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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墩（也叫门鼓、石墩）立门左右，有大有小，有

方有圆。“文方武圆”，彰示家世。门墩由墩垫子和墩

两部分组合，有凸凹榫相接。垫子长方形，有的雕荷

花，有的雕祥云，有的雕灵芝……墩上的图案有狮子

盘球、鹿鹤同鸣、五蝠捧寿、双鹿戏耍等等。太清观

街一户门前有一对白石方门墩，一块雕的是鹿、祥云

和柿子；另一块雕的是鹿、如意和桃子，立面雕刻的

是鹤，其雕刻线条清晰。勺湖公园南大门一对火山

石圆门墩，原是楚王庙门前的，都雕刻的是“双龙盘

寿”图案，但龙的造型各有变化。吴承恩故居大门前

一对方门墩，分别雕有麒麟、祥云、拐字纹等图案。

在勺湖公园内有一对圆门墩，分刻着振翅的凤凰、驾

云的麒麟。东侧墩垫刻的是一盘寿桃、一盘佛手；西

侧墩垫刻的是“必定如意”图。

郭宝平在和我谈到门墩艺术时说，淮安旧城东

门蒋公馆门前有对玉雕的门墩，雕的是鹤、鹿和花

草，非常美观。蒋家从淮城搬到上海时，只带走了这

对玉雕门墩。

在和多位古建专家、文史学者、砖木石雕匠人交

流时，他们说，在淮安有许多独特的艺术，其中屋檐

下的艺术就很别致，像砖雕中的许多图案，别的地方

就没有。木刻撑牙、石雕门墩文化其它地方也少有。

当你走进淮安大街小
巷，会看到屋檐下由秀美的
瓦当、精美的砖雕、柔美的
木刻、壮美的石雕构成的艺
术，这不仅让你看到淮安这
座城市的古老，而且也会让
你感受到这座城市历史文
化底蕴的厚重。

■特约撰稿 徐怀庚 文/图

瓦当是古建筑的重要构件，起着保护木制飞檐和

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淮安瓦匠们把瓦当分为猫头

（瓦头）和滴水。猫头是指覆盖檐头前端遮挡瓦；滴水

是覆盖檐头板瓦前端的遮挡，呈下垂状。

一道道秀美的屋檐，都由一片片有文字、图案、纹

饰的瓦当辍成。瓦当上的文字有单字福、寿、禄、喜

等，也有多字“福禄寿”“吉祥如意”“福禄寿喜财”等。

瓦当上图案有虎头、蝙蝠、灵芝草、如意等。纹饰有云

头纹、几何形纹、回字纹、草叶纹等。也有字、图、纹饰

混组的。

在淮安区更楼东街的一栋古民居屋檐上，猫头是

“绿福寿”，滴水是灵芝草图案。在河下湖嘴大街上的

民居屋檐上，猫头大多是“福”字，滴水大多是“寿”

字。在东门大街一户民居屋檐上，猫头是“太平”二

字，中间夹着八卦图，滴水是“福绿寿全”。县东街的

一家屋檐上，猫头是“喜”字，字两旁有吉祥云彩，滴水

是“寿”字。

瓦当上的图案，有的是中间一个大图，4面有4个

小图，如中间是篆书“寿”字，4角是4只蝙蝠；又如中

间是草书“福”字，4角配的是吉祥云。图案构思巧妙，

画面工笔与写意结合，均衡自然，灵气生动。瓦当上

字有篆书、草书、楷书等，字因势而变，富有变化，非常

有趣味、韵味。瓦当上的纹饰也简洁大气，富有变化，

让人看后赏心悦目。

●片片瓦当挂在檐头

门楣、窗楣、门头（又称过档）、山墙站板（又称垛

头）等处，精美的砖雕构成又一道优美的风景。砖雕

图案有汉字、虫鱼花鸟、走兽、人物等，花样繁多，精致

细腻。

在淮安织袜厂职工宿舍的一栋二层砖木混砌小

楼墙上，有块“可居”大字砖雕，还有许多小字，字体浑

厚有力，苍劲优美。胯下北街的一家门顶上，有块砖

雕图案：和蔼的老寿星一手拢着长白的胡须，一手拿

着龙头拐杖，还有寿桃、金钱松、蝙蝠、鹿、如意、护栏

等，雕工细腻，线条清晰。在新城别墅园一户门楣上，

有一组长约3米、高约0.5米的“状元回乡”组雕，叙述

状元回乡的故事，情节完整，生动有趣。在勺湖公园

勺湖草堂、碑园门楣上，分别有一组几十块方砖雕。

古建专家、市级非遗郭氏砖雕第九代传人郭宝元说，

此两组砖雕，原是南门大街东侧秦焕故居上的。勺湖

草堂门楼门楣上刻有“金鸡闹菊”“桃满窗外”“万象聚

宝”“梅开五福”“寿堂”“葡萄盛多”“独角麒麟”“石榴

子旺”“凤凰牡丹”等9块图案。碑园门楼上刻有“封侯

挂印”“麒麟望月”“官运亨通”“寿堂”“双鱼吉庆”“万

象金宝”“喜报三元”等7幅图案。另外，小坊、雀替、垂

柱、脊头等处构件上，还有多块刻有花篮、松柏、梅鹿、

仙鹤等图案。

据郭宝平介绍，淮安砖雕历史悠久，具有形象简

练、构图典雅、注重情节、雕法多样的独有风格。

●块块砖雕嵌在门楣、窗楣上

木刻（雕）或拼装成门窗，或挂在横梁上，或贴在

站柱旁……木刻构件图案有飞龙、鳌鱼、祥云、鹿、灵

芝草等。在淮安区太清观街一家民居门框横板上，

刻有“二龙戏珠”图案，两条龙中间有个圆球，龙头、

龙须、龙鳞、龙尾等部位层次分明，栩栩如生。大香

渠巷施耐庵故居的门柱上有两块撑牙，撑牙上部是

鳌鱼头和荷花图案，下部是飞龙在祥云中舞动。东

长街朱占科故居房柱上有一对撑牙，刻的是“八仙过

海”图案。撑牙上部有个荷花垫子，垫子高0.25米，

宽0.35米，上刻有鳌鱼头、龙头等，活灵活现，连龙

须、鱼划子都雕刻清晰。河下沈坤状元府大门横梁

上，有组木刻《郭子仪祝寿图》，宽有3米，高0.6米。

图上人物栩栩如生，动物活灵活现。整个图案构图

新颖，故事完整，韵味悠长。

●件件木刻装在门窗和屋梁上

●尊尊门墩守护大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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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大街上一民居屋檐瓦当

东长街牛占科故居上的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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