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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腿雕刻的纹样和设计

◎万少君
摘要：牛腿是中国古代民宅中的标志性木雕构件，集建筑结构与工艺于一体，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牛腿以独有的魅力和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多年的木雕工匠，本文主要从探

寻江南古民居中的牛腿入手，就牛腿的文化内涵和制作技艺等方面浅谈一点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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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上看，其主要

的建筑材料是木材、砖石，尤其是古代匠

人对于木材的应用与研究，其建筑装饰已

逐渐成为中国木构的新特征和中国建筑文

化的重要组成。我国明清时期是木雕构件

发展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木雕形式下

的建筑装饰，对百姓的文化生活进行了有

效的记录，其中牛腿装饰雕刻纹样更是建

筑木雕中的精华。牛腿装饰雕刻纹样形式

多样，内涵广博，涉及民间典故，历史故

事等众多内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

一、牛腿雕刻的发展历程

（一）牛腿雕刻的发展历史

牛腿又称撑拱，是一种相对粗壮的梁

托，主要与挑梁相互配合，用以支撑挑檐

檩、楼座悬挑部分，是一种承重的构件。

牛腿的盛行主要是由于木雕装饰技术的不

断发展，初期的装饰纹样更多使用于皇室

贵族中，发展到唐宋时期，由于民间经济

不断发展，相应的纹饰技术也有了进步，

其应用范围更加广阔。明清时期是我国木

雕装饰纹样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年代的

不断变迁，牛腿雕刻工艺逐渐从简变繁。

由于牛腿本身身处于外檐的醒目位置，这

也使得木匠艺人能够尽情地展示自身的雕

刻工艺，牛腿也逐渐成了建筑木雕文化中

的代表性构件之一。

（二）牛腿雕刻的发展深层原因分析

1. 社会因素

从牛腿雕刻的发展背景来看，主要发

展于江浙地区，这些地区本身地理位置优

越，气候条件和社会生活状况等因素有利

于雕刻技艺的发展。民间手工业发展迅速，

民间文化内涵丰富，这使得建筑雕饰纹样

的发展，有了良好的社会空间。古代的木

雕工匠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盼望，以

雕刻的形式还原于建筑木结构中。牛腿造

型的演变历程本身也反映出了社会元素的

变化，其中关于人物、关于象征性场景的

雕刻，无不展现出丰富的情感色彩，体现

出劳动人民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期待。

而官僚和商人屋舍的建筑木雕，更多的是

以动物谐音为寓意进行的雕刻，从不同的

雕刻形态上，也可以反映出主人对其的不

同期待。

2. 技术因素

中国古建木雕本身博大精深，雕刻技

术更是中国古建装饰文化的重要开拓者。

古建木雕本身对材料选择有着较高的要

求，需要木材的本质和耐用性符合需要，

在不影响受力的情况下实现实用与审美的

结合。由于牛腿所处位置属于十分醒目的

外檐，这里也是中国工匠进行技艺展示的

竞技场，随着雕刻技术的不断进步，浮雕，

半圆雕，镂雕，透雕等雕刻技术实现了深

度发展，一些高难度的装饰图案也得以用

雕刻来表现，牛腿本身的装饰价值和实用

功能得到了充分结合，技术与美学，实现

了有效融合。

3. 文化因素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来看，儒家在政治

上更强调德治、仁政，强调伦理道德教育。

而明清时期作为中国木雕装饰纹样发展的

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屋

室制度，也就是说不同等级之下的建筑需

要满足相应的礼节要求。而雕刻装饰本身

所具有的对称性，有效呼应了儒家对建筑

要求的中轴对称的规则感和社会道德观

念。同时，雕刻纹样、雕刻设计也能够帮

助建筑更好地还原本质，在封建社会，通

过室外的雕刻装饰，也能够有效反映出屋

内主人的身份等级以及内在的学识思想。

二、牛腿雕刻的纹样

（一）人物故事类纹样

江浙地区的传统木雕题材十分广泛，

从人物故事类来看，根据具体的情节内容

划分，涉及名人轶事，历史故事，戏剧唱

本，神话传说等内容。从民俗神话类来看，

具体包括太公垂钓、天官赐福、西厢记等

相关的人物或故事。这反映出劳动人民的

传统观念，以及其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

求。从世俗生活类来看，相关的人物题材

涉及群童闹春、五子登科等内容，主要展

示了当地的民风和社会生活。同时，人物

类还包括一些忠孝节义的人物，主要涉及

二十四孝的故事，岳母刺字等这些内容，

主要是为了显示崇儒重教，积德行善的传

统儒家观念。历史故事类也是一些常见的

题材，例如高山流水，桃园三结义，这些

都象征着当地居民对于古代文人墨客、风

雅生活的崇敬。

图 1　和合二仙

（二）动物植物类纹样

动物植物类纹样是江浙地区牛腿雕饰

纹样中的常见类型，以动物类为题材的木

雕，大多包含着劳动人民对吉祥的期盼，

例如，狮子滚球、鱼跃龙门。木匠往往根

据木雕装饰的具体特点，采用寓意，谐音，

象征等手法，对具体的形态和空间关系进

行塑造，进而展现当地人民的情感和审美

情趣。在植物题材的木雕装饰中，大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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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具体植物的特性、品性，或者谐音来取

其吉祥含义，常见的植物题材，包括松柏，

牡丹，莲花。其中，牡丹寓意富贵，石榴

寓意多子多福。除单独的动物或植物题材

以外，动植物相结合的题材也是常见形式

之一，例如梅花与喜鹊相结合，象征着吉

祥如意，喜上眉梢。蝙蝠与寿字相结合，

寓意福寿双全。

图 2　荷花牡丹（浙江义乌黄山八面厅）

（三）文人山水类纹样

山水类题材往往直接或间接取材于当

地的山水名胜或诗文中常见的山水意象，

由于中国传统文人画更强调山水风光的布

局，强调层峦叠嶂的山峦，变化无常的气

候，小桥流水，微风拂柳的旖旎。选取山

水风光类题材，能够更好地展示出文样本

身的古香雅典，有利于营造言有尽而意无

穷的意象，也能够反映出古人对典雅生活

的期许和趣味爱好。

（四）博古器物类纹样

博古类题材是中国所特有的，也是中

国文化中最高雅的文样，采用博古类题材

的牛腿形态较为古朴，常常是将古代器物

放置于模拟支架处的折纹装饰中，从而使

构图具有一致性，整体厚实且可变。博古

容器的形象组合中涉及器物与植物的相互

呼应，例如在瓶子中插花，同时周边配之

以装饰、点缀，寓意着四季平安。博古器

物本身较为高雅，与自然既和谐，又存在

一定的反差，博古类题材使得造型形态被

有效丰富，也拓展了其常见的关于吉祥的

寓意，博古类题材涉及琴棋书画，以及古

代器物等众多内容。

三、牛腿雕刻的美学意蕴

（一）情景交融的意象美

建筑装饰本身是建筑的一大重要组成

部分，从牛腿雕刻的发展背景来看，其有

效彰显了美与艺术的结合。传统美学认为

意象的基础就是情景交融，情与景的有效

统一，更是审美意象产生的基础结构。在

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看来，意象是其核心，

也是牛腿雕刻中的重要文学特征，美感本

身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体

验，需要人们进一步领略和感知，从而获

得相应的精神体验。传统纹样在设计时除

了基础的装饰性作用以外，也被赋予了一

定的精神寄托，牛腿装饰在纹样与题材上，

相较于写实而言，更注重传神，强调借物

抒情，寓情于景，这也是古人进行牛腿雕

刻，实现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有效反映。

从古建筑目标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最初来

源于实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理

念不断变更，更多的是用于表情达意。从

牛腿雕刻的纹样题材来看，纹样题材十分

广泛，但是其内容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模仿

和再现，更多的是关注于社会，关注于家

庭的繁荣昌盛，幸福安康，这与单纯的模

仿相比，更注重情感的寄托，这种意象性

的表达方式也是牛腿雕刻纹样和设计过程

中需要进一步借鉴和传承的。

（二）民风民俗的生活美

牛腿雕刻题材上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强

调的文化雅元素以外，也包括根植于民间

传统社会而衍生来的俗文化，例如八仙过

海，麻姑祝寿，刘备招亲等也是民间广受

欢迎的题材之一。由于牛腿木雕刻本身逐

渐在民间普及，出于世俗生活化的需要，

在木雕牛腿的题材上也更接近于社会民众

的喜好和习惯。因此，选择的表达题材，

更强调吉祥内涵。在保持了雕刻建筑本身

的庄重感的同时，也更加赋予了生活气息，

有效地反映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三）发挥实用的价值美

牛腿雕刻本身需要依托于木材，而木

材是具有调湿特性的材料，能够吸收或放

出水分，使其内部的含水量产生一定的变

化。由于木材本身的吸湿、解湿效果，有

利于调节室内空气湿度，更好地改善人们

的生活质量，同时木材也是一种天然健康

性的材料，能够经久耐用且具有一定的弹

性。从梁柱框架结构来看，具有较高的整

体性，因此木结构建筑抗震效果较好。从

古建筑的牛腿雕刻情况上看，古建筑更强

调实用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装饰艺术

的创造和发展，使装饰美与建筑结构两者

相互统一，相辅相成。

四、牛腿雕刻的纹样和设计在现代的应用

思路

（一）推进古牛腿雕刻纹样的再设计

从牛腿雕刻纹样的发展过程来看，

其造型艺术主要经历了造型，寓意，衍生

几大环节，江浙地区木雕牛腿从封建社会

发展至今，一些主题是恒定不变的，但是

主题之下的造型方式和表现手法却不断演

进，这与特定时期下的技艺材料和社会风

气相关联，也展现出明显的时代和地方特

点。江浙地区木雕牛腿常常就同一纹样进

行反复使用，这不仅是因这些纹样本身具

有的艺术审美价值，也是由于其内部深层

次的象征意味，雕刻纹样与相应的设计图

案，更是这些审美意象的重要表现方式。

传统纹样本身其形与意不断延伸，也成为

人们精神寄托和信仰传承的重要方式，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将传统纹样注入新的时

代元素，推进古牛腿雕刻纹样的再设计与

再创造，能够更好地实现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

（二）彰显传统元素与现代特点的

契合

古建筑木雕在雕刻风格上整体较为古

朴简约，造型更为丰满厚重，具有较强的

淳朴气息和清丽特点，其折射出的拙朴气

度，更符合人们对返璞归真的精神向往，

这也是现代人对古代手工制品重新审视的

重要原因。推进传统元素与现代特点的契

合，能够更好地解读传统建筑装饰符号的

存在内涵，有利于体会其中别具一格的东

方建筑装饰意愿，实现了古今有效对话。

此外，雕刻造型艺术本身博大开放，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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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背景下，在不同技艺传承面前，其

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更值得延伸发

展。推进传统元素与现代特点的契合，能

够更好地实现取其行，言其意，传其神，

有利于为传统木雕牛腿元素在现代设计上

的有效应用提供无限可能。

（三）加强牛腿雕刻纹样的保护与

传承

从目前木雕牛腿文化的传承情况来

看，由于木雕本身极易受到人为或自然损

害，一旦遭受损害，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破坏，因此推进木雕牛腿的保护与修复十

分必要。随着现代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

在古建筑木结构修复领域已经大有长进，

然而，现代技术难以有效替代传统技艺。

推进木雕牛腿工艺的有效发展，需要做好

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借助各种手段，辅

助传承技艺的有效保留。对于古建筑牛腿

装饰纹样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其形式和内容不断保持着稳定

和持久，即使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没有对其

纹样和技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可见

吸收和融合是其发展的必然方向。推进牛

腿纹样的保护与传承，需要与当前时代背

景相结合，将传统工艺融入现代设计，更

好地开拓牛腿装饰纹样与现代装饰的发展

对接，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将传统纹样构

图进行拆分重组，将其作为重要的创意元

素，化解牛腿装饰纹样中的繁复性，使其

更好地融入现代人的生活，这也是当代设

计在传承与发展中的一种重要思路。

五、提升牛腿雕刻美学元素的有效路径

（一）直接引用

从古代传统的木雕牛腿纹样来看，其

元素经历过数百年的发展，在装饰的形态

和处理手法上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就现

代装饰的需要来看，完全可以直接引用传

统木雕牛腿元素。但是，直接引用，不意

味着完全照搬照抄，在引用时需要结合自

身的实际需求，对内容广博、花纹繁复的

木雕牛腿元素进行筛选，其筛选的主要原

则如下：其一，元素要简明简洁美观大方，

切记对具体元素的盲目堆砌。其二，元素

本身要与设计整体相协调。元素本身是为

了设计服务的，因此，当对木雕牛腿中美

学元素进行直接引用时，需要考虑其与设

计的内在文化格调是否相匹配，如果差距

过大，则不宜选用。例如，一些牛腿雕刻

中的纹样可以直接将其提取出来，放置于

客厅隔断或屏风中，作为装饰图样。

（二）间接化用

间接化用，包括了抽象简化、嫁接

移植以及符号转译等众多内容，抽象简

化是基于传统较为繁复的木雕牛腿纹样，

将其中的内在表达含义进行保留，使外在

形式更为简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设计元

素符号。对其中元素进行抽象简化时，需

要设计者本身对传统元素特点有着较为深

刻的认识，然后，结合实际的设计需求进

行变形或拼接，使其呈现在现代设计中，

更加科学合理，也能够更加满足现代艺术

审美的需要。使用嫁接移植的手法，是对

传统元素中较为狭窄的文化观念或固有的

构成方式进行突破，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典型元素，进行重新嫁接移植，使其成

为新的元素。这种手法之下并不是对传统

元素的简单拼接和堆砌，而是需要设计者

就传统元素中的典型特点进行概括总结和

分析，实现形变、转移并形成新的形象。

嫁接移植的方法应用十分广泛，理论上可

以表现一切主题的元素。符号转译更多的

是对传统元素进行加工整理，使其更有效

地表情达意，由于古建筑中木雕牛腿更多

的是以象征手法进行的意蕴表现。因此，

在造型设计上更多的是圆润繁复的曲线，

一些画面中也会不断出现相似图形，主体

图形较为繁杂。从现代装饰的角度看，过

于繁杂的线条容易使人在视觉上产生疲惫

感，因此可以对其进行适度地删减，使繁

冗的图形线条更为简洁凝练。

（三）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是推进木雕牛腿美学元素于

现代美学思想相结合的有效手法，第一，

可以从家居空间上进行导入。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更

加广博，传统文化深受人们的推崇，在室

内装饰设计时，新中式的风格影响愈加明

显，将古建木雕牛腿的美学元素运用到现

代家居设计中，能够实现传统文化内涵与

现代设计潮流的有效对接，更好地彰显实

用性与美观性。第二，在商业空间中运用

木雕牛腿美学元素，能够使其建筑更加别

致，有利于为现代建筑增添历史积淀。

六、结语

牛腿雕刻的纹样与设计是中国古代建

筑中重要的文化遗产。牛腿雕刻本身有着

深层的发展原因，纹样题材丰富，涉及人

物 故事类、动物植物类、人文山水类、博

古器物类等众多纹样，其中蕴含的意象美，

生活美，实用美，更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设计者在引用和发展牛腿雕刻时，可以尝

试间接引用，直接引用，创新发展的思路

进行设计优化，从而更好地推进传统与现

代的结合，更好地发挥出牛腿雕刻的价值

和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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