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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石雕艺术及历史文化研究》

前言

河北省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优秀的民间艺术创
造世代承传，生生不息地在发展着，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的同时，负载着宝贵的人文精神，给
人以传统的审美教育。记得是在一九五九年的初夏，我第一次去河北邯郸磁州窑实习，那里的民间陶
瓷匠师们的创造精神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在湿暗的窑洞里，他们在进
行成型和装饰工艺，熟练的技艺引人入胜，特别是刻花和画黑花，那种富于情感的艺术表现令人叹为
观止。我怀着敬佩的心情最初感受了民间艺术家的创造智慧。后来有机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组进
行“宋代定窑装饰纹样”专题临摹和整理，并听取陈万里和孙瀛洲二位先生讲授定窑瓷器的发展及其
特点，我再一次领略了河北制瓷技艺的杰出成就。在以后又相继接触到唐山的瓷器、皮影、泥人以及
武强的年画、获鹿的土花布等，可以说河北的民间艺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朴素无华的表
现手法和独特的造型观念，塑造出的器物形态和艺术形象，给我以亲切的感觉，激发着人们的生活热
情，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河北民间艺术那种淳厚率真的风格给我的印象，如同当年读孙犁先生的散
文的感受一样。古老的燕赵大地孕育了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民间艺术，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和优良
的艺术传统，反映着善良勤劳的人民对生活的热爱，生动地体现了他们的美学思想。从专业创作设计
的角度来看，民间艺术家们的根本创意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者的能动作用，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民间艺术虽然没有成文的理论著作流传下来，而是通过口授心传，在学习技
艺的同时掌握创造的观念，继承传统的设计思想和工艺思想，这是和作品同时存在的精神财富，其中
的理论和方法需要认真地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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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石雕艺术及历史文化研究》

内容概要

《曲阳石雕艺术及历史文化研究》介绍了：河北省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优秀的民间艺术创造世代承传，生生不息地在发展着，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实
际需要的同时，负载着宝贵的人文精神，给人以传统的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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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修德寺塔修德寺塔位于县城内北岳庙南200米处。据《县志》载，该处原建有修德寺，亦名
镇岳修德寺，宋元祜问（公元1087年左右）重建，金、明各代屡修。今寺已不存，只有隋代建在寺南
的修德塔尚在，并基本完好。此塔重修于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明时重修，塔建在一方形台基
上，平面成八角形，共七层。通高34米，底层四周墙壁原有壁画三层，现已部分剥落，难以辨认。各
层南面均避有券门，塔基上为双瓣仰莲承托塔身，南面辟拱券门，门内置佛龛，无其他装饰。第二层
相当全塔五层的高度，各面砌出小塔一圈共五圈。第三层至第六层檐之间，又做成楼阁的式样，饰有
券门及假窗。其一层二层檐做成莲瓣状，余用普通叠涩方法托檐。塔顶为砖制受花塔刹。修德寺塔为
花塔形制，因为这种塔的上半部用砖或泥塑出各种动物形象，看上去如一个巨大的花朵，所以称之为
“花塔”，这种塔为数不多，目前全国发现的只有十来处。它们出现的时间也较短暂，都是宋、辽、
金时期的。1954年在修德寺出土石雕2200余件，有年款的247件，上起北魏神龟三年（公元520年），
后到唐代天宝2年（公元750年），在230年间的大批石雕出土在我国尚属首次，丰富了我国雕刻艺术史
的宝库，同时对曲阳石雕的发展及艺术风格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六、三霄圣母殿三霄圣母殿位于曲
阳雕刻的发祥地曲阳县西羊平镇东羊平村。1993年7月15日被公布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霄圣母殿
原为该村兴圣寺内之一殿，现该寺已废，只有此殿尚存。该殿始建于金代，元、明时期均有重修。建
筑面积161平方米，座北朝南，面阔三楹，进深三楹，高10米，是典型的单檐庑殿式建筑，殿前原有抱
厦，现已塌毁。原为琉璃瓦顶，今仅存琉璃瓦脊布瓦顶。殿的前墙为方格木隔扇，殿内有明柱、垂柱
各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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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曲阳石雕艺术及历史文化研究》是河北民间艺术及历史文化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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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厚，仅213页。纸张不错，内页有很多照片，印刷很清晰。收到时书有折痕，扉页有一张透明
衬纸似乎受潮了，颇不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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