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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雕塑工程

概述

雕塑工程主要介绍了岭南传统建筑技艺中的木雕、砖雕、石雕、灰塑、陶

塑、嵌瓷技艺。雕塑工程中涉及的技艺，不仅起到了建筑装饰的作用，丰富了岭

南传统建筑的细节，而且对建筑的构造功能等有加强作用，是建筑技术与岭南建

筑美学的结合。岭南传统建筑雕塑技艺与岭南地区气候环境结合，在建筑中解决

部分湿、热、风影响等问题。

灰塑、陶塑和嵌瓷是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所特有的装饰技艺，在我国其他地区

比较少见。灰塑材料独特，虽然是利用石灰、稻草、红糖、盐发酵制作而成，但

是强度可耐百年灰塑造型生动，色彩艳丽；陶塑可谓中国博大精深的陶文化在岭

南瓦脊绽放异彩的典范，用陶塑在瓦脊呈现人物故事、祥禽瑞兽和果木花卉，最

具特色的是瓦脊粤剧题材，人物多达百人，场面壮观；嵌瓷也被称为东方屋顶的

“马赛克”，碎的陶瓷片，在能工巧匠手中，再次发光发亮，展现了中国人对陶

瓷的别样情怀。

木雕、砖雕、石雕虽然在全国范围的传统建筑中都有用到，但是岭南地区

的工艺独具特色，不仅工艺手法独特，而且表现更加细腻。例如广府地区传统木

雕大气沉稳，潮汕地区金漆木雕富丽堂皇；岭南传统砖雕精细，线条流畅纤细，

被誉为“挂线砖雕”；石雕生动而形象，尤其潮汕地区的石雕手法精湛，镂空雕

偏多，线条曲折流畅。

雕塑工程部分从材料、种类、题材、技艺制作流程、修缮内容进行详细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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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木雕

木雕概述

木雕在岭南的祠堂、庙宇和民居建筑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在传统建筑中广泛

采用。木雕载体多种多样，但凡木构件装饰多有雕刻，内容丰富。岭南地区木雕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广府建筑、家具木雕为代表的广府地区木雕和以潮汕

地区金漆木雕为代表的两大类型。

一、木雕材料

（一）木雕常用的木材种类

岭南传统建筑木雕构件制作中使用的常用木材有：樟木、柚木、楠木、黎

木、杉木等。在木雕中因质地、色泽、纹理不尽相同，应根据饰物的品类、用途

和内容，分别选用。

樟木。樟木是岭南传统建筑木雕的主要用料，产于中国西南部广大地区及

长江流域，种类有香樟、黄樟等，木质纹理交错，结构细密，色泽淡雅匀整（图

1），伸缩变形小，易于加工，耐浸，耐湿，不生蛀虫，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有

强烈的樟脑香气。

楠木。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楠木气香味苦，多是大料，树

直节少，色泽淡雅匀称，纹理顺而不易变形（图 2），千年不腐不蛀，其硬度适

中，伸缩变形小，很少开裂和反挠，弹性好，易加工；南方人多用作棺木或牌匾。

宫殿及重要建筑之栋梁必用楠木。为建筑、家具等的珍贵用材，历代用作重要场

所的木雕用材。

黎木。主要产于海南、广东、广西。黎木木材坚硬耐腐，心材大，褐红色，

边材淡红色，色泽纹理美观，属高质量材种，切面光滑，色泽红润美观，胶黏和

油漆性能良好，髹漆之后，色泽有如红木之优美（图 3）。

柚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地普遍引种。木材质坚韧耐久，结构致

密，美观，纹理通直（图 4），重量中等，易加工，心材比例大；在日晒雨淋干

湿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不翘不裂，抗蚁虫，极耐腐；干燥性能良好，胶粘、油漆、

上蜡性能好，握钉力佳，综合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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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樟木板

图 2 楠木板 图 3 黎木板

图 4柚木板 图 5 杉木

杉木。主要产于中国和越南，广东广西等地均有。杉木的优点是：气候冷

暖、干湿，它的涨缩不大，少虫蛀，不易变形，耐腐朽，适用于建筑的梁架较为

粗犷风格的雕饰，但因木纹笔直（图 5），横向无力，韧性不足，强度较低。

（二）木构件选材要求

雕刻材料的选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决定最后木雕成品的品质，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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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在自然生长环境中及砍伐后出现的各种瑕疵，因此要根据各种木材的构造、密

度、干湿度、腐朽、开裂、虫蛀、树节、纹理等、进行选材取料，雕刻用材干燥

程度保持在含水率 15%左右为宜。

二、木雕种类与题材

（一）木雕的种类

1.木雕区域种类

（1）广府地区木雕

广府地区木雕以广州、南海、番禺、三水等地为代表，建筑木雕材料结实坚

硬，造型古朴典雅，雕工细腻精美，木雕构件一般不贴金和彩绘，装饰适度，造

型流畅。

（2）金漆木雕

潮汕地区木雕大多饰金涂漆，也称“金漆木雕”。清代乾隆年间出版的《潮

州府志》，就有关于建筑屋宇“雕梁画栋”“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尤为壮

丽”的记载。建筑的大肆建造，也促进了木雕艺术的进步，使得潮州木雕的装饰

形式和艺术技巧更趋成熟。

2.雕刻种类

（1）沉雕。即线刻、阴刻、阴雕，是一种雕刻图案形象凹下，低于木材平

面的一种雕刻装饰方法，以雕刀的刀刃来雕刻图案花纹（图 6）。

图 6- 牡丹花鸟案台沉雕（佛山梁园）

（2）浮雕。浮雕通常指在平面上的浮凸表现图案，即在材料平面上剔除花

形以外的木质，使表现的图案花样形象凸显出来，是传统木雕中最基本、最常用

的雕刻技法，也是木雕中运用较多的表现技法（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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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图片上为深浮雕，下为浅浮雕

（3）圆雕。圆雕又叫立体雕，能够呈现雕刻的三维空间整体全貌，在建筑

木雕构件中的撑拱、垂花等部位多是利用圆雕的表现手法，来使产品形象刻画饱

满而又灵透（图 8）。

图 8 锤花（潮州己略黄公祠）

（4）通雕。镂通雕是潮州木雕最具代表性的雕刻形式，它融汇浮雕、圆雕

等技法而成，采用多层、镂空雕刻，呈现出玲珑剔透的效果（图 9）。

图 9荷花芦叶穿莲

（二）木雕题材

木雕的题材分为传统人物故事题材、祥禽瑞兽题材、果木花卉题材、吉祥图

案文字题材等。

1.人物故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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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南木雕作品中，以人物故事传说为题材雕刻而成的艺术作品有的是历史

典故，有的是小说演义故事情节，有的来源于戏曲杂故事，也有取材于民间传说

或传统礼俗故事，还有一些来源于神话或宗教故事（图 10）。

图 10 水漫金山寺（源于《潮州木雕工艺与制作》）

2.祥禽瑞兽题材

祥禽瑞兽是木雕艺人常选取的题材，经常出现的形象有狮、鹿、马、猴，水

中的鱼、龟，天上的喜鹊、仙鹤以及属于神兽类的龙、凤（图 11）等；海洋动

物在潮汕地区木雕中颇为常见，如虾蟹（图 12）是潮汕地区最流行的雕刻题材，

象征“五谷丰登，年年有余”。

图 11 潮州狮（己略黄公祠） 图 12 螃蟹

3.果木花卉题材

在建筑木雕装饰中，植物题材运用最为广泛，常见的有梅、兰、竹、菊、桃

花、牡丹、莲花（图 13）、葡萄、石榴、水仙、山茶花等植物，同时也从植物茎

叶、花图案中提取各式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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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植物题材木雕隔断 图 14 文字几何纹花板

4.吉祥图案文字题材

几何图案类题材是指由点、线以及正方形、三角形、六角形、圆形等几何形

体组合成具有审美价值的图像。主要用于门窗、格窗以及多层镂通雕的“地子”。

主要形式有：回纹（图 14）、套环、龟背纹等。文字题材主要以书法为主，经常

与吉祥图案纹样共同使用，来作花窗或花板的装饰。

三、木雕工具

（一）开料工具

木框锯。木框锯用来锯割直线木料，根据木雕构件的大小和形状并预留一定

的余量后锯割（图 15）。

图 15 木框锯 图 16 钢丝锯

钢丝锯。钢丝锯便于锯割一些弯曲的木件和镂空雕刻，钢丝锯可以配合铲凿

制作镂空和挖补锯掏透雕的木件（图 16）。

（二）打胚工具

雕花斧、木锤。用铁打制手感较重的雕花斧，一般用于雕刻粗坯时的大力敲

击，斧口是钝的，不同于木工使用的斧子。手感轻便的木锤一般是辅助修光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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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敲击所用（图 17）。

图 17 木锤 图 18 斧头

斧头。斧头又称“斧子”，和我们平时用的斧子差别不大，在木雕中的用途

是配合出坯，来砍削材料，以制作粗坯（图 18）。

（三）雕刻刀

雕刻刀按照使用功能来分可以分为粗雕刀（毛坯刀）和精雕刀（修光刀）两

大类。粗雕刀。粗雕刀（图 19、20）整体比较粗壮牢固，适合用在雕刻前期的

打毛坯阶段，配合雕花斧敲击使用。

图 19 广府地区雕刻刀

图 20 潮汕地区雕刻刀

精雕刀。精雕刀（图 21、22）比较轻巧单薄，刃口研磨得薄而锋利，一般

用于作品雕刻后期的精雕细刻的修光阶段。不论是粗雕刀还是精雕刀，都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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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刀口的形状分为圆凿刀、平凿刀、斜凿刀、翘头凿刀、三角刀等。下面简要地

介绍常用木雕刀具的种类和用途。

图 21 精雕刀广府地区图 图 22 精雕刀潮汕地区

圆凿刀。圆凿刀多用来表现雕刻作品的圆形和圆凹痕处，在雕刻传统花卉的

时候有比较大的作用，比如梅花的花叶、花瓣及枝干的圆面都需要用圆凿刀来进

行适形处理，另外也是镂刻雕琢粗坯时的主要工具（图 23）。

图 23 圆凿刀

平刀。平刀的刀刃适合刻线，两刀相交使用时能剔除刀脚或印刻图案。平刀

雕刻的作品刚劲有力，体现出如挥笔绘画般的效果（图 24）。

图 24 平刀 图 25 斜刀

斜刀。斜刀主要用于作品的关节角落和镂空狭小缝隙处的剔角修光（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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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刀适合雕刻例如人物眼角的细小部位刻画。

翘头刀。翘头凿又分翘头平凿和翘头圆凿（图 26）。平翘头凿一般用来深挖，

剔空地。圆翘头凿则用于深挖底部有凹凸层次物体的雕刻。

图 26 翘头刀 图 27 三角刀

三角刀。刀刃口呈三角形，是用 V 形钢条精磨而成的一种刀具，因其锋面

在左右两侧，锋利的集中点就在中角上。三角刀尖推过的部位刻画出线条来主要

用于人物或动物的毛发、装饰线纹的雕刻（图 27）。

中钢刀。中钢刀刀刃是平直的，两面都有斜度（与平刀不同，平刀是一面有

斜度）。在岭南木雕传统雕刻技艺里认为，适用于雕刻人物雕饰及作品道具上的

图案花纹等题材内容（图 28）。

图 28 中钢刀 图 29 蝴蝶凿

蝴蝶凿。在广东有些地区也叫“玉婉刀”“和尚头”，其刃口呈弧形，是一种

介于圆刀与平刀之间的修光刀具，分圆弧和斜弧两种。主要用来雕刻稍圆的线条

和处理无须太平整的物体（图 29）。

（四）打磨工具

木锉。木锉俗称“马牙锉”，主要用于圆雕细雕阶段的修光工序，在使用过

程中可以代替平刀修凿磨平，可用于大面积调整木雕作品的造型结构，与雕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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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配合使用，将人物衣物纹理和植物叶片、花瓣的辗转翻折处理得生动流畅，虚

实且有效（图 26）。

图 30 木锉 图 31 砂纸

砂纸。干磨砂纸（木砂纸），在厚纸上涂胶合剂，黏上金刚砂所成的纸，用

来磨光木器表面（图 31）。一般有 60#，80#，100#，120#，150#，180#，220#，

240#，320#，400#，600#，800#，1000#，1500#。60#-220#粗磨；240#-400#细

磨；600#-1500#精磨，一般可以跳号选择。

（五）上油工具

棕刷或布条蘸。沾上木蜡在作品上反复地摩擦使其光滑艳丽（图 32）。

图 32 棕刷

（六）现代辅助电动工具

台锯机。主要用来锯裁木板宽度和长度（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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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推台锯 图 34 带锯机

带锯机。主要用来开料、切断等。带锯机机型繁多，在木材工业中应用广泛，

常用的有移动带锯机、全自动带锯机（图 34）。

电链锯。用回转的链状锯条进行锯切的木工电动工具（图 35）。可用链锯直

接对雕材进行切、削、锯，来完成作品的打坯工作。

图 35 电链锯 图 36 曲线锯机

曲线锯机。重量轻、体积小、携带方便、操作简单，主要用来将木板锯出直

线或曲线形状，或是裁断（图 36）。

拉花机。可以替代手工钢丝锯，用来锯切镂空雕的粗坯加工，或是曲线形状

的锯割（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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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拉花机 图 38 电动手枪钻

电动手枪钻。主要用于镂空和打洞（图 38）。

电木铣。可以做非透空雕作品的脱地，省时省力，效果又好，可以节约出更

多的时间进行主体的制作（图 39）。

图 39 电木铣 图 40 软轴雕刻机

软轴雕刻机。软轴雕刻机由提供动力的电机和轻便易于操作的软轴和控制踏

板组成，可以灵活更换各种雕刻头钻头磨头，可以完成钻、铣、镗、磨等众多切

削功能（图 40）。

手提式砂带机。主要用于木板平面的去毛刺和磨光，配合不同粗细型号的砂

带，达到不同的打磨效果（图 41）。

图 41 手提砂带机 图 42 手提式磨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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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磨光机。（角磨机）用于去毛刺和磨光，配合不同粗细型号的砂盘，

达到不同的打磨效果（图 42）。

四、木雕制作与修缮

（一）广府木雕构件制作工艺

木雕构件的制作工艺流程一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但有时各种工序会穿插其

中，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1. 创作画稿

草图设计又叫“线描图”，指雕刻之前绘制的木雕图案草图，常以白描形式

表现。草图只起到确定主题、安排布局、固定题材对象的作用（图 43、44）。

，

图 43、44 创作画稿

2. 贴稿

粘贴时先在木板上均匀地刷上一层白胶，将图纸的一边与板面的一边对齐后，

用软刷从近处的中心线开始向远处刷平，然后迅速地从中心线由里到外、由近及

远将图纸刷平（图 45）。

图 45－贴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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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料剔料

开料。选好木料后，根据木雕构件的大小和形状预留一定的余量后进行锯割。

如单块木板不够大，则需要拼接。

剔料。剔料即木雕作品雕刻时先将图案的空白处挖掉。透空雕作品用线锯锯

割，剔除多余部分的木料。通过剔除图案以外的木料，作品层次与造型轮廓已经

从背景中凸显出来（图 46）。

图 46 剔料

4. 打粗坯

打粗坯是开始雕刻的第一道工序，俗称“凿花”，也称“定形”“粗坯”“打

实坯”等。雕凿粗坯的过程中，匠人需要边雕凿边构思，根据木料的属性来使作

品内容逐渐丰富和具体（图 47）。

图 47 粗雕 1

打粗坯时要为精细雕刻留足空间，所谓“留宽能为窄，留大能为小，留厚能

为薄”。如下图“荷花”（图 48）和“花瓶型背板”（图 49）初步完成的粗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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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粗雕 2 图 49 粗雕 3

（五）修光

修光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粗坯的进一步深入雕刻，要压紧刀具再运刀、

行刀，以防止因行刀过程中刀具的颤动和打滑而导致作品效果走样，如下图为“花

瓶图案”的细致雕刻（图 50），对每个线条都需要清晰雕刻，如果是对称的两个

木雕构件，更要做到大小、图案、粗细尽量一致（图 51）。

图 50 精修 1 图 51 精修 2

5. 修整

由于木雕材料的限制，偶尔发现材料内部或细节有瑕疵，这时就需要进行微

瑕的修整处理。大面积的裂缝则可采用“镶嵌”的补法，即用相同材料的木条或

木片，削成内窄外宽的形状，然后粘上乳胶，嵌镶进缝里，待胶干后再用刀与表

面一起修理平整（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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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精修 3

6. 打磨

打磨是木雕艺术创作中最后一道工序，精磨过程中要求精磨工人一定要十分

耐心，而且要小心谨慎。打磨这道工序是让雕刻好的木雕作品表面更加细腻光滑

的作用，也方便后面涂木蜡油或者保护漆（图 53、54）。

图 53 打磨 图 54 精磨

7. 上漆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指对雕刻完成的木雕作品表面进行涂饰，以弥补木雕

作品表面的不足或者缺陷，美化作品并起到保护作品，使作品寿命延长。本阶段

主要有 2种方法，第一种是上蜡，传统的做法是选用蜂蜡，用棕刷或布条蘸蜡在

作品上反复地摩擦使其光滑艳丽（图 55）；第二种是涂饰涂料，即所谓的上漆。

图 55 木蜡油

8. 拼接安装

雕刻完工后，由木工负责安装，在安装时要按设计要求，根据不同位置的木

雕构件进行安装，装配时要求规格准确，结构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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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漆木雕制作工艺

1. 填料（批灰）

填料也称批灰，用生漆桐油搅石膏粉、瓦灰揉成泥团（俗称桐泥灰）或用猪

血灰。将木雕作品中的孔洞、裂痕和接口处填平，待干后打磨平滑。

2. 涂饰头层漆膜

将漆涂在素雕上一般涂刷三遍，第一遍用生漆均匀涂饰在木雕作品表面，称

为底漆（图 52-54），可以堵住木雕毛孔。待阴干后需要打磨平整，以提高漆层

间结合力。

3. 涂刷二层涂料

第二遍用大漆涂饰均匀。干燥后形成一层硬度高的漆膜，二遍漆待阴干后也

需要打磨平整。

4. 涂饰三层涂料

第三层选取熟漆，用牛毛笔非常均匀地涂在木雕作品上。上漆的关键是薄而

均匀，既能保护木雕又不破坏木雕的细节。待上了三层漆的木雕自然或放入特设

的漆房（荫房）干燥，荫房保持温度 25-30℃，湿度 75%～85%最利于漆灰、漆液

的干燥（图 56）。

图 56 上漆

5. 金箔备料

金箔所用的金箔是用纯金经人工反复敲打而成，薄如蝉翼（图 57）。潮州木

雕流行粘贴或髹涂金属粉箔的装饰手法，所敷贴的金属粉箔主要有金箔、铜箔、

银箔、钛箔、铝箔等，其中以金箔最为常用，有赤金和黄金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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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金箔

6. 粘贴金箔

贴金环境一般来说，温度 18℃～23℃为最佳，湿度则以偏低为好，应注意

避免风吹，把握好最佳的贴箔时间，用刷子轻扫金箔，进一步贴牢（图 58、59、

60）。等贴完后再用棉花或软的羊毛刷适当按压，使金箔全部贴实，再扫掉多余

的金箔碎片将金粉吹干净（图 61、62）。贴完金的木雕金光夺目，更具有了华丽

的气质（图 63）。

图 58、59 贴金

图 60 贴金 图 61 加固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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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扫金 图 63 成品

（三）木雕修缮工艺

1. 检查残损与判断

拍照记录。对木雕的损毁情况进行修前拍照和文字记录。在修复前通过文字

和图像、绘图的方式对木雕的年代和各部位损伤的情况进行记录。

测绘数据。观察分析木雕材质、工艺、分析木雕构架的整体结构、各装饰部

件的分块构成、部件连接的工艺做法，精确测量木雕整体尺寸、各部件尺寸以及

雕刻深浅等数据。以供后续修缮雕刻参考。

2. 描绘图样

描绘木雕整体图案。图纸的绘制一般可采用手绘、传统拓片等方式绘制修缮

图纸。

判断局部缺失图案。对所修复木雕构件部位及其他部位的纹样以及这座建筑

所在年代和地区的其他建筑的纹样进行研究，以判断局部缺失图案。

3. 局部残损修缮

表面清洁。修缮前对木雕构件表面有灰尘、蜘蛛网和非粘性污渍用软毛刷、

吸耳球和竹签等工具清除表面尘土和木屑。

开裂。若出现表面开裂一般只要用削好的同类木材小木片将裂缝补上，再用

木锉打磨平，把结合处“隐蔽”起来即可。在补配木片的时候要小心、细心加耐

心，木片既不能小，有明显缝隙，也不能大了把裂缝给撑得更大。断裂。若出现

断裂，可从合适的角度位置置入木钉，用夹具夹紧处理。

糟朽。一般糟朽，可以采用 2%～5% Paraloid B72 乙酸丁酯溶液滴管滴渗的

方法进行渗透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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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蛀。若出现虫蛀，先对虫蛀部件用化学药剂熏蒸消毒进行除虫处理，清理

干净，将相同木料挫下来的木粉调和胶水制成泥膏，用竹刀擀入缝隙中，从而填

补缝虫洞。

轻微变形。一般用重物压在凸起部位，让其慢慢地回复原位，必要时可加些

热风和湿气辅助进行。压的时候得一点点试探性地加压，不能一次压太重，防止

出现裂纹。

木雕漆层、贴金缺失。对于漆层的局部缺失部位，使用矿物颜料修饰其木质

底层的色彩，使其与原漆饰协调一致，贴金补全使用画笔涂贴，后进行旧协调处

理。补全后木构件表面漆层色彩及贴金层修饰后应达到整体和谐。

4. 大面积残损修缮

木雕构件如果出现了严重大面积的变形、开裂、虫蛀、腐蚀、火烧、松动等

现实情况，建议直接拆掉旧木雕，用新作品代替原来的作品，恢复的原状应该是

该部分现存实物的修建年代的状况，以现存实物的鉴定年代为基础。（参考木雕

制作工艺）。

第二节 砖雕

砖雕概述

砖雕在广府地区广泛采用，主要出现在各地的祠堂、庙宇、民宅等建筑的墙

头、墀头、照壁、神龛、檐下、门楣、窗檐等部位，作为建筑装饰。广府砖雕以

建筑青砖作为原材料，将高浮雕、浅浮雕及线刻艺术等雕刻技法互相穿插应用，

手法自然生动，刀法明快、干脆，秉承了岭南雕刻细腻为主的艺术特征，讲究造

型和层次，立体感强，线条规整而又流畅自如。

一、砖雕的材料

（一）青砖选材要求

雕砖用的砖材需要质地细密且沙量少，尤其是上乘的绿豆青（拣青）为绝佳

的雕刻砖料。

http://shop.bytravel.cn/produce2/96D5523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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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砖料的加工

为了后续大面积砖雕作品的拼接，需要对青砖进行同尺寸标准的打磨、找平，

确保每块砖的大小相同，质感和色彩统一，这样便于画图和雕刻，达到后面作品

拼接无缝的效果。

二、砖雕的种类与题材

（一）砖雕的种类

砖雕主要包括沉雕、浮雕、透雕、圆雕几种，具体如下。

沉雕。沉雕又叫阴刻，是在砖雕表面用砖雕刀进行凹面雕刻，图案以凹面形

式出现（如图 1）。

图 1-沉雕

浮雕。浮雕是雕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手法，其雕刻的图案有凸出的线条及体

块，半立体的形象。浮雕可分为浅浮雕和深浮雕（如图 2、3）。

图 2 - 浅浮雕 图 3 - 深浮雕

通雕。通雕又叫透雕、镂雕的。通雕是将砖块的某些部位凿透、镂空，从而

使图案的形象更加逼真（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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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留耕堂砖雕漏窗 图 5- 何世良工作室圆雕作品

圆雕。圆雕，又称立体雕，是将图案形象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雕刻出来的表现

手法，使雕刻对象能够得到多角度地表现。图 5是一组戏剧人物砖雕的局部，前

面的人物几乎都是以圆雕的形式雕刻，层次丰富，人物造型饱满，表情生动，体

现了砖雕技艺的精湛技法。

（二）砖雕的题材

广府砖雕的题材非常丰富，多表现世俗生活，代表了大众的审美理想，主要

有以下几种。

1.人物故事传说题材

人物故事传说题材主要有神话故事、历史典故、古代戏文、风俗民情、民间

传说等（图 6）。

图 6－宝墨园开封府人物砖雕 图 7－佛山祖庙麒麟砖雕

2.祥禽瑞兽题材。

砖雕中祥禽瑞兽常用的有狮子、鱼、雁、鹅、犬、兔、蝙蝠、麒麟、松鼠等

（如图 7）。

3.花卉瓜果题材。

砖雕花卉图案中，以“四君子”的梅、兰、菊、竹最为常见，其他以折枝、

缠枝、散花、丛花、荷花（如图 8）及锦地叠花的形象等出现。岭南常见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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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也是砖雕题材的偏爱，表现了浓郁的地方色彩，用各种瓜果蔬菜来表达人们

对五谷丰登、生活富足的美好向往，有荔枝、菠萝、苦瓜和香蕉等（如图 9）。

图 8-荷花砖雕（何世良工作室） 图 9-苦瓜砖雕（何世良工作室）

4. 博古题材。

博古题材是一类在砖雕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寓意子孙后代能通晓古今，学习

勤奋，学有所成（如图 10）。

图 10—八宝博古砖雕墀头（佛山三水胥江祖庙）

三、砖雕工具

（一）砖材加工工具

砖料切割的传统方式是使用凿和斧的配合，将砖料切割成需要的大小与形状。

（现使用切割机，可有效地提高板材切割的效率、切割质量，减轻操作者的劳动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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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案绘制工具

画稿用到的工具有铅笔、毛笔、墨汁、砚台、纸。

（三）雕刻工具

凿子（刻刀）。凿子是传统用于雕刻砖料的刀具（图 15、16）。锤子。用于

雕刻时敲打凿子。

砂纸或砂轮。用于打磨砖料。

毛刷。用于清理操作中产生的砖末。

尺子。用于度量各种尺寸。

图 15 - 凿子（刻刀） 图 16 - 凿子（刻刀）

四、砖雕制作与修缮

（一）砖雕的制作工艺

1. 内容设计（画稿）

在进行雕刻之前，首先要画出建筑各部位砖雕的图案。画稿是请砖雕工匠进

行图案设计（图 17、18）。根据要求有的先画小样图案，有的直接进行 1:1 图样

绘制，有的先画到纸再贴到砖面进行雕刻，有的则直接在砖上画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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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手绘稿 图 18 电脑绘稿

2. 备料、开料

砖雕选用青砖为材料。在材料的选择上，要仔细挑选密度大、色泽统一的青

砖（图 19）。

图 19－开料 图 20－贴稿上样

3. 印稿

将勾画好的图案底面上浆，贴在砖料上，作为雕刻参考，可以准确定位雕

刻位置（图 20）。

4. 轮廓剔料

将贴好图案的砖，用最小的凿子沿画笔的笔迹细浅地在砖坯上刻一遍，将图

案的基本轮廓、层次表现出来，使图案形象定位，剔除掉画面以外的部分。

5. 粗凿

粗凿常用刀、凿在砖上刻画出画面构图，过程中需要区分前、中、远三层景

致，讲究刀路、刀法的技巧。先凿出四周线脚，然后进行主纹的雕凿，再凿底纹，

这一步完成大体轮廓及高低层次（图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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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打坯 图 22- 粗雕

6. 精雕

完成粗坯后，用锯、刻、凿，磨等多种工艺方法，进行精细地刻画图案，力

求尽善尽美（图 22），整个过程体现砖雕的细节，考验雕刻工人的耐心与细心。

图 23 精雕

7. 修整

修整主要是填补砂眼，黏结残缺。对因雕刻失误或砖内砂子、孔眼所引起的

雕面残损，可用猪血调砖灰进行修补。用糙石磨细雕琢极粗的地方，如发现砖质

有砂眼，干后再磨光（如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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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修整 图 25 打磨

8. 打磨

砖雕可用水磨砂纸打磨，将图案内外粗糙之处磨细，并将残缺或砂眼之处找

平，再用水将残留在作品里面的砖灰清洗干净，一个砖雕作品要打磨 2—3次（图

25）。

9. 拼砖与安装

在完成砖雕作品后，需要进行试拼装，找到拼接中的一些问题，及时修整，

例如不对缝、错位等问题，需要提前进行解决，可以先将部分砖雕组合成一个单

元，粘接牢固后，作为一个局部单位，到建筑工地现场完成组装（如图 26、27）。

最后将雕刻完成的各砖雕部件用粘接、嵌砌、勾挂等方式，安装到预设的建筑装

饰部位，完成组合砖雕的制作（图 28、29）。

图 26 拼接好的局部砖雕 图 27 工地现场与安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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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工地现场与安装 2 图 29 安装完成

（二）砖雕的修缮工艺

1. 检查残损与判断

拍照。到项目现场，对有砖雕的建筑构件进行统计、记录。施工前应逐幅拍

摄，不仅要正面拍照，其上、下、左、右均应拍照，对砖雕原始状态进行记录。

测绘数据。利用测绘工具，确定残损构件的位置与尺寸，做好整个建筑各部

分砖雕构件的记录与汇总，仔细检查原砖雕的损坏情况。

残损判断。砖雕的修缮最好做到与原来图案一致，要有历史依据；砖雕修缮

需要让整个建筑的砖料色彩保持一致。

2. 描绘图样

根据统计的图案数量，不同部位的题材，绘制修缮的砖雕图案，将不完整的

部分按照专业人员意见完善。

3. 砖雕清洗

砖雕表面的清理。对砖雕部位进行清洗，尤其表面酥碱风化破坏，要认真清

理。清理前应先检查原状有破裂情况，清理一般用硬质和软质的毛刷，蘸清水进

行清洁，清理过程应循序渐进，一般为自上而下，自左而右。

铲除疏松的开裂表层。松动的疏松砖雕表面需要进行铲除，否则新旧砖雕无

法进行连接。

4. 局部残损修缮

局部残损一般指局部出现了开裂、断裂，表面出现少量坑洼缺陷，一般只要

用猪血料和砖灰搅拌泥浆状，填入开裂处或坑洼处，然后打磨平整。

5. 大面积残损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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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砖雕整体强度、损坏面积大到无法以局部修复的方式来处理时则进行拆除

原砖雕整体修缮。拆除旧砖雕后，需要对墙体进行检查，是否需要对底砖进行修

护，打好根基。然后根据绘制出来的图案进行砖雕作品的制作，具体步骤参考砖

雕营建篇。

第三节 石雕

石雕概述

自古岭南人敬畏神，并有很强烈的宗族观念，石雕的创作题材也多与历史名

人故事、神话故事以及宗族有关，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运用于寺庙、祠

堂等建筑的装饰上。

一、石雕的材料

（一）石材的种类

在岭南石雕工艺中，常用的石材种类包括花岗岩、红砂岩。其中花岗岩种类

繁多，包括青麻、白麻、红麻（使用虾红麻较多）、连州青、福建青等（图 4-1-1）。

由于花岗岩质地坚硬且不易风化，它被广泛应用于制作台基（图 4-1-2）、阶条

石、地面等。然而，花岗岩的石纹粗糙，不宜进行精雕细镂。

图 4-1-1 花岗石（广州光孝寺） 图 4-1-2 台基（番禺余荫山房）

红砂岩是一种较为稀有的暖色调建筑石材。例如，在广东东莞地区，这种材

料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的门框和墙基（图 4-1-1）。而在番禺的留耕堂，红砂岩的

使用使得典型冷色系的岭南建筑增添了暖意（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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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红砂石墀头（东莞西溪古村落） 图 4-1-2 红砂石门楣（番禺留耕堂）

油麻石属于片麻状花岗岩，其质坚性柔且易于雕刻，深受广东民众喜爱（图

4-1-3）。例如，广州陈家祠的雕饰精美的石栏杆，通过对麒麟、凤凰、蝙蝠等吉

祥动物纹样的生动刻画，呈现出栩栩如生的效果（图 4-1-4）。

图 4-1-3 柱础（肇庆龙母祖庙） 图 4-1-4 石栏杆（广州陈家祠）

岭南石雕除了使用花岗岩、红砂岩以外，还会在部分石雕中使用青白石（图

4-1-7）。广州粤剧博物馆的青白石窗与青砖的搭配组合，充分展现了岭南建筑的

独特风格（图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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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抱鼓石（东莞可园） 图 4-1-8 青白石窗（广州粤剧博物馆）

（二）石材选材标准

石材的选择对整个雕刻过程至关重要。根据所表达的主题以及雕刻对象的规

模，进而挑选合适的石料（图 4-1-9）。

图 4-1-9 选取石材（揭阳石雕厂）

选择石料时，必须认真检查石材中可能存在的常见缺陷，如石料存在不规则

纹理、污点、红白纹线、石瑕或石铁等问题。

（三）石材的加工

1.石材的加工方法

石材的加工，包括有劈、截、凿、高光、打道、剁斧、磨光等工艺方法。

2.石材的表面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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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包括自然面、荔枝面、菠萝面、龙眼面、蘑菇面、光面、光面、水

磨面。

二、石雕的种类与题材

（一）石雕的种类

按材质分类。岭南石雕按照材质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花岗岩石雕、红砂岩石

雕、大理石石雕。

按构件的功能和位置分类。岭南石雕按照构件的功能和位置的角度进行分类，

大致可分为石斗拱、石梁枋、石柁墩、石瓜柱、石穿枋、石柱、石柱础、石栏杆、

石门框、石门簪、门槛石、门鼓石、石凹门斗、石漏窗、石雀替、石牛腿、石垂

花柱等类别。

按主题或内容分类。岭南石雕的按主题或内容进行划分，大致可分为动植物

雕刻（如凤凰、龙、菊花、莲花等）、人物雕刻（描述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或日

常生活场景）、符号和吉祥纹样（如“福”“禄”“寿”“喜”等）。

按制作技法分类。岭南石雕按照制作技法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浮雕、圆雕、

沉雕、镂雕、透雕等（图 1、2）。

图 1 浅浮雕-门枕石（番禺留耕堂） 图 2 深浮雕-御道（肇庆德庆学宫）

圆雕。圆雕是独立存在的立体艺术品，其每一面都需经过精细的加工，特点

是采用镂空技法和精细的斧刻技巧（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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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牛腿石雕（花都资政大夫祠） 图 4文字石刻（潮州龙湖古寨）

沉雕。沉雕即采用“水磨沉花”雕法的艺术品（图 4）。

镂雕。镂雕也称镂空雕，即把石材中没有表现物像的部分挖空，仅保留表现

物像的部分。“狮口含珠”这种雕刻效果是评价石雕匠人技艺的重要标准（图 5、6）。

图 5 狮口珠镂雕 图 6 狮口珠镂雕

（二）石雕的题材

1.祥禽瑞兽

石雕中常见的动物题材包括龙、狮子、麒麟、猴子（图 7）、鱼、龟（图 8）

及蝙蝠等。这些形象赋予了石制建筑构件以灵动和美好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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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猴子（东莞可园） 图 8 玄武（佛山祖庙）

2.花卉瓜果

石雕中的植物，如莲（图 9）、荷花、竹等，体现了人们对道德美德的推崇

和追求。某些植物还与鸟兽、果品一同雕刻呈现（图 10）。

图 9 莲花（沙湾留耕堂） 图 10 石榴（广州陈家祠）

3.博古纹样博古

即博通古物、通古博今之意。古代文人常用卷轴、宝剑、文房四宝等文化器

物作为其学识的象征，来表达对知识和学问的崇尚（图 11），经常被用作装饰

元素。

图 11 博古石雕（潮州龙湖古寨） 图 12 莲花（东莞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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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物故事传说题材

石雕中常见的人物形象有主要源自故事传说和世俗生活中的人物题材，如文

臣、武将（图 13）和仕男淑女，以及一些装饰性的独立人物形象等，如在基座

上的角神和力士。

图 13 武将（番禺宝墨园） 图 14 “福”石雕纹样（潮州龙湖古寨）

文字吉祥纹样。文字常被用作石雕的装饰纹样，如“福”（图 14）、“禄”

“寿”“喜”“万”等，这些都表示吉祥和幸福的寓意。

三、石雕工具

（一）石材加工工具

石材的加工工具有：

錾子、楔子、扁子、锤子、剁斧、哈子、剁子、无齿锯、弓把、比例弓把、

点型仪。

（二）图案绘制工具

石雕过程中使用的图案绘制工具有：铅笔、炭笔、线条、墨斗、点线机。

（三）雕刻工具

石材雕刻必备的工具有：

雕刻刀。用于刮、削、贴、挑、压、抹泥塑和造型。

石雕凿。为钢质杆形石雕工具，下端为楔形或锥形，末端有刃口，用锤敲击

上端使下端刃部受力，按刃部形状分尖凿、平凿、半圆凿和齿凿。

石雕锤。为敲击工具，用以敲击石雕凿或木雕刀雕刻石、木料，分大、中、

小三号（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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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石雕凿和石雕锤

（四）打磨工具

石材的打磨工具有：磨头、锉刀、砂轮石、砂纸。

四、石雕制作与修缮

（一）石雕的制作工艺

1. 画稿

起草稿。在开始进行石雕雕刻前，必须先由雕刻师傅或工程方提供石雕的设

计样稿。若交给雕刻师傅设计，他们会在纸面上绘制所需的图案和花纹，并使用

他们较熟悉的方法进行标记。

2. 开料

石材开采的首道工序是使用“控制爆破法”，即通过打出合理的炮眼与安装

炸药，利用爆炸形成的震动，把岩石炸开为大型石块。接下来的第二道工序是采

用“打眼劈模法”将大型石块进一步分解为合适的荒料。

3. 印稿放样

印稿。石雕制作前需要画样稿，用笔沿着样稿轮廓每隔 1—2 厘米进行戳洞

描点标记，逐渐把样稿轮廓转移到石块上，转印完毕后再用笔把石块上的点连成

与样稿一致的轮廓线（图 17）。

放样。在石雕最初阶段，需要捏泥坯小样、石雕小样或石膏模型（图 18）。

这些小样有助于后期形态的推敲，能有效避免在石雕雕刻时出现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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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草图（揭阳石雕厂） 图 18 小样（揭阳石雕厂）

4. 剔料

剔料，又称“摘料”，按照设计意图剔去外部多余的石料（图 19）。最后，

需要清除表面的废石料残渣。

图 19 鲁班雕像开料（肇庆龙母祖庙）

5. 粗凿

粗凿，又称为“凿粗坯”， 是在已切割好的石材上描画设计稿子，根据建

筑构件的造型与尺寸，由上至下、由表及里地打凿出建筑构件的大体形状（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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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1 粗凿（梅州五华石雕厂）

6. 精雕

精雕，旨在进行仔细地雕琢，确保雕件完美成型。首先在粗坯上描绘出图案

的大体形状（图 22），然后使用錾子雕刻提升图案的立体感。雕刻细节这一工

序主要使用錾子、锤子等工具，使用的工具不算太多，主要还是依赖于石匠师傅

的专业技能。

图 22 精雕（梅州五华石雕厂）

7. 修整

完成雕刻后，石雕将进入全面修整的环节。这一关键步骤需由具有高度艺术

修养的“头手师傅”来完成，对石雕进行疏密、粗细的对比调整，并在重要部位

进行精雕细刻。

8. 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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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石雕通常进行打磨上光处理即可，一般不进行上色处理（图 23、24）。

但受建筑木雕的影响，有时也会对其进行彩绘。

图 23、24 打磨后的效果（梅州五华石雕厂）

9. 安装

石雕的安装步骤大致如下：根据建筑的风格和位置，选择合适的石雕装饰构

件，如石柱、石梁、石门、石窗、石花等。将石雕作品运送到建筑现场，用吊车、

滑轮等工具将其吊装到预定的位置上。

（二）石雕的修缮工艺

1. 残损检查与判断

石雕常常历经长年累月的风雨侵蚀、腐败与损坏，在进行具体的修缮施工之

前需要其进行精细检查、评估，才能制定合理的后续修缮方案。

2. 描绘图样

对需要修缮的地方，进行图案描绘，可根据残损痕迹，如果无法识别残损

痕迹，则可参考相同位置的其他石雕作品，进行推断。如果需要重新设计图案，

则需要石雕行业的专家或者文物保护专业人员来判断。

3. 石雕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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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是石雕修缮工艺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能清除残留污垢和污染物，例如水

溶性盐、难溶性硬壳、灰尘烟垢、泥土、微生物等，为后续的修复工作提供清洁

的工作表面。

4. 局部残损修缮

局部残损修缮是岭南石雕修缮工艺中的重要环节，下面将对它进行详细的介

绍。

准备工作。局部残损修缮前需要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要对修缮的部位

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了解损失部位的位置、面积、深度，并且了解原有构造

和整体状况。

残损修补。对于石雕的缺损和裂缝进行修补，现在一般可以使用环氧树脂（以

前用桐油灰）。它具有黏结力强、寿命比较长久的特点，用于石雕局部残损修缮

的效果显著。

修整处理。残损修补之后，需要进行平整处理，即用工具对修复部位进行研

磨抛光，使其表面光滑平整，与原有雕塑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

5. 大面积残损修缮

一般石雕大面积修缮则需大面积拆除旧作，找到与原石雕材料同质的石材，

重新设计进行制作，与石雕制作方法一致。

准备工作。在进行大面积残损修缮前，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对受

损部位进行评估和分析，确定修缮的具体方案，选定修缮使用的材料和工具。

拆卸受损部分。在准备充分后，需要对受损的部分进行拆卸，为修缮工作创

造空间和条件。

重新雕刻修复部位。需要根据原有石雕造型，选择与原有石雕保持一致的材

质，重新雕刻残损部位的石雕，不会对整体雕塑造成偏差。

整体钉接。在完成雕刻修复后，需要将重新雕刻部分连接到原有的石雕上。

需要注意使用适当的连接材料，确保石雕的结构稳定，并且不对石雕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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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灰塑

灰塑概述
岭南地区传统建筑灰塑是一种广泛运用的装饰技艺，在广府地区以石灰作为

主要材料，潮汕地区的灰塑以白灰为主。

一、灰塑原材料与发酵

（一）灰塑原材料与发酵

1.灰塑原材料

石灰。石灰是灰塑原材料发酵最重要的材料。生石灰需要水高温发酵浸泡

十天以上。

禾秆草。禾秆草，晚造禾秆草（秋收）是一种空隙结构，软性材料，草筋灰

能够在其内部形成网状结构，达到解决热胀冷缩问题，以防止变形，切成 5 厘米

的长度。

2.材料发酵。

草筋灰。草筋灰用来做灰塑的底灰、连接骨架和纸筋灰。干稻草截至约 4—

5厘米长，用水浸湿，放入大缸、大桶等大容器内，铺至约 5厘米厚，在上面铺

一层石灰浆覆盖下层全部稻草，再平铺截过的干稻草约 5厘米厚并覆盖石灰膏，

以此类推，一层稻草一层石灰浆地往上添加，直至达到每次雕塑所需用量。

纸筋灰。纸筋灰可用来黏结草筋灰和色灰。制作纸筋灰，首先需要将土制的

玉扣纸浸泡在水中隔夜即可，至基本纤维化后用打灰棒把玉扣纸打烂成纸浆，具

有一定黏性，与石灰浆混合。

色灰。色灰颜色依据灰塑作品的题材，使用较浅淡的红、蓝、绿、白、黄等

作为作品的色彩基调。纸筋灰与各种矿物质颜料混合拌匀，即成为色灰。色灰用

于灰塑作品较外层的部位，作为灰塑色彩的基础。在高浮雕灰塑中，背景常使用

一种名为乌烟的色灰。

（二）上色材料

灰塑上色使用矿物质颜料。传统矿物质颜料是从天然矿石中加工制作而成，

通常也称为“石色”。矿物质颜料耐久性强，不易褪色，早期需自己研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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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可以从市场直接购买矿物颜料色粉。

（三）扎骨架材料

灰塑平面做需要钢钉、铜丝等。平面做（浮雕感）骨架一般需要先在墙上根

据图案的走向用钢钉（短钉）打点，以垂直于墙身的角度打入墙体，不能超出图

案的勾画线，然后把短钉都缠上铜线，进行缠绕。

二、灰塑的种类与题材

（一）灰塑的种类

灰塑的种类有浮塑立体塑和通塑。

浮塑。浮塑包括浅浮塑和高浮塑。

浅浮塑。浅浮雕塑一般略高于墙面，凸出的高度常用于博古脊、花边和屋脊

线条，多见于山墙、门头、彩画和照壁（图 1、图 2）。

图 1-牡丹灰塑（东莞南社古村） 图 2-卷草纹灰塑（番禺留耕堂）

高浮塑。高浮塑一般凸出墙面 5～20 厘米不等。高浮塑可表现多层次的效果，

适合于在有背景的前提下表现立体灰塑（图 3）。

图 3-游龙灰塑（三水胥江祖庙） 图 4一看脊（肇庆龙母祖庙）

立体塑。立体塑又称“立体做”“圆塑”，指完全凸出于墙面之外的灰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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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雕形象完整，可以从多个角度欣赏，这需要较高的工艺水平。工匠通过立体雕

生动地表现人物和动物，适用于正脊、垂脊、脊座、看脊（图 4）、门楼、落水

口和落水管。

通塑。通塑又称“透塑”，因在特定位置留空而得名。通塑有前后两个立面，

常用在正脊镂空处、看脊和窗口，题材多为花瓶、花篮及其他的博古图案（图 5）。

图 5正脊处的镂空雕（广州陈家祠）

（二）灰塑的题材

人物故事传说题材。灰塑大场景画面中，经常会出现人物题材，主要以民间

故事、神话传说、戏曲典故等展开。

祥禽瑞兽题材。灰塑的祥禽瑞兽题材，一类是真实动物，包括狮子（图 6）、

蝙蝠、喜鹊、鸳鸯等；另一类是以传说故事创造出来的神兽，有龙、凤、麒麟等。

这些元素可组合出“九如图”（图 7）、“狮子滚绣球”“双龙戏珠”（图 8）等祥瑞

题材。



45

图 6- 狮子（番禺留耕堂） 图 7- 九如图（佛山清晖园）

图 8-双龙戏珠（东莞南社古村）

花卉果木题材。灰塑的花卉元素有牡丹、梅花、兰、莲花、百合、桃花等（图

9）等；花卉、瓜果和树木三种题材元素也可混合搭配使用，如梅、兰、竹、菊

四君子组合，弘扬真、善与美（图 10）。

图 9－葫芦（佛山清晖园） 图 10－四君子（花都资政大夫祠）

八宝博古题材。八宝法器分为佛家的八宝法器、道家的暗八仙和文人三种类

型。八宝题材的灰塑一般配有线条柔软缥缈的云状图案，称为“祥云”，八宝也

可与博古藏品混用。

吉祥文字题材。吉祥文字一般用于屋脊或门联（图 11）处，使用吉祥祝语

或名家诗句作为主题装饰，常配合其他花卉图案。此种灰塑的文字内容一般由书

法家书写，匠师拓于灰塑上，再塑出立体的形象，多选用蓝底白字或红底白字（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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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集云小筑（佛山清晖园） 图 12 入孝（花都资政大夫祠）

纹样图案题材。灰塑中最具有特点的纹样题材主要有草尾和夔（kuí）纹，

草尾多用在山墙八字处（图 13），另外还有在装饰画边框上使用万字纹、回字纹、

卷云纹等（图 14）。

图 13 草尾纹（佛山清晖园） 图 14 博古灰塑（佛山祖庙）

三、灰塑工具

（一）灰塑工具

灰板。灰板是灰塑过程中用以托灰的工具，是灰塑工艺的基本工具之一。

灰匙。灰匙是灰塑技艺的基本工具之一。匙头呈舌状，后为木柄，两者呈 90

度折角（如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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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灰匙，分平头灰匙和尖头灰匙 图 16 竹签

竹签。竹签一般用于雕塑过程中（特别是透雕）对灰匙及手指不能触及的地

方进行形塑，也可以用于抹平灰塑表面。（如图 16）。线匙为木制手柄、钢制凹

头形匙头（如图 17）。

图 17 线匙 图 18 枋条

枋条（如图 18）。是用薄木板制成的。用于灰塑装饰边框的取直、找平。其

厚度同边框厚度，长度一般为 1米左右。

其他工具。彩色线斗、墨斗（如图 19）用于画线条；卷尺用于丈量；喷水壶

用于制作灰塑时调节湿度；虎钳、小铁锤（如图 20）用于打钢钉、搭建骨架；

泥水刀用于剁稻草和剁砖。

图 19- 墨斗 图 20 - 虎钳、小铁锤

（二）上色工具

自制颜料盒（如图 21），用于存放各种灰塑颜色；各种型号（油画笔、铅笔、

油漆刷、毛刷）用于描绘灰塑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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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自制颜料盒

四、灰塑制作与修缮工艺

（一）灰塑制作工艺

1. 画稿设计

灰塑匠人依据业主的要求和建筑的具体情况，为灰塑选定题材，测量灰塑制

作的面积，确定制作灰塑的部位，并构思灰塑画稿（如图 22）。

图 22 构图设计 图 23 扎骨架

2. 扎骨架

平面做灰塑制作前需要先在墙上根据图案的走向用钢钉（短钉）打点，以垂

直于墙身的角度打入墙体，不能超出图案的勾画线，然后把短钉都缠上铜线，进

行缠绕。立体做灰塑骨架加草筋灰、砖头、瓦片塑形，铜丝等缠绕到瓦片上，连

接于瓦脊（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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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秆筋灰打底塑形

骨架制作完成后，用草筋灰往骨架上包灰，一般在落灰之前，灰塑师傅会先

用灰匙把草筋灰在灰板上反复推、压、摔几遍，这个动作被称为“搓灰”可以让

灰更细腻（如图 24）。干燥的速度视天气而定，将前次的草筋灰压实，方可进行

第二次包灰（如图 25）。

图 24 草筋灰批底图 图 25 第二次包灰

4. 纸筋灰塑形

在完成草筋灰批底后，约七、八成干，未干彻底，用手轻按看不到手印，方

可铺加纸筋灰。如果草筋灰层已经全部泛白，说明灰料太干燥，可喷洒一些清水，

润湿灰层再添加纸筋灰。另外，首层添加的纸筋灰是没有颜色的（如图 26）。

5. 色灰塑面、分色

依据灰塑设定的颜色形象，把所需的矿物质颜料与纸筋灰混合拌匀，在定型

的灰塑上铺加一层色灰面又称“底色面”，如此可让最后添加的颜料保持其自身

色泽较长时间。加色灰是对灰塑的最后修正和定型（如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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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纸筋灰塑形 图 27 色灰精雕、分色

6. 表面上色

上色是制作灰塑的最后一道工序。具体操作方式为矿物质颜料粉加石灰水调

制颜色（石灰水起到固色、封闭表面，免受侵蚀的作用）。矿物质颜料须等待前

一层颜色完全干透后，方可描画新的一层颜色，因此要充分安排好时间。完成上

彩后，灰塑的手工制作过程基本完成（如图 28、29）。

图 28 - 彩绘 图 29 - 彩绘

（二）灰塑的修缮工艺

1. 检查残损与判断

拍照。到项目现场，对有灰塑的建筑构件进行统计、记录。施工前应逐幅拍

摄，不仅要正面拍照，其上、下、左、右均应拍照；根据情况分析是否利用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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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原始状态进行记录。

测绘。确定残损构件的位置与尺寸，做好整个建筑各部分灰塑构件的记录与

汇总，仔细检查原灰塑的损坏情况，对褪色、附生植物、开裂、脱落和骨架等保

存情况进行初步判断，确定疏松的灰层，确定需要修缮的部位。

残损判断。要根据历史照片、题材内容、残留图案，研究确定修复方案，力

求做到与原灰塑风格统一协调。

2. 补绘图案

根据统计的图案数量，不同部位的题材，绘制修缮的灰塑图案大样，将不完

整的部分按照专业人员的意见补齐。

3. 灰塑清洗

灰塑表面的清理。灰塑表面由于受大气侵蚀等原因，表面酥碱风化破坏，要

认真清理。清理前应先检查原状有哪些破裂，清理时要采取保护措施，能够保存

下来的要尽量保存，作为修缮的历史依据。

清除疏松的灰层。为了黏结新旧灰，用牙刷、刷子和竹片等工具清除疏松的

灰层，直至到达结实部位为止。

4. 局部残损修缮

局部残损修缮一般指局部出现了开裂、断裂，表面出现少量缺陷，但不影响

整体灰塑造型。

步骤 1：润湿修缮部位，并涂糖浆水起到增强黏度。完成清洗和铲除污垢两

道工序后用清水把灰塑残损部位润湿，让待修复的灰塑表面能够保持有相近于修

补灰浆的湿度，方可开始补灰工作。一般做法是往原灰塑表面喷水，湿润后用塑

料包装纸遮盖整个灰塑，湿润及遮盖时间由灰塑匠师掌握。

步骤 2：灰浆材料配置。（参考灰塑制作工艺）

步骤 3：纸筋灰批面填补裂缝。

步骤 4：灰塑制作。（参考灰塑制作工艺）

步骤 5：灰塑表面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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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局部修缮后，需要给灰塑整体重新上色。上色方法如灰塑制作流程，色

彩以灰塑的原貌为准。上色施工时应按照片或记录的颜色进行填色，按照传统材

料、工艺，多种颜料调色，用毛笔、美术笔或毛刷笔蘸色于灰塑面上色。

5. 大面积残损修缮

大面积残损修缮：大面积残损的情况下，需要根据现场情况，针对灰塑残留

种类、题材、面积等，研究确定修复方案，对灰塑主体结构先进行加固。灰塑底、

基层由于风化、酸雨等原因通常存在空鼓等现象，会造成附着其上的灰塑崩塌而

破坏，空鼓应粘接加固。然后在建筑表面完成草筋灰打底、纸筋灰的批面，然后

按照上述修缮工艺施工，具体程序步骤参考（灰塑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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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陶塑

陶塑概述
在岭南建筑中，最具特点的就是陶塑瓦脊。陶塑瓦脊运用了传统的石湾陶烧

制技术，是较大型的石湾陶塑创作，也是广府建筑装饰较高级别的象征，一般使

用在寺庙、祠堂和学宫，与正脊、垂脊、山墙等建筑结构结合，是岭南人对陶文

化运用的一种独特表现。

一、陶塑的材料

（一）泥坯材料

包括泥料、砂料何瓦粉。

（二）釉料

釉料。制作釉的主要原料有桑枝灰（如图 1）、松木灰、稻草灰（如图 2）、

陶泥、玉石粉（如图 3）。

图 1- 桑枝灰 图 2 - 稻草灰 图 3- 玉石粉

二、陶塑的种类与题材

（一）陶塑的种类

岭南地区传统建筑陶塑一般分为陶塑瓦脊、园林装饰构件和照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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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照壁

（二）陶塑的题材

陶塑脊饰的题材具有强烈的岭南地域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人物故事传说题材。建筑正脊上的陶塑脊饰多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传说或

者粤剧戏曲（图 5）。日月神乃是取材自小说“桃花女斗周公”，桃花女和周公

在天上是一对，下到凡间也依然牵缠不休，关系从未真正断绝，虽是怨偶却也是

天造地设的一双璧人（图 6）。

图 5 姜子牙封神（佛山祖庙） 图 6－日、月神

祥禽瑞兽题材。祥瑞动物也是清中晚期岭南建筑陶塑屋脊常见的装饰题材。

屋脊上面所塑的祥瑞动物包括龙（图 7）、凤凰（图 8）、麒麟、狮子、骏马、鹿、

仙鹤、喜鹊、鳌鱼、鲤鱼、鸭子、蝙蝠等，都是传统文化中具有威仪的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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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青龙陶塑（龙母祖庙） 图 8脊饰上的凤凰陶塑（胥江祖庙）

花卉瓜果题材。陶塑屋脊上面所塑的花卉瓜果，包括牡丹、荷花、莲花、梅

花、菊花、茶花、玉兰花、水仙、佛手花、石榴、桃子、葡萄、柚子、葫芦、杨

桃等（如图 10），多数是岭南地区特色的植物、花卉与瓜果。

图 10－屋脊陶塑花卉（龙母祖庙）

博古法器。博古纹通常作为陶塑屋脊镂空方框部分的装饰（图 12）。

图 11－暗八仙陶塑装饰（清晖园） 图 12 夔龙纹博古（龙母祖庙）

三、陶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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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练泥工具

传统陶塑炼泥工具主要是靠人力或者牲畜，用脚踩踏，把泥踩均匀且让杂

质沉淀。现代练泥工具主要采用练泥机，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提高练泥效率。

（二）成型工具

石湾陶塑匠人使用的工具俗称“牙批”（如图 16、17），大小长短不一，匠

人因用途而自制，没有统一的规格。“牙批”多采用木头削制，具有坚硬柔韧、

轻重适中、使用起来不粘泥的特点。

图 16、17 - 陶艺匠人的工具（菊城陶屋）

拉坯机。拉坯机作为一种机械装置，是陶瓷制作中使用最主要的设备之一。

（三）修坯工具

修坯工具主要是运用修坯刀对拉坯好的陶塑构件进行修整；对模具压制成型

的陶塑边缘进行修整，对需要镂空部分进行切割（图 18）。

图 18 - 刨刀塑形（菊城陶屋）

（四）上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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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塑上釉根据面积的大小。整体需要上的，就在盛满釉料的水缸里旋转浸润；

局部上釉，就用各种大小不等的毛笔沾满釉料，点涂。

四、陶塑制作与修缮工艺

（一）陶塑制作工艺

1. 画稿设计

陶塑在制作之前需要根据具体要求进行创作。瓦脊陶塑一般是戏剧人物题材

和植物花卉题材，所以要在画稿上根据故事情节画出人物、场景和细节。

2. 炼泥

炼制陶泥首先将陶土按一定的比例配搭混合、置于“泥井”即炼陶土的方池，

注入适量的水，待泥吸水松软，泥土需经过陈腐五天以上分解为极细微颗粒（如

图 19），再掺入适量岗砂。

图 19 - 泥池（菊城陶屋）

3. 制坯

包括制泥板、做泥板框架、瓦脊陶塑背景塑造和瓦脊陶塑公仔。

4. 修坯

修坯主要是修改和调整陶塑形象的局部。

5. 上釉

上釉均采用点釉法，用毛笔蘸釉以点涂的形式上釉。施釉是先浸或涂一层底

釉，接着在釉面上点滴或涂釉，釉面出现厚薄不一的效果。如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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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1 - 匠人上釉（菊城陶屋）

6. 烧制

龙窑。传统的陶塑产出于柴烧窑，也称龙窑。古龙窑是指古代用柴草、松枝

烧制陶瓷的龙形土窑，用土和陶砖砌成。古龙窑最早始于战国时期，以形状像龙

得名。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图 22、23）。

图 22 - 南风古灶正景（南风古灶） 图 23 - 南风古灶阶梯式龙窑（南风古灶）

煅烧。煅烧温度、时长、燃料材质的好坏，都会影响到陶塑的品质。上好釉

的陶塑，煅烧温度在 1200 度-1300 度之间，又要快速升温直到 1300 度。这时开

始保温，急剧冷却到 1150 左右保湿 30 分钟左右，才可以让温度顺其自然地下降，

最后，经过 24 小时冷却，才能进入窑内搬运陶塑。

图 24 - 烧窑（菊城陶屋） 图 25 - 烧窑（菊城陶屋）

7. 陶塑安装

步骤 1：陶塑的安装需要将烧制好的陶塑部件搬运到工地现场，包装好，不

大度牛
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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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碰撞，先在平整的场地进行试组装，从中间陶塑构件开始编号。

步骤 2：在屋顶已做好的脊基上弹墨线，找到中心点，确保脊基的稳定性。屋

脊上搭好安全支架、放置好固定沙袋，做好安装准备工作（图 26）。

步骤 3：同时将陶塑构件和脊基用清水浸湿，保持几乎相同的含水量。

步骤 4：安装应使用以石灰为主的砂浆。安装时将陶塑构件运至屋脊（图 27、

28）。安装陶塑脊件，应从中心为第一件（1号）开始，然后依次两侧，安装时

必须对号入座。

图 27、28 吊装屋脊中心的瓦脊构件

步骤 5：若在多雨季节，需要搭防雨棚保护陶塑瓦脊，防止砂浆被大雨冲刷

掉，影响瓦脊的牢固性，待砂浆干透即可拆除。

步骤 6：擦拭和处理连接过程中涂到构件上的砂浆，保持完整与干净，从中

间往两边逐步安装构件，直至完成（图 29）。

图 29 安装基本完工的妙灵宫第三进陶塑瓦脊

（二）陶塑的修缮工艺

1. 检查残损与判断

到项目现场，对有陶塑的建筑构件进行统计、记录。施工前应逐幅全方位拍

摄照片，原始状态进行记录。利用测绘工具，确定残损构件的位置与尺寸，做好

整个建筑各部分陶塑构件的记录与汇总，仔细检查陶塑的损坏情况，确定需要修

缮的部位。

2. 描绘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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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的图案数量，不同部位的题材，绘制要修缮的陶塑瓦脊大样图，标

注好建筑的部位，将不完整的部分按照专业人员意见完善。

3. 陶塑清洗

陶塑表面的清理。陶塑表面由于受大气侵蚀等原因，需要进行清洗。清理前

判断不同部分的不同清洗方式，不造成对陶塑的二次伤害。

4. 局部残损修缮

步骤 1：根据局部残损确定形象及尺寸。

步骤 2：绘制残损部位手稿。经过推敲后，对缺失部分材料进行分析，然后

进行手稿绘制。

步骤 3：泥料、釉料配置（参考陶塑制作工艺）。在陶塑修缮时，需要根据

未破损部分进行数据分析，推敲原陶塑使用的泥料、釉料配比方式，经修复后尽

量与原来保留部位看上去协调完整。

步骤 4：塑形。匠人需要对画好的形象进行塑造，尽量保持与原瓦脊风格相

似的塑造手法，随时对比原瓦脊照片。同时由于烧制过程中收缩率的问题，所以

泥坯要比烧制成品大一些。

步骤 5：上釉（参考陶塑制作工艺）。上釉前要研究好原陶塑的颜色，选择

与其相近的釉色，用毛笔进行点蘸施釉。如有些部位是素色，则不需要上釉料。

步骤 6：煅烧。将修缮好的部件做好标记，放入窑中，进行煅烧，具体可参

考陶塑营建篇。

5. 大面积残损修缮

拆除损毁陶塑。为了能够在瓦脊上进行新的陶塑安装，需要把破损的残件进

行拆卸，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专业的古建筑施工队进行，邀请陶瓷厂技术人员到现

场拍照，协助制作修复安装，具体工艺参考陶塑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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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嵌瓷

嵌瓷概述

嵌瓷工艺历史悠久，迄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嵌瓷用于寺庙、祠堂和民居作

为装饰，运用在屋脊、山墙、门楣、窗楣、照壁等构件，有坚固耐用、造型美观

的特点。

一、嵌瓷的材料

（一）发酵材料

灰料。将贝壳进行煅烧后而形成的生贝灰，呈团块状且硬度较高，因其遇水

发热，故不能直接使用，需经过“发灰”工艺变为熟贝灰方可适用于后续工序。

所谓“发灰”，即将水加入生贝灰中并进行混合搅拌，使其均匀且充分地自然发

热。经过上述操作得到松散的熟贝灰，将其捶打后加水调成泥浆状，即可得到“灰

料”。若对熟贝灰进行不加水的捶打或研磨，筛除杂质和未熟化的生贝灰，最终

得到“贝灰粉”。

（二）塑形配料

贝灰浆（图 7-1-1）是制作嵌瓷的重要材料，粘附性强，极其牢固。它主

要由贝壳灰（图 7-1-2）及草根、草纸、糖浆等调制而成，作为瓷片粘连物、塑

造粗坯和人物嵌瓷的头部、嵌瓷作品黏附于建筑构件之上的主要装饰材料。

图 7-1-1 灰泥（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图 7-1-2 贝壳灰（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三）上色材料

矿物颜料。在嵌瓷制作过程中，上色材料主要选用天然矿物质颜料，需要满

足耐酸耐碱的要求。为预防风雨侵蚀褪色，颜料均以胶调制而成。工匠一般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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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色颜料（红色系，绿色系，黄色系），然后再利用主色调配多种复色（图 7-1-3、

图 7-1-4）。

图 7-1-3 灰水调色（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图 7-1-4 灰水（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四）扎骨架材料

用铁钉、铁丝或铜丝、瓦片、纸筋灰等，用于捆扎立体嵌瓷的骨架，支撑嵌

瓷的形状和结构。

（五）瓷片材料

瓷片和贝灰是嵌瓷工艺的主要原料。嵌瓷的制作技术起源于清代初期，当时

所使用的瓷片原料主要取自陶瓷作坊使用的瓷器瓷片，如图 7-1-5、7-1-6 所示。

图 7-1-5 嵌瓷原材料碗碟、茶杯 图 7-1-6 嵌瓷原材料花瓶、杯子（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二、嵌瓷的种类与题材

（一）嵌瓷的种类

潮汕嵌瓷的分类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是根据技法角度进行分类，可以分为

“平嵌”“浮嵌”和“圆嵌”三种。

（二）嵌瓷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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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题材。潮汕人热衷于戏剧表演，丰富的剧目为嵌瓷艺人提供了大量的创

作素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刀马人物、打斗场面等场景常常在嵌瓷作品中得

以体现，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图 7-2-7）。在明清时期，各类题材的小说中的人

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成了嵌瓷艺人创作的灵感来源，如《隋史遗文》《杨家府演

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图 7-2-8）。

图 7-2-7 潮剧嵌瓷 图 7-2-8 厝角英雄人物（卢芝高嵌瓷博物馆）

祥瑞动物题材。屋脊的装饰常常会出现“双龙抢宝”“双凤戏球”“双凤朝

牡丹”“八仙八骑”（图 7-2-9）、“福禄寿”等传统吉祥题材。照壁上的装饰通

常使用麒麟、虎、狮、象、鹿、仙鹤等吉祥动物形象的题材。 潮汕嵌瓷艺人通

常也把水族题材与其他题材相结合，创作出极具趣味性的作品。

图 7-2-9 八仙八骑祥瑞动物屋脊嵌瓷（青龙古庙）

植物花卉题材。在嵌瓷艺术作品中，卷草纹具有富贵长久的象征意义，常常

被用作山花处的点缀（图 7-2-10）。卷草纹的运用使得嵌瓷作品层次更加丰富、

颜色更加鲜明。



64

图 7-2-10 花卉（揭阳黄公祠） 图 7-2-11 博古嵌瓷屋脊（青龙古庙）

博古题材。博古题材一般选用文房用具的形象，寄望儿孙能热爱学习、积

极上进、考取功名、光耀门庭，如花篮、八宝、香炉、花瓶等造型常常出现在嵌

瓷作品中（图 7-2-11）。

三、嵌瓷工具

（一）扎骨架工具

用于嵌瓷扎骨架操作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剪刀，用于剪切铁丝。

锤子，用于敲打铁丝，调整嵌瓷的弧度和角度。

钳子，用于夹住铁丝，固定嵌瓷的位置和连接。

（二）坯体塑造工具

嵌瓷创作的打胚工具包括灰勺、调灰板以及铁铲或铁尺，它们主要用于制作

嵌瓷的底胚。灰勺，平底扁薄，因其形似汤勺而得名，为泥工的必备工具（图

7-2-12、7-2-13）。

图 7-2-12 铁钳、铁铲（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图 7-2-13 灰铲打胚（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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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剪瓷片工具

饶钳是嵌瓷工艺的专用工具，主要用于瓷片的剪裁和镶嵌。饶钳有多种规格，

主要是扁口型，其夹口由合金制成，极其锋利和坚硬，适合于精细的瓷片剪裁（图

7-2-14、7-2-15）。

图 7-2-14 嵌瓷饶钳（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图 7-2-15 修剪瓷片（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四）上色工具

毛笔和刷子是对嵌瓷进行彩绘工序的主要工具，它们经常被用于人物头部的

绘制以及嵌瓷制作后期的修补、调整和上色（图 7-2-16、7-2-17）。

图 7-2-16 彩绘笔、颜料（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图 7-2-17 颜料和石灰水瓷工作室）

四、嵌瓷制作与修缮工艺

（一）嵌瓷的制作工艺

1. 泥灰制作

嵌瓷工艺要根据嵌瓷不同部位的需求使用相应的灰浆来进行制坯。主要的灰

浆类型包括贝灰、草筋灰浆、头面灰浆、糖浆等（图 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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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8 调制贝壳灰泥（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2. 画稿

图稿设计是嵌瓷艺人对作品题材进行详细规划的过程。其设计尺寸由建筑物

的整体规格、样式和位置来确定。

3. 塑坯胎

塑坯胎，俗称“缚瓦骨”（图 7-2-19），在扎制骨架时，需要考虑其结构和

承受力，以确保坯胎的牢固性。骨架扎制完成后，使用草筋灰和混合砂浆在骨架

上塑形（俗称“起底”）（图 7-2-20）。

图 7-2-19 缚瓦骨（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图 7-2-20 草筋灰（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4. 色彩搭配

嵌瓷艺术中的色彩搭配绚丽灿烂，主要的颜色包括绿、红、黄、蓝、白、黑

等基本颜色。五彩缤纷的颜色搭配形成了丰富的层次过渡效果（如图 7-2-21），

在嵌瓷艺术中，嵌瓷艺人会充分考虑并综合运用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对色彩搭配

的处理方式，以确保作品符合大众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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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1 揭阳城隍庙屋顶花卉嵌瓷

5. 剪贴瓷片

敲剪瓷片，俗称“剪饶”“扣饶”。嵌瓷艺人会根据建筑物的嵌瓷内容、题

材形式以及造型需要来选取颜色适合的瓷器进行瓷片敲剪（图 7-2-22）。镶嵌操

作时，一般遵循“自下而上、自尾而首、自低而高”的规则，以提高工作效率（图

7-2-23）。

图 7-2-22 剪瓷片（卢芝高嵌瓷工作室）如图 7-2-23 镶嵌瓷片（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6. 上色彩绘

在明清时期，嵌瓷艺术通常选用矿物原料，其优势在于持久且耐用。嵌瓷技

艺除了瓷片的剪贴，对细节的绘制也需要一定的美术功底，为嵌瓷起到画龙点睛

的效果（图 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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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4 局部上色（卢芝高嵌瓷工作室）

（二）嵌瓷的修缮工艺

1. 检查残损与判断

嵌瓷的修缮过程中，需要对残损进行严谨判断。通过对嵌瓷残损区域的详细

观察和分析判断来确定修缮方案，最大程度地保护嵌瓷的原有价值。

首先，需要对残损的区域进行记录和分类，确定所有的损伤程度和面积，包

括破损、缺失、裂缝、色彩变化、表面磨损等。

2. 嵌瓷清洁

嵌瓷的清洗是保养维护工作。清洗建筑嵌瓷的具体步骤如下：先用清水或湿

棉布或软毛刷等工具轻轻擦拭，去除表面污垢、杂物和灰尘。

3. 局部残损修缮

嵌瓷出现局部损坏时，需要进行局部残损修补，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清除残损材料

在进行局部残损修缮之前，需要对嵌瓷进行充分的清除和打磨工作。首先，

清除开裂和破损的瓷片、胚体。

步骤 2：在勘察后，需要筛选出与要修复的局部残损相匹配的瓷片，选择的

瓷片应该与原有的风格、色彩一致。需要准备好灰浆、颜料等材料，将灰浆颜色

调配至与旧灰浆颜色相近，同时准备好灰勺、饶钳等工具。

步骤 3：涂抹灰浆。选择合适的灰浆，使用灰勺将灰浆抹在需要修缮的残损

表面上。将其抹在研磨过的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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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嵌入新的瓷片。选择合适的瓷片，使用饶钳等工具将其镶嵌回残损

部位。

（三）大面积残损修缮

针对嵌瓷较为复杂且严重受损的情况，进行大面积残损修缮的步骤如下：

1：现场勘查确定损伤面积与损坏程度。首先需要对嵌瓷受损部位进行检查，

判断是否存在内部的结构损伤。

2：受损部位拆除与清洁。对结构受损较为严重的部位进行拆除处理，需要

对剩余部位进行清洁，去除残留的灰尘和污物。

3：修复骨架连接。针对嵌瓷结构的骨架连接，需要使用剪刀、饶钳等工具

配合铜丝或铁丝等材料进行结构残损部位的骨架修复。

4：贝灰塑形。按照原有造型，进行塑形，保持原有造型风格。

5：嵌入新瓷片。按照原有瓷片色彩与大小进行剪瓷与修整，嵌入原位。



70

附 录

雕塑工程名词解释

【麒麟】麒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瑞兽，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与

“龙”“凤”“龟”“貔貅”并称为五大瑞兽。据《瑞应图》记载：麒麟长着羊头，狼的

蹄子，头顶是圆的，身上是彩色的，高大概 2米。《说文解字·十》记载：麒麟

身体像麝鹿，尾巴似龙尾状，还长着龙鳞和一只角。

【西番莲纹样】西番莲，又称“西洋花”“西番购”“西洋购”“西洋菊”。

是欧洲生长的一种植物，茎干匍地而生，叶五分如手掌，叶柄基脚有托，叶甚大，

花朵如中国牡丹，花色淡雅，夏季开白花，至秋相继不绝，蕊平铺中心，能转动，

俗称“转心莲”。另外，也将大丽花叫作西番莲，亦称“大理花”“天竺牡丹”。

【回纹】回字纹因为其形状像汉字中的“回”字，所以称之为回字纹。如果你

在生活中留心，就会发现身边许多回纹的装饰纹样：布匹上面的正反回纹，瓷器

上面的单回纹，回纹在古典家具上面的运用之处就更是不胜枚举了。回纹作为一

种传统的装饰纹饰，经历数百数千年的演变，仍然深受人们的欢迎。

【浮雕】“浮雕”是指一种雕刻技法，有时也指表现形式。“浮雕”原是西方美

术术语，近代随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现已成为使用广泛的美术术语。“浮雕”是中

文译名，中文译者根据大多数浮雕作品是用减地法做出来的，图像凸起，像是浮

在地子上，故译为“浮雕”。一般分为浅浮雕、高浮雕。中国古代没有“浮雕”这个

术语，但中国古代雕刻却很重视浮雕技法。

【圆雕】圆雕，又称“立雕”。雕塑表现手法。在立体物上雕出不附在任何背

景上，可以各种角度观赏的立体形象。

【透雕】介于圆雕和浮雕之间的一种雕塑。在浮雕的基础上，镂空其背景部

分，有的单面雕，有的双面雕。一般有边框的亦称镂空花板。

【木蜡油】木蜡油是一种天然植物提取的擦拭剂，适用于自然材料、吸收性

材料的表面处理，主要用于各类木材（包括软木和硬木）的表面上油、上蜡、抛

光和修复，因为是纯天然植物提取的产品，木蜡油不含苯酚、甲醛、多环芳烃、

重金属等对人体有害化学成分，是一种天然环保的表面擦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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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金漆木雕】金漆木雕，简称潮州木雕，是一项中国民间雕刻艺术，发

源于广东得名，金漆木雕已有 1000多年的历史。据《潮阳县志》记载：“潮阳

金漆木雕，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清，邑内官宦、商贾及富有人家，崇尚雕梁

画栋，其艺精巧，富丽堂皇。

【髹漆】髹漆亦作“髤漆”，是一个雕漆工艺中的一道工序。髹漆是指将漆

涂在器物上，雕漆通常需要 16毫米厚的漆，必须髹漆 300道左右。髹漆的最佳

温度为 23摄氏度到 30摄氏度，湿度 80%，工匠需在阴暗闷热又潮湿的车间工作。

【生漆】生漆，俗称“土漆”，又称国漆或“大漆”，它是从漆树上采割的

一种乳白色纯天然液体涂料，接触空气后逐步转为褐色，4 小时左右表面干涸硬

化而生成漆膜。生漆的经济价值很高，具有耐腐、耐磨、耐酸、耐溶剂、耐热、

隔水和绝缘性好、富有光泽等特性，是军工、工业设备、农业机械、基本建设、

手工艺品和高端家具等的优质涂料。也是中国传统出口的重要物资之一，以量多

质好著称于世。

【熟漆】熟漆（ripe lacquer），是生漆在搅拌下经日晒或低温烘烤，进行氧

化聚合，并脱去一部分水而得。含水量约 6%～8%，颜色为紫红或深棕色。如加

入颜料，可制成各种色漆。

【青砖】青砖是黏土烧制的，粘土是某些铝硅酸矿物长时间风化的产物，具

有很强的黏性而得名。将黏土用水调和后制成砖坯，放在砖窑中煅烧（900℃

-1100℃，并且要持续 8—15天）便制成砖。粘土中含有铁，烧制过程中完全氧

化时生成三氧化二铁呈红色，即最常用的红砖；而如果在烧制过程中加水冷却，

使粘土中的铁不完全氧化（FeO）则呈青色，即青砖。

【博古纹】博古即古代器物。北宋大观年间，宋徽宗命王黼等编绘宣和殿所

藏的青铜器，成书《宣和博古图》，博古一词由此而来。博古纹就是以古代器物

为题材的装饰图案，寓意高洁清雅。博古纹以写实的手法将瓷瓶、书画、盆景、

鼎、樽等器具一一翔实描绘，再平铺陈列于画面中，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博古

纹有作为主纹的，也有作为边饰的。博古纹自宋代产生以来，常被应用于各类工

艺品上，表现形式从最初单纯的绘画，发展到雕刻、镶嵌和描金等。明清时期，

在文人士大夫的追捧下，博古纹瓷器盛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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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卯结构】榫卯结构，中国古建筑以木材、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构

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顺檩等主要构件建造而成，各个构件

之间的结点以榫卯相吻合，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榫卯是极为精巧的发明，这种

构件连接方式，使得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成为超越了当代建筑排架、框架或者钢架

的特殊柔性结构体，不但可以承受较大的荷载，而且允许产生一定的变形，在地

震荷载下通过变形抵消一定的地震能量，减小结构的地震响应。

【石膏模型】模型石膏主要由α型结构的半水硫酸钙并加适当的颜料等添加

剂制造而成。石膏模具是工业生产中长期以来使用的传统模具，以注浆成型为主

的浇铸生产中的基础材料一成型模具已成为制约浇铸造型、规整度、劳动生产率

和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

【桐油灰】桐油灰的制作是按熟桐油：石灰=1:3（重量比）的比例再掺入少

量麻筋搅拌均匀，能形成坚硬的固体，作用类似于建筑物中钢筋，用于弥合木板

缝隙和船板间的细缝，有很好的黏结作用。在桐油灰做好后，如果是在其表面刷

熟桐油（熟桐油刷出来是透明的）或者透明清漆的话，须在桐油灰表面撒上一层

锯末，使其与周围木材颜色相混合。桐油灰自古以来就是造房、造船必不可少的

黏合剂。桐油灰还多用于作密封材料，密封性能特佳。

【环氧树脂】环氧树脂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分子式为（C11H12O3）n，是

指分子中含有两个以上环氧基团的一类聚合物的总称。用环氧树脂做多羟基组分

结合了聚氨酯与环氧树脂的优点，具有较好的黏结强度和耐化学性能。

【矿物质颜料】矿物染料是将有色矿物研磨成细粒后制成的染（颜）料，古

称石染。

【楹联】对联，又称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楹联等，是写在纸、

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对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

一音的汉语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卷草纹】卷草纹是中国传统图案之一。多取忍冬、荷花、兰花、牡丹等花

草，经处理后作“S”形波状曲线排列，构成二方连续图案，花草造型多曲卷圆

润，通称卷草纹。因盛行于唐代故名唐草纹。

【照壁】影壁，起源于中国，亦称作照壁、影墙、照墙，是古代寺庙、宫殿、

官府衙门和深宅大院前的一种建筑，即门外正对大门以作屏障的墙壁，影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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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中重要的单元，与房屋、院落建筑相辅相成，组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雕刻精美的影壁具有建筑学和人文学的重要意义，有很高的建筑与审美价

值。

【八宝】八宝又称八瑞相、八吉祥，依次为宝瓶、宝盖、双鱼、莲花、右旋

螺、吉祥结、尊胜幢，是藏传佛教中八种表示吉庆祥瑞之物，寺院、法物、法

器、佛塔和藏、蒙民居、服装及绘画作品中，多以此八种图案为纹饰，以象征吉

祥、幸福、圆满。

【匾额】悬挂于门屏上作装饰之用，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

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即为匾额。横着的叫匾额或牌匾，竖着的叫对联，或抱

柱“瓦联”。

【灌浆】灌浆是通过钻孔（或预埋管），将具有流动性和胶凝性的浆液，按

一定配比要求，压入地层或建筑物的缝隙中胶结硬化成整体，达到防渗、固结、

增强的工程目的。

【鳌鱼】鳌鱼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动物。相传在远古时代，金、银色的

鲤鱼想跳过龙门，飞入云端升天化为龙，但是它们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只能变成

龙头鱼身，称之为鳌鱼。雄性鳌鱼金鳞葫芦尾，雌性鳌鱼银鳞芙蓉尾，终日遨游

大海嬉戏。

【女儿墙】女儿墙是一个建筑专业术语，又名压檐墙是屋面与外墙衔接处理

的一种方式，作为屋顶上的栏杆或房屋外形处理的一种措施，可防止人员掉落，

也可起到屋面防水的作用。女儿墙的作用是保护人员的安全，并对建筑立面起装

饰作用。

【釉】釉是覆盖在陶瓷制品表面的无色或有色的玻璃质薄层，是用矿物原料

（长石、石英、滑石、高岭土等）和原料按一定比例配合（部分原料可先制成熔

块）经过研磨制成釉浆，施于坯体表面，经一定温度煅烧而成。能增加制品的机

械强度、热稳定性和电介强度，还有美化器物、便于拭洗、不被尘土腥秽侵蚀等

特点。

【母色】（主色）潮汕人把主要颜色称为母色。

【饶钳】嵌瓷用的主要工具，铁质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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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塑】又称“灰批”“灰雕”。岭南地区传统建筑屋面常见的一种装饰工

艺。主要材料是石灰或蚝壳灰。作品依附于建筑墙壁上沿和屋脊上或其他建筑工

艺上，明清两代最为盛行，以祠堂、寺庙和豪门大宅用得最多。

【嵌瓷】又称“聚饶”“贴饶”“扣饶”。是潮汕地区地方特色建筑装饰艺

术。主要运用釉彩、瓷片镶嵌的手工艺。

【砖雕】在青砖上雕出山水、花卉、人物等图案。砖雕大多作为建筑构件或

大门、照壁、墙面的装饰。广东砖雕按技法分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

【隔扇】又称“格扇”。带木格门扇的一种门。

【石雕】用石头雕刻的作品。可以分为浮雕，圆雕，沉雕，影雕，镂雕，透

雕。

【柱顶石】又称鼓墩。柱下之石。即置于磉墩之上，直接承受柱子的石构件

有无鼓径、方、圆鼓径及带莲瓣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A0%E5%A0%82/10762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1%AA%E9%97%A8/4812
https://baike.so.com/doc/6251229-64646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50385-61633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49208-2589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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