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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言：“五行用事，先起于木。”《黄帝内经》
也记载说：“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对
于木质材料，中国人向来情有独钟。盖房子，做家
具，以木营家，与木相伴。用木头造房子的过程和
形态，即是木作。宋代是中国古代木作的大发展
大转型时期，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形成了重要的
宋式木作文化。

9月 29日，由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指导，杭州
工艺美术博物馆（杭州中国刀剪剑、扇业、伞业博
物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宁波市保国寺古建
筑博物馆）共同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支持的“一木了然·宋式木
作文化展”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围
绕“宋”字，从木缘、木构、木器三个部分，展出木
材、工具、宋代建筑模型、书籍、手绘稿、出土文
物、宋式家具等 77 件/套展品，全景展示宋式木
作的精彩。本文择取部分重要展品，共同感悟木
作里的宋韵魅力。

《营造法式》（图1）。民国合校本，共八册，长
29.5厘米、宽20厘米、厚12.5厘米，宁波市天一阁
博物院藏。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
推行新政时，为了节制开支、控制预算、保证工程
质量，下令编修《营造法式》。直到元祐六年
（1091）才完成了一部质量很差、无法施行的“法
式”。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将作监李诫奉敕重
编《营造法式》，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刊行全
国。《营造法式》是一部由官方正式编纂的规范化
建筑标准和最完善的建筑专著，详细整理和记录
了宋代建筑的制度、技艺和工料测算等信息，它
既是对宋代娴熟建筑技艺的展现，也是第一次对
古代木构建筑体系做了比较全面的技术总结。梁
思成先生称其为中国建筑的“文法课本”。

宋式七铺作模型（图2）。模型长268厘米、宽
120厘米、高 170厘米，椴木质地，此次展览根据

《营造法式》图样进行 1：1复原而成。斗栱，宋代
称铺作，是木构中独特的支承构件。所谓斗栱，斗
指斗形的木垫块，栱是弓形的短木，栱架在斗上，
向外挑出，栱端之上再安斗。两者逐层纵横交错
叠加，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斗栱构件繁多，主要
有栱、斗、昂、枋等。栱有五种，即华栱、泥道栱、瓜
子栱、慢栱、令栱。“造斗之制有四”：栌斗、交互

斗、齐心斗、散斗。昂有上昂和下昂两种。枋有柱
头枋、罗汉枋等。根据构件性能又可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起承重作用的主干构件，有华栱、昂、栌斗
等；另一类是主要起稳定作用的平衡构件，包括
枋、瓜子栱、慢栱、令栱等一些与承重构件十字相
交的构件。

根据所在部位的不同，铺作分为外檐铺作与
内檐铺作两大类，其中外檐铺作有柱头铺作、补间
铺作、转角铺作三种。柱头铺作和转角铺作都位于
柱头，其数量为定数，即一座建筑的外檐柱头铺作
与转角铺作之和，等于该建筑的外檐柱子总数。而
补间铺作位于阑额之上，其数量可多可少，非为定
数。为了定额管理，《营造法式》规定：“当心间须用
补间铺作两朵，次间及梢间各用一朵。”

远看屋顶、近看斗栱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醒目
的特色。斗栱既可以扩大节点处构件接触面，改
善节点受力，又能通过层层出挑，以承托悬出的
屋檐，融结构功能与装饰功能于一体，具有显著
的美学效果。

保国寺大殿模型（图3）。长 215厘米、宽 230
厘米、高170厘米，模型比例为1：20，宁波市天一
阁博物院藏。采用越南花梨木制作，极为真实完
整地还原保国寺大殿结构形制。保国寺坐落于浙
江省宁波市西 15公里的灵山，1961年被列为第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国寺大殿建于宋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时为单檐歇山式建
筑，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增广重檐”，乾隆十年
（1745）又“移梁换柱”。宋构只存大殿上檐之下的
木构架，大殿下檐构架及门窗装修皆为清代添加。
大殿宋构部分，采用我国南方地区流行的三开间
厅堂式构架，通面阔11.9米、通进深13.36米。

保国寺大殿的建造年代比《营造法式》成书
年代早90年，但它的结构、斗栱及装修等技术做
法，如大殿殿身斗栱用五等材、藻井斗栱用八等
材，虾须栱的使用，天花装修集平棊、平闇、藻井
于一身，大殿阑额上“七朱八白”彩画做法及前檐
阑额两端入柱处带卷杀，瓜棱柱的使用，这些做
法成为见证《营造法式》的范例。保国寺大殿是印
证 11 世纪初传统建筑文化从唐代注重气势雄
大、体态遒劲向注重造型绰约、华美宏丽转变这
一发展阶段的“标本”作品。

毬纹格子门和方胜纹格子门（图4）。南宋，
仿木建筑构件，陶质，长16厘米、高56.5厘米、厚4
厘米，浙江绍兴兰若寺南宋墓出土，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藏。与唐代相比，宋代建筑的一大进步是
木装修水平的提高。宋人十分重视对木构建筑的
装修装饰，如南宋时临安城人“好美洁，家有百千，
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门又叫作“门面”“门
脸”。古时称双扇为门，单扇为户，后来统称为门。
宋代的门分板门、乌头门、格子门等数种。其中，格
子门是小木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装修构件。

格子门是宋代房屋上通用的门，因门的上部
有供采光的格子而得名。在宋代，常用的格子有
四斜毬纹、四直毬纹、四斜方格眼和四直方格眼
等图案。此组毬纹格子门和方胜纹格子门，以周
边的桯及身后横向的腰串构成框架。每扇除去上
下桯、腰串及腰华板后所剩的长度分为三份，腰
下一份嵌障水板，腰上二份装格眼。格眼周边另
有子桯为框，可整体安装于门桯形成的框上。每
开间可分为 2扇、4扇或 6扇格子门，可依建筑的
开间大小调整变化。格子门安装灵活自由，可冬
设夏除。自五代至清末，中国建筑都采用这种方
式解决室内的采光问题。直到玻璃普及后，格子
门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临安城木质引水管（图5）。南宋，长 130.5厘
米、宽19.8厘米、高20.4厘米，2017年杭州东坡路
和学士路附近劝业里地块发掘出土，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藏。该段木质引水管外观截面呈方
形，由四块木板拼砌而成。两端连接处为榫卯结
构设计，使每根引水管以此套接起来。引水管一
端上部有块可活动木板，用于清除淤泥。

在古代，因地下水咸苦，西湖紧邻城区供水
便利，西湖淡水成为杭州城里居民日常饮用、酿
酒、灌溉等多方面的水源。北宋时期，就有“西湖
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
非只为游观之美”的论述。自从南宋驻跸临安，人
口日渐繁多，对西湖饮用水的依赖性大为增强。
而为了满足用水需求，唐代杭州刺史李泌开凿六
井，井由入水口、地下沟管、出水口组成，中间铺
设地下空心竹管，靠暗渠引水入井，把淡水从西
湖引入城内，解决杭州人饮水之苦。此后，杭州历
任地方官员十分注重发展引水设施。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两宋时期临安城引水
管材质经历了从竹—瓦—木，再到石的发展过
程。“以木为管”诞生于南宋晚期，是当时重要的
引水系统和供水设施。当时流行的民谚“西门
水”，就是说从西门“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
坊市”。木质引水管犹如现在的“自来水管”，一端
连接着西湖，一端连着井，将西湖的水引过来，储
存到井里，这样家家户户都能用水了。一段引水
管，不仅反映了南宋临安城的城市规划、市政建
设和居民生活情况，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木构
技术，更反映出当时杭州繁盛的商品经济和城市
管理水平。

《槐荫消夏图》榻（图6）。长 200厘米、宽 100
厘米、高46厘米，使用梓木、枫木、槠木等本地木
材，参照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槐荫消夏图》中
榻的形制复原。榻为四面平带托泥框架结体，长
边加了两条足来支撑结构，造型上比前代的箱体
式榻简约。榻面格角攒框，榻的边抹平做，不设牙
板，腿上部大挖成曲尺形，上部与边抹平接。腿足
用料单细，足端挖缺成仰俯花叶轮廓，落在托泥
上，托泥为覆盆式，带垂云足。榻的造型平素，线
条优美。

古人云：“日居其半，夜居其半。”床与榻在人
们的生活起居中占有重要地位。早期的床既是坐
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出现了“榻”。六朝以后
床、榻打破了传统习惯，高度增加，形体变大。“三
尺五曰榻，独坐曰枰，八尺曰床。”“长狭而卑者曰
榻。”到了宋代，流行“坐榻”，以垂足为礼。宋人庄
季裕《鸡肋编》记载说：“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
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
朝，犹未若此。”宋代的榻，既可躺卧休息，也可供
人在上面活动，摆放东西，还可以垂足而坐。既有
早期箱形结构的发展，又有框架结构的更新。造
型较低矮，有束腰与托泥等形式，榻与屏风结合
颇为流行。

正如《营造法式》“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
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之言，木作外化于形，内
化于心，凝结着匠心艺韵。“一木了然·宋式木作
文化展”中的展品，印证了宋代手工技艺的独具
匠心和严谨专致，蕴藏着丰富的造物哲学和生活
美学。

北京艺术博物馆坐落在逶迤东去、美丽的
长河河畔，藏品十二万余件，涉及书画、织绣、
陶瓷、玉石、竹木牙角、漆器、钱币等，门类包罗
万象。馆址所在地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五年
（1577），是明清两代皇家祝寿的重要场所。经
过五年大修，北京艺术博物馆于9月16日正式
开馆，“吉物咏寿——吉寿文物专题展”作为改
陈的重点展览亮相。

中国特有的吉祥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
富，而且形态多样，但目的都是为了祈福，其中
祈寿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寿，久也”，由追求长
寿而衍生出的各种风俗绵延久远，所形成的祝
寿文化，在社会和历史上涵盖范围很广，上至
皇亲贵胄、下至平民百姓。祈寿、祝寿所及的题
材亦光怪陆离，上至仙佛，下至鸟兽花木，芸芸
万物，甚至对古代社会的物质、精神与文化都
产生了深远影响。

聚物续永年 中国人对寿的追求不仅体
现在寿诞仪式的举办，还通过食具器皿、陈设
摆件等生活用品来渲染祝寿气氛及传达祝福。
最重要的是这些器物随后便走入了人们的日常
生活，在生活中不断强化着人们对“寿”的祈望。

在生活器物上的寿文化的表现样式繁多，
种类也极为丰富。就其祝寿图像题材的构成而
言，包括神话故事、仙人、动物、植物及诸多意
向化、抽象化的元素，从赋予生活用具以吉祥
寓意上看，吉寿的寓意大大地拓展了器物的文
化内涵，其中谐音、指代、象征等特有的表达方
式，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形成了中国特
有的审美情趣。

譬如在寿文化的图案中有很多的仙人，如
寿星、八仙、西王母、麻姑、东方朔等，其源流在魏
晋时期，因为道教的传播，寿与仙的观念重叠，求
仙就代表求寿之意。“群仙祝寿”的典故描绘的就
是西王母寿辰之日，在瑶池设蟠桃盛会，各路神
仙前往瑶池赴宴祝寿的场景。该题材通常有两
种表现形式：典型的是传说中的八仙、寿星等神
仙人物共赴西王母寿宴的场景；另一是由竹、桃、
灵芝、水仙和寿石等组成图案暗指祝寿。

粉彩群仙祝寿图盖碗（图1），清道光，碗
外壁和盖面绘粉彩群仙祝寿图。碗身绘寿星、
东方朔和八仙，表达了祈盼长寿安康的美好愿

望。盖钮和碗底中心皆书红彩“大清道光年制”
六字三行篆书款。

斗彩海屋添筹图碟（图2），清乾隆，碟口
沿内饰一周如意云头纹，内底绘主体纹饰“海
屋添筹”，寓意“添寿”。底书青花“大清乾隆年
制”六字三行篆款。碟外壁线描缠枝宝相花和
蝙蝠，红彩填蝠，寓意“洪福”。“海屋添筹”语出
宋代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二。称海中有一楼，内
贮世间每人寿数，用筹插在瓶中，如令仙鹤衔
一筹入瓶中，即可多活百年。遂海屋添筹成为
祝颂长寿的常用题材，多应用于工艺品装饰。

雅意绵延 书房条案上常用的笔、墨、纸、
砚等常常带有吉“寿”寓意。在这些物件中，文
人阶层融入了自己的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为
寿文化融入了道德、情操、品格等带有文化象
征意义的符码。

汪乾章监制“八仙图”墨（图3），清晚期，
墨面框内分别彩绘八仙。墨背框内填蓝楷书

“逍遥啸傲全真友，遥见弧南光炷斗。翩然□萃
出篷瀛，托跡烟云成不朽。乾坤止在画图中，鐺
煮山川世希有。芝盈筐筥枣如瓜，介寿称觞侑
春酒”。墨侧阳文楷书“汪乾章监制”。墨顶阳文
楷书“五石顶烟”。

象牙微雕五老观图笔筒（图4），清，笔筒
外壁雕五老观画图。“五老”是宋仁宗年间闲居
在睢阳（今河南商丘）的五位“高级退休官员”，
他们分别是杜衍、王涣、毕世长、朱贯、冯平，他
们中有宰相级别的官员，五位老人年龄都在八
十岁以上，最年长者94岁，在那个时代实属罕
见。五位老人退休后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见到睢阳风光秀美，便在那里结社赋诗，安度
晚年，一直为后人所向往。

锦绣华章 早在汉代，寿字就已经出现在
织绣品上，此后以寿为主题的纹样不断演变，
成为中国人寄托延年益寿的传统吉祥纹样。锦
绣织物除了用作袍服之外还可用来悬挂厅堂
烘托气氛，同时又可以作为包装材料甚至书籍
字画裱装的面料。

绛色团寿纹织金纱女衫（图5），清晚期，
以绛色纱为地，周身遍饰织金团寿纹。左右腋
下饰为如意头形状。

绿地方棋寿字双层锦经皮（图6），明中

期，绿色地上织方棋几何骨式结构，在中心圆
环内饰篆体“寿”字，四周空格内填入如意云纹
及朵花图案，寓意长寿如意。经皮上贴题签“圆
觉道场禅观等法事礼忏文卷第七”。

祈寿随身 古诗有“何以结恩情，美玉缀
罗缨”的诗句。配饰上寿的纹样，在装饰手段的
运用上倾向于简单纹样重叠组合的方式，在立
体装饰上选择小巧的植物、动物纹以及变形寿
字。其中以金、银、玉器等名贵材料为载体的配
饰不仅作为美化自己的装饰，还被用来彰显个
人的地位和审美趣味。

青玉福寿纹扁方（图7），清，扁方顶端阴刻
展翅的蝙蝠纹，蝠头望向一阴刻团寿纹。

青白玉福寿双全坠（图8），清，坠上雕两
只蝙蝠爬伏于一大一小两只桃上。两只桃子、
两只蝙蝠，寓意“福寿双全”。

笔下有“南山” 祝寿题材的书画在汉代
和魏晋时期兴起并传播，早期的图像大多风格
质朴、民间趣味浓厚。到了五代两宋时期，由于
皇室贵胄庆贺寿诞的风气盛行，随着对奢华生
活的追求，祝寿题材的图像及其审美趣味，渐
渐呈现出铺张华丽的气息。另一方面，宋元以
来文人审美情趣的兴起，又使得在寿庆礼俗中
对长寿吉祥的祝福，对做寿者本人品格、节操
的赞誉常常融汇了诗词雅趣，这种化俗为雅的
文人风气也同时投射在了祝寿书画题材和风
格的衍变中。

慈禧太后御笔“颐寿”字轴（图9），清，慈
禧书，纸本。此幅行书，墨笔书大字“颐寿”。画
面正上方钤“慈禧皇太后御宝”（朱文）方印。

《易·序卦》记：“颐者,养也。”颐寿即为百岁，意
为健康长寿，颐养天年。

富贵耄耋图轴（图10），近现代，曹克家、
于非闇绘，齐白石题，纸本，设色。此图绘猫、蝶
戏傍牡丹花，是象征长寿富贵的寓意画。本幅
款识：“秋母南太夫人七旬大庆，汝贤写狸奴，
丁亥六月拈吉语恭祝，非闇照并记。”画面钤

“曹克家”（朱文）、“于照之印”（白文）、“非闇”
（朱文）、“富贵野逸”（白文）。另有齐白石题“富
贵耄耋，秋母南太夫人七旬大寿，八十七岁白
石，我奉四字甲亥。”钤印“齐白石”（白文）、“吾
草木众人也”（朱文）。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自商代开始，开
始变得繁缛、神秘，主要种类包括动物纹、几何
纹与人物纹等等，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动物纹和
几何纹。

动物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动物
型；另一类为想象动物型，这类动物多是人们把
一些动物典型的特征加以组合创造出来的。

兽面纹（图1）旧称饕餮纹，是商代早期至西
周早期盛行的主要纹饰。饕餮是上古神话中存
在的动物，在《山海经》《左传》等书中皆有记载，
通常强调其贪婪凶狠的特性，其形象似具体的
动物形象，却又更显狞厉。可以说，饕餮纹属于

“真实地想象”出来的、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图
案象征。

商周时期的兽面纹通常装饰于器物的腹、颈
等主要部位，也饰于器物的耳、足部。其基本特征
是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由眼睛、兽
角、眉毛、耳朵、鼻子组成一张完整的脸，部分有
左右展开的身躯和兽爪。

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龙纹（图2）是流行时
间最长的一种图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周时期。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神兽，《说文解字》记载：“龙，
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
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在青铜器纹饰中，凡是体躯蜿曲如蛇，张口
嘴唇外翻，带角的动物基本可归于龙纹。由于龙
纹流行时间长，种类非常多，按照龙的形态可以
大致分为：夔龙纹、顾龙纹、蟠龙纹、交龙纹、蟠虺
纹等。

凤鸟象征着吉祥，是自古以来便承载着人
们美好向往的神话动物之一。最早的鸟纹发现
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上。“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商人将玄鸟作为自己族群的图腾。商代晚
期时，凤鸟纹（图3）于铜器上开始出现，但主要
是作为辅助纹饰存在，西周初期才开始作为主
题纹饰使用；到了西周中期时，凤鸟纹已相当盛
行，之后逐渐趋向衰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青铜
器上又出现不同形态的鸟纹，各自有着独特的
地区风格。

凤鸟纹最明显的特点是向下弯钩形的鸟喙，
以及脑袋上的角。鸟的尾部变化较多，有长尾、垂
尾和分尾几种形式，有些会以夸张的手法表现出
鸟尾上散开的羽毛。

除了以上神话传说中的和艺术再加工的动物
纹饰，青铜器上还有各种现实动物纹（图4）。比如
蛇纹、虎纹、牛纹、羊纹、鱼纹、蝉纹、蟾蜍纹等。

变形动物纹是指选取某种动物纹饰的部分
结构进行艺术再加工，使纹饰更加简洁、抽象。这
类纹饰有鳞纹、蕉叶纹、窃曲纹、波曲纹等。

鳞纹（图5）指取龙、蛇的鳞片排列组成的纹
饰。有的像鱼鳞一样上下相叠，纵向交错排列，
装饰于器物腹部；有的单个鳞片横向并列（也有
作两层），构成带状纹饰，装饰于鼎和簋的腹部
或圈足位置。这种纹饰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至
春秋早期。

大多数学者认为窃曲纹（图6）由夔龙纹变
形而来，是动物形象的简化和抽象化，基本特征
是一个横置的 S形，往往连接成带状，装饰于器
物的口沿下方或器盖边缘。从西周中期出现，一
直流行到春秋中期。

波曲纹（图7）又称“波带纹”“环带纹”“山形
纹”“山纹”，主体为宽阔的带状体躯上下大幅度
的弯曲，是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铜食器和酒
器上的主要纹饰之一。

两兽的躯体作纵向对称式排列，一端较宽，
一端尖锐，作蕉叶纹（图8）的形式，大多出现在
觚的颈部和鼎的腹部。盛行于商末周初。

青铜器上的几何形纹饰是一些点、线、圈、
角的集合。几何纹（图9）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
代的陶器纹饰，这些抽象化的纹饰最初也应该
是取形于现实生活中某些具体的、常见的事物，
将其形态特征提炼、线条化并加以某种变形构成
的。在二里头文化的铜器上已可以见到较简单的
几何纹饰，例如实体的连珠纹。几何纹的类别繁
多，常见的几何纹有涡纹、云雷纹、四瓣目纹、三
角纹、菱格纹等。

（山西博物院 王知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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