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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木雕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及传统家具雕刻的实际生产提供参考和

借鉴。方法  通过对南通工笔檀雕在传统家具中应用现状的实地调研，以传统家具原有浅浮雕技法

为比较基准，依次从题材、技法、肌理和意境等方面来探讨工笔檀雕的创新应用形式，并结合案例

进行具体解读。结论  工笔檀雕是一种新型的浅浮雕技法，改变了中国传统家具雕刻的创作观念和

方式，雕画融合的现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全面推进了传统家具雕刻工艺的进步以及审美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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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dern inheritance of woodcarving that i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urniture carving.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n the analysis of applica-

tion status of Nantong fine-brush woodcarving in traditional furniture, it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forms of Nantong 

fine-brush woodcar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mes, techniques, texture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compared with origi-

nal furniture bas-relief techniques, and interpreted a detailed case. As a new type of bas-relief technique, Nantong 

fine-brush woodcarving has changed the creation ideas and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carving. The conver-

gence of carving and paint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and influence and promotes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upgrading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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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红木雕刻作为苏式传统雕刻的一个分支，

继承了传统苏式浅雕的风格，展现了苏式雕刻艺术

典雅醇厚的特点。从清末陈二河、郑仁斋等人带徒

传艺，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创办中国 早的木雕专业

培训学校，南通这种精细木雕技艺得以传承与发

展，并与传统家具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浅浮雕技

法。旧有的雕饰题材和技法使得雕刻语言愈加单

薄，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精神需求的日益

诉求，南通工笔檀雕应运而生，它以交趾黄檀、卢

氏黑黄檀和檀香紫檀等适宜雕刻的名贵红木为载

体，借鉴工笔绘画构图和题材的章法，以细致工整、

细腻美观的雕画效果，装饰性和实用性兼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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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耗时长、步骤多的精雕细琢为特征，是明清时

期以来江南地区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土

壤所孕育，并适应当代审美意识的一种独具地域特

色的新浮雕技法。 

1  工笔檀雕在传统家具中的应用现状 

 通过近年来对南通海门、如皋等地传统家具生产

企业的实地调查，发现工笔檀雕在传统家具中的应用

已十分广泛，涵盖床榻类、桌案类、椅凳类、柜架类

和杂项类 5 个类别，一般多用于大件家具平整的面板

上，也少量用于诸如笔筒之类的弧面上，现今工笔檀

雕已经替代原有传统浅浮雕技法成为当地制作苏式传

统家具 主要的装饰手法。随着时代的变革，传统家

具的造型和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更加贴近人的生活，

工笔檀雕除被用于仿制款古典家具之中，更多地被施

展在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改良款古典家具之上。工笔

檀雕在改良款传统家具的应用形式见表 1。自明清以

来，传统家具的雕饰一直讲求纹样及其布局，按照一

定的规律来安排位置，如装饰在椅背、牙板、柜门等

人眼易见的位置，工笔檀雕也不例。相比传统浅浮雕

技法，工笔檀雕在装饰部位更具可行性和多样性，扩

展了原有的雕饰空间。引人关注，聚焦视线的位置几

乎都可使用工笔檀雕技法，只需把握好雕饰面积与家

具整体之间合适比例、局部之间主题统一等法则，进

行合理布局即可[1]。 

表 1  工笔檀雕在改良款传统家具的应用形式 
Tab 1 The application forms of fine-brush woodcarving 

in refined traditional furniture 

名称 特点 图示 

写字台 

四侧大小面板上雕

刻孔雀、绶带鸟、喜

鹊和牡丹 

电视柜 

正面柜门、抽屉面板

上雕刻绶带鸟、喜鹊

和梅兰竹菊 

2  工笔檀雕在传统家具中的创新应用表现 

2.1  题材的创新 

题材是客观事物经过雕刻师的选择、提炼和再

设计后在雕刻作品中的反映，题材的创新成为当代

苏式浅浮雕 重要的嬗变内容。工笔檀雕一改传统

家具雕刻中已成为定式的题材范畴，雕刻师以开放

的姿态，大胆探索，将工笔花鸟画的题材和技巧引

入家具雕刻之中，出现了明显的“雕画融合”的趋势

和现象[2]。工笔檀雕带来的传统家具装饰题材的创

新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题材对象的创新。传统

浅浮雕技法一般以符号化的纹样式或线条式图案

为雕刻底稿，是具有浓郁民俗气息或吉祥寓意的内

容，如植物纹、几何纹、器物纹和祥禽瑞兽纹等，

而工笔檀雕却以工笔花鸟画中常见的树木、花草、

禽鸟、走兽、虫鱼等为装饰元素，颇具江南文人意

趣，当前多以古代画家的代表作品和当代画家作品

为雕刻蓝本，雕制过程中雕刻师对原作基本不做修

改，如实将绘画中的内容通过雕刻技艺在传统家具

上进行再现[3]。其次是构图手法的创新。传统家具

原有浅浮雕图案以对称为主要构图手法，追求图案

的整齐和统一，以二方连续、四方连续为装饰的变

化形式，而工笔檀雕构图更加灵活多变，以 S 形、

对角线式为构图要诀，讲究宾主、虚实、疏密和穿

插等形式美法则[4]。工笔檀雕以画入雕，相比传统

浅浮雕图案有着更复杂的构图关系，层次更加丰

富，所雕对象也同具独立性和整体性，而传统浅浮

雕图案相对简单，缺乏整体的画面感。 

2.2  技法的创新 

雕刻技法是进入艺术之境的桥梁，层出不穷的

新题材正是促使其不断创新的动力。工笔檀雕一方

面继承了苏式传统浅浮雕中的刻、划、切、铲、平、

修、刮等技法，又借鉴工笔花鸟绘画手法创造出皴

法和丝毛两种新的技法。皴法是雕刻师综合自然山

石、树木的纹理特征，用来表现家具中山石和树木

纹理，营造阴阳向背空间感的一种雕刻技法[5]。根

据不同的表现手法，皴法可以归纳为点皴、线皴和

面皴 3 种。点皴以点式的短促 触为表现手法，主

要用于雕饰树木的树瘤和节子。线皴，即以中长的

线条 触为手法，多用于树皮顺纹肌理的制作，而

面皴则是以 的侧锋去表现质地坚硬的石头肌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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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的创新与使用工具有着密切的联系，皴法所用

工具不再是传统的雕刻 凿，而是手持电动雕刻

机，相比前者更加省时省力。 

工笔檀雕将工笔花鸟画的“丝毛”技法应用于传

统家具雕刻之中，笔者所见丝毛技法是通过 V 型三

角 一 地将鸟的羽毛丝出，工笔檀雕丝毛技法

见图 1，丝出的毛十分细腻逼真。根据禽鸟羽毛的不

同特点，丝毛技法可分为并列式和分组式两种，工

笔檀雕丝毛并列式和分组式技法见图 2。并列式手法

通过并列成排的 触去表现羽毛，丝出的羽枝之间

并不是完全平行，而是根据羽毛的生长方向和画面

透视的变化作出调整，一般用于创作鸟类柔软的胸

腹毛。分组式是按照羽毛的构造规律性进行分组，

由羽轴、羽枝构成每组羽片，多用于雕刻坚硬的背

羽、飞羽和尾毛。工笔檀雕中的羽毛制作是一项系

统工程，丝毛的时候，不仅要考虑雕绘对象的质感，

如头羽较坚硬，尾羽较松散，还要考虑羽毛的结构

走向，如背羽的走向整体呈半圆形扇状，同时也要

注意羽毛的衔接问题，过渡要自然[7]。丝毛技法除用

于雕刻常见的禽鸟如丹顶鹤、孔雀、老鹰、鸳鸯的

羽毛外，也被拓展用于其他种类的动物毛发制作中，

工笔檀雕丝毛技法制作出的绵羊毛和马毛见图 3。 

 

图 1  工笔檀雕丝毛技法 

Fig.1 The feathering techniques of fine-brush woodcarving 

 
图 2  工笔檀雕丝毛并列式和分组式技法 

Fig.2 The paratactic type and group type feathering tech-
niques of fine-brush woodcarving 

 
图 3  工笔檀雕丝毛技法制作出的绵羊毛和马毛 

Fig.3 The wool and horsehair carved by feathering techniques 
of fine-brush woodcarving 

2.3  肌理的创新    

木雕艺术中的肌理专指木材在各种雕刻技法

作用下产生的痕迹，即木雕作品表面可见或可触的

纹理。工笔檀雕创作中，雕刻师通过新旧雕刻技法

将真实世界中自然物象的表面肌理转换成微缩的

木质画面肌理，并移植到传统家具之上。相比传统

浅浮雕，工笔檀雕所展现的创新肌理表现为新的视

觉肌理和触觉肌理。视觉肌理是指视力所能感知的

肌理，是人们感知工笔檀雕作品带来的形态印象和

心理感受，具体来看，工笔檀雕新的视觉肌理呈现

以下特征。 

1）绘画性。工笔檀雕较之传统浅浮雕 6 mm 左

右的深度更浅一些，一般不超过 4 mm，平面感较强，

更接近于二维绘画形式。工笔檀雕以木为纸，以

代笔，用 触来塑造被概括、提炼的物象轮廓和形

态，运 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 来进行点、线、面

的描绘， 终在家具上呈现生动的木质雕画效果。 

2）光泽感。工笔檀雕呈现丝绸般的光泽原因

有二，一是它依附的雕刻材料，即红木类木材，结

构甚细，大多含有丰富的内含物[8]；二是粗雕和精

雕工序后的精细打磨处理，工笔檀雕的打磨流程一

般从粗磨 180 目砂纸开始，依次使用 240 目、320

目、600 目、1000 目、2500 目甚至是 5000 目砂纸，

打磨后的表面肌理相比素材更加光滑细腻。观看传

统家具上的工笔檀雕装饰还需借助明亮的自然光

线，平面上塑造的凹凸起伏的形象，在光的作用下

形成不同的明暗效果，光影变化微妙，特别是毛发

的光泽十分显著，自然光下的工笔檀雕兔子肌理见

图 4。 

 

图 4  自然光下的工笔檀雕兔子肌理 

Fig.4 The rabbit skin texture of fine-brush woodcarving under 
natural light 

艺术范畴内的触觉肌理是靠触觉判断肌理形

态面貌的客观存在，强调依靠工具和材料而产生的

制作性[9]。工笔檀雕的触觉肌理产生于 痕，这些

痕直接参与了传统家具题材对象的塑造。不同于

传统浅浮雕千篇一律光滑的触觉肌理，工笔檀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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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有着更强烈的粗糙感、颗粒感和凹凸感，这种

新的触觉肌理主要源于新的雕刻技法对题材对象

肌理的表现。皴法表现的松树肌理见图 5，通过对

树木表面肌理的模仿，产生了真实的触感。 

 

图 5  皴法表现的松树肌理 

Fig.5 The pine tree texture carved by cun techniques 

2.4  意境的创新 

意境本意是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描写事物所达

到的情景交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境界，而后

逐渐发展，普及书画、雕刻等其他各类艺术领域。

从传统家具雕刻创作的视角看，工笔檀雕不仅有着

纯熟的技法表现，更以 法实现了对画意的追求，

其意境分为 3 种类型，其一是虚实结合之美，工笔

檀雕作为一种雕画形式，构图多截取一角或片断式

的不全之景，家具上雕饰的物象是实，空白之处是

虚，虽然画面的空间有限，但是虚实的对比和融合

却延续着无穷的画境[10—11]；其二是动静相宜之美，

以《寒雀图》为题材的工笔檀雕挂屏见图 6（图片

摘自淘宝网），画面雕绘一群麻雀在古树上安栖入

寐的景象，雀群依据动静姿态划分为 3 个部分，静

止的左侧 3 雀在憩息安眠，跃动的右侧 2 雀乍然飞

至，中间 4 雀左右呼应，由动至静，浑然一体；其

三是诗情画意之美，工笔檀雕既以雕画中可视形态

来引发人们诗意的联想，又通过题诗与跋语熔诗、

画于一炉，借助传统家具这一平台， 终实现雕、

画、诗、书、印等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图 6  以《寒雀图》为题材的工笔檀雕挂屏 

Fig.6 The fine-brush woodcarving hanging panel with the 
theme of "Cold finch figure"  

3  工笔檀雕在传统家具中的创新应用案例分析 

江苏南通浅浮雕艺术研究所工笔檀雕作品，以

《芙蓉锦鸡图》为题材的工笔檀雕作品见图 7（图

片摘自淘宝网），以北京故宫馆藏宋徽宗赵佶所绘

双勾工笔重彩画《芙蓉锦鸡图》为雕刻底稿，雕刻

师以 替笔由左至右分别雕饰了花、锦鸡、蝴蝶 3

种物象，折枝式构图的芙蓉和菊花，均一斜一平，

两两呼应[12—14]。雕画中的主角，即锦鸡造型独特，

匠师依据锦鸡的身体构造巧妙地分块面，之后通过

精湛的丝毛技法分别制作冠羽、颈羽、背羽、胸羽、

腹羽、尾上复羽和尾羽，不同部位的羽毛运 的方

向、力度等并不相同，带给人不同的心里感受，如

高耸的冠羽短小而柔软，尾侧羽毛尖长而坚硬。雕

刻师 下的羽毛栩栩如生，十分逼真，在阳光下闪

动着迷人的光泽。 

 

图 7  以《芙蓉锦鸡图》为题材的工笔檀雕作品 

Fig.7 The fine-brush woodcarving works with the theme of 
"Hibiscus and golden pheasant" 

雕画动静结合，张弛有度，画面的主要物象虽

集中于左侧，但锦鸡回首翘望，将人的视线吸引到

右上方翩翩起舞的蝴蝶上，蝴蝶与锦鸡相比，一小

一大，一浅一深，一动一静，相得益彰。此外，挂

屏静中有动的节奏感还表现在锦鸡苍健犀利的双

爪上，双爪紧抓芙蓉枝，果敢有力，有跃然飞起之

势，而纤毫毕现的锦鸡脚蹼肌理正是用正反口圆

和手持电动雕刻工具雕刻完成，是雕刻师综合运用

传统雕刻技法和工笔檀雕新技法的产物。综观全

幅，雕饰的挂屏如花鸟小景，并将绘画与诗文相结

合，诗画合璧，意韵深远。 

4  结语 

南通工笔檀雕虽然以 代笔，以传统家具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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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展现工笔画的神韵，但是它不是将平面性的工

笔画进行简单复制，而是基于雕刻师对原作品深刻

的领悟以及传统浅浮雕技艺的一种艺术再创造，作

品要达到“远观有其势头，近赏有其质”的境界，不

仅需要雕刻师拥有高超的雕刻技艺，而且更需要深

厚的文化素养、深刻的生活感悟和对木材物理性质

的充分了解。近年来，以南通工笔檀雕为代表的雕

画融合现象的兴起与发展，是当代传统家具浅浮雕

艺术自主创新的成果展示，它打破了家具与雕刻、

绘画之间的界限，形成了雕画融合的新理念，使得

家具表面形成了强烈的视觉特征和触觉特征，极大

地拓展了传统家具装饰艺术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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