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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禹王宫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下
司镇，始建于清中晚期，有“两湖会馆”之称，距今已有200余
年历史。其格局严谨，建造考究。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对凯里
禹王宫从木雕、石雕与砖雕、色彩与彩绘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研
究，挖掘凯里禹王宫的建筑装饰艺术，发掘其艺术价值。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
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提出“三全育人”理念，即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田野调查与民族学
实践教学改革路径探究

凯
里
禹
王
宫
建
筑
装
饰
艺
术
分
析

凯里禹王宫建筑基
本特征

凯里禹王宫坐落于凯里市下司
镇小河湾8号。清中晚期由旅居黔东
南凯里的湖南、湖北富商及乡绅集资
兴建，曾经是两湖商人集中议事、联
谊聚会、居留同乡客商的场所。整个
宫院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建筑面积
651 平方米，正殿 5 间，面宽 24 米，进
深10米。整个禹王宫坐南朝北，是一
个不对称的建筑，采用“一进式”的整
体布局，由门楼、戏楼、禹王宫、无量
佛殿、长廊、阁楼、享堂、莲塘等多个
建筑组成。民国时期为国民党陆军
通信兵学校特种通信队“军鸽所”，此
后因种种原因导致禹王宫整个建筑
群被破坏，直至 2000 年被列入“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才得到修复。

凯里禹王宫建筑装
饰艺术

凯里禹王宫的建筑装饰不单单
只是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更是赋予
建筑意义的艺术表达。这些富有涵
义的装饰元素体现在会馆建筑的各
个部位，例如门头、台基、屋檐等方
面。它们不仅细节精美多样，更能体
现出禹王宫的气势，彰显了曾经两湖
地区商人的财力以及影响力，也是两
湖文化地域性的表达。

（一）木雕元素
中国古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古

代建筑师李济曾写道：“木材之妙，全
在其易得和易加工。”这说明，木材的
特性使得建筑师们可以更加尽兴地
展现自己的才华，而且在古代雕刻
中，无论是石雕还是砖雕都比不上木
雕精巧、生动，棱角分明。同时古人
认为一些红木、桃木的雕刻还有驱魔
降妖的意思，所以古代建筑喜欢用木
材。

木结构在凯里禹王宫十分常见，
这也是不同文化在异地产生交融的
一种重要体现。禹王宫的木雕主要
分布在戏台、阁楼、门、隔扇、护栏等
位置，它们不仅仅是增添了会馆的审
美情趣，也展现了会馆的辉煌岁月。
凯里禹王宫的木雕主要采用浮雕、透
雕及圆雕三种雕刻方法，同时多个雕
刻手法并行，使得禹王宫内的木雕内
容丰富精美，也体现了清中晚期下司
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
平。

戏台是整个禹王宫中木雕占比
最大的建筑。除宝顶、垂脊、戗脊、剪
边等房檐上部建筑以及台基为砖雕
外，其余均为木结构建筑。在元代以
前雀替构件多数出现在内檐，随着时
代的发展，清代的雀替普遍用于外檐
额枋下，且其实用性逐渐减弱，变成
了一种装饰性的构件。禹王宫戏台
的雀替为一对“龙生九子，不成龙，各
有所好”中的第九子“螭吻”。螭吻在
中国古代文化中被视为吉祥和守护
的象征，常常能在宫殿、庙宇和重要
一些的建筑物中见到它的身影。根
据周生杰先生在《太平御览》中的研
究：“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
雨”，也即是说在房脊上安装两个相
对的螭吻，有避火灾的寓意。

用于支撑屋顶出檐部分的撑栱，
以一块单一木材构成，被称之为“牛
腿”，凯里禹王宫戏台是一个子柱上
衔接两条“牛腿”的形制，两条“牛腿”
的雕刻方式各不相同。第一条“牛
腿”为透雕的“龙盘牡丹”，龙的首尾
相接，中间是一朵盛开的牡丹花。龙
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权力、智慧和财
富，牡丹花则象征着美丽和高贵，龙
盘牡丹纹将神龙与牡丹二者相互结
合，寓意健康与祥瑞，也是智慧和力
量的象征。第二条“牛腿”以圆雕的
方式刻画一条龙伴着祥云腾跃而出
的场景，龙爪刚健有力地在空中挥舞
着，此“牛腿”更有气势又极具生动。
古人常把祥云用在服饰、雕塑、建筑、
器物上，代表有好的预兆。

在戏台的镂空大花板处有两块
不同主题的木雕，上方为一幅浅浮雕
形式的戏曲人物图，九个官员形象的
人物立于殿前，这些角色形象生动、
栩栩如生，展示了深厚的戏曲文化底
蕴。下方是一幅高浮雕的三龙戏珠，
俗语有言“三龙聚首万事不愁”，也就
是说家里若是有三条龙的话，那么这
个家庭一定是很兴旺的，多用于建筑
物和高贵豪华的器皿装饰上。也有

鱼跃龙门之意，古代传说黄河鲤鱼跳
过龙门，指的是晋陕大峡谷的禹门
口，这也与禹王宫的主题相对应。下
枋处使用一整条木块雕刻三面，每一
面皆为不同主题。正面为一幅人物
故事图，刻画了十四个人物，各人五
官清晰，表情生动，好似正在交谈讨
论之中。

（二）石雕与砖雕
石雕艺术对于中国古建筑来说，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凯里禹王宫
的石雕多出现在台基、柱基等部位，
在建筑中除起到支撑外，更有防潮、
美观的作用。

凯里禹王宫的正门以会馆建筑
中最典型的石质随墙牌楼门的形式
作为它的“山门”，由于年代久远，山
门正面的雕刻已经完全消失，墙皮也
已出现大面积脱落，露出内部砖砌墙
面。其斗拱为两层石质透雕的鸟兽
花卉图案，雕刻得十分细致。正楼与
边楼都以小青瓦铺盖，正脊中央为一
对石雕鸾凤，边脊中央均为一对小神
兽，看似嬉戏打闹，生动可爱。每个
戗脊处均有一鸱吻，怒目圆瞪，威严
十足，戗角形态类似于翻涌的海水。
牌楼顶部因形似火焰，被称之为“火
焰顶”，火焰顶中间又有双龙戏珠，门
顶双龙的寓意是招财纳福，也有旺盛
财富的作用。正门下两侧抱鼓石各
雕刻一神兽，右侧抱鼓石雕刻有一只
天马，左侧抱鼓石图样由于风化原因
变得难以辨认。

禹王宫的戏台台基为石质台
基。三面皆浅浮雕阳刻，有七组故事
图，用类似于“连环画”的方式展开，
中间又通过“暗八仙”进行连接。“暗
八仙”即指八位仙人的器物造型，也
常出现在家具上，如八仙桌、阴阳板、
渔鼓、芭蕉扇、莲花、宝剑等。

禹王宫的戏楼、正殿、东厢房均
设有柱础。戏楼柱础有多种形制，最
外圈柱础为中段收缩的基座式，这也
是较为常见的柱础形制；长窗隔挡处
有两对柱础，外侧一对柱础由于年代
久远风化严重，其形制初步判定为浮
厚雕花草柱础，内圈的一对柱础保存
状态较好，其形制应为复合式柱础，
上部平柱顶雕刻回纹，中部鼓镜式柱
础雕刻花卉鸟兽，下部为素面覆盆柱
基，样式非常精美。东厢房所有柱础
采用的是同一款式，均为上部莲花覆
盆下部八角的复合式，且八角柱础的
每一面均雕刻有一片荷叶作为装
饰。正殿的两对柱础也因风雨侵蚀
导致原有形态发生了改变，但仍可辨
认其形制是与东厢房的柱基相同的
复合式。

柱础石在宋《营造法式》中称为
“柱础”，清《工程做法则例》中又称为
“柱顶石”。柱础石是我国古代传统
建筑中极为重要的石制构件，因为中
国古建筑更多是木结构，柱子直接深
入土壤非常容易受潮或者下陷，为避
免这一情况，古代工匠往往会在柱脚
垫上石墩，防潮的同时又可增加柱基
的承重力。

正殿右后侧有三间小屋，猜测原
为享堂位置，现已改为办公区域。但
其外侧形制基本无变动，两侧小屋较
矮，可看见其屋顶为小青瓦置顶，外
檐的瓦当与滴水部分均雕刻有兽面
纹饰，《颜氏家训·风操》中有云：“画
瓦书符，作诸厌胜。”其意为人们用兽
面纹瓦当装饰屋檐，能够起到辟邪的
作用。

（三）色彩、彩绘艺术
从“红墙绿瓦”“青瓦白墙”“雕梁

画柱”等成语中，我们都可看出古建
筑中除了建筑本身的精巧美丽之外，
还存在着各种色彩的变换，提升审美
情趣之外，彩绘也有着保护建筑结构
的功用。凯里禹王宫虽受百年风雨
侵蚀，曾经的繁华已逐渐消失褪去，
但我们仍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窥见它
昔日的风光。

相比其他湖广会馆，禹王宫在牌
楼处并未进行更多的装饰，整个牌楼
也以灰白作为主基调，在门头上方牌
匾处以黑色作为底色，用金色书刻

“禹王宫”三个大字。传说黑底金字
招牌有助于财运的积累。这也正符
合了“禹王宫”的一主要祭祀对象“大
禹”。大禹奉命用疏通之法治理了洪
水而建立了功业，从而被湖广人民奉
为“乡神”，所以与“水”大有渊源。而
湖广会馆作为两湖地区客商在凯里
建立的以商业联合的社会组织，以

“黑”生财也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值
得注意的是，明间的门头位置阴刻有
一幅“文王八卦图”，放在门头可能是
用来挡煞，反射煞气。此处石块呈黑
色，可能曾经受到过烟熏或是火烧而
成，而八卦图及两侧的坛上燃的三支
香均用黑色进行了填色。

结论

凯里禹王宫所坐落的下司古镇
是清代、民国年间黔东南地区最为繁
华的天然良港，作为贵州东部最大的
物资集散地，它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
展，也将全国各地的文化促进了这座
小镇，凯里禹王宫就在这样的氛围上
孕育而生，它既体现了苗族、侗族文
化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建筑艺术及文
化特色，也反映出了黔东南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对凯里禹王
宫的建筑装饰艺术作分析，深入探究
了禹王宫的装饰特点，展现了两湖商
人对美的独特追求。通过分析雕刻、
彩绘艺术，也体现出了湖广人民对

“禹”文化的传承。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历史学学院）

“三全育人”是新时期推进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有效抓手。“三全育人”理念，旨在通过
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资源，以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三全育人”理念对培养
民族学专业人才的启示

民族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注重
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以研究者深入实地进行
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进行民族志研究的
研究方法和学科特色。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
鲁伯（Alfred Kroeber）曾指出人类学特别坚持
田野工作，且将它视为一项机会、一种特权和
专业上的特征。功能学派代表人马林诺夫斯
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开创的“局内观察法”
推动了田野调查根本性创新飞跃，并对其方法
和程序规范化，称为“马林诺夫斯基革命”。其
中，深入研究对象生活场景中进行一个完整生
产周期（约为1年）的田野调查堪称民族学人
类学研究者的“成人礼”。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实践教学以田
野调查为核心，让学生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
论的指导下进行田野调查实践，以此获取丰富
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也通过这一途径检验学生
对理论知识与方法的掌握程度。

在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田
野调查方法无论在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领域，
还是国家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实
践领域，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立论依
据，如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西
部开发等都离不开各领域专家学者深入民族
地区开展详实的田野调查工作。新时期民族
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注重田野调查实践能力
的培养，让学生立足现实、注重调查，学以致
用。贵州民族大学作为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
校，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要以服务地方社会发

展、推动地方民族工作为目的。实践教学是其
中重要环节，深入贯彻“三全育人”理念，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地方政府、高校、社
会、企业各领域育人资源，培养适应社会发展
需要的新质生产力人才。

民族学实践教学改革路径

一直以来，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从专业建
设、培养方案制定到课程开设都极为注重实践
教学，以立足地方、深入实践为宗旨培养大批
优秀人才。在实践教学方面，贵州民族大学民
族学专业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制定相应措施和
方案，从各层面各领域深入推进实践教学的人
才培养效能。

1.宏观上加强学科建设，锚定发展目标。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里明确，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突出区域性、
应用性、综合性的办学特点，坚持扎根贵州大
地走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之路，服务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培养品德优良、
信念执着、具有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家国情
怀，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院坚持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
育人”教育理念为导向，致力于德、智、体、美、
劳的能力素质培养。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具备
国际视野和地方视野，掌握人文社会科学通
识，具有文化沟通、问题分析、文化传承、社会
服务等专业技能，能胜任政府机构、市场企业、
社会团体、文化单位等工作岗位的素质。

在铆定服务地方社会，回应现实需求的人
才培养方案指导下，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
积极建立一批文化单位、民族地区传统特色村
落、大数据应用平台相互支撑、共同协作的实
践教学基地，先后与贵州省博物馆、雷山县西
江镇西江苗寨、台江县南宫镇拥党村、贵阳小
黑科技有限公司等达成协议，成立民族学专业
实践教学基地，定期安排学生进行田野实践，
进行村寨民族文化调查研究，组建村落文化数
据库，引导、鼓励学生积极开展民族文化调查
研究，让学生学以致用，实现自我能力的跃升。

2.中观上加强课程设计，丰富实践形式。
在课程教学设计层面，贵州民族大学民族

学专业时常开展教研活动，成立课程群，教师
结合课程内容的交叉性和互补性进行交流和
讨论，不同课程之间进行交互式教学，实现教
师资源的优化利用。另外，执行“走出去”与

“引进来”相结合，教师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工

作中，吸取多方经验，然后将实践所获得的理
念和方法带到课堂教学中，丰富教学方法又使
教学内容多元化体现。如，开展的“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课题调研等活动中，活动主题涉
及乡村治理、文旅融合发展、推普计划、村落传
统文化调查等，具有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积极鼓励、创造条件为广大师生走出去
学习与提升实践能力的同时，学院也大力实行

“引进来”措施，即邀请政府部门、公司企业、社
会与民间各领域的精英到学校给学生开展有
关创业、工作管理等实践主题的专题报告或课
程，以此增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教学效果明显提升。

通过这种“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
方式，将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巧妙融合，让学
生同时置身田野与课堂，感受理论知识与实践
应用的不同要求与相通之处，培养学生立足社
会、脚踏实地的务实求真精神与作风。

3.微观上促进生生交流，赋能自我成长。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除在培养方案、

课程教学设计等方面大力关注实践教学之外，
在学生个人发展方面也深入思考和设计增进
实践能力的方式与途径，探索出增进学习能力
培育的“研带本”与“务本”计划。“研带本”是指
在日常学习、项目研究、田野调查等方面推行
研究生带本科生的模式，研究生与本科生交叉
组队，让研究生发挥学长优势，也让本科生对
未来的学习和实践有长远打算，在此过程中增
进不同阶段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形成朋辈间学习互动的积极效应。“务本”计划

则以本科生为主，开展读书活动、家乡文化调
查汇报、创新研究等活动与竞赛，给学生提供
展现自己的平台，激励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
用到家乡的文化与社会调查研究中，锻炼学生
洞察社会、调研问题、交流与表达等方面的能
力。通过这两项计划的尝试与实施，学生学习
积极性、能动性明显增强，产生了一批优秀的
成果。

实践教学促进“三全育人”
效应

“三全育人”理念中，全员育人是指全体师
生都要参与育人工作，强调育人的主体要素；
全程育人是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要进行育
人工作，从学生入学到毕业，每个阶段都要精
心安排育人环节，强调育人的时间因素；全方
位育人是指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层次
进行育人工作，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载体，强调
育人的空间因素。在学院优化实施实践教学
过程中，深度契合与延展了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的实施路径。

首先，充实了育人的主体。在实践教学过
程中，不仅校内的师生是参与育人工作的主体，
社会各领域的优秀成员都参与到育人工作中。
如在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中的基地负责人甚至当
地居民、“请进来”的嘉宾和社会各界精英在与
学生互动与交往中都发挥着育人的作用。

其次，延伸了育人的过程。在实践教学的
探索与尝试中，通过扩展教学的空间和场域，
育人的过程也得到了延伸，在学校教学的育人
过程之外增加了社会和家庭的育人过程，将单
线的育人时间变为多线进行，实质是延伸了育
人的过程。

再次，扩展了育人的领域。通过实践教学
的开展，学生学习与发展的空间得到扩展，同时
也扩展了育人的领域。经过在不同场景的实践
锻炼，让学生不仅在家国情怀、社会担当、知识
能力等方面得到培育，甚至在待人接物、临场应
变、交流表达等方面也得到培育和锻炼。

综上所述，经过深入探索与实践，贵州民
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实践教学促进“三全育人”
理念的实施成效可圈可点，学院将在此基础上
着眼于优化实践教学模式，为进一步促进“三
全育人”出新招、下实力，进一步建设多元化的
实习实践教学基地，加大实践教学投入，制定
具体化可操作化的考评跟踪反馈措施等，让实
践教学成为立德树人、服务社会的重要抓手。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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