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2 月 21 日4 综 合

投稿邮箱：wenwubao1985@vip.sina.com 采编热线：（010） 84078773 发行热线：（010） 84079040 广告热线：（010） 84079692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市监广登字20200017号

主编/张伟 责编/肖维波 校对/何文娟 美编/焦九菊
电话：（010）84078838-6136 本版邮箱：wenwubao@vip.sina.com

阿拉善盟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认真落
实上级文物保护工作部署要求，立案查处了杜
某、邵某、周某过失损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独
疙瘩烽火台案。该案是阿拉善左旗“驼峰”文
物保护队巡查时发现、文物执法部门调查、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紧密衔接给予违法行为人刑
事打击的典型案件，对文物违法犯罪行为起到
了警示、震慑作用，同时也提高了文物依法行
政水平。回顾办案过程，总结办案经验，有以
下几点办案体会。

一、筑牢文物安全生命线

独疙瘩烽火台坐落于贺兰山南麓，所辖
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部，该地
区文物资源较为富集，分布有丰富的明代长
城、古人类岩画等文物遗址 1330 余处，各类
长城遗址点 600余处。文物保护面临遗址点多
且面广、保护人力不足、工作任务繁重等特
点，面对挑战我们积极开拓文物保护新思
路，创新文物保护新手段，为补充巡查力
量，充分发动牧民群众组建“驼峰”文物保
护队，担负起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责任；运
用边境地区微波信号资源，实现远程实时监
控重点文物遗址的功能；启动居延遗址安防
工程，建成后将对国家重点文物居延遗址进
行 360度远程监控。

二、开辟文物执法新途径

做中学、学中做，稳步有序推进案件办
理。该案发生后，组织骨干执法力量成立专
案组，联系对口交流合作单位及文化和旅游
部师资库老师，针对案件实际深入学习文物
执法勘查、调查理论，邀请阿拉善盟文物专
家讲解文物及长城保护相关知识，厘清执法
办案思路，摸清背后关系网、利益链，多次
召开案件分析会，反复走访勘验、密集调查
取证，对案件发生事实进行全面还原。该案
件系杜某策划，邵某、周某配合实施，当事
人供述称挖掘目的是采集石英砂样本。因涉
案人员均为外省籍，取证存在困难，为使当
事人能够配合调查，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往
现场锁定证据，并协调阿拉善左旗农牧区生
态环境综合执法局依法对涉案挖掘机、板车
予以扣押。为确定文物损毁程度和危害后
果，积极向上级报告案件办理和现场勘查情
况，多次实地勘查补充资料，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局及时派遣专家组实地勘查并出具鉴定
报告，根据鉴定结果，涉嫌刑事案件，按程
序将案卷移交公安部门予以刑事侦查。

三、建立部门联动新举措

文物执法是跨部门、跨系统的综合性工作，
需要凝聚合力、多方联动。我们密切联系相关部
门，紧跟移交案件侦办情况，多次与公安、检察
等部门就破坏行为、损坏程度、社会影响进行沟
通探讨，对案卷材料进行严谨细致地核查、核
对，不断补充完善侦查证据，确保案件的办理经
得起推敲，最终依据法律追究了相关人员的刑
事责任。该案从发现到侦破，得益于文物保护和
安全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制度，促使各部门积极
主动出击，在主办案件、查封扣押、技术支持、理
论培训、刑事侦查、检察公诉等环节各要素密切
衔接、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为案件从快从速调
查侦办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积累“以案促管”新经验

回顾办理该案的过程，我们总结出几条文
物保护管理的新经验。涉案线索的发现和发案
现场的保护得益于阿拉善左旗“驼峰”文物保护
队队员的巡查，这为今后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拓宽文物安全保护和
监督渠道提供了新路径；通过办理此案，我们深
刻理解“文物保护靠大家”就是要调动广大人民
群众的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才能有效防
止文物犯罪的发生，为此面向全社会公布了6条
文物安全热线电话，全天候接听；文物保护工作

专业复杂，办理文物犯罪案件更要有专业技术
和专业知识的支撑，更离不开多部门联合联动，
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为多部门协同联动、资源
共享、分工协作、共同研判、合力攻坚克难发挥
了重要作用。

五、开创担当作为新局面

今后，我们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
作为，始终深入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
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
工作方针，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
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基本要求，完善健全日
常巡查、随机抽查、专项检查制度，优化文物执
法检查，做好文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密切衔
接。总结经验，着力提高执法人员文物执法专业
素质，积极探索文物保护新路子，完善部门配
合、打防结合的文物保护长效机制，提高文物行
政执法案件办理质效，严厉打击文物违法犯罪。

作为祖国北疆文物执法的中坚力量，我们
将始终贯彻文物执法工作的新精神、新部署、新
要求，不断推动文物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执法人
员文物巡查力度，在做好文物执法和做优文物
保护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增强文物保护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助推阿拉善盟文物保护工作
高质量发展。

纹样是将“花纹”做系统性重复、排列所
形成的美术范式，用来大规模使用。纹样的艺
术表现力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有着
明显的不同，是当时政治、文化、思想最直观
艺术的写照，不仅反映着背后的历史发展现
状，也体现这一时期的审美情趣。我国历史源
远流长，古代传统纹样形式之多样，内涵之丰
富，技巧之精绝，堪称人类艺术史的宝贵财
富。本文以明代传统纹样为例，就其特点进行
探讨。

社会特征对明代纹样的影响

明朝时期，广州、泉州、宁波、漳州等地是对
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景德镇为瓷器制造中心，
南京和苏杭是丝织业中心，松江、芜湖等地则
是棉纺织和染织业中心。郑和七下西洋，遍访
30 多个国家，将中国的陶瓷、织绣等商品销往
各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艺术的发展，明
代的装饰图案由元代的粗陋转向精细方向发
展，色彩趋于雅致，加之儒家文化的复苏，吉祥
图案盛行并逐渐规格化、系统化，在美学上取
得了不小的成就。

此外，商品经济还带动了文化交流，民间思
想活跃，中外互动频繁，外来样式也与本土相融
合，纹样逐渐追寻“求贵”“求异”。所以，在继宋
代“仿古之风”和元代蒙古遗风影响之上，明代
纹样更突出的是盛世下的奢华和高贵，以及严
格的等级规制，整体淡雅清新又明快豪放。总
体来说，明代纹样风格从初期的精纯淳朴，渐
次走向中后期的繁复浓丽。

明代纹样蕴含的美学理念

明代纹样经过历史的洗礼，衍生出独特的
格调，其内涵更加丰富、技法演变多样、配色科
学合理、范围涉猎广泛，形成成熟的装饰体系，
具有较高的审美取向和传世价值，具有以下几
个构图特点：

重复性。明代纹样有连续重复的特性，寓
意延绵不绝且更便于装饰各种器物。连续纹样
多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二方连续是将同一
个独立纹样向上下或前后重复连接，按一定顺
序直线或曲线方向延伸，构成条状的纹样；四
方连续是指在上下左右重复循环延续，构成块
状的纹样。二方连续多用于物体边缘的小装
饰，而四方连续则更适于大面积的装饰。

明代的连续纹样善于提炼、精为取舍，构图
充满格律，框架布局合理，在重复中求变，在变
化中求新。以梅花纹为例，战严寒、傲风雪、冰肌玉
骨、高洁清幽都是传统文化赋予它的美好寓意。
梅花分五瓣，象征五福——福、禄、寿、喜、财，很
早就被用于装饰，在汉代画像砖上就有出现过。
宋元时期多用折枝梅花纹，而明清时更多的是写
实，且较之宋元更为繁复、华贵。梅花纹只是众
多寓意美好的植物花纹中的一种，诸如有“长
寿之花”的菊花、富贵之意的牡丹、宗教色彩的
莲花、束莲纹等。

对称性。由于明代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对称的设计理念逐渐被官方认可，能够更好
地体现权威、和谐、庄重之感。明代纹样着重
表现交替对称、兼顾内外的平衡之美。同时，
对称也反映着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均
衡和谐的对称纹样满足了民众祈求安稳顺遂
的质朴愿望。

早在魏晋时期，缠枝纹就已盛行，它属于
传统花纹范式的一种，至宋元明清内容则更为
扩大，其构成形式更为多样，有的是缠枝菊花、
莲花、瓜果，有的则是人物、鸟兽等的组合。其特
点在于穿插自然、疏密有度，彼此配合富有节奏
和韵律，结构更为舒展柔美，通常用在锦缎、刺
绣和建筑装饰等方面。

节奏性。明代纹样繁复有序、疏密协调，线
条精细勾勒，明暗渲染层次，形象丰满，疏密雅
致；整体起伏有致，局部精美细腻，相互映衬，彼
此协调，在韵律中阐释生生不息的吉祥寓意。

明代中后期逐渐趋于华丽与奢靡，此时的
纹样展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封建意识的高度强
化，纹样中的韵律也变得日渐程式化。

明代纹样的配色把控

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明代颜色归
纳为赤、青、青绿、元色、真青、油绿、玉色、天青、
竹绿、黑绿、元青、大红、深蓝、皂色、紫色、官绿，
共16色。除去单色的赤、青，实有具体颜色14个
色。其中红、黄二色只能皇家使用，象征皇权威
仪，尤其是黄色为皇家独享的颜色。

明代纹样的配色原理继承了前朝的传统
“艳不俗，浓不重，繁不乱，淡相宜”，用色技法超
过了以往，达到了封建时期的顶峰。善于配置调
和色，也善于实用对比色，丰富和谐、浓艳得当、
对比强烈、鲜明而不艳俗。

纹样配色有一个重要法则：掌握主调色，突
出主次关系，同时控制颜色数量的比例，避免
出现三种以上的颜色。若主体纹样颜色浓烈，
边饰底色则追求单一，反之亦然。这样二者交相
辉映，色彩层次丰富，具有节奏感、韵律感和统
一感。而用精细的线条勾勒，渲染明暗，疏密变
化阐释层次，使元素排布更为丰满，细节才愈加
丰富。

自古以来，人们喜好鲜明、强烈、庄重、愉快
的颜色，明代纹样配色符合艺术的造型和色彩
规律，配色大胆、浓淡相宜、和谐生动，体现了不
凡的艺术构思和民族特点，其配色模式为后人
提供了传承与借鉴的模板。

明代纹样是中国古代传统纹样发展中的一
座高峰，其样式之丰、格调之雅、气势之宏，独具
一格，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值得人们更深入
细致地研究整理，使传统纹样技艺与美学理念
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明代传统纹样探究
吕晓薇

明代莲荷鸳鸯纹明代缠枝牡丹纹 明代缠枝莲纹

潮州木雕是一项民间雕刻艺术，用于建筑
装饰、神器装饰、家具装饰、案头装饰等，作品
经过精雕细琢后贴上纯金箔，金碧辉煌，故称

“潮州金漆木雕”，与东阳木雕、黄杨木雕、龙眼
木雕并誉于世。

潮州木雕技法有沉雕、浮雕、通雕等多种，
通雕最为卓越，多平面雕刻，物像层层叠叠，交
错穿插，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潮州
木雕最精湛的艺术特色。贴金工艺是用软刷将
薄如蝉翼的金箔逐片粘贴在木雕上面，作品富
丽堂皇，深受人们喜爱，其精美的艺术魅力名
扬世界。

潮州人每逢过年过节都要祭祖，祠堂是祭
祀祖先的特殊场所，各地的堂祠规模宏大，建
筑考究。神龛是祠堂最重要的配置，是放置祖
先牌位的特制橱柜，主要构件有龛脚、中盘等，
外面是龛门、龛座。

潮州人崇尚祭祀，会花费大量的金钱聘请
高级的工艺师雕刻神龛、髹漆贴金，通常需要
历经整年甚至数年才能完成一件木雕巨作。

潮州市博物馆藏有一座清代光绪木雕大
神龛，高 313厘米，宽 208厘米，纵深 125厘米，
形制巨大，装饰木雕图案 100 多件。有图必有
意，有意必吉祥，这些木雕图案迎合人们祈福
的心理诉求，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木雕大神龛装饰的经典图案

博古图。北宋宋徽宗命大臣编绘宣和殿所
收藏的古代器物，修成《宣和博古图》，这部有
代表性的图录文献全书30卷，著录商代到唐代
青铜器的精华839件，共分为20类，包括古青铜
器的鼎、尊、彝、舟、瓶、壶、爵等。后人将鼎、瓶
等绘制在一起的纹饰被称为“博古图”，常用于
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宅第装饰，以及各种民
间工艺品的装饰。

潮州木雕多层通雕和贴金等工艺在大神
龛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清代光绪大神龛两门中
窗肚是整个神龛的雕刻精华所在，两边分别装
饰多层雕刻的金漆木雕“博古图”，繁复细腻。

神龛关闭时左门正面中窗肚上部雕刻巨
大花瓶，底径达 6厘米，瓶身凸出。瓶中插满如
意、菊花，花瓣层叠，中部雕刻多层几案作为间
隔，布满各式宝瓶，几足雕刻鱼化龙纹，下部立
体雕刻戏曲故事，由里及外多层次雕刻。

龛门关闭时（以神龛为本体）右龛门门窗
肚装饰大花瓶，瓶中插满牡丹、羽毛，寓意平安
富贵。中部雕刻多层几案，布满各路神仙，“几”
字形几案分隔，形成多个空间，摆满了宝鼎、宝
瓶等物，环环相扣。尤为突出的是，下部几桌上
摆设的精美潮州工夫茶具，更增添了其地方文
化的趣味性。

整个神龛门窗肚立体金漆通雕，最厚处达
6厘米，极尽所能地雕刻了各种博古器物，完美
地阐析了北宋“博古图”。

金漆画《真州东园》画片。神龛两扇大门正
面下大肚是一幅根据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描
绘的潮州金漆画。神龛门上的金漆画为左右通
景画：一条小河缓缓流过，右边一泓清池，北面
筑起了高台。台上修拂云亭，池边建澄虚阁，还
有宴会厅堂和戏射的场景。水面上荷花艳丽，
岸上美树成行，阴影交叠。高的屋脊、大的飞
檐，在日影水光里摇动。真州的百姓或吹弹歌
唱、或小聚楼阁，更有士绅码头送别，在华丽的
游船上摆设精致盆景。龙图阁直学士施正臣、
侍御史许子春、监察御史马仲涂三人正在赶往
真州东园的路上。

方志明隆庆《仪真县志》记载：“皇祐四年
（1052），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判官马遵，因得州
监军废营地百余亩为园。”真州是漕运的枢纽，
也是官员、文人南来北往的必经驿站。以许元
在官场、商界和文坛的人脉，使得东园成为雅
集之所。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和王安石的

《真州东园作》以及蔡襄的书法并称为“东园三
绝”。而真州东园因此成为宋代的高尚文化殿
堂，成就一段佳话。

彩漆画《百忍堂 》画片。神龛门左内侧，下
大肚是彩漆画《百忍堂》，该画笔法细腻、色彩鲜
艳，是潮州民间的传统工艺。画面描绘唐代张公
艺家中处处张灯结彩，家丁把皇帝赏赐的“百忍
堂”牌匾抬进来，府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潮州木雕精益求精，神龛门内侧右大窗肚
镂空雕刻的《百忍堂》图案，通体的金漆装饰
与彩漆画题材相同，上下斜对应，极尽繁华。

彩漆画《汾阳府》画片。龛门右下大肚内侧
的彩漆画《汾阳府》，展现了郭子仪寿诞时的盛
况。汾阳府中，郭子仪端坐高堂，七子八婿奉着
朝芴来祝寿；有人敲锣打鼓、有人点燃鞭炮，热
闹喜庆。当龛门打开时，左内侧大窗肚装饰的
金漆通雕《汾阳府》与彩漆画左右斜对称，相得
益彰，令人惊叹。

大神龛里设有四个台阶，放置祖先牌位。台
阶立面装饰金漆画鳜鱼、梅花、博古、葡萄等，后
壁置屏风金漆画《豳风图》，呈现模古之风。

大神龛木雕构件高出平面约 5厘米，里面
构件厚度达 5厘米，工艺师在方寸之间挥舞雕
刀，雕刻立体图案，玲珑剔透。整个木雕神龛庄
严肃穆，金碧辉煌，令人叹为观止。

当时，只有具备优良家风的富贵宗族，才
能花费巨资聘请工艺师制作一座富有文化内
涵金碧辉煌的大神龛供奉祖先。木雕神龛对祖
先，是尽孝；对子孙，是教化，更是传承。

木雕大神龛装饰图案及漆画的寓意

神龛大门“博古图”是文化的象征，祥瑞花
草是吉祥的图案。金漆画《真州东园》里的许元
在官场上是“能人”，也是为百姓办实事的官
员，非常值得纪念。

彩漆画《百忍堂》的张公艺是庶民的模范，
他“百忍”治家，其家风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得以
发扬，为“孝”；《汾阳府》的郭子仪，功勋卓著，
福寿双全，是“忠”的典型。

从张公艺的“百忍”治家到郭子仪的精忠
报国，都是与优良家风密不可分的。家族忠、勇
之风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只有经过敬祖、课读
等一系列的家教，历经天长日久的熏陶，才能
内化于心，而后外化于行。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富含文化气息题材的
图案，整个木雕神龛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氛，
成为特别的文化载体，使家族文化得以弘扬。
潮州文化在金漆木雕大神龛上精彩纷呈，极具
特色，堪称国之重宝。

潮州艺人把具有历史史实、蕴含文化精
髓、积极向上的文化元素融入木雕之中，表明其
文化博大精深，其载体是接地气的，其教化是润
物细无声的。神龛上的图案、金漆画等所蕴含的
文化内涵，代代相传，绵延不断。

木雕大神龛，把代表潮州文化的经典图案
表现出来，既汇集了儒家思想精华，也体现了

“忠”“孝”“仁”“义”等。如今，潮州人依旧通过这
些饱含历史气息的木雕图案，传播潮州文化。

清光绪大神龛的装饰艺术
吴丽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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