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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发展促进会提出。

本文件由黄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黄山市黟县琢艺堂三雕工艺有限公司、黄山学院、黄山市城市建筑勘察设计院、

黄山市徽派古建产业发展促进会、黄山市建筑业协会、歙县砖雕协会、鸿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黄山新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张潇、王永强、陈继腾、邓林、吴臻、方乐成、吴正辉、方惠雄、方 骏

规范性引用文件：

1、《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

2、《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GB50165-2024

3、《古建筑修建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JGJ159-2008

4、《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55007-2021

5、《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92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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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促进徽派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规范本行政区域内徽派建筑砖雕的设计、制作、施工、检测、

验收，做好徽派建筑活化利用，通过研究分析黄山市徽派建筑砖雕现状，参考国内砖雕制作的经验，提

出了徽派建筑砖雕的设计、制作、施工、检测、验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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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建筑砖雕制作技术指南

1 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具有徽派建筑风貌的建筑、规划及园林等建设需求的区域；

1.2 本指南适用于徽州传统建筑：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具有典型徽州传统建筑历史价值要素的不可移

动建筑，如祠堂、宅居、书院、寺庙等建筑的修缮设计；

1.3 本指南适用于具有典型徽州传统建筑风格（包括但不限于色彩、材质、做法、构造等）建筑的新建、

改建、扩建及仿古建筑的设计营造（包括保养修缮、增补、替换）；

1.4 本指南适用于徽派建筑中新建及既有建筑砖雕构件的施工、验收、使用与维护等；

1.5 本指南适用于运用徽州传统建筑营造工艺中砖雕的设计、工艺制作流程；

1.6 本指南适用于徽派建筑砖雕其他需求场所。

2 术语和定义

2.1 徽州传统建筑

起自史前文明，迄与1949年，主要是宋至明清时期（960~1840），以及清末民国（1840~1949）的

近代建筑，在徽州文化辐射区域内（主要指古徽州行政辖区，亦包括皖南、浙西等受徽州文化影响深厚

的区域），以一种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秩序为主要精神特征的乡土建筑。

2.2 徽派建筑

广义上讲指体现徽州传统建筑设计手法及风格特征（如、粉墙黛瓦、屏风墙、拔檐、砖雕门罩等）

的现代徽式建筑及仿徽州古建筑的统称。

2.3 徽州砖雕

在沙质粘土经烧制形成的青砖上用浅雕、高浮雕、透雕等手法雕刻人物、植物、动物等题材，具有

很强装饰性的砖质雕刻，广泛用于徽州传统建筑中的祠堂、书院、宅园及园林等单体及群体中的门楼、

墙墀头、沟滴、屋脊、马头墙、八字墙、镂窗、拔檐、屋顶及神位龛座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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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明代徽州砖雕

明代徽州砖雕主要分布于古徽州地区（今安徽黄山、绩溪及江西婺源等地）,以质地坚细的青灰砖

为材料，通过浮雕、透雕、线刻等技法，在建筑的门楼、门罩、八字墙、窗楣等部位雕刻人物、山水、

花鸟、祥瑞图案等，既承担实用功能（如遮挡雨水），又兼具艺术审美价值，是明代徽州社会经济与文

化繁荣的重要体现.

明代初期，砖雕风格古朴粗犷，以平面淡浮雕为主，线条简练，强调对称与装饰性，题材多为简单

的花卉、几何纹或吉祥图案。明中期后，随着徽商财力的积累，砖雕逐渐融入更多文人审美意趣，构图

趋向严谨，层次增多，但仍保持简洁大方的基调。

相较于清代砖雕的细腻繁复（如多层透雕、复杂情节构图），明代砖雕更显古朴稚拙。明代作品多

以单层浮雕为主，注重线条的简洁有力；清代则趋向多层次透雕，题材更追求戏剧化叙事，技法上吸收

了新安画派的写意风格。

2.3.2 清代徽州砖雕

清代徽州砖雕指清代（1644—1912年）流行于徽州地区的建筑装饰艺术，以青灰砖为材料，通过多

层次透雕、圆雕、阴线刻等复杂技法，雕刻人物故事、山水花鸟、吉祥纹样等题材，形成“雕工精细、

构图饱满、寓意深邃”的艺术特征，是徽商文化、儒家伦理与江南文人审美的视觉呈现。在明代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出繁复细腻、精致华美的风格。其分布范围仍以古徽州地区为中心，广泛应用于民居、祠堂、

牌坊等建筑的门楼、照壁、窗棂、檐角等部位，兼具实用功能与文化象征意义。

清代徽州砖雕是清代徽州砖雕突破明代对称简洁的布局，采用“满雕”手法，画面多层叠嶂，类似

卷轴画的叙事结构，常以“通景式”构图表现连续故事。技法精细化：从明代单层浮雕发展为多层透雕

（最多达九层），结合圆雕、镂空雕，使其具有强烈立体感。

2.3 水担勾

紧邻门框石上方，形似扁担样式的砖质条形装饰，常用夔龙卷草或龙吐水纹样。

2.4 额枋（通景枋）

一般指徽州门罩、门楼中，门框石上方尺度较大的横向砖质梁类构件，按位置分为上额枋、下额枋；

按形式有直梁和月梁之分，其中月梁多见于黟县，梁身呈弧形，阴刻梁眉，形制仿徽州传统建筑中的木

质月梁。

2.5 元宝

位于月梁或枋上方的形似“元宝”的结构构件，周身常做高浮雕，与徽州传统建筑月梁上方的梁栿

形状相似，但较于梁栿其尺度较小且结构功能有限，主要为装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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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挂落

同传统木构建筑外沿装修的“挂落”，在门楼、门罩中为装饰性构件，一般位于最外侧起到“框景”、

增加砖雕空间层次的作用。

2.7 竖栨（俗称方框）

位于匾额、字匾左右两侧，高度与前者相同的竖向矩形构件，该构件周身雕刻动植物等纹样，通常

字匾和束栨周边设砖砌外框。

2.8 平板枋

位于牌楼式门罩中承托斗拱板的横向枋类构件或额枋上方的多层枋类构件，通常分上平板枋、下

平板枋。

2.9 挂耳

位于平板枋、或枋头下方三角形区域的砖质装饰雕刻构件。

2.10 字匾

位于门头正上方梁或额枋上方刻有题字的牌匾。

2.11 垂柱

位于门框石左右两侧，竖向的条石，类似于北方垂花门中的垂花柱

2.12 莲花托（花篮）

位于垂柱石下端雕刻莲花等植物花卉的柱头。

2.13 仰莲覆莲

垂柱柱头的雕刻纹样的一种，一半为仰莲，一半为覆莲。

2.14 柱饰

门罩中门框石两侧垂柱、额枋上童柱等构件表面装饰构件，通常为银锭榫状、丁头栱等。

2.15 龙凤牌

牌楼式门罩中明间正楼上方刻有龙凤的题字牌。

2.16 拔檐砖

门罩或马头墙檐下层层出挑的砖作檐线。

2.17 三路拔檐

门罩或屏风墙檐口下方出挑三层檐砖，通常为“一方、一阳、一阴”。

2.18 五路拔檐

门罩或屏风墙檐口下方出挑五层檐砖，通常在三路檐线基础上再增加“一阳、一阴”两路檐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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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花边

字匾或装饰框四周带纹饰雕刻的边框，一般花边题材多为“ 卍字”纹、“回字”纹等。

2.20 霸王拳（又称象鼻如意）

清式建筑大木作构件的一种做法名称, 位置于角柱之上,平板枋之下,为阑额出头形式,由多段曲线

构成,形似握拳之状。在门罩中位于拔檐下方，通常一行依次排列布置，与拔檐同宽，起到丰富空间，

增强门罩层次感的作用，徽州传统建筑中部分做法形似象鼻如意式样。

2.21 砖椽

门罩屋檐下方，拔檐上方用砖作椽条。

2.22 花边、虎头（勾头）

徽州建筑门罩屋顶檐口最外侧起封护作用的带帽沿的小青瓦，又称花边瓦，其下常用虎头纹样勾头。

2.23 滴子（滴水）

徽州建筑门罩屋顶檐口部位小青瓦中底瓦收头部分的做法，形似水滴，常雕刻卷草纹样。

2.24 小青瓦

又称板瓦、阴阳瓦、蝴蝶瓦是徽州传统建筑屋顶、门罩屋顶常用的瓦类构件。

2.25 垂脊

门罩坡屋顶中（屋顶样式为硬山、庑殿）除正脊以外的屋脊。

2.26 花脊砖

门罩坡屋顶正脊、垂脊或戗脊上方起装饰作用的二道脊，多采用“ 卍字”纹、“如意纹”等

2.27 吻兽

门罩檐口屋顶正脊、垂脊戗脊两端或脊上的祥兽，起装饰、避雷、辟邪的作用。类型包括鳌鱼吻：

头部为鳌，口衔屋脊端部，尾部为鱼尾的一种祥瑞之兽，吻部有须（一般为铁质）；天狗（形状如狗）、

哺鸡（形状似鸡）等

2.28 压檐砖

位于檐口下方，拔檐砖上方一排砖质构件，起压檐作用，类似于木构建筑上的撩檐枋，属于门罩较

为考究的做法。

2.29 金花板

封火墙座斗下方山面的盖板，与中国古建山墙面搏缝板类似同，但位于封火墙正面。

2.30 箍头

砖雕门罩中平板枋、梁等雕刻中位于结构两端收头部位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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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清缝砖门墙

徽州建筑中门罩、门楼等墙体饰面做法。

2.35 雀替

位于梁柱交接处，下方三角形区域的砖质装饰雕刻构件。

2.36 须弥座

位于门罩、八字墙等砖雕建筑下部的结构做法，与古建筑台基中“须弥座”类似。

3. 艺术特征

3.1 美学特征

3.1.1 明代砖雕风格

以高浮雕、圆雕为主，刀法刚劲洗练，造型古朴雄浑，注重整体气势，如黟县西递早期门楼砖雕，

线条简洁而富有张力。

3.1.2 清代砖雕风格

趋向细腻繁复，透雕层次可达九层之多，通过近景、中景、远景的巧妙布局，营造出强烈的空间纵

深感。

3.1.3 题材丰富多元，兼具民俗与文人意趣

徽州砖雕题材广泛，既包含翎毛花卉、龙虎狮象等自然意象，也有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人文场景，

更融入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与世俗生活百态。例如，门楼上常见“狮子滚绣球”象征吉祥喜庆，照壁上

的“松鹤延年”寓意长寿安康，而“八仙过海”“二十四孝”等故事则传递着伦理教化与文化传承。值

得注意的是，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追求深刻影响了题材选择，如“渔樵耕读”“琴栱书画”等图案，

既体现文人雅致，又暗含对子孙耕读传家的期许。

3.1.4 技法精湛多变，层次立体深邃

砖雕以徽州特产的青灰砖为材料，经选泥、制坯、细磨、雕刻等工序完成。其技法融合浮雕、透雕、

圆雕等多种形式。

3.1.5 构图严谨雅致，对称与韵律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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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雕构图讲究章法，常采用立轴、手卷式布局，注重对称与平衡。例如门罩砖雕多以中线为轴，左

右对称分布花卉、瑞兽等图案，既显庄重又富装饰性。同时，工匠善于运用虚实相生、疏密对比的手法，

如在密集的人物群像中留出空白，或在繁复的纹样间穿插流畅的线条，使画面灵动而不杂乱。

3.1.6 文化寓意深邃，承载精神追求

1、吉祥祈福：通过谐音、隐喻等手法传递美好愿景，如“蝙蝠”象征“福”，“鹿”谐音“禄”，“鱼”寓意

“年年有余”。

2、伦理教化：以“二十四孝”“孔融让梨”等典故，将儒家孝道、悌道融入建筑装饰，潜移默化地影

响氏族教化。

3、地域特色：山水题材常以新安画派的笔法表现，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建筑元素与自然山水相映

成趣，展现出徽州“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

4、与建筑融合共生，强化空间美学

5、砖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门楼、门套、屋檐等建筑构件有机结合，形成整体装饰体系：

a;功能性装饰：

门罩砖雕的上半部雕刻较深，下半部较浅，利用光线投影增强立体感，同时起到遮挡雨水的实用功

能。

b;建筑等级标识：

富商宅邸的砖雕往往更为繁复华丽，如宏村承志堂的砖雕门楼，以多层透雕展现主人的财富与地位。

c;文化符号强化：

祠堂、牌坊上的砖雕通过统一的题材与风格，强化宗族凝聚力与地域文化认同。

3.2 分类

3.2.1 字匾式

石库门做法同建筑，门上槛以上一般为砖细下枋，有些居中施砖雕锦袱。下枋上片为砖细字匾

或白灰墨书字匾。字匾上为额枋、平板枋，额枋施纹饰雕刻，平板枋或混面起线。 再上用雕刻元

宝（柁墩），偶数，两端刻箍头（卡子），其垫板粉白灰。其上为上枋，多满刻图案。上枋之上砖

细五路拔檐。

3.2.2 牌楼式

仿牌楼形式，砖细梁、柱，上加屋檐。有一间二柱三楼和三 间四柱五楼。明代有的门楼砖与

石构结合，俨然如同牌坊，甚为华丽。小式牌坊门不施斗栱，大式则施砖雕斗栱牌坊门于普柏枋(平



7

板枋)上设置斗栱，或单栱，或重栱。斗栱以上桁椽等，均以细料青砖制作， 其构造做法与木构

相同。由于砖檐挑出不多，一般水平放置。

3.2.3 垂柱式

明代垂花门楼下部为砖细垂花门形式，两侧各置一垂莲柱， 以两层横枋联系，柱下端刻莲花或

花篮。枋上置圆鼓形饰件，类霸王拳形状，檐下用砖雕檐椽支承。

3.2.4 八字墙式

宅门规格最高的为八字墙式门楼，中部的大门一般为牌坊门(楼) 做法，两侧则为斜延的照墙，

平面呈八字形，类似撇山影壁。八字墙砖细作，下槛一般利用砖或石须弥座。上部影壁心干摆，墙

心为方砖硬心作法，阴刻纹饰。墙心以上为线枋、大枋，大枋上用元宝（柁墩）。

3.2.5 一字眉式

又称“水担勾式”，水担勾紧邻石门框，两侧常用“卷草”“龙吐水”纹样，起到丰富层次、

增强额枋的空间感的作用。门罩水担勾上部构造层次与其他门罩形式相似。

3.3 题材

3.3.1 吉祥图案

(1)龙、凤、麒麟等特殊生灵形象，龙凤纹样是人们最熟悉、应用最广的装饰纹样,仅多见于敕

造建筑门楼中，一般民居不多见。

(2)以人们喜爱的名贵花木为装饰图形，如宝相花、玉兰、海棠、栀子花、卷草、西洋花等。

也有成组出现的，如四季花(牡丹、荷花、菊花、梅花)、松竹梅等。花卉可单独使用，也可以与鸟

兽、器物、锦类等组合。

(3)汉字或宗教文字组成的图案，如福字、寿字、己字和梵文(用于佛教建筑)等。字类纹样或

单独使用，或与其他纹样组合在一起，如五福庆寿、二龙捧寿等。

(4)博古图案可仿真也可写意。“博古”是对各种古董的通称，包括青铜器、玉器、竹器、牙

雕、石器、木器、珊瑚器、料器、陶器、瓷器、漆器、 金银器等。如百子瓶、八卦瓶、八卦炉、

果盘、仙鹤炉、圆炉、方炉、百环瓶、 三截瓶、七孔瓶、鸭(鹅)熏、三才斗等。

3.3.2 戏文小说

(1)历史典故与伦理教化

选取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传递儒家价值观，《孔融让梨》二十四孝故事，以及《关云长夜读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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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中关羽的忠义形象。这类题材多雕刻于祠堂、门楼，强化宗族伦理传承。

(2)神话传说与宗教意象

融合道教、佛教元素，如《八仙过海》《和合二仙》等神话故事，以及观音、寿星等宗教人物。

黟县某门楼砖雕《刘海戏金蟾》以道教典故象征财富与吉祥，体现民间信仰与艺术的结合。

(3)戏曲故事与市井生活

吸收徽剧、目连戏等地方戏曲题材，如《郭子仪拜寿》《刘备招亲》等，人物动态鲜活，服饰道

具细节考究。同时刻画山区劳动场景，如《樵夫砍柴》《村姑纺车》，以及《舞龙舞狮》《游艺表演》

等民俗活动，展现市井百态。

(4)文人雅士与耕读传家

描绘文人生活场景，如《太白醉酒》《琴棋书画》，以及《渔樵耕读》中渔夫、樵夫、农夫、书

生的形象，暗合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追求。

3.3.3 建筑物、山水

徽州砖雕中的人物常结合建筑物来丰富空间层次，结合山水增加景深效果，渲染人物故事，建筑

物雕凿精细，山水雕凿与徽州版画多有相似之处。

3.3.4 以抽象图形构成装饰，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

(1) 基本图形

回字纹、万字纹、冰裂纹等象征连绵不绝、吉祥如意，常用于边框、墙角装饰。

(2) 组合图案

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纹样与花卉、瑞兽结合，如《缠枝莲纹》《云雷纹》，增强画面韵律感。

4. 工艺流程

4.1 制砖工艺

4.1.1 黏土原料

（1）产地与成分：需选用安徽本地黏性土，要求铁含量适中（赋予青砖青灰色泽）、砂质含量

低于5%（避免砖体疏松），严禁使用含杂质（如石灰石、草根）的土料。

（2）陈腐工艺：黏土需经至少30天陈腐（加水搅拌后密封堆放），以消除土团应力，确保砖坯

可塑性强、烧制后质地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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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烧制工艺

（1）窑温控制：需经700~900℃高温烧制，再通过“窨水”（窑内注水冷却）使砖体呈青灰色。

验收时需确认烧制记录，避免因窑温不足导致砖体泛黄、硬度不足。

（2）砖体致密度：合格砖体敲击声清脆悦耳（类似金属声），若声音沉闷则可能内部疏松或未

完全烧结，需剔除。

4.1.3 外观质量

（1）表面缺陷

严禁存在：裂纹（包括表面细裂纹）、砂眼（直径＞2mm）、气孔（深度＞1mm）、缺角（边长＞

5mm）、蜂窝状凹陷。

允许范围：浅细划痕（深度＜0.5mm，长度＜10mm），且每面不超过3处；

轻微色斑（面积＜2cm²，且颜色与砖体基本一致）。

（2）色泽均匀性

整砖颜色需为均匀青灰色，无阴阳面（局部过深或过浅），同一批次砖块色差需控制在△E≤3

（国际色差标准）。

传统工艺中，工匠会通过“观色比样”，将砖块与标准色砖（留存的优质砖）对比，确保色泽统

一。

4.1.4 尺寸精度

（1） 规格尺寸误差

根据用途不同，尺寸公差要求如下：应用部位 长/宽尺寸误差 厚度误差对角线误差 门楼、照壁

大砖 ≤±0.5mm

窗棂、檐角小砖 ≤±0.5mm

需用钢卷尺、直角尺测量，确保砖块方正，无扭曲变形。

（2） 表面平整度

用2m靠尺和塞尺检测，砖面与靠尺间缝隙≤1.5mm，尤其需检查雕刻面（未来需施雕的一面）的

平整度，避免因凹凸不平影响雕刻精度。

4.1.5 物理性能

（1） 抗压强度

传统经验：以钢凿轻敲砖面，砖体不崩裂、仅留白印为合格；

现代检测：采用压力试验机测试，抗压强度≥15MPa（相当于MU15级砖，高于普通黏土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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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吸水率

徽州多雨，砖雕需耐潮湿，要求吸水率≤8%（测试方法：常温浸泡24小时，重量增加率）。吸水

率过高的砖易受潮膨胀，导致雕刻纹路开裂。

（3）抗冻性

北方地区徽派砖雕用砖需额外测试：经15次冻融循环（-15℃冷冻→5℃融化）后，砖体无剥落、

裂纹，强度损失≤25%。

4.2 雕刻手法

4.2.1 平雕

类似于压地隐起。雕出的纹头和图案中凹下的底面、凸出的雕面都是平的，至多亦是在凸出

的雕面上刻画出线条。凹凸深度约 1 厘米，例如回纹卷草、汉纹花边，以及各种装饰线条、边框等。

4.2.2 浅浮雕

类似于剔地起突。砖雕因凸出面低，不漏空，往往在其凹下的减地部分斫出匀布的点，以加粗

其质感，使之与浮雕花纹产生对比。浅浮雕画面牢固、简洁、大方、雅致，且轮廓光影效果好。与

线雕配合密切， 一般几何纹、博古等图案常用。

4.2.3 高浮雕

类似于半混。这种刀法 有立体感，局部依附于砖材， 某些部位镂空。图案突出砖面较高，

起伏大，层次多，一般约 3 个层次。雕刻的各 个部位可以重叠交错，似乎与背景分离。山水人物

雕刻中人的头、手、足，或手中的执物，以及飞鸟、枝叶等均具有高浮雕技法特征。

4.2.4 透雕

雕透砖材，具有局部内在空间感，疏朗、通透。砖雕漏窗常用此刀法。

4.2.5 镂空雕

砖雕多处镂空，层次在四至五层，有些达到九层。 一般在约两寸厚的 砖上雕出画面，除背

面或顶部不易看见的部位以外，其余凸出部分均镂空雕刻。这种刀法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立体画面，

空灵轻盈，甚至局部转动。例如楼台亭阁上的门、窗，笼中的鸟，狮子绣球内滚动的珠等。

4.2.6 圆雕

类似于混作。能充分体现高、宽、厚实 体感，是三维雕塑。神龛、力士、鳌吻等皆用此法。

4.2.7 阴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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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平级。以刀代笔在砖面上将图案 花纹的线条凿成 “V” 形阴纹，其手法和效 果都

与绘画的白描手法相同，常用于题字和花边图案，以及单独使用的锦纹。

4.2.7 多层透雕：

最具代表性的技法，通过雕刻3—9层物象（如第一层人物、第二层栏杆、第三层山水），形成纵

深空间感，典型如黟县承志堂门罩砖雕《唐肃宗宴官图》，人物、车马、建筑多达七层，层次分明如

立体画卷。

4.2.8 圆雕与阴线刻结合：

在门楼戗角等部位雕刻立体瑞兽（如狮子、鳌鱼），同时以阴线刻表现服饰褶皱、器物纹理，增强真

实感。

4.2.9 借景手法：

利用砖雕与建筑结构的结合（如窗框砖雕与窗外竹林相映），形成「虚实相生」的意境，体现江

南园林的造景智慧。

4.3 砖雕制作流程

4.3.1 青砖选材标准

原料筛选：选用黏性强、无砂粒的澄泥（经“七转七焖”淘洗的河底细泥），经踩揉成“千斤泥”，

确保砖体致密无孔。

烧制工艺：窑前雕：砖坯阴干后雕刻，入窑烧制时需严格控温（700—900℃），封窑时水浸冷却，

使砖色呈青灰色；

窑后雕：成品砖需水磨成镜，敲击声清脆、断面细腻，吸水率≤6%。

4.3.2 砖体预处理

磨砖：用砂石或电动磨具将砖面打磨至平整度误差≤0.5毫米，四边修成直角，确保雕刻基面光

滑。

防裂处理：传统工艺中，砖体需浸泡桐油24小时增强韧性；现代可涂刷环氧树脂渗透剂，提升抗

风化能力。

4.3.3 雕刻工艺流程

4.3.1 徽派建筑中的各类砖雕的手法、风格、纹样、特点都应与建筑的历史时代特征、地域特色

以及建筑的性质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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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应绘制 1:1 放样图。

4.3.3 应分类编号存放。砖雕应储存于干湿度适宜、清洁的库房。砖雕应储存在通风、干燥、无

腐蚀性物质的场所。砖雕应储存在通风、清洁的库房中。应保持雕件的完整。

4.3.4 砖雕成品构件包装应合理、坚实，运输时应轻装、轻吊，避免碰撞、滚摔，注意防潮、防

晒、防污。

4.3.5 雕件应按图纸安装，位置正确，不得碰坏和沾污。

4.3.6 各种雕件的制作、安装应牢固。造型色泽应符合设计要求。

4.3.7 徽派建筑构件的雕刻形式与图案设计应满足结构与功能的要求，应符合构件的形态和传统

民族审美意识。

4.4 工具

4.4.1 木炭棒

用于描画砖雕纹样的木炭。

4.4.2 墨斗与线绳

用于描样定位，在砖面上弹出直线，确定水平垂直基准。

4.4.3 刻刀

在砖雕中用于雕刻纹饰中的细部，如发丝、衣服文理褶皱等。

4.4.4 凿子

同规格的凿子多支，分平凿、斜凿、三角凿、圆凿四种。 大尺寸的凿子后部有套管可装木柄。

凿子得由专业铁匠打造，小尺寸的凿子则可用粗细不等的钢条自己制造。

4.4.5 砖刨

砖刨跟木工的刨子相仿，其不同之处是刨身狭长以减少阻 力，同时底部还衬托坚硬耐磨的铁

板一块。由于刨口多样，所以能推出文武面、亚面、木角线、合桃线、直角底、弧形底等。

4.4.6 撬

有一段弯曲的铁柄可以深入底下的部分铲地。

4.4.7 木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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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槌(木敲手)用硬木制作，用来敲打凿子。

4.4.8 毛刷

用于清理砖雕碎屑。

4.4.9 弓锯

切割砖面的一种锯。

4.4.10 牵钻

在砖面上打孔用的一种钻头。

4.4.11 错刀、纱布

打磨平滑砖雕雕刻。

5. 施工安装

5.1 砖雕构件预制与检验

（1）按图分件：

根据设计图纸（如门楼、照壁的分块图），将砖雕拆解为独立构件（如额枋、戗角、方框等），

每件尺寸通常不超过1米×0.5米（便于搬运和安装）。

（2）强度测试：

传统工艺中，青砖需经「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检验（即敲击声音清脆，断面细密无气泡）；现

代可辅以吸水率检测（要求≤6%），确保砖体抗风化能力。

（3）预拼试装：

在地面将各构件按设计排列，用放样尺校准尺寸，检查接缝处是否吻合（如企口缝、龙凤榫的咬

合度），避免现场返工。

5.2 建筑基体处理

（1）墙体找平：

在安装部位（如门楼墙面）用坐浆法涂抹糯米灰浆（传统）或1:3水泥砂浆（现代），厚度2—3

厘米，确保墙面平整垂直，误差≤2毫米/米。

（2）预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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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工艺：在墙体中嵌入“木龙骨”或“铁扒钉”，作为砖雕的固定支点（如在砖缝中预

留木榫，间距约50厘米）；

（4）现代工艺：对于混凝土墙体，可预埋不锈钢挂件（如L型角钢），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增强

抗震性能.

5.3 安装流程：分层定位与固定

5.3.1 基准线定位

用垂线和水平线确定砖雕安装的基准点，如门楼中线、檐口标高线，确保整体对称。重要构件

需精准对中，误差≤0.5毫米。

5.3.2 分层安装顺序

（1）底层铺垫：先安装最下层的“裙板”或“须弥座”砖雕，用立砖灌浆法固定——将砖雕构

件垂直嵌入墙体，缝隙用灰浆（传统为糯米+石灰+桐油混合浆）填实，外用靠尺校准垂直度。

（2）中层主体：逐块安装主体图案层（如人物故事、花鸟纹），采用榫卯+灰浆双重固定：

（3）榫卯连接：在砖雕背面凿出燕尾榫（宽头2厘米、深1.5厘米），对应墙体预留卯口，插入

后用木楔楔紧；

（4）灰浆填缝：榫卯固定后，缝隙处用灰浆勾填，表面刮平并压光，形成无缝拼接效果。

（5）上层檐口：安装戗角、斗拱等悬挑构件时，需内置铁扁担（扁铁或钢筋）支撑，避免重力

导致断裂。例如，戗角砖雕需探出墙面30厘米以上，需在砖体内部预埋10厘米长铁件，与墙体钢筋焊

接。

5.3.3分层安装顺序

（1）平面缝：相邻砖雕构件间留1—2毫米缝隙，用与砖色相近的砖灰浆（碎砖磨粉+石灰）勾填，

干燥后用细砂纸打磨至平整。

（2）立体缝：若构件有高低落差（如透雕层次），缝隙需做斜面过渡，避免积水。例如，多层

透雕的边缘处，用灰浆堆塑出圆弧状滴水线，引导雨水外流。

5.4 特殊部位安装要点

5.4.1 门楼砖雕：承重与装饰的平衡

（1） 额枋部位：承担上部墙体重量，需选用加厚青砖（厚度≥15厘米），内部可增设暗梁（传

统用硬木，现代用钢筋混凝土），砖雕表面雕刻“回字纹”“锦地纹”等抗压性强的几何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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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戗角飞檐：采用悬挑式安装，先在墙体中预埋三角形木支架，再将烧制好的“鳌鱼”“瑞

兽”构件套入支架，外用灰浆包裹固定，确保悬挑长度≤50厘米时安全稳固。

5.4.2 照壁砖雕：大面积平整度控制

（1） 对于大型照壁（如长5米以上），采用「分块拼接+钢构支撑」工艺：

（2） 将照壁划分为若干30—50厘米见方的单元，每块砖雕背面焊接「不锈钢背栓」，通过螺栓

与墙体钢架连接；

（3） 接缝处用V型槽设计，嵌入铜制或石材嵌条，既增强整体性，又形成装饰线条。

5.4.3 窗棂砖雕：通透感与安全性兼顾

窗棂砖雕多为镂空纹样（如“冰裂纹”“步步锦”），安装时需在窗框内侧增设木栅栏或钢丝网，

防止砖雕碎裂坠落。传统工艺中，镂空部位边缘需磨成倒角（45°斜角），减少应力集中。

5.5 施工注意事项

5.5.1 季节影响：

避免在雨雪天气安装，灰浆固化期（传统需7—10天，现代水泥需48小时）内严禁触碰。

5.5.2 成品保护：

安装完成后，用软布覆盖表面，避免灰浆污染；整体工程竣工前，用木板遮挡易碰撞部位（如戗

角、门罩底部）。

传统技法保留：在文物修复项目中，严格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则。

砖雕安装工艺如下：

（1）基础：墙体为空斗墙，内部填充碎砖和黄土，在门楣位置预埋三道木过梁（直径15厘米圆木，

间距30厘米）；

（2）主构件安装；

（3）中间砖雕通过背部十字榫与木过梁连接，榫头深入木梁8厘米，外用竹钉固定；

（4）两侧戗角砖雕，采用压槎法——下层砖雕探出5厘米托住上层，接缝处用麻丝灰（石灰+麻纤维）

填实，形成层层出挑的动态效果；

（5）防水处理：砖雕顶部抹望砖灰（石灰+桐油），形成2%的坡度，引导雨水流向两侧滴水砖，避免

渗入墙体。

6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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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雕件验收

安装前先对雕件进行检查，其规格尺寸、编号必须与图纸一致，并检查雕件包装是否符合要求。

运送至工地时要轻拿轻放。

6.1.1 阴刻：线条清楚，图样清晰，深浅宽窄协调一致，边沿整齐，表面平整。无砂眼和细裂缝。

6.1.2 平面雕 ：图样清晰，凹凸一致，边沿整齐，表面平整。

6.1.3 浅浮雕：图案凸出雕地<5 毫米，图案自然优美，线条丰满无缺损，凹凸台级匀称，层次分明，

拼缝严密整齐，沟角部位洁净无刀痕。

6.1.4 深浮雕：图案凸出雕地>5 毫米，图案自然优美，表面光滑无刀痕， 线条丰满无缺损，凹凸

台级匀称，层次分明，拼缝严密整齐，沟角部位洁净无刀痕。

6.1.5 镂空雕：图案生动自然，表面光滑无刀痕、砂眼，层次多、有较深的视野，镂空部分有很强

的立体感，拼缝严密牢固，沟角棱楞处洁净无刀痕。

6.1.6 透雕：图案优美自然，有立体感，表面丰满无刀痕，线条流畅和顺，拼缝严密整齐，沟角部

位洁净圆滑，根底连接牢固。

6.2 安装验收

6.2.1 施工前准备验收

1. 图纸与工艺方案审核

图纸合规性：核对设计图纸是否符合徽州传统门楼形制（如八字门、垂花门等），确认雕刻题

材（如吉祥纹样、戏曲故事等）、尺寸比例（如门楼高度与开间比例）是否符合地域传统及文物保

护要求。

工艺方案可行性：审查施工方案中组砌流程（如分层砌筑顺序）、支撑措施（如临时加固方案）、

材料选用（如传统灰浆配比）是否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是否经文物管理部门或专家论证。

2. 材料检验

砖雕构件验收：

材质：采用黏土烧制的青砖，需质地细密、无裂缝、吸水率≤8%（传统工艺要求“敲之有声，

断之无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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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质量：检查雕刻深度（一般≥1cm，深浮雕≥3cm）、线条流畅度、图案完整性，避免出现

崩角、刀痕错乱等瑕疵；纹样需符合传统规制。

尺寸精度：构件长宽误差≤2mm，厚度误差≤1.5mm，对角线误差≤3mm，确保拼接严丝合缝。

辅助材料验收：

灰浆：传统工艺使用“桃花浆”（石灰+黏土+糯米浆）或“纸筋灰”，需检测配比正确性（如

石灰与黏土比例约 3:7），现代修复可结合水泥改性，但需经试验验证粘结强度≥0.2MPa。

拉结件：隐蔽部位若使用钢筋等现代材料，需检查防腐处理（如镀锌）及锚固长度（伸入墙体

≥120mm）。

6.2.2 组砌过程质量控制

1. 基础与底层砌筑验收

基础处理：检查基础垫层（如碎石+灰土）厚度≥300mm，压实度≥95%，确保沉降稳定；采用

“三七缝”砌筑底层青砖，灰浆饱满度≥90%，平整度误差≤2mm/2m 靠尺。

垂直度与轴线：门楼立柱垂直度偏差≤2mm，轴线位移≤2mm，使用线锤与经纬仪实时校准。

2. 砖雕构件组砌验收

分层组砌顺序：遵循“由下而上、先主后次”原则，先安装门框、门槛等承重构件，再逐层嵌

入雕花构件。重点检查。

拼接缝处理：构件间采用“企口缝”或“燕尾槽”连接，灰浆填缝饱满，表面勾“凹缝”或“平

缝”，缝宽均匀（约 2-3mm），无透缝、空缝。

承重节点：额枋、斗拱等受力构件需与墙体可靠拉结，传统工艺采用“暗销”（竹钉或铁件）

固定，现代工艺可辅以不锈钢挂件，检查焊点或螺栓紧固度。

装饰层对齐：同一水平线上的砖雕构件（如腰线、额枋）标高误差≤2mm，确保纹样连贯（如

连续回字纹无错位）。

3. 隐蔽工程验收

结构加固：若涉及结构补强（如增设钢结构框架），需检查钢材规格、焊接质量（焊缝高度≥

6mm，无夹渣）及防锈处理，验收合格后方可隐蔽。

排水系统：门楼顶部需设泛水坡度（≥3%），检查滴水线、排水孔设置是否符合防渗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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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雨水渗入墙体。

6.2.3 完工验收

1. 外观质量验收

雕刻艺术效果：

纹样完整性：检查雕刻有无缺角、断裂，表面无明显修补痕迹，阴刻线条清晰，浮雕层次分明。

色彩与质感：传统工艺需保留青砖本色，表面经“磨砖对缝”处理，手感平滑；若做仿古着色，

需色泽均匀，符合历史风貌（如青灰色或浅棕色）。

整体协调性：门楼与墙体衔接自然，比例协调（如檐口出挑长度约为柱高 1/5），装饰纹样主

题统一，无堆砌杂乱之感。

2. 结构性能检测

安全性测试：

垂直度与平整度：竣工后复查立柱垂直度偏差≤2mm，墙面平整度≤3mm 靠尺。

荷载试验：对悬挑构件（如斗拱、檐口）进行局部荷载测试，观测 24 小时无明显变形或裂缝。

耐久性评估：检查灰浆凝结强度（用探针检测，表面不得粉化）、砖缝抗渗性（淋水试验 30

分钟无渗漏）。

3. 资料与档案验收

施工记录：需提供砖雕构件清单（含编号、尺寸、纹样说明）、灰浆配比记录、隐蔽工程影像

资料。

评审：邀请古建筑研究、文物保护等领域专家，对工艺原真性、历史风貌符合性进行评估，形

成书面验收意见。

6.2.4 验收合格标准与整改

主控项目：材料质量、结构安全、传统工艺要点（如组砌顺序、连接方式）必须 100%符合要

求，不得返工或让步接收。

一般项目：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等允许误差项目合格率≥90%，不合格项需限期修补（如填补

缺角、重刻瑕疵纹样），直至复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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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文件：最终形成《徽州砖雕门楼组砌验收报告》，含检测数据、影像资料、专家签字，存

档备查。

7 修复和保护利用

7.1 原则

7.1.1 在保护和修复过程中不改变遗产的历史、有形与无形的特征。

7.1.2 文物档案。

7.1.3 原真性,即文物古迹本身的原真性体现在诸如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体，应用与功能，位置

与环境，以及传统知识体系、口头传说、技艺、精神与情感等因素中。

7.1.4 完整性，文物古迹特征的整体性和完好性，包括体现文物古迹重要性和价值所必需的所有

因素。

7.1.5 可持续性保护。

7.1.6 最小损伤。

7.1.7 最小干预。

7.2 修复和保护程序

7.2.1 调查与评估包括环境背景、雕刻技法、材料工艺、保存现状、病害现状等，一切相关文献及

其建筑都应当被列为调查对象。

7.2.2 制定保护和修复方案应根据调查和评估的结论，确定主要的保护修复目标和适当的保护修

复措施，形成技术说明书与相关设计图纸，并由专家评审后，报主管部门审批。

7.2.3 施工是保护和修复工程最重要的过程，必须符合相关规范，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

7.2.4 定期检查修复后的项目，总结方案实施的效果和经验。如发现缺陷或新的情况，应做适时的

补救或调整。

7.2.5 重要的砖雕文物保护和修复设计，应当由相关专业的专家委员会提出评审意见。

7.2.6 每个程序完成以后，必须建立完整的记录档

7.3 保护和修复方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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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一般仿古徽派建筑保护修复应由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施工人员承担；文物建筑保护修复方案

设计应由具备相应修复资质的单位，方案由专家委员会评审，报主管部门审批。

7.3.2 保护修复设计应根据修复工作规模和技术繁简程度，制定设计文件。凡能用文字表达清楚时，

可不绘施工图；当不易用文字表达清楚时，应绘施工图。

7.3.3 文物建筑内各个砖雕文物，应综合考虑其历史特点、位置、现场条件以及修复预算、技术规

范等方面因素，分别采取适宜的处理方法和技术措施。

7.3.4 建立档案，记录修复或替换的雕件，其形制、材料、尺寸、图案、榫件的价值和保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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