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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石雕》

内容概要

我国石雕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人类的打制石器。本书用大量典型图片，展现不同地区
不同风格建筑石雕，从艺术性、知识性诸方面使读者较简明概括地介绍了建筑石雕的技术、艺术、民
俗、环境等各方面相关的基本知识。该书图文并茂，集艺术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可供石雕行
业的人员阅读。

　　这套古代建筑雕刻系列，既汇集了全国各地不同建筑、不同风格的“三雕”图片，也进行了综合
的和分门类的阐述，它既是给建筑界和建筑史界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也可供其他艺术门类专业人
士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同时也可供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关注的人们来了解和欣赏，以此打开认
识中国雕刻、绘画、建筑学、民俗学、工艺美术、民间美术的大门。本从属编著者认为，所谓“古为
今用”，不是像某种工具那样拿过来就用，而是要在文化上理解、艺术上融会、手法上灵活，从而体
现着一个升华和再次创造的过程。本书为该系列中的“石雕”分册。

Page 2



《中国古代建筑石雕》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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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雕刻史话  岁月遗痕    我国石雕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人类的打制石器。随着原始人
类审美观念的发展及石材加工技术的提高，人们开始在石器上雕刻纹饰，使之成为既实用又美观的艺
术品。这一时期的石雕，刀法洗练、造型简洁，艺术风格古朴。从目前能见到的史料及实物来看，殷
商时期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夯土技术，能够建造规模相当大的宫室和陵墓，为以后建筑石雕的运用提供
了契机(图2)。秦汉时期，出现了大型的墓前石雕。这些大型石雕造型生动、刀法简练、气魄雄浑、富
有动态感。汉代由于流行厚葬之风，一些贵族富豪追求奢华的墓葬建筑及装饰，于是出现了大量有画
像石的祠堂碑阙和墓室(图3)。根据现有的实物和文字资料推断，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武帝时期，是古代
王匠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雕刻画面、创作图像。因此，用于构筑墓室、石棺、享祠或石阙的建
筑石雕，也是装饰墓室及享堂、为墓主人歌功颂德的一种壁画，兼具绘画、雕刻两种因素(图4)。其雕
刻手法大体可分为阴线刻、减地浅浮雕(有物象外的部位平滑和物象外留有粗犷凿纹两种)、多层次浮
雕(即浮雕上以阴线刻画细部)、凹入平面雕、高浮雕和透雕。题材内容有历史人物、神话故事、孝义
事迹、烈女故事、现实生活、祥禽瑞兽、羽化登仙等(图5)。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前大型石雕工艺进
一步发展，现分布于江苏南京、镇江、丹阳一带的南朝大型石雕就说明了这一点(图6)。在这一时期，
随着道教和佛教的流行，掀起了一阵凿窟建寺的高潮，对石雕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信佛
倡佛的统治者，不惜花费巨资开凿石窟、雕凿佛像，使佛教石雕艺术迅速发展起来(图7)。除了石窟石
雕，单体石雕佛像也大量出现，但大部分都因历代战乱等原因而遭毁坏或被埋人地下，有的历经千余
年后，才被陆续发现。石雕在寺庙、佛像、佛塔、经幢的建造中已成为主要手段。但此时的石雕艺术
仍然侧重于大型石雕造像，如石阙、石碑、石像生等(图8)。    隋唐时期遗留下来的佛造像多为石窟寺
大型石雕，这是由于历史上发生社会变动时，包括几次毁佛活动，大型石造像不易遭到毁坏的原因。
由于受材质的限制，其雕塑语言相对单一，但古代工匠运用丰富多样的雕刻技法，为后世留下了众多
珍贵的石雕艺术杰作。当然不论是佛教雕刻还是世俗雕刻，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工艺之成熟、形式
之多样，在雕塑艺术史上都是重要的一页。虽然这些石雕主要被上层社会所占有和利用，体现了贵族
的审美意识，但其中饱含了民间工匠的智慧和心血，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石雕艺术的
发展作了更好的铺垫(图9)。五代两宋时期，寺庙雕塑多为夹贮造像和铜造像，石雕艺术主要体现在石
柱、柱础等建筑构件中。    明清前期，石雕工艺继承唐宋遗韵，刀法细腻流畅，造型比例适宜；后期
趋向精雕细镂，线条细腻繁丽，但气势略减。建筑石雕装饰在传统民居建筑中也得到普及，起初多为
仿木架结构，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石雕工艺在民间主要应用于民居住宅、祠堂、庙宇、牌坊、
亭、塔、桥、墓等建筑局部和构件上，如门楣、抱鼓石、台基、石柱、柱础、拴马石、栏杆、望柱等
部位。(图10)                    P1-P3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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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石雕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人类的打制石器。本书用大量典型图片，展现不同
地区不同风格建筑石雕，从艺术性、知识性诸方面使读者较简明概括地介绍了建筑石雕的技术、艺术
、民俗、环境等各方面相关的基本知识。该书图文并茂，集艺术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可供石
雕行业的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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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详细的古代建筑石雕彩图，卓越折打得也不错哈哈
2、石雕是中国的艺术宝库,值得欣赏和传承!更值得收藏!
3、铜板纸印刷，非常漂亮。
4、这本书的确不错，作者所采取的图片非常好，看完好像在祖国美好的建筑物里走了一圈一样，尤
其有些地方你以前去过，会给你旧景重现的。我还准备买这套书里的其他两本呢！
5、这套书很不错!很喜欢.只是有两本书皮很脏,有破损,希望当当以后配货注意.
6、书很厚，质量内容都很好·包装也很好
7、资料非常全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内容翔实，深入，图片质量很高。
8、不过还是得根据书上地方在网络上搜集图片，有些图片不是太清楚
9、本身折扣还是很低的，这本书能有也说明书籍比较齐全
10、很值得拥有 可惜没有这套书的木雕的卖完了   我买了石雕 砖雕 就差木雕了
11、值得收藏，一整套都值得收藏，很好很好~
12、印刷真好，很有收藏和借鉴价值。要是木雕还有其它的都有货就更好了。
13、雕之三部曲
14、民间的四合院、进深房、围屋、吊脚楼和窑洞等，还有一些民居住宅、祠堂、庙宇、牌坊、亭、
塔、桥、墓等建筑局部和构件上，如门楣、抱鼓石、台基、石柱、柱础、拴马石、栏杆、望柱等部位
的图片较多，主要是局部范围
15、图片很精彩。买的盗版书图片都很清晰精致，就是错字多。
16、岳父非常喜欢古建筑在某处看到这个书后就想要收藏一套三本，砖雕、石雕、木雕卓越等网上商
城的货都不齐，搞得在三个地方才买到这三本书本身纸张和印刷质量都不错只是排版布局的方式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贵也是缺点之一吧
17、有大量清晰精美的展现传统精髓的图片，很喜欢，谢谢编辑，谢谢亚马逊
18、书到是好书,就是送过来的书表面均有污损!!都那么贵的一本本啊,脏兮兮的,叫人遗憾!
19、本书仅以图片为主，缺乏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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