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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区清代民居建筑彩画传统制作工艺浅析

�

何伟俊

（南京博物院，南京　������）�

摘要：清代徽派民居建筑彩画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彩画形式，以“满堂彩”等彰显了鲜明的地方特

色和时代审美取向，是中华建筑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本文以现场调查结合科学分析等

研究方法，对徽州地区传统民居彩画材料及绘制工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探讨了值得关注的问

题。既部分弥补了现今对徽派民居建筑彩画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也为科学认知与保护徽派民居彩画

提供了相应的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徽州　清代　民居　彩画　工艺

���前　　言

徽派清代民居建筑彩画是基于徽派民居建筑，在徽州地区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独

特的地域性建筑彩画。如果离开这个特定的地域环境，缺少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没有一以贯之的

历史文脉，就没有徽派民居建筑彩画可言。它与“徽州三雕”一同构成了徽州古民居的整体装饰艺

术，徽派民居建筑如缺乏了彩画的装点，其韵味将大为减少。

徽州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和民俗单元，晕染出了特色鲜明、充满意韵的

清代民居建筑彩画。徽派清代民居建筑彩画作为中华建筑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建筑彩画形式，经过了

数百年的嬗变，既有着厚重的儒学文化精髓，也融入了商业文明和世俗风情的元素。

��　调研范围及意义

通过对黟县地区二十余处清代民居建筑彩画的调查和相关取样，主要包括了宏村镇、西递镇、

南屏村、关麓村等地的代表性清代民居建筑彩画，主要调研点见表�。其目的是以现场调查结合科

学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徽州地区传统民居彩画材料及绘制工艺进行初步归纳总结，为认知和传承徽

州地区清代民居建筑彩画传统制作工艺和有效保护建筑彩画提供依据�。

�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中国古代建筑彩画传统工艺科学化与保护技术研究”的子课题“江南地区古代建筑彩

画传统工艺科学化与保护技术研究”。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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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徽州地区清代民居建筑彩画主要调研表

地点 建筑名称 彩画样式 彩画年代 备注

宏村镇 敬修堂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道光

宏村镇 树人堂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同治

西递镇 枕石小筑 满堂彩 清代 宣统

西递镇 瑞玉庭 满堂彩 清代 咸丰

西递镇 戴德堂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晚清

南屏村 倚南别墅 满堂彩 清代 咸丰

南屏村 石狮弄��号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晚清

南屏村 李家弄�号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晚清

南屏村 李家弄�号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晚清

关麓村 吾爱吾庐书屋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咸丰

关麓村 汪令铎宅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同治

关麓村 九思庭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咸丰

关麓村 瑞霭庭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同治

关麓村 汪令钟敦睦庭 厅堂天花彩画 清代 同治

关麓村 春满庭 满堂彩 清代 道光

根据调研结果和文献资料总结，徽州民居建筑彩画绘制精致，不仅在绘画题材上使用文人画的

常用题材，而且在绘画手法上也多有使用文人画的手法，皆为其他地区建筑彩画所罕见。其中细腻

的笔法，明艳的色彩、丰富的内容，皆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而在西递镇、关麓村等古民居中还有在厢房内檩枋、内壁、天花、门窗等木构件上全部施以类

似年画的彩画，形成“满堂彩”效果的建筑彩画。传统古代建筑彩画中一般出现在平板枋、垫板等

处，而民居用于天花者则不多见，门窗、板壁则更属罕见，清代《工程做法则例》中亦无此类。此

种民居建筑彩画大部分分布于徽州地区的黟县范围内，一般为清代晚期所绘。

有学者研究，唐朝时期建筑彩画艺术已达到成熟阶段，甚至在宫殿建筑的基座上也出现了彩

画，由此可以证明唐朝时期应该出现了在建筑构件上满做彩画的情况［1］。在徽州民居建筑彩画

“满堂彩”的建筑彩画内容中既有山水、人物、花鸟等苏式彩画的题材与风格，还具有融合传统梁

枋彩画的色彩和纹饰。到晚清时期，许多徽州民居甚至在原先使用的砖雕部分，如门嵋、窗嵋等处

改用彩画取而代之，进一步发展了独特风味的徽州民居建筑彩画。

���分�析�研�究

因现有的徽州清代民居建筑彩画隶属之建筑多属私人住宅和旅游公司管理，取样工作十分困

难。但通过对重点案例的调查和尽可能的采样分析，组合不同的分析方法，还是能够初步对徽州明

代古建筑彩画的颜料、胶料、层次结构进行剖析。分析方法主要采了;射线衍射（;5�）、;射线

能谱分析（(��;）、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5DPDQ）和;射线荧光分析法（;5)）等进行测

定，归纳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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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徽州地区清代民居建筑彩画颜料综合分析结果表

编号 颜色 分析结果 颜料

� 红
+J6 朱砂

)H�2� 土红

� 白

3E&2��3E（2+）� 铅白

&D&2� 白垩

&D62� 石膏

� 蓝
>（1D、&D）�（�O6L2�）�（62�、6、&O）�� 群青

&X�>&2���（2+）� 石青

� 绿
氯铜矿

&X&2��&X（2+）� 石绿

� 黄
α�)H22+ 土黄

3E2 黄丹

� 金 �X 金箔

� 银 �X、&X 金箔

� 蓝黑色
>（1D、&D）�（�O6L2�）�（62�、6、&O）�� 群青与墨

非矿物颜料 可能为花青

� 黑 & 墨

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徽州地区清代民居建筑彩画使用的颜料皆属于传统绘画颜料，色彩比较丰

富。红色颜料有朱砂和土红。白色颜料包括制作底层的白色材料有白垩、铅白、石膏。蓝色颜料主

要是群青和石青，有疑为靛蓝的颜色。绿色成分是石绿和氯铜矿。黄色颜料应用较少，有土黄和黄

丹。金色和银色则分别使用了金箔和含部分铜等的金箔，黑色是墨。

以颜料等分析结果结合绘画的题材来看，可以将彩画内容或形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通过一定

的动植物组合，以多种手法来表达吉祥寓意的内容，色彩较淡雅，并部分以金箔装饰；第二种深受

年画的影响，多围绕人物和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等故事来创作，颜色少但对比突出；第

三种以文人画中的山水花鸟画等表达了对雅文化的追求，晕染效果强，层次感明显，融入了山水画

“简谈高古、秀逸清雅”的特征和文入画“传神写意不重形貌，具有神足而形简”之特点。

此三种类型，在绘画方式上有所不同，分布上也呈现着一定的规律。厅堂彩绘中文人画的成分

为多，厢房彩画则以传统的祈福迎祥等色彩浓烈，对比鲜明的彩绘为主，但在厢房彩画中也有文人

画等其他题材的并存。

���绘制工艺探讨

依据绘制方法的不同，徽州地区清代民居建筑彩画绘制工艺主要可分为天花彩画和厢房彩画两

种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类型。所有的徽州民居建筑彩画都是绘制在较薄的白色底层上的，白色

底层的组成主要有两种，即以水胶调和铅白直接作为衬底；或以石灰、石膏为衬底，再刷铅白作为

衬色后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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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彩画大部分属于硬天花，常使用红蓝白黑四色。其大都先采用卷草、万字边、回文边等

组成格式画面，有“锦地开光、锦上添花、素锦地”三种类型。一般天花彩画为长方形或方形，开

光多以边框分割，有些存在局部金线描饰或金箔装饰。图案内边框的样式各异，有书卷、葫芦、屏

风、钟鼎等。框中之正画大多与彩画内容联系紧密，有的甚至就是画面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

画以文人画为主，内容包含了日月山水等景物，花草虫鱼、飞禽走兽等形象，也富有神话历史故

事，渔樵耕读等场景。正画的绘画上有着独特的运用笔墨技巧，往往先用白描勾勒，再以红、蓝、

绿等施绘图案与纹饰，设色时常用“退浑”手法。通常深浅有别，深加墨，浅加白，增加了很强的

立体感，与南朝时著名画家张僧繇的“凹凸花”画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再通过衬色和晕色来映

衬，以达到渲染的水墨效果，形成了非常优雅的艺术美感。

厢房彩画则受到年画、版画艺术传统的影响，在绘画用色上以红、蓝、绿三种颜色为主，用

少量的黑色作为勾线和晕染，突出色彩的明度，显得鲜艳夺目。甚至有以红、绿和红、蓝为主，

对比极为强烈的色彩组合。相对来说，一般厢房彩画上部色彩较清新淡雅，下部壁板色彩更鲜艳

明快。

结合绘制手法，其彩画工艺可大概判断为：①�石灰、铅白等加桐油（或水胶）调和填平木

缝，反复打磨平整；②�以铅白衬色，存在部分再用淡红色和淡绿色衬色的现象；③�以墨线定出竖

横线交叉，绘制好交叉处图案；④�交叉格内直接绘画图案花纹，纹饰填彩，晕染效果；⑤�如有什

锦盒子，则先开多个深色的边框，再绘制其中的图案；⑥�边框内画山水、仕女、鱼虫和花卉人物

等，注重多次渲染；⑦�局部攒色、退晕、贴金做法；⑧�黑白线勾勒彩色纹饰边，边框边等。

其做法简言之为：在枋檩、内壁、天花、门窗等木构件上先用油灰等嵌缝做底磨平至木色，再

以水胶调和铅白或石灰、石膏为衬底，其后用墨线定位，勾勒图案轮廓，绘制彩画图案和纹饰，最

后施桐油（或胶矾水）封罩。

此外，就徽州地区清代民居建筑彩画中厢房彩绘而言，与在徽州地区发现的明代厢房彩绘无论

是整体布局还是图案都有较大差异。其反而与明末清初的新安画派构图、造型及特色较接近，这表

明了新安画派的画风对于徽州地区清代民居建筑彩画的深远影响。

���结果与讨论

徽州古民居彩画是源于徽州本土艺术的自然展现，其继承和发展了徽州地区明代古建筑彩画，

形成了富含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审美取向的彩画装饰艺术。它不仅是徽州古民居装饰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充分反映了文人审美趣味对民间装饰艺术的影响。在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的部分建筑彩画也存

在极为相似的满堂彩民居彩画，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其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徽州古民居

建筑彩画艺术也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在徽州古民居彩画中发现有疑似花青的蓝黑色颜料的使用，但在分析中由于样品的不足

和与墨的混合，无法得到明确的结果［2］。同时也发现有群青与墨的混合，来追求色彩层次的丰富

和不同的色调。花青在中国画中是不可或缺的植物质颜料，常用于绘画中的衬色和罩色。工笔画中

多用来为石青衬地以及罩染人物的头发，描绘花卉和远山等，是都离不开花青先为石青衬地的。绿

色有时也需要用花青来打底色，如石绿以花青衬底可以显得更亮丽。对花青的使用，��世纪初在敦

煌壁画中就有检测发现，后来在江苏的彩衣堂、凝德堂，以及北京故宫建福宫内建筑彩画中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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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但花青色往往已产生蜕变。群青不耐酸，花青在碱性条件下会发生转变。花青与墨的混合是

否会增强其中花青的稳定性，群青与墨的混合是否会增强其中群青的稳定性，此种混合颜料的色彩

是否较原色稳定，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与此同时，徽州古民居彩画的保存现状不容乐观，有些颜料层脱落严重，部分表面色彩逐渐

斑驳不清，污染严重。当地居民对于彩画的保护性破坏也屡见不鲜，可拆卸的彩画板等正不断的流

失。如何对徽州古民居建筑彩画给予科学的认知、发掘和保护，并有针对性的重点保护与修复，将

这一徽州独特的装饰艺术呈现给世人。其不单单是徽州古民居彩画本体和传统工艺的保护问题，更

多的是一个关于怎样藏宝于民，长远保护和留存徽州建筑装饰艺术文化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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