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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建筑陈列》

内容概要

《徽州古建筑陈列》分为水口、牌坊、祠堂、民宅、建筑结构与装饰艺术五个单元，比较全面地展示
了徽州地区人文历史风貌和古建筑艺术特色，全景式营造徽州古村落的美轮美奂，让观众尽情感悟徽
州古代建筑的特色与魅力。

Page 2



《徽州古建筑陈列》

书籍目录

序 徽州古建筑陈列及其文化价值 第一部分水口 第二部分祠堂 第三部分牌坊 第四部分民宅 第五部分建
筑“三雕”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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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建筑陈列》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展厅中心用模型还原了老屋阁的原貌。墙面展壁上悬挂展示精美的砖雕，用四面
柜、双面柜展示雕花隔扇，用大型通体柜展示一组精美木雕门窗，让人们直观而清晰地欣赏到徽州砖
木石三雕艺术。在形式设计上，用大型通体柜分组展示石雕、砖雕、木雕，用合金抓具固定，安全可
靠，又能充分利用展柜空间。此外，还设计了一个多媒体影像播放空间，用多媒体手段制作出建造老
屋的过程，以展示出徽州建筑的建造特点，从而反映出徽州匠师的超群技艺。 二徽州古建筑的文化价
值 通过徽州古建筑陈列内容的展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其文化价值。 第一，从徽州古建筑看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民居建筑是构成村落的主要要素。徽州村民聚族而居，宗族文化繁荣，宗族组织对
保护村居环境有具体措施，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清乾隆年间，徽州人地矛盾显现，黟县有人开挖
山体种植苞芦，影响生态环境，村民出面制止并上书，县衙因此发布告示禁止。清代著名学者江永对
生态环境也很关注，他在《大障山说》主”亦位居从属。但徽商大都“幼恃母慈，长承母训”，生活
“惟母氏是赖”，成功后深感母亲养育之恩当报，有建立女祠以示感恩者。女祠建筑成为母子感情的
物化，着重体现的是“人情”而非“天理”，是商业经济发展带来思想观念转变的见证。 第五，从“
三雕”艺术看民间审美文化。徽州“三雕”装饰艺术美化了居住空间，使得具有实用功能的砖、石、
木建筑构件具有了细部审美要素。山水花鸟，草木鱼虫，生意盎然，居室之内，朝夕相对，犹如置身
艺术殿堂，人的审美情趣得到充分发展。“三雕”艺术内容丰富，美不胜收，诸如鹤鹿同春、凤戏牡
丹、喜鹊登梅、鸳鸯莲荷、连年有余等等图案，无不透露出民众对于和谐富足生活的企盼。几乎每一
件“三雕”作品都有生动的故事与内涵。展览中的木雕“张果老”，“有长年秘术”，骑毛驴日行数
万里，透露出占人对长寿的向往和对超越式交通工具的憧憬。木雕“牡丹花篮”，配以灵芝，将自然
之美凝聚于居室。“画眉夫妇砖雕”，表现了温馨美满的家庭生活。“送米图砖雕”所见，族中子弟
定期给老年夫妇送米，使老有所养。歙县老屋阁，沿天井四周栏板雕刻花草走兽，栩栩如生，屋檐口
立有八根垂莲柱，下端雕刻含苞欲放的荷花，静谧中洋溢着生机，居住空间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启、
通过工匠的创作，历史文化、民间文化资源成为丰富建筑空间的视觉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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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建筑陈列》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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