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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承·

和田传统民居木雕艺术审美文化研究
□ 王凯雯

摘 要：文章以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木雕艺术为研究对象，从当地木雕艺术的产生背景，木雕装饰纹样的图形系

统及当地独特的审美观念等几个方面结合实地考察及文献参考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述，旨在让更多人全面了解当地

民居建筑中木雕装饰的艺术风格，同时为当地木雕装饰艺术的发展提供建议，引起社会对和田传统民居木雕艺术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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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传统民居建筑的木雕艺术不仅具有审美价

值，同时代表了精湛的民间手工艺水平。这种木雕样式

不仅受到和田独特的地理交通位置的影响，而且在历

史上也多次受到国内外主流文化的冲击。当地木雕艺

术具有很强的文化适应性和包容性，它融合了外来文

化，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图形系统和艺术风格。

由此可以看出，木雕装饰的地域性特征与其审美

文化的包容性有很大的关联，一是对大自然的崇敬，二

是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和田作为丝绸之路新疆段的

重要站点，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外

来文化对当地木雕艺术样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地

木雕艺术中丰富的东西方元素为木雕构建样式、木雕

纹样设计增加了创作题材。在木雕样式的表现上，当地

人追求本真，崇尚自然，并善于结合快速发展的科学技

术，使木雕艺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田传统

民居建筑中的木雕艺术的原材料均来源于自然，木质

材料朴素的质感将人们对自然的感悟、对生活的体会、

风俗兴趣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木雕装饰艺术是和田

传统民居建筑中文化氛围表现的重要手段。

当地的木雕主要使用本地常见的核桃树、杨树、枣

树等木材为原料。在这些丰富的材料基础上，木雕匠人

多以浮雕、贴雕的方式处理木材，创造出丰富的木雕艺

术样式。由于样式种类繁多，当地人将和田传统民居建

筑中的木雕艺术样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木雕匠人以工

艺技法为主进行的分类，刻刀在木构件上的雕刻的纹

样被统称为奥依蔓花，贴在木头上的木雕纹样被统称

为乃盖西花；另一类是和田当地文化专家从纹样的复

杂程度及装饰性角度进行的分类，专家认为乃盖西花

通常是指华丽且装饰性较强的纹样，对于工艺手法并

没有明确的分类，一般以雕刻和描绘的纹样为主，而奥

依蔓花则是普通装饰纹样。由于这种民间的分类存在

异议，不能满足本文对于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木雕

装饰样式分类的研究需求。因此，本文对和田传统民居

建筑的木雕样式从装饰纹样构成要素方面进行了归纳

梳理。装饰要素主要以几何纹和植物纹为主。几何纹主

要有菱形纹，多边形和扇形纹等，植物纹有葡萄纹，巴

旦木纹，忍冬纹等。这些木雕装饰纹样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人们审美需求的提高，通过木雕匠人对人生的观察

和灵活多样的雕刻技法，把人生体验在木雕艺术中以

抽象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将拟态化处理展现于民居建

筑中。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木雕装饰艺术具有低成

本、环保、简易朴素的特点，因此深受当地居民喜爱，是

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纹样史》中提到“纹样从本质上来说不具备

任何独立价值，必须附着在一个载体之上”和田传统民

居建筑中木构件不同部位的装饰纹样也有一定的差

别，在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除了具有实用的建筑价

值，还代表着居住者的身份和经济实力。因此，当地人

对于建筑大门的修建格外重视，有些民居建筑的大门

甚至比庭院住宅还要华丽。大门一般不会刷油漆或清

漆，而是尽可能地保留木材的自然本色，许多仿古建筑

在建造上也采用这种保留材质本色的做法，旨在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存。木雕装饰纹样一般集中在门框和门

板上，门框装饰位置常常通过二方连续的手法将简单

的几何纹或藤蔓植物纹雕刻成装饰条，经过几层叠加

后布满整个门框，这样能吸引人们的视线。门板的装饰

造型通常采用拱形配以简单大气的纹样，有些还将木

棂或雕花木柱结合置于门板上方，使整个大门呈现出

浓郁的地域特色。

和田传统民居建筑的窗户多为木棂格窗，这种窗

户除了具有采光通风的功能，还具有很强的美化装饰

功能。窗户造型一般为矩形窗或方形窗，形状大小各

异。窗户的制作材料一般选用桑木，由于桑木质地硬，

经久不坏，可以承接窗棂上富于变化的装饰图案，这些

木雕拼花图案，增强了窗户构造的刚性，再加上当地木

雕匠人习惯于开几扇窗户便做几扇窗棂，且各窗棂的

装饰纹样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传统民居建筑中窗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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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出现各种不同样式的花纹图案。和田传统民居

的窗棂与内地传统民居的窗棂在图案和形制上有很大

的相似之处，这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当地的影响。普通木

雕装饰纹样有井字纹、菱形纹等植物纹样，以当地常见

的植物为主，多有祈求多子多福、家宅繁荣的意味，反

映了当地人积极的生活气氛。

梁、柱也是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重要的装饰部位

之一，这些部位多以浅浮雕为主。梁的截面一般为矩形

或拱形，匠人们喜欢用繁复细密的纹样多层叠加进行

装饰，装饰叠加的层数越多造价越贵。梁与屋顶上的檩

结合构成的图形能够为房屋增加视觉效果，和田传统

民居中的柱，依据不同的部位，装饰性也有所差异，木

雕匠人们将其分为室内柱式和外檐廊柱式，外檐廊柱

式由于连接廊架因此一般要比室内柱式的木雕装饰更

为精致。分为柱头、柱身、柱基等部分，柱头一般与纹样

华丽的梁、檩相连接，因此装饰效果也较为华丽，一般

呈上大下小状，像一朵盛开的花，柱身一般雕刻为浅浮

雕的植物纹或几何纹，柱基一般有柱裙划分，装饰简

单。室内柱造型简单，多与炕连接，柱头柱基通过简单

的纹样进行分割，柱身通常以几何纹装饰或无装饰，与

室内其他木雕装饰对比，形成疏密结合的效果。

一般来说，审美是以审美对象的精神及审美追求

为主的活动，但是民间艺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

此在和田传统民居建筑木雕装饰的审美观上，当地人

也会不自觉地用是否具备实用价值的标准来评判。

从上文中的门窗装饰来看，窗户为了采光通风采

取了细密轻巧的木构件，门为了开合护院多为厚实大

气的木构件，同为木构件，人们根据使用需求对其进行

审美装饰，首先要满足功能性要求，在木雕的雕刻样式

中，木构件受力越明显整体性越完整，在承重部位的木

构件雕刻纹样一般为浅浮雕，这样能保护木材的完整

性且不破坏它的承载力，同时又具有装饰性，在实用性

的基础上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木雕艺术伴随着历史

文化的沉淀，在审美上人们又为它赋予了吉祥寓意，如

葡萄纹、裂开石榴纹等，受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同有

多子多福、繁荣昌盛的意思，枝蔓缠绕的忍冬纹，具有

长寿延年的吉祥寓意，深受当地人喜爱，人们在对这些

木雕装饰纹样进行鉴赏时，发现其中很多图案代表了

当地人们趋利避害、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些图案是

根据劳动人民的愿景演绎出来的，不仅创造了丰富多

彩的图案艺术形式，形成了审美和内涵意义都比较稳

定的图形系统，也可以用于各种工艺装饰，和田木雕艺

术是实用性与装饰性的结合，可以为居民提供安全、赏

心悦目的居住环境。

和田传统民居建筑木雕艺术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

的产物。不同文化的审美意识造就了图形样式的多样

性，但在和田传统民居建筑木雕样式的审美习惯上，平

衡感是十分重要的构图法则。这些装饰纹样多以几何

纹和植物纹为主，按一定构成法则统一变化、调和对

比、节奏韵律等其它装饰手法保持图形样式的整体平

衡。对称是建立平衡感最简单直接的途径，也是当地木

雕艺术中装饰纹样排列最擅使用的构图手法，图案中

弯曲缠绕的线、面相互对称给人带来极好的视觉平衡

感。以植物纹为例，植物纹的设计组合一般是对当地常

见植物的变形抽象。用藤蔓、叶子、花朵等元素组合成

复杂饱满的装饰纹样，这些纹样的样式组合看似复杂

实则简单。把握好纹样连接处的变化规律，再不断复制

变形便可创造出复杂灵动的装饰纹样，这种装饰纹样

构图中运动与稳定的矛盾感使人的欣赏目光不自觉地

停留，带给欣赏者美的享受。

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木雕艺术是当地人审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木雕艺术的

图形系统是当地人们审美观念的表现，这些木雕纹样

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原因，它是当地人情感的抽象化符

号，这些木雕艺术的纹样其主题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或

是祈求保护，或是象征内涵，亦或是叙述故事，当地人

民的审美因其用途和创造群体文化内涵的不同而变

化。当一个图案被创造出来后，就会因民居建筑中不同

位置的需要被演绎，在和田当地气候、地理条件及社会

文化的影响下，审美形式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木雕艺术形式。本文希望通过对和田传统民居建

筑中木雕艺术审美文化的研究，能为和田木雕艺术的

发展提供一点帮助，为当代木雕艺术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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