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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

雕刻：一凿一铲的鬼斧神工

■ 名词解释

红木雕刻：
在古典家具中的雕刻，是

以锋利的手工工具刻凿装饰
木质家具物件的艺术。作为
红木家具最常见的一种装饰
方法，要求雕刻匠师在处理形
象和空间的过程中，通过雕与
刻的削减，由外向内，一步步
减去废料，循序渐进地将形体
挖掘显现出来。

成熟的雕刻不仅要求匠
师具有一定的腕力，还要求有
一定的绘画功底，运刀如用
笔，各类刀具刀法运用自如，
才可能在这样一个减法造型
的过程中，感受到家具在匠师
们的一凿一铲的鬼斧神工之
下，披上新妆，被赋予新的生
机和意韵。

精美的雕刻作为家具主
要的装饰手法，蕴含着无穷的
美学意蕴，其美学价值远远超
出了家具本身的外在价值，为
古典艺术之奇珍。常见的雕
刻手法包括浮雕、透雕、圆雕、
综合雕等。

雕刻装饰用在传统的
红木家具上，赋予了家具新
的审美含义，是对红木材质
的珍惜，其纹案也是对历史
的记载。尽管随着机械雕
刻大规模运用，提高了家具
雕刻的效率，但是作为一种
传统的艺术形式，只有手工
完成的雕刻作品才能包含
着雕刻者的思想，表达传统
文化的精髓。而一位雕刻
匠人在练成鬼斧神工之前，
不仅要熟悉各类刀法，还要
对绘画有一定的领悟，以刀
代笔，才能真正创造出具有
生命力的雕刻作品。

带着历史信息的符号

据史料记载，早在商周时
代，青铜器上已可见到夔纹、云
纹等精美图案，初期木器也具有
了装饰性和实用性的家具雏
形。到战国时期，木雕工艺已由
简单刻纹和雕花板的阴刻，发展
到立体圆雕工艺。汉代动物木
雕用整木雕制，将中国木雕艺术
推向了一个高峰。唐宋时期，木
雕工艺日趋完美。明清木雕则
是中国古典木雕艺术成熟的时
代，内容丰富，飞禽走兽、花卉虫
鱼、山水字画、西洋纹样等无所
不包，品种繁多，发展出东阳木
雕、黄杨木雕、潮州木雕和宁波
木雕等风格流派。

北京宣明典居古典家具厂
总经理傅军民认为，红木是珍
稀和罕有的，需用心对待，极尽
所能让其尽善尽美。红木家具
本身就承载着历史，与雕刻这
一项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结
合，两者相得益彰。但是无论
何种红木，都只是展示木雕艺
术的载体，“就如同上好的宣纸
写字，自然更富神韵，但归根结
底，一幅字的价值取决于书写
于上的毛笔字。同样，一件具
有价值的家具作品，艺术性才
是第一位的。”

如果没有雕刻，家具仅仅只
是一件人们生活起居中必不可
少的日常用具。红木家具，也不
过意味着这件日常用具所用材
料珍贵。常言道“三分长相，七

分打扮”，雕刻对于家具而言，就
好比是淡妆浓抹的装饰，或者是
色彩鲜艳的衣裳，对于一般的木
头而言，可以掩盖它的部分缺
点；对于红木而言，是对珍贵素
材本身的尊重。不仅如此，雕刻
的花纹本就是带着历史信息的
符号，所以雕刻艺术还传达着更
深层次的文化信息，讲述更多有
趣的历史故事。

北京行之行家具厂董事长
张行保表示，雕刻作为家具的一
种装饰，就是利用不同的纹理给
家具赋予不同的含义，就像是讲
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家具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被升华，不
再是简单的家庭用品，而是发展
成为一种有艺术价值和文化价
值的艺术品。”

纹样记载时代变迁

据《中国古代家具鉴定实
例》考证，战国时工匠们已较能
熟练地在家具表面进行髹漆、绘
彩、浮雕。到秦、汉时已开始有
比较自由的构图，出现缜密的花
纹；而唐代则开始划分出装饰的
部位；明代的部件装饰的布局皆
有定则，花纹也趋向程式化。正
如张行保所言，“雕刻虽然无言，
但也是一种象形文字，是一种含
义的表达”，雕刻的纹路也是根
据时代逐渐演变。

新 石 器 时 代 的 仰 韶 文 化
时，已有鱼的形象作为装饰纹
饰，如著名的鱼纹盆，象征年年

（连年）有余，表达生产落后的
时期人们希望生活富裕宽绰，
有余有剩。战国时代铜器和漆
器上的纹样中出现植物，线条
也更为流畅秀丽，反映了描绘
对象的丰富和刀笔工具及制作
方法的进步。东汉时期，随着
佛教文化的传入，作为佛教中
的一种圣洁之物，出现了最早
的莲花纹饰。自先秦发展到唐
代，图案纹样的风格深受当时
绘画的影响，极具富丽堂皇绚
丽多彩之美。

明末清初，博古之风盛兴，
博古图案也因之成为家具雕刻
的重要装饰之一，明代已有在家
具上镌刻诗文的实例，入清以后
更为盛行。清康熙年间，宫廷中
大量使用西洋艺术匠师，传统家
具受其艺术渗透而出现了这一
时期特有的西方装饰纹样，西番
莲纹就是其中的代表。

除 以 上 逐 渐 演 变 的 纹 饰
外，作为中华民族图腾文化的
产物龙凤纹，则是贯穿家具雕
刻的始终，最开始被视作是呼
风唤雨的吉祥之物，到封建时
代则成为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尊
严的象征。我国古典家具的龙
纹，开始时从青铜器、砖画、玉
器演绎而来，到清代时就更为
写实，龙身矫健，双目圆睁，神
采飞扬，连龙身上的鳞片也雕
刻得细致入微。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不仅能
从时间上看到差异，不同地方的
人对于文化的表达也不一样。

龙顺成的孙占英师傅告诉记者，
龙顺成作为京作家具，雕刻图案
更多的是龙凤、花鸟之类，而南
方的一些家具流派还会更多地
进行人物雕刻，“北方在人物雕
刻上不如南方，开脸不会开，开
不好的人脸可能就跟瞎子似的，
比如佛脸开不好，佛就跟生气了
似的，不吉祥。”

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人物
传说，纹必寓意，意必吉祥，都表
达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们对
于美好生活的企盼与向往。这
些纹饰在织绣、陶瓷、漆器等品
类中也常能看到，中国古典家具
装饰纹样从自然写生到图案化，
每一种雕刻纹样都记录着一个
时代的变迁。

手工雕刻要有生命力

尽管机械雕刻已经被广泛
地运用到家具的制作过程当
中，但是传统的手工雕刻仍然
是一件红木家具成型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纯手工雕
刻的家具才能称为艺术品，才
能代表传统文化的精粹。”傅军
民说：“手工雕刻寄寓了创作者
的思路和灵魂，不像机器雕刻
出来的都是冷冰冰的模样，没
有生命力。”

在北京龙顺成家具厂里，记
者看到了一块块红木光洁的表
面被雕上栩栩如生的花纹的过
程。摆在桌面上的刻刀堆起一
座小山，该厂的雕刻工人张洪振

介绍，每完成一件家具，大约要
使用到上百种刀具。雕刻刀法
可体现雕刻者的创作构思，运刀
的转折、顿挫、凹凸、起伏，都是
为了使作品更加生动自然地体
现雕琢美。

该厂的几位雕刻工人都是
在十来岁时就来到这里当学徒，
目前从事雕刻工作均已二十多
年，但是其中任何一位都不肯被
记者称为师傅，只说自己是个工
人。“雕刻这份工作非常需要静
下心来做”，龙顺成家具厂的老
师傅杨福玲说，“以前没有个三、
五年，不可能出师，现在有了机
器帮忙，一般也得学个一年以上
才敢单独去干活。”

实际上，即使一年后学成
出师的雕工，也只能做一些最
基础的雕刻，如果真想雕出些
有价值的东西来，还得在日后
多刻多练多琢磨，熟能生巧，慢
慢去琢磨体会，以刀代笔，才能
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艺术风
格。好的雕刻作品可以明显地
跟机器完成的作品区分开来，
无论人物还是花鸟，都活灵活
现，充满着动感和生命力。一
味地照着图纸来雕刻，不懂创
新，刀法死板，最终也难以刻出
木雕的意味来。

另一位老师傅孙占英补充
说，“雕刻还得看悟性，悟性好的
雕工，学上一年，自己雕三、五
年，就会有所成就；悟性不太好
的话，可能穷其一生也难有属于
自己的作品。”

根 据 雕 刻 材 料 的 不 同 ，
可以有木雕、砖雕、石雕、玉
雕、牙雕等类型，家具的雕刻
则以木雕为主。根据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
所副研究员刘鹏主编的《中
国现代红木家具》中介绍，现
代红木家具的雕刻，常用的
形式或手法有线雕、浮雕、透
雕和圆雕等。

线雕一般是用 V 形的三角
刀在平面上起阴线的一种方
法，雕刻出的花纹或画面生动
优美，线条流畅自如。红木家
具上也有用铲地形式表现出阳
线花纹图案也称线雕，如桌案
的牙条就是这种形式。

浮雕则是指花纹高于底面
的一种雕刻形式，在家具装饰

中用得最多，根据花纹高低程
度又分深浮雕和浅浮雕两种。
这两种之中又有见地和不见地
之分，而见地也有平地和锦地
之不同。

透雕是指将底子镂空不留
地的一种雕刻方法，用来表现
雕刻物的整体形象。有些家具
需要两面看到，称为“双面雕”，
也有一面雕一面不雕的。镂空
的方法是使用钢丝锯拉空后再
进行雕刻，也可以“半镂半雕”，
就是部分用钢丝锯拉空，部分
用凿子剔空。

圆雕是一种立体的雕刻形
式，常用于宝座、衣架、高面盆架
搭脑的两端，刻成龙头或凤头。
炕桌足端攫珠的虎爪，乃至各种
各样的卡子花，都是圆雕。

家具雕刻常用四种手法

并非所有的家具都适合雕刻
雕刻虽然可以作为家具的

装饰，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具都
必须由雕刻来点缀。北京龙顺
成家具厂的杨福玲师傅告诉记
者，大部分的木头都可以拿来
雕刻，但是雕完之后，木头本身
所拥有的纹理就看不到了。明
式家具的雕刻内容比清式家具
要少得多，明式的黄花梨家具，
通常不加雕刻或者雕刻很少，
就是为了能够欣赏到黄花梨的
纹理线条。

北京行之行家具厂董事长
张行保也向记者表示，雕刻的
家具可能在工艺上比不加雕刻
的家具繁复，但并不代表它就
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每一个
家具都有它的意境，每一个顾
客喜欢的也不太一样，有时候
仅靠线条也能体现一种简约之
美。”他说：“就像是一个人穿衣
服，有的人可能穿颜色鲜艳的
好看，有的可能穿颜色素净的
更好看。”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玲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 手法

■ 观点

每雕刻完成一件家具，大约要使用到上百种刀具。 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工人正在雕刻。手工雕刻比起机器雕刻更充满动感和生命力。

在龙顺成家具厂里，老匠
人为记者展示了不同的雕刻过
程以及所使用到的雕刻工具。
除目前使用到的雕刻机外，还
有代替以前的弓锯，用来进行
透雕的锼空机（又称拉花机），
以及各种雕刻刀具。其中，雕
刻的刀具又有平刀、圆刀、三角
刀、刮刀等类型，每种类型以口
刃的大小又分不同的规格。据
介绍，每完成一件家具，大约要
使用到上百种刀具。

平刀：其刃口宽度一般为
5-40 毫米，刃口平齐，切削角
约 30 度；刀体长为 100-150 毫
米，刀柄长 100-250 毫米。平
刀主要用于打边线、固定横直
线、脱地以及较大工件的凿削
和直线凿削。

圆刀：其刃口部分为圆弧
形，其圆弧为 120 度-180 度，一
般为135度，刃口的弧长一般为
6-35 毫 米 。 木 柄 长 一 般 为
100-250 毫米。圆刀用于凿削
图案中各种大小的圆弧面。每
种规格的圆凿应配有相应弧度

的青磨石进行刃磨，以确保其
弧度的精确度。

三角刀：其刃口为双尖齿
形，用 V 形锯条磨削而成，并
将上端插入长度为 150-300 毫
米的木柄中。三角刀是单线
浅 雕 的 主 要 工 具 ，专 用 于 毛
发、松针、茎叶、花纹、波纹等
阴线条的雕刻。三角刀操作
时，用三角刀的刀尖在木松上
推进，木屑从三角槽内排出，
三角凿刀尖推过的部位便刻
画出线条。

弓锯：其锯弓用毛竹片拴
上一根开有锯齿的钢丝制成，
利用竹片锯弓的弹性把钢丝绷
紧，便能锯割工件上的花纹，弓
锯是制作透雕的主要工具之
一。制弓的毛竹片通常选择老
毛竹根部以上的中下段，竹片
的宽度在 45 毫米左右，厚度在
12毫米左右。充当锯条的弹簧
钢丝，其粗细要根据工件的厚
薄、大小而决定。现代家具厂
里多用锼空机（又称拉花机）来
代替弓锯完成透雕。

工具以口刃大小分不同规格

■ 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