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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海湟中陈家滩木雕是当地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青海各 民族文化 

融合的缩影，是青海高原独特的瑰丽的奇葩。本文在对湟中陈家滩传统木雕进行 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探究其 

传承方式、艺术风格、表现主题，揭示了其文化内涵。 

关键 词 ：湟中陈家滩；传统木雕 ；艺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100O一5102一(2012)05—0068—05 

民族民间艺术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聚合体，它反映出了 

各民族 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以及生活观念等文化 

内容，具有综合性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 。湟中民间艺术是 

以湟中县为中心流传于河湟地区的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 

有 、共同传承的民间手工艺，因其表现主题的多元性和神秘 

的宗教性，其艺术价值享誉国内外 ，譬如壁画、堆绣、酥油花、 

雕刻、农民画、镶丝、鎏金、银铜器、泥塑、藏毯等。其中青海 

湟中传统民间雕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植根于青藏高原 

丰厚而独特 的土壤之 中，有着迥异于其他地 区的 民族 文化背 

景、思维模式 、生存模式、哲学观念以及认知方式，在文化上 

彰显了当地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道 

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色彩。尤其是湟中陈家 

滩传统木雕 ，因其精湛的技艺、独特的构思、丰富的表现主题 

于 2009年 9月被列 为青海 省非 物质文 化遗 产 ，本 文从 湟 中 

民间传统木雕在河湟地 区各 民族群众 中的传承与表 述人手 ， 

以湟中鲁沙尔镇民间木雕遗产传承与文化认同及变迁为个 

案进行了田野考察研究，旨在了解其存活现状，探究其传承 

方式、艺术风格及表现主题 ，揭示蕴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

、湟中民间木雕 文化艺术的生存语境 

湟中传统木雕艺术的产生乃至于形成模式 ，与衍生它的 

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河湟地区各族 

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经过实践和创造逐渐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它以 

其独特的表现风格，充分地反映出这一地理与人文环境孕育 

出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一)孕 育湟中民间木雕 的 自然环境 

湟中传统木雕的起源、发展、流布都与孕育它的自然地 

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给生活、生产于其上的高原民族 

提供了最初的生存空间、创造文化的场所和物质可能。湟中 

县地处青海东部农业区，地处湟水谷地及两侧山地，由滩地、 

丘陵中山和高山等地形组成 ，海拔在 2200米一3400米之间 ， 

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年均温 2．9℃。因地处高寒，地理条件艰 

苦 ，地广人稀 ，故而人抵御 自然灾害 的能力 较弱 ，所 以在其纹 

饰图案中有虎、太阳、月亮、山川树木等自然崇拜物，因此原 

始文化气息教浓。此外，该地区也宜牧宜农，游牧文化和农 

耕文化并存，所以这样的 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的木雕艺术 

既有游牧文化 的意蕴 也有农 耕文化 的渲 染 。加之 湟 中也是 

古代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 ，“丝绸铺道”、“唐蕃古道”均通过 

其境o E1]因此外来文化对其侵染使其表现主题和雕刻技法同 

样沾有其他民族文化的烙印，所以，湟 中陈家滩木雕产生的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基于原始宗教神秘色彩基础上 的游 

牧文化和农 耕文化并存的艺术风格 。 

(二)孕育湟 中民间木雕的人文环境 

湟中地区多民族杂居，生产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该地 

区从 民族迁入史来看 ，很早 就已形成多 民族 杂居 的现状 。据 

史料记载，“湟中”古为羌族故地，西汉武帝元鼎六年，汉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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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李息 、徐 自为进军 河湟 ，湟水流域 纳入西 汉中央政权 版图 。 

后将军赵充国屯田湟中，汉族人口大量移入，开垦荒地，兴修 

水利 ，推广农具 ，引进 中原农 业技术 。到元 时期 ，蒙 古族 、回 

族迁入湟中县地，湟中地区的藏族是秦、汉以前的西戎和羌 

人，除上述民族外，还有撒拉、满、朝鲜、壮、瑶、苗等。_2]因此 

多元文化特 征明显 ，从远古文化类 型上看 ，存在 马家窑文 化 、 

齐家文化和卡约 文化 ；从宗教文化类 型上看 ，儒道 文化 、藏传 

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并存，譬如塔尔寺、鲁沙尔清真寺、南 

朔山道观、积善塔等并存于该地区，而且宗教色彩极为浓厚， 

并能相互包容；从经济类型上看，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业 

文化和手工业文化等经济文化类型并存交错。艰苦的生存 

环境使 世代生活在湟 中地 区 的各 民族 之 间的历史 渊 源和族 

群之间的传承关系既有兼容的一面，又有明显的差异。不同 

的信仰和生产方式创造了他们各 自特有的文化 ，也体现在他 

们生活 的民居 和装饰的木雕风格上 ，其 民居 和宗教场 所的建 

筑物都透出了该地区木雕艺人对生活的体察以及他们的审 

美情趣 ，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 ，表现 出独特的 民族 风格 ，这 

也是湟中民间木雕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交融性、历史 

文化多重积淀性 和生 态环 境独特性特征 的重要原 因。 

二 、湟 中民间雕 刻艺术的源流 

湟 中民间传统木雕技艺发源于湟中县鲁沙尔镇陈家滩 

村 ，其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明代，元明两朝处于对藏族地区 

政治统治的需要，都对藏传佛教采取推崇扶持的政策，明代， 

对藏传佛教各派采取“众建多封”政策，即只要在政治上顺从 

于朝廷 ，就对其进行封赐 和扶 持。在河湟地 区“大建梵宇 ，特 

赐专设 ”，致 西 宁 一带 “番 僧寺 族 ，星 罗棋 布”⋯⋯永 乐 宣德 

时 ，明朝廷多次从京城 和西 宁征调工匠和军夫 对瞿昙寺 进行 

扩建⋯⋯寺院规模壮观，殿宇雄丽l_3]。因此，河湟地区的佛 

教得到迅速发展 ，依附在佛教发展之上的佛教艺术，如建筑、 

绘画、雕塑等技艺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期间，本地木匠在参 

与寺庙的修建中，与外地匠人交流学习，技艺模仿，并将其与 

藏传佛教文化相结合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藏汉风格相兼存的 

一 套技艺 ，其 中始建于明代的佛教黄教 圣地塔尔寺 寺院建筑 

群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塔尔寺建筑及陈设的木雕作品有许多 

出自湟中县陈家滩村木雕匠人之手 ，该村木雕艺人因塔尔寺 

古建筑群而诞生，也因塔尔寺古建筑群的修建而不断提高技 

艺。史料记载，“鲁沙尔依托塔尔寺 ，大力发展宗教用品和蒙 

藏民族用品手工业。2O世纪 3O年代 中期，鲁沙尔镇的手工 

业进 入兴盛期 ，⋯⋯ 木匠 3家’，[ 。木雕 技艺 也成 为该 地 区 

木匠艺人们共同创造、共同享有 、共同传承的集体艺术。那 

些飞檐斗拱 ，遍布门、粱、窗的精美木雕图案以及佛龛、木器 

等是 早期的见证 ，表达着 自己的愿望和对 神的虔诚 以及对生 

活的憧憬 并将山川河流 、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用人格化 

的神祗予以表现来达到祈福禳灾的作用。特别是明代天启 

二年 以后 建造的塔尔 寺 的建筑 群如大 金 瓦殿 、班禅行 宫 、大 

厨房、护法神殿、祈寿殿、文殊菩萨殿等藏式建筑，大量融合 

了汉式建 筑的技艺特点 ，建筑 风格彰显 出多元文化 特色 。塔 

尔寺建成后 到清末民初 ，陈家滩村 的木雕 匠人史应全 和他 的 

弟子康继福、郭万青、包成林、张生珠等除继续在塔尔寺从事 

木雕艺术的创作活动外 ，同时也 在河 湟地 区从 事民居木雕艺 

术的创作活动。改革开放后，陈家滩村的木匠把祖传的木雕 

技艺继续发扬光大。期间，最主要代表人物是陈家滩村的史 

廷辉 。史廷辉 (1935-- 2005)生前从事古 建筑的设计 、建造 及 

雕刻艺术 品的创 作 ，其 木雕 艺术 在省 内外享有 极高 的声誉 ， 

徒弟众多，河湟地区群众称其为“史木匠”。塔尔寺新建的坛 

城、山门、藏经楼以及后期对古建筑的维修 ，如大金瓦殿 、大 

经堂、护法神殿、祈年殿和密宗学院等建筑群均由史廷辉主 

持或参与修建。在他去世之后，塔尔寺为了纪念他对寺院及 

社会做出的贡献，特意为他颁发了“德艺双馨”功德匾额。目 

前 ，鲁沙尔 、总寨 、多 巴 、李 家 山、共 和等 乡镇 ，有部 分人从 事 

木工技 艺 ，除在本地从 事木 雕技 艺生产 和经 营活动之 外 ，还 

走南闯北，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四川等信仰藏传佛教的地 

区修建维修古建筑群和藏式家具生产。 ． 

三 、湟 中民间木雕技艺的传承方式 

湟中民间木雕艺人作为民间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木 

雕技艺以师徒传承或家族密传的方式继承了下来，其艺术精 

神渗透在整个传承 过程 中 ，承载着 民众 的文化思 想和行 为 ， 

以他们 自己的方式反 映着 民众 的民俗文化 生活 和对美 好生 

活的追求。湟中木雕技艺高超、构图大胆、意象诡秘，且与传 

统绘厕相得益 彰 ，因此集 实用 性 、观 赏性 和 收藏 性 于一 体 。 

在河湟地区乃至更多的地区形成了较大影响，加上木雕艺术 

的实用性容易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在民间有较强的生命力。 

这些雕刻装饰不仅 美化 了环境 ，增 强 了美 感 ，增加 艺术审 美 

价值，而且也赋予建筑以一定的人文内涵，体现出浓郁的审 

美生 活情趣 ，尤其是藏 式雕 刻装饰 宗教氛 围浓 厚 ，赋予 了一 

种神秘感 其表现内容和形式在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约 

定俗成 的规矩 ，呈现 出 民间工艺 造型格 式化 、程式 化 。比如 

家具、门窗装饰用什么样的花纹，梁、架用什么样的花草，哪 

一 类的佛像持什么样的法器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定，表现 

出既定格式及不 同的地 域性 、民族 性风 格 。因此 ，其传 统方 

式有一套完整严谨的师徒相传的传承方式与工艺体系。 

解放前，由于生产物质资料极其匮乏，艰苦的生活环境 

使当地民众经常缺吃少穿，都在为生计劳苦奔波，而具有木 

工手艺的匠人被经常邀请到别人家盖房、做家具，主人家为 

了使匠人为他尽心做活，想尽办法为匠人改善伙食，经常“高 

茶贵饭”招待匠人，同时匠人用自己的劳动挣回一些钱物，自 

家的生活比寻常人家富裕一些，致使好多人羡慕有手艺的匠 

人 ，一些想从事木匠行业 的人便准备礼 物登 门拜 师学艺 。也 

有一些 同辈份人 为了 自己的孩子有个 好 的归宿 和前程 ，准备 

茶叶和酒 等礼物将 自家的男 孩送到 匠人 家拜师学 习。收徒 ， 

有门里徒和门外徒之分。门里徒 ，有木工活时跟着师傅做木 

工活 ，没木工活时帮师傅家干农活；门外徒，有木工活时跟着 

师傅做木工活 ，没木工活时回自己家做农活。收徒有一段考 

验阶段 ，这阶段主要看徒弟勤不勤快，有没有学习木匠的天 

赋以及人品等。徒弟的要会看师傅 的“眼色”，要细心，要勤 

快，师傅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包含着做活的技巧。如果师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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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徒弟是学习木匠的料，便布置大量的木工技术活，做活的 

过程中不断传授技巧，安排的活越多，自然学习的机会和过 

程也就多；如果师傅看不上徒弟，就布置些搬木头等粗活。 

出徒的时间也不确定，入门之初首先让徒弟抬木料、砍锛子、 

拉改锯和推刨子，以便让徒弟认识木料的材质和性能，之后 

看徒弟的悟性，如有上手快而且聪明伶俐的徒弟，才让他们 

跟着师傅做一些精细活，等徒弟跟着师傅把各种建筑、家具 

活都学会了，才教徒弟放线的技术(设计的技术)，当然以上 

只是徒弟学习木结构的内容，传统木雕技艺是在徒弟把木结 

构技艺学好之后，师傅才能传授的技艺。传统木雕技艺俗称 

“花草”，其技艺的传承过程较为复杂，师傅首先在众多徒弟 

当中通过严格挑选 具有 艺术 细胞 、聪 明好 学 的爱 徒 ，然后让 

他们从认识各种具备雕刻木材的性质、特点人手、进一步学 

习拓样、旋孔、打磨刀具等技艺，以便认识木雕技艺的图样、 

花草的阴阳面和刀具的使用方法等，之后才能着手雕刻完整 

的作品。木雕图样一般来说都是木雕艺人创作的艺术结晶， 

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其图样的拓样要由师傅回收以便保存和 

保密。因此，要学会传统的木雕技艺 自然在五年以后了。由 

于出徒时间较长，而且传授全套技艺的并非全部徒弟，所以， 

拥有精湛技艺的匠人非常有限。 

四、湟中民间木雕的艺术表现形式 

(一 )湟 中木雕 艺术的种类 

湟中木雕按用途可划分为：建筑木雕、家具木雕 、宗教木 

雕和工艺 品木雕 。建 筑木雕 技艺 主要 分布在 以木质 材料 为 

主的民居建筑和宗教建筑的梁、檐、门、窗、楼阁挡板中；家具 

木雕主要有汉式炕柜、雕花木床和藏式的龙床、罗汉床、茶 

几、炕桌、沙发、藏柜等；宗教木雕主要有佛像、佛龛、法座、经 

桌、经筒等；工艺品木雕分为具有观赏性的木雕陈设工艺品 

和实用性的木雕工艺品 。 

按雕刻工艺划分为：线雕、浮雕、镂雕、斜雕和圆雕等。 

线雕通常以刀刃雕压花纹，讲究刀法 ，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对于花纹刻画和形象勾勒有着重要作用。还可以雕刻纹理， 

表现景物的质感。线雕易于表现物像的外形，也可增强物像 

的装饰效果。浮雕是在平面板材上雕刻出凹凸起伏图案的 

一 种技法 ，根据需要 分为浅 浮雕 和高浮 雕 ，常见 于家具及 器 

物上 ；镂雕是在浮雕的基础上镂空其背景部分 ，有单面雕和 

双面雕 之分 ，常用 于古典 建筑 上 的装饰 、装 修 ；斜雕 是用 45 

度左右斜角的刀口，在作品的关节角落和镂空狭缝处剔角修 

光，刻处的效果比三角刀更生动 自然；圆雕又称立体雕，特征 

是完全立体的 ，可从 多角度 欣赏 ，常用 于佛像 的雕 刻。创作 

中往往将多种雕刻技法并用，期间物件之间框架构造，卯榫 

结合，层次突出，在建筑上常用于架梁、梁托、檐条、楼层拦 

板、板壁、窗户、斗拱等处，家具中常用在炕桌、床和柜上。 

(二)湟中民间木雕 艺术纹样 

湟 中 民间木雕装饰 纹样充 分汲取 了民间文 化的艺术 符 

号和元素 ，其纹样包罗万象，图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纹样 

可概括为：祥禽瑞兽、花草、神祗、人物故事、器物、锦纹和字 

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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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禽瑞兽样有龙、凤、麒麟 、狮子、虎、鹿、象、马√ 脚狮、 

毛鱼、水怪、猴、羊、鼠、鹤、鸡、鸳鸯、鱼、蟾蜍等。 

花草纹样有牡丹 、莲 花 、兰花 、玉 兰 、海棠 、菊 花 、松 、竹 、 

梅 、长寿茅草 、木瓜等 。 

神祗有福禄寿三星、魁星、／ 仙、各民族宗教神祗等，其 

中的人物故事多取材于《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 

《格萨尔王传》等名著，《杨家将》、《郭子仪祝寿》、《松赞干布 

与文成公主》等戏剧，以及《白蛇传》、《刘海戏金蟾》、《和气四 

瑞》等神话传说。 

器物纹样有“暗八仙”(即八仙之法器 ：蕉叶扇、宝剑、玉 

箫、宝葫芦、玉板、渔鼓 、花篮、荷花)、八吉祥(佛教之法器：莲 

花、宝瓶 、鱼 、盘长 、法轮 、法 螺、宝伞 、白盖)、七政 宝(神珠宝 、 

妃子宝、大臣宝、大象宝、绀马宝、将军宝)、五妙欲、杂宝(宝 

珠、古钱、方胜、玉磬、犀角、银锭、如意、珊瑚、祥云、艾叶、鼎、 

书、画等物的组合 

锦纹有云纹、雷纹、冰纹、回纹锦、万字锦、拐子锦、龟背 

锦等连续纹样；吉瑞字符纹样包括福字、寿字、梵文、阿拉伯 

文等 文字 图案 。 

(三)湟中民间木雕 艺术表现 主题 

湟中民间木雕，将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有机结合 ，按创 

作主题可分为：祈福纳吉类、伦理教化类和驱邪禳灾类。 

祈福纳吉是木雕装饰中运用最广泛的题材，民间将其概 

括为福、禄 、寿、喜、财等，其主要内容包括男女交合化育、延 

年增寿、招财纳福、功名利禄等；祈福纳吉类的雕刻题材应用 

较为广泛，主要体现在古建筑的装饰装修 ，古典家具装饰以 

及宗教用品的装饰等方面，比如对古建筑梁架、柱头、雀替、 

莲板、斗拱等建筑门面进行的装饰以及室外门、窗、户、牖的 

外檐装修和室内花罩、炕罩、博古架、壁板和天花、藻井等的 

内檐装修等。 

伦理教化是木雕装饰中最具精神教化意义的题材 ，多以 

历史典故、生活生产场景、书法盈联等内容形式，借以褒扬孝 

悌、忠信、仁义，召示人伦之轨。其内容较为经典，事物刻画 

较为精细，常用于古建筑的内外檐装修。常用的木雕吉瑞装 

饰题材如：和气四瑞、和合二仙、二十四孝等内容。 

驱邪禳 灾、幸福安康 ，是 民间世代关 注的主题 ，木雕 雕刻 

寓意吉祥的图像 ，借以驱除瘟疫、镇邪禳灾，其作用相当于借 

画符咒消灾避祸。常用的木雕吉瑞装饰题材如：事事如意、 

八仙、暗八仙、八吉祥、八瑞物、七政宝、五妙欲等，都被认为 

具有消灾避祸的功能 。 

(四)湟 中民间木雕 艺术的风格 

陈家滩传统木雕艺人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除继承传 

统造型特征外，在造型、图案纹样装饰以及着色等方面，吸收 

了青海高原民族民间美术的表现手法和装饰特色，逐步形成 

了具有浑厚、强烈、质朴、粗犷的艺术风格及青海高原乡土风 

采 。 

湟中民间木雕艺术风格表 现为 三类 ，一 是用于寺 院建筑 

和陈设中的藏式藏传佛教的图案，如和气四瑞(藏族称“同巴 

南玉”)图，是由一头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山兔、一只羊角鸟 



组成 ，象征着 、团结和 睦、幸福 吉祥 ，表达 了你 中有 我 ，我 中有 

你，互相帮助，互相依赖，众缘和合之意。此外还有六长寿 

(藏族称“才让南周”)图、八吉祥徽、七政宝、五妙欲等；二是 

采用汉族民间喜闻乐见的装饰主题，运用借代、隐喻、比拟、 

谐音等传统手法传达吉祥寓意。例如，借代：借桃代寿、借牡 

丹代富贵、借石榴代多子等；隐喻：以羊隐喻孝、以“暗八仙” 

隐喻祝寿等；比拟：以菊、竹、梅、兰比拟君子德行；谐音以“蝙 

蝠”谐音“福”，以鹿 谐音 “禄”等 。这 些装饰 主题 一般 出现 在 

汉族的民居建筑和装饰之上。三是藏汉结合的风格，如花卉 

鸟兽或日月山水作画面，同时雕有汉文“福寿”和“兰札”梵 

文。这些相结合的图案常见于汉、藏 、蒙等民族家庭 的民居 

和装饰上。这也彰显 了青海湟中木雕 的独特的风格。反映 

出高原各 民族 文化艺 术 中各 民族你 中有我 ，我 中有你 ，共 同 

缔造 了高原特 色的文化 。 

五 、湟中民间木雕艺术的流程 

湟中民间木雕艺术在整个雕刻创作过程中对材料选用、 

工具准备、刀法的运用，下刀的力度都非常讲究，这些技术是 

完成 一件雕刻作 品成功 与否 的关键 因素 。 

首先 是雕刻艺人 的要 求 。拥有 高超 的木 雕技 术 的木 匠 

必须对绘 画、对雕刻 要有 一定造 诣 ，对一 件“作 品”的全 套程 

序要做到心中有数，比如用材 的选料、设计、下料、修胚、雕 

刻、打磨、上色等不能马虎；雕刻过程中把握好刀的力度，到 

位、精确、干脆利落，能挖一刀的决不用第二刀，能做到这一 

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匠人了。其次是雕刻工具的选用。雕 

刻工具有主要工具、辅助工具及辅助操作设备。主要工具有 

圆刀 、平刀 、斜刀 、中钢刀 、玉婉 刀和 三角 刀等 。辅 助工 具 有 

敲锤 、木锉 、斧子 、锯子 、小型 电动 木工抛光机 和电动手枪钻 。 

辅助操作设备有带交叉拉条的稳定坚固的工作台和木钳台。 

第三，雕刻原料的选用 ：木雕作品是艺术载体是木材，离不开 

对木质 的选 择和技 法 的运用 。湟 中 民间木雕 对木 质 的选择 

十分慎重，木纤维的横向结构要紧密，不易开裂；木质要 细 

腻，并具有一定的韧性，以便于用刀。木料的强度也很重要， 

以保证 刻好的作 品不轻 易变形 。通常选用 红松 、椴木 、柏 木 、 

黄杨木、桦木、水曲柳等适于雕刻的上等木材的基础上，根据 

需要也常选用檀木、红木、黄花梨等名贵木材，经人工烘干或 

自然干燥后下料，制成需要雕刻 的形制和胚子。第四是落 

样，把准备雕刻的各种传统图案纹样或创意稿等用墨线勾画 

放大到木材上，为雕刻提供依据。落样要细心准确，不能走 

形 。然后进行雕刻 ，这 是全 部制作 工序 中最 重要 的一 环 ，是 

一 个艺人技艺是否娴熟 、独具匠心 的标 志 ，它要求刀 法熟练 、 

刀样多样 。采用雕 、镂 、刻 、凿等多种 技法 。其雕 刻步骤分 为 

凿坯，修光、打磨等。最后对木雕进行着色，用硬毛刷、毛笔 

等工具应用本地特有的天然矿物质颜料 ，饰以贴金等技法， 

根 据不同的产品要 求对 雕刻 作 品进行着 色 。作 品上 色时要 

酌情而定，要求尽量体现出作品内容形式的需求，并符合天 

然 木质的美感 。 

六、湟 中木雕 艺术的文化特点 

湟 中民间木雕在以藏文化基础上吸收了青藏高原地区 

其他 民族 文化和民间美术的表现手法 和装 饰特色 ，逐步形成 

了具有浓厚 高原 乡土风格艺术特色 ，其 思想 内涵 、道德精 神 、 

审美取向在特殊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中经世代的积累，形 

成 了和谐 意识 观下的多元生活观 。 

(一)地域性 

木雕不是一种简单 的雕刻 ，它是极具 文化模 式 的传统 载 

体，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是对一个地域共同的精 

神气质、道德观念、审美标准和表达情感 的惯用模式的集中 

反映。中国传统木雕分布极广，按地域分为东阳木雕、潮州 

木雕 、泰州木雕等等。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差 

异 以及 资源条 件和工艺 的不 同 ，形 成 了浓郁 的地方 特色 ，这 

些既有互相兼容的一面，又有明显的差异。同样，湟中木雕 

在传承中国传统木雕文化的精髓的同时，在以符合青藏高原 

自身 的生存法则为基准而独成一体 ，这 主要 表现在具有 复合 

多元特征的青藏文化，湟 中木雕虽在全国没有很强的影响 

力，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享誉周边省份，在青海地区，无论是 

神殿佛堂、僧俗民宅都能找到湟 中木雕的踪迹，湟中木雕文 

化已经适应了当地地域环境，并得到生存、传承和发展。 

(二 )民 族 性 

湟中鲁沙尔地区以汉族为主，藏、回、土等多民族共居。 

其文化上表 现为农耕 、游牧和商业文化相 互融合 、交相呼应 。 

同时，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使得湟中民间传统木雕艺术的 

风格特点显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作品在表现木雕艺人对生活 

的体察、感受 、审美情趣和想象力的同时，散发着浓烈的乡土 

气息，饱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情感。民族文化的融合和需 

求，使得传统农耕文化和佛教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传统木雕 

技艺 向佛教文 化延 伸 的 同时 ，人们 对 佛教 文化 的 崇 尚和需 

求，使得佛教文化的题材和风格世俗化、时代化转变，导致文 

化 的共 振和共鸣 ，不 仅推进 了传 统技艺 的发 展 ，而且也 有 了 

创新 ，形成了湟中民间木雕独特的民族特色。 

(三 )民 俗 性 

湟 中民间木雕有它的构成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传承载 

体 ，既继承了 中国传统 的 民间艺 术的精 华 ，又表现 出河 湟工 

匠艺人的独到见解。其创作的木雕艺术作品注重于艺术构 

思 ，从 总体造型到局部构思颇为独具匠心 ，通过 大量的物象 、 

图像、意象和表象来表示某种特殊的民俗意念，赋予一种象 

征意义，运用象征的手法表达美感和主题，使得具象实物和 

抽象意义之间通过生活化的途径达成完美结合，即通过实 

物、谐音，符号传达蕴涵的象征意义。作品无不包含着深厚 

而灵动的文化 内涵和象征意义 ，是感 性物质之上 的人的情感 

的深化和延伸 。其 中一个个符号和元素 ，传递 和表达着特定 

的约定俗成 的含义 ，让 民众感 知外物 形态 和形状 的 同时 ，体 

会出深刻的道理和辐射出来的思想寓意。吉庆有余、祈福纳 

吉，驱邪禳灾是民众世代关注的主题 ，因此，这类型木雕在民 

众中比较普及，比如以松、鹤、桃等表示长寿，以牡丹、元宝表 

示富贵，以石榴表示多子，以羊隐喻孝，以菊、竹、梅、兰表示 

气 节等。湟 中木雕 中象 征意 义中最 神秘最 具地 方特色 的是 

带佛教色彩的木雕，如宗教用具——法座，其背部边缘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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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卷草和六种生灵雕像重叠装饰，其中妙翅鸟表示慈悲之 

相，龙女表示救度之相，大鳌表示资福之相，独角兽象征 自在 

之相 ，巨象 意为善 师等等 。在 长期 的传承 中 ，这种象 征意 义 

已经被符号化 ，特定 的符号 协助表 达所代 表 的涵义 ，成 为一 

种说话 的文化 ，让人们 达成共识 。如 ：二十 四孝 图、和气 四瑞 

图。六长寿图等，有令人触境之景而生尊老怜幼之情，耳闻目 

濡而习修身齐家之道。 

七 、湟中木雕 的文化功能 

湟中木雕以建筑、家具装饰为主，是对特定生态系统进 

行文化适应和社会生活实践 的结果 ，根植 于河 湟文化 的沃土 

中，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木雕的艺术精华，在青藏地区民众 

生活中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发挥着多种功能实用价值和审美 

价值、技术手段和艺术手段紧密结合，不断满足着 民众的需 

要 。 

(一)实用功能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湟中木雕的产生是以实用为先的， 

主要体现在木式建筑装潢以及木雕工艺品等方面，它要依附 

于建筑和生活用具 而存 在 ，发 挥着 最大 的实用 功能 ，增添 了 

建筑物气势、风格与当地文化的协调性；其次，装饰在屋梁、 

椽檐的镂空雕有减轻建筑物重量的作用，符合力学的安全性 

和耐久性 ，布置与门窗的镂雕有通风防潮和采光的需要，最 

大限度地满足生活中的实用性。 

(二 )审 美功能 

湟中木雕是河湟地区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表现之 

一

，积淀了人们浓厚的审美情趣、理想和向往，与人们进行着 

心灵 的对话 ，情感的交流 ，通过艺术 化的具象和抽象 加工 ，利 

用欣赏和联想，使人产生美的感受和体验。体现在以摹仿 自 

然物而随形赋意的意匠美，以造型多样、风格独特的形式美 ， 

以显现材料特质的材料美，以传统手法沿袭的程式美，以传 

统技法功底的技巧美和以包含精神寓意的文化美。 

(三)信息传递功能 

湟中木雕作为物化的文化载体，具有语言文字所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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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它以视觉文化阐释着民 

众的习俗惯制、思维方式。其创造精神和充盈的艺术想象， 

无时无刻不传递着高原人民朴素醇厚 、真诚实在的生活气 

息，将蕴涵着深沉的文化积淀、情感积蓄以及人们的信仰和 

精神追求寄予其中，观赏者可欣赏人性和物性之美、体验神 

圣、崇高的美感，将寄予其间的意向和文化蕴涵一代一代传 

递下去 。 

(四)礼俗规 范和教化功 能 

湟中木雕是跨民族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体，凝聚着深厚的 

情感，无形支配着民众的行为，具有极强的教化和礼仪规范 

功能，它通过图案的形式，体现在精神世界中和行为规范上 

遵循着各民族群体的生活理念，其作用在于根据特定条件 ， 

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瞄 

准，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的进行。例如在民居大门上雕刻 

狮子、虎、神像，就是对人们在精神世界的不洁净东西如病疫 

鬼怪的禳解和控制；再如在雕刻在寺院梁柱上的图案，其象 

征性地 展现了人们 在现实 世界 中的行 为规范 与来世 之 间的 

关系，从而约束人们向善。 

八、湟 中民间雕刻艺术的现状及保护 

湟中木雕艺术根植于河湟文化的沃土中，充分吸收了中 

国传统木雕的艺术精华，并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集实用 

性、观赏性、艺术性为一体，在河湟地区形成较大的影响，涌 

现出众多的匠人，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高原地区宝贵的 

文化遗产。但随着市场经济大潮 的冲击，随着时光的推移， 

一 些老匠人相继去世 ，木雕技艺将面临失传的危险。更主要 

的原因是，木雕技艺是手工活，创作时间长，做工精细，在追 

求经济效益的今天，现代化机器设备的使用，使木雕传统技 

艺传承受到较大的威胁。建立民间 自发的基础之上的木雕 

艺术如果没有政府保护机制，其发展将会举步维艰。为此， 

应尽快将陈家滩木雕技艺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 

一 定的资金扶持，研究创新木雕技艺，使之尽快为社会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服务。 

[1][2]湟中县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8O；133． 

[3]E43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 ．青海通史E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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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alter Chan Beach H uangzhong traditional carvings fieldwork，explore their heritage，artistic 

style，and performance of the theme，revealing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the H uangzhong W alter Chan Kar— 

beach wood carving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ocal farming culture，nomadic culture。Bud— 

dhist culture and Islam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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