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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州陈氏书院实录》是广州陈氏书院这座“岭南古建一奇葩”百余年来的历史沿革及其艰难曲折保
护历程的相关史料搜集、整理的成果，同时还对陈氏书院的建筑技术和装饰艺术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力求为进一步认识其文物价值与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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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陈氏书院的陶塑装饰艺术集中反映在脊饰上，是岭南建筑陶塑装饰艺术的典范，令人
叹为观止。
陈氏书院的陶塑脊饰是著名的石湾陶塑脊饰，此种脊饰俗称“石湾瓦脊”，产于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
，属我国民间陶艺的一种，以地域命名，它是用陶泥雕塑后煅烧而成的集人物、动物、花卉及亭台楼
阁于一体的艺术组塑。
这种装饰手法源于明末清初，盛于清中期及民国，为岭南地区庙宇、祠堂、书院、会馆等大型建筑物
常用的屋脊装饰。
石湾陶塑脊饰作为中国古建筑装饰艺术之一，早已为学者和行家所关注，有不少研究成果。
’陈氏书院的陶塑脊饰是石湾陶塑的经典之作，体现了石湾陶塑脊饰的造型特点、制作工艺、装饰题
材、文化内涵和发展脉络。
一、陶塑脊饰的形成脊饰是屋脊上用作防水防风和装饰的构件，从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中即可见到形
式多样的早期建筑脊饰（图6-75）。
唐代，重要建筑的屋脊以琉璃瓦叠砌并饰有琉璃鸱尾。
宋、元时，琉璃脊饰构件广泛用于宫殿和寺庙等，装饰物除宝珠、宝瓶、鸱吻外，还有琉璃龛、琉璃
阁、神仙佛道及龙、凤、麒麟等。
明清时期，琉璃脊饰已相当普及，。
令屋顶产生了优美的装饰效果。
脊饰融会了传统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形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脊饰艺术
。
陶塑脊饰艺术是古代琉璃脊饰在岭南地区流传和发展的产物。
与古代琉璃脊饰相比，既有继承性和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和变易性。
佛山石湾邻近广州，在唐宋时期已是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至明代中叶更是空前兴旺。
陶塑脊饰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建造祠堂有密切的关系。
建造祠堂务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华丽，“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
“乡中建祠，一木一石俱极选采，在始建者务求壮丽，以尽孝敬而肃观瞻”。
石湾艺人因应这种需求，在琉璃脊饰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生产材料、社会俗尚、审美情
趣等，创造出具地方特色的陶塑脊饰。
石湾陶塑脊饰以当地陶泥为原料，以多种雕塑手法分段塑造，表面施以各色陶釉，经1230℃左右的高
温烧成，在屋脊上拼装组合成一组完整的脊饰，经长期日晒雨淋而不褪色，十分适合岭南地区的气候
条件。
其釉面有较好的光亮度和透明感，在阳光下显得古朴明朗，极具装饰效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州陈氏书院实录>>

编辑推荐

《广州陈氏书院实录》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州陈氏书院实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