥、和气生财的牡丹、荷花，

寓意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福。中国儒道观念，常以竹作为平安的象征，反映了

人们期望平安的意愿，例如照壁以仰覆莲做底座，让竹节框圈围照壁，将两种意

象巧妙融合，正是民间祈求平安心态的反映。龙作为“主水之神"，能降雨祁丰收，



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研究 五、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目的、功能及其文化内涵

也象征富贵、王权，龙与风组合又有龙凤呈祥的含义，牡丹与凤凰组合意为富贵

吉祥，与蔓草组合寓意富贵万代。(图54’55)

图53琉璃照壁“鲤鱼跳龙门” 图54额枋木雕“钱串、供果”等图案

图55 额枋木雕“算盘、钱串”等图案

2、关公文化的民间性特点 山陕会馆不同于官方兴建的庙宇。它由山陕商人

集资兴建，其营建格式与内容虽不可能脱离大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但它毕竟

要体现自己的个性特征，即民间性，民间文化的特色，除了上面所说的民俗文化

外，再一点就是体现在“关公”崇拜上。山陕商人以关羽这位“义冠古今’’的老

乡为自豪，他们所到之处，几乎都要出资建关帝庙。之所以这样，是看中了关羽

“义”的化身，体现了“义重于利”的儒家伦理原则，反映的是民间“有福同享，

有难同挡”的心理。关公的忠义神勇，归结到商业活动中即是讲仁道、讲义气。

诚信、义气是山陕商人从儒家理论中寻求出的最实用的安身立命之道。儒家的道

德规范通过关羽这个活生生的形象在商人心中深深扎下了根。颂扬“义"——讲

究诚信，在建筑装饰中以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来雕刻画面如：“赵匡胤输华山、"‘‘赵

颜求寿”等都将“义”及诚信涵盖其中了。宋太祖赵匡胤的“卖华山”片段，就是

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不仅平民百姓要诚信，皇帝也要讲诚信；图中雕刻石桌、古树、

小桥、流水，静中寓动，以烘托“卖华山”之重“信"的含义，点名了建馆立意，商人

要确立“以信为本”理念，使人们易于接受，充分体现了民间性的特点。另外，

一些广为流传的戏曲故事等成为清代中、晚期盛行的建筑雕刻题材，由于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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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演出活动是那个时期的主要娱乐媒介，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雕刻工匠们为了迎合人们喜爱戏曲艺术形象的心理状态，以及人们对戏文中

英雄人物的敬仰之情，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戏曲故事、剧情场景和人们熟悉的人物

形象来装饰建筑，表达了人们对善恶美丑的判断，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生活的憧憬，

使民间建筑装饰的民问性特点更加突出。

3、商业文化内涵

(1)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还体现了商业文化的特点，建筑装饰的商业性

很强。表现在山陕会馆装饰艺术刻意以直露的装饰标记一算盘、钱币、帐薄造
型来着意点化其商业文化的内涵，如在会馆山门前的雌雄两只狮子相戏绣球，绣

球饰以通钱纹，寓意吉祥，生意兴隆。铁旗杆上就有四面镂空的钱币造型，石牌

坊上的“麒凤呈祥’’图案中之钱串，大拜殿前八字墙石雕的“压胜钱”檐饰，大拜殿

月台望柱柱头狮子踏钱串，大拜殿北檐明间额枋所雕博古架上也有钱串造型，西

廊房檐下的木雕额枋，一只雕花几案的两旁，左侧是～串钱，右侧是一个算盘，

其它地方还有“刘海洒金钱”的木雕，民间流传有刘海撒金钱的故事和“刘海戏

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俗语，这些都是寓意钱财滚滚而来、如意发财的美好愿望，

是商人祈愿发财的直接心理渲泻。

(2)商业诚信文化的内涵。在社旗山陕会馆众多的建筑装饰中，虽然没有直

白的商业符号表达，但其画面折射出来的深层含义，却与商业文化有关，即商业

的诚信文化内涵。山陕会馆内遍布的匾额、楹联多为尊崇关公忠义精神的赞扬之

词，镌刻于会馆琉璃照壁上的两幅对联“经壁辉光媲美富，羹墙瞻仰对英灵"，“豪

气已吞吴并魏，庥光常荫晋与秦”。则道出了山陕会馆敬祀关公的目的和用意。意

思是说，要仰仗这尊千古之神，保佑自己生意兴隆。更深层的含义则是：宣扬正

统思想，树立自己的商业文化形象和信誉，以招徕更多的顾客，引来滚滚财源，

且以关公的“忠义’’思想，规范商业道德，树立良好的信誉。社旗山陕会馆商业

文化可以归纳为‘‘诚、规、义、争’’四个字。诚就是诚实经商，是商业文化的核

心，这方面的装饰内容非常多。规，就是规则约束，是商业的基石；为了公平、

合理地进行商品交易，消除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坑骗顾客等商业弊端，各行商

贾经常齐集山陕会馆，商讨公平之道，公议后定下规矩，要求各行共同遵守。商

人们以神灵为约束，以戏台为桥梁沟通感情，商人之间相互监督，杜绝不义行为，

从而形成了良好的自我约束的自律机制。义，就是讲义气，商人本质是逐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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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以义制利，以义求利，为经商活动提供准则；这方面主要是歌颂关公以及崇

文的内容。争，就是竞争；在统一规范的行规下，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充

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八仙的雕刻画面在装饰中运用很多，

山门额枋木雕、石牌坊石雕、大拜殿以及陪殿的暗八仙等都暗示了商业竞争的文

化内涵。这种商业文化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①

(3)石头具有耐腐蚀、风化，坚固耐用的品格，因此被大量用于建筑装饰。

会馆建筑装饰也大量运用石雕装饰，如石柱础、石基座都进行精心的雕刻。这一

方面固然是出于建筑的实用目的而采用的建筑材料，另一方面，我认为是山陕商

人暗示人们，用石雕能够象征山陕商人在社旗开创的基业稳固坚实，实力雄厚，

希冀自己的事业像石头一样坚固耐久，表达了他们的基业永远昌盛的良好愿望。

社旗山陕会馆，是馆、庙、娱乐场所集于一身的地方，是商业会馆类建筑与

关帝庙建筑的特殊结合体。是山陕商人为“叙乡谊、通商情、崇忠义、敬关公、

安旅故、商义举"而建立的场所，是山陕商人的精神家园，因此会馆的装饰处处

都显示出与其功能相一致的装饰寓意。其雕刻内容更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可以说，会馆所有建筑物的装饰，特别是石雕、木雕、砖雕艺术等无不打上了

山陕商人的社会观、道德观、文化观、审美观的印记，其文化色彩之浓郁、文化

内涵之丰富是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一大显著特色。

总之，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寓教化作用于其中，正是山陕商人审美意识，文

化心态和人文思想的集中体现。人们身处会馆，持续不断地得到灌输、训诫、警

策，潜移默化地受到建筑装饰内容及其文化内涵的熏陶。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深层

的文化含义可以总结为：宣扬正统的思想，教育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奋斗，如何

成才。同时，树立自己的商业文化形象和信誉，以招徕更多的顾客，引来滚滚财源。

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艺术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无不体现出商人们“求

上、求学、求财、求福、求禄’’@追求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求富贵福寿、吉祥如

意，可以说是山陕会馆的主题。

。郑国伟，‘社旗山陕会馆商业文化的四大特征》，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5，6

。骆平安‘论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文化的传统德育内涵》，安阳师范学院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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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我国

古代民间设计艺术的成功范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那就是中原与

山西民居恰如其分融合的地域性特征和清代主流装饰艺术的风格特征。其在建筑

装饰中体现出的设计思想，蕴涵着我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特征，从中折射出

我国古代。错彩”的设计思想。从会馆建筑装饰具体作品的造型设计、装饰工艺、

装饰内容、装饰技巧、装饰材料和整体设计手法来看，社旗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

是在刻意追求一种“繁’’、“满”、“多”、“精”的装饰艺术效果和艺术风格。

二、就整体而言，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在设计中非常注重科学性与艺

术性的联系，注重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有机结合，在不影响建筑实用功能的同

时，运用多种材料、多种装题材、多种技法，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式的规

划、设计，尽量最大化的进行装饰性表现，以满足精神需求，进行教化宣传和欣

赏，同时也为商业宣传起到应有的作用。以至于达到“无木不雕，无石不刻’’的

境地。其鲜明的民间装饰形式美感，强调和谐统一的造型，使建筑装饰整体上赋

予一种美妙韵律感，令人赏心悦目。

三、从设计艺术的角度看，装饰应该服从于功能，完美的装饰会使建筑充分

发挥它的功能作用，为建筑锦上添花。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注重建筑功

能区域的划分，根据建筑功能的不同进行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装饰设计，来营

造适合建筑功能需要的环境气氛。如神殿的装饰设计，使神殿充满着静穆、庄重

的宗教气息，并伴随着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戏楼是人活动的娱乐场所，其装饰

设计则充满着活泼、喜庆、欢乐、浪漫的民间情调。从设计技法上看，会馆建筑

装饰注重遵循平面与立体、对称与均衡、夸张与变形、主次与虚实等艺术规律以

及点、线、面基本艺术语言的表达，注重程式化形式的运用。从设计题材、内容

来看，虽然会馆建筑装饰选取的装饰造型、装饰纹样都离不开以人物、动物、植

物、器物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题材，但在很多地方又有其独特创新的地方。如把李

白、杜甫等文人与神仙刻画到一起，置于神殿之上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到。把《西

游记》中孙悟空师徒四人的形象雕刻在神殿中也比较新颖。虚拟神兽英招与雷公



社旗山陕会馅建筑装饰艺术研究 结语

的雕刻形象组合巧妙，造型薪颖独特，反映出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力，这些都

是会馆建筑装饰工匠艺人的创造力的体现。另外，会馆建筑装饰还注重具有民闻

色彩特点的强烈色彩与和谐色彩的运用，以此加强建筑装饰的艺术感染力和装饰

性表现。

四、向公众开放展示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的范例社旗出陕会馆是集馆、庙、

娱乐场所于一体的公众活动场所，繁丽华美的建筑装饰，向公众开放展示，虽然

其目的是为商业服务，但同时它成为公众的文化传播中心，使公众娱目娱心。打

破了中国古代宫殿、藤林、私家民宅建筑装饰只供统治者和少数达富贵人欣赏、

享用不向公众开放展示的惯例，建筑装饰公众化、平民化的倾向显示了社会的进

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为以后的公共艺术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开创了向公众开放展示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的范铡。

五、在全球经济～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的今天，对民间古代建筑装饰艺术的

研究，能加强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再认识，进而增强保护民族文化个性的意识。

因为，“只有民族的右是世界的’’。社旗虫陕会键建筑装饰艺术是一种具有个性的

文化现象，它丰富的人文内涵、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高超的工艺技巧都有值得我

们发掘和探寻的价值。开启社旗山陕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研究的意义还在于，通过

对社旗由陕会馆建筑装饰的研究，探讨它的工艺文化特征和设计艺术美学悉想，

从我国古代传统装饰芑术入手，深入到传统图形的精神领域内部进行领悟，再在

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设计出属于我们民族的同时

又是世界的设计作品。也许在保留传统发展现代设计的进程中，这样不僵可以更

好的保护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形式，还可以为现代设计艺术增添民族性的设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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