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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石雕之乡曲阳，盛产优质的大理石材，石雕艺术源远流长，历代皆有佳作。1995
年，西燕川村附近发现五代时期大墓，出土两件精美的汉白玉彩绘浮雕作品，内容分别为散乐
与奉侍，雕刻技法精湛，人物形象生动，颇具大唐传统风韵，被考古学和美术学界公认为古代
雕刻艺术的优秀之作。

关注入选《国家宝藏》第二季的河北国宝 正月十五 18 时 30 分，一轮
明月高悬，故宫博物院亮起来
了！灯光映照下，午门城楼及
东西雁翅楼，延展雄姿。金色
琉璃瓦屋顶上，一些狭长的屋
面上，灯光绘制的《清明上河
图》《千里江山图》铺陈开来。
红色宫墙上，“今年春色胜常
年，此夜风光最可怜”的诗句浮
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说：“此次‘紫禁城上元之夜’是
博物院建院 94 年来首次举办

‘灯会’，紫禁城古建筑群首次
在晚间被较大规模点亮，也是
故宫首次在晚间免费对预约公
众开放。”（2 月 20 日《北京日
报》）

故宫“亮”了，是近几年经
常听到的对故宫的形容词，再
不就是“故宫爆款”“热搜”，看
个展览都得用“故宫跑”⋯⋯一
个原本在大众心中板着面孔太
多年的“老古董”，能变身“新网
红”，个中功力，确实非凡。

从朝珠耳机到“正大光明”
充电器，再到“朕就是这样的汉
子”折扇；从风雅画饰到生活美
学产品，再到睡衣、口红；从开
咖啡馆到搞综艺⋯⋯北京故宫
的自我推销模式让越来越多人

“嗨”起来，一个明年就要600岁
的“老人家”成了超热 IP，更在
2018 年创下十几亿元人民币的
超高收入。从今年除夕开始，
春节假期每天限制 8 万人参
观，仍是天天爆满，去年更刷新
纪录迎来超过 1700 万名参观
者，成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
博物馆”。今年首次推出的故
宫上元灯会，更是因一票难求，
而大出风头。细究其“火”的原
因，其中有满满的诚意、有互联
网环境，还有故宫独特的文创
和营销套路。

首先，故宫大 IP 肯躬下
身，全心全意替你着想，“朕也
是你”。比如增设休息座椅，让
人们不需要在台阶、栏杆上倚
靠；将原本只向外国元首开放
的城门洞向观众打开，解决拥
堵；同步设置多达 32 个检票
口，缩短入场时间；将男女洗
手间数量比例改造成 1∶2.6；
展 区 开 放 面 积 由 30% 逐 渐 扩
充到如今的超过了 80%，开放
了包括慈宁宫在内的明清两
代以来所有花园，甚至在端门
建立了一座数字馆⋯⋯这一切
让人感到以诚待客的暖，贴心
贴肺的真——你来，我不但高
兴而且重视。不光让你看得
到，更让你看得好。

其次，故宫又让你做主人，
让你有尊严，有大大的代入感
和参与性，“你也是朕”。前有

《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文物修复
师一夕成网红，引得无数高学
历年轻人争相想去故宫一展身
手，后有《国家宝藏》由名人加
盟获得好口碑，去年纪录片《如
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和第二
季都在豆瓣上有 9.4 和 9.6 的高
分；《上新了·故宫》则更让年轻
人参与到设计文物衍生商品中
来。至于今年这个为抢票而导
致全网瘫痪的免费向公众开放
的元宵夜更是一个彻底爆发，
有人说白天看是红墙黄瓦，晚
上看是目眩神迷，通过一场灯
会仿佛看见了另一个故宫。事
实上，这一系列“开门迎客”的
举措，才使人们感受到真正的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活起
来”的行动与真诚。

总之，如今的故宫“两条
腿”走路活起来了，也红起来
了。一方面，线下策展数量在
持续增加，进一步收割年轻观
众群体；另一方面，借助影视综
艺等媒介，主动融入观众，让更
多的人认识到故宫的魅力，吸
引潜在“宫迷”。这一波操作完
全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准“玩”
法：量身定做。事实上，衡量博
物馆的标准，不仅在于其馆藏
的丰富与否，更多地在于其能
多大程度影响当下人的生活，
故宫博物院“大哥”的率先领
跑，让人感觉原先博物馆的高
冷范儿已然落伍了，全方位让
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说话，才
是硬道理。

门楼是一家一户的总通道，又
是家庭的“门面”，是一张金名片，
它直接反映着主人的社会地位、经
济水平和生活品位。在我国古代，
门楼的高低大小、砖瓦材质、彩绘
匾额、屋檐转角等都要遵守严格规
制，要与主人身份相符。历史发展
到今天，门楼已经成为一个村庄乃
至一个地域的文化遗产，是当地建
筑文化的精华所在，展示着主人的
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更是一方人
文精神和乡愁记忆的集中体现。

笔者在雄安新区进行乡愁遗
存调查时，发现当地有很多极具地
方特色的老民居，尤其是位于村落
核心区的各色老门楼，鳞次栉比、错
落有致。徜徉在弯弯曲曲的老街道
上，穿越在由斑驳的青砖围起、几乎
两个人会面都需侧身才能通过的悠
长胡同，一座座高高低低、大大小
小、形式各异的老门楼次第呈现。

当地老门楼的建筑年代多是从清代
到上世纪末，跨越一个多世纪。即
使在同一个村庄，也很难找到两座
完全相同的门楼，其种类、样式可谓
林林总总。行走在老街区，仿佛置
身于老门楼博物馆，一座座样式古
朴的老门楼，承载着岁月印记，也散
发着时代气息。

经过时光的雕琢、沉淀，这些
门楼的特点逐一凸显。首先，在建
筑材料上随时间不同而有明显变
化，距今50年以上的门楼用料多为
青砖，之后则为红砖和混凝土。其
次，从形制上看，门洞有拱形和方
形，但方形更普遍。再次，在结构
上有相当部分的门楼是连房建造，
进深与房屋同宽，精巧的木椽挑起
高高的飞檐，雕刻考究的石门墩

（俗称门当）和木门簪（俗称户对）
交相辉映，这便是以前民间男女婚
配，双方所讲求的“门当户对”的由

来。门墩方圆大小有别，用以区分
文官武将及官衔高低，也是门第符
号；门簪形式多样，有雕刻福、禄、
寿字样的，也有菊花、梅花等形状。

这里的门楼，不管是高门大
户、端庄厚重的官商府邸，还是窄
门小户、内敛质朴的平民之家，几
乎每个门楼上方都题有符合主人
身份、时代感强烈、用意深远的匾
额，展现了雄安新区底蕴深厚、人
文荟萃的历史文脉。匾额上的内
容有励志题词，如勤俭持家、勤劳
致富、风华正茂；有吉祥祝语，如一
帆风顺、吉星高照、鹏程万里；有鲜
明时代特色的标语，如红心向阳、
振兴中华、热爱祖国；有诗意盎然
的寄语，如逢春、尽朝晖、千祥云
集；有的门楼直接雕出双“喜”字。
这些匾额上的文字典雅凝练，内容
积极向上，充满传统美感和正能
量，彰显着主人的生活情趣和文化

品位，寄托着民众的美好生活愿望
和浓郁的家国情怀，体现了当地村
民忠厚传家、诗书济世的优秀传
统。有些匾额用语，用来描述今天
的新区建设，也是极贴切的。可谓
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
现，凝结着先民们的聪明智慧。可
以想见，从小生长在这里的人们，
浸淫在如此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
中，耳濡目染，家风家教，遵道而
行，阳光微甜，岁月安好，一代代衣
钵传承，流芳千古。

就在我们走访期间，冷不丁一
条小黑狗从一座老门楼里探头张
望，彼此都受到些许惊吓，待对视
片刻，发现对方并无敌意，它便静
静地站定目送我们远去。同行的
小刘姑娘不经意间将身体依在老
门楼的一侧胡同的墙壁上，轻轻一
伸手臂，整个人就占满了胡同，背
后深远悠长的古巷，仿佛置身江南

水乡，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倘是雨
天，她撑起一把油纸伞，这里不就
是诗人戴望舒的“雨巷”吗？

（刘洁 文/图）

彩绘散乐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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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间的五彩洞室

西燕川村位于曲阳县城西
北 30 公里处，属于低山丘陵地
带，村西有一座海拔 600 余米
小山，当地传说山上有古坟墓，
因此被称作坟山。

1994 年夏天，坟山山腰间
突现盗掘深洞，后经查实是一
座古代大墓被盗挖，当地文物
部门随即对古墓进行现场保
护。1995 年，考古人员对这座
大墓进行了正式清理，墓内随
葬文物因盗掘已几近一空，但
墓壁存留了精美的壁画和石雕
艺术作品，因而在古代美术史
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墓位于坟山南坡中腰，
坐北向南，北依山峰，南望山
谷。现存地面已无墓丘痕迹，只
见山石裸露，杂草丛生。但据调
查，古墓之上的地表原本建有
封土丘，后来遭人为破坏夷平。
古墓的地下结构非常坚固，属
于大型方形石室墓。墓室空间
巨大，通长 12 余米，宽近 5 米，
高 4 米左右，分前、后双室，两
侧并附带小耳室，墓壁及券顶
均用长方形或方形石块垒砌，
表面用白石灰抹平。

根据墓内出土的墓志铭，
墓主名王处直，生前跨晚唐与五
代后梁两个朝代。唐时任易、定、
祁等州节度使，后梁时又加封北
平王，驻守今易县到定州一带，
实质上属于割据一地的地方军
阀。王处直死于923年，次年葬
于曲阳仰盘山（即今坟山）。因
此，西燕川大墓的年代非常明
确，属于五代后唐初年，考古学
者名之为“五代王处直墓”。

王处直墓的最大特色是壁
画与石雕艺术。墓室四壁及顶
部绘满彩色壁画，顶部的内容
为天象与星辰，四壁则为侍者、
山水、花卉、花鸟、云鹤等。引人
瞩目的是在甬道两侧、前室四
壁及后室侧壁，原本镶嵌有 18
块汉白玉石雕，其中盗墓者盗
走 10 件（追回 2 件），考古发掘
时存留 8 件。这些石雕作品包
括甬道的武士、前室的十二时
辰、后室的奉侍和散乐等，均为
着色彩绘的浮雕。前室四壁所
嵌入的十二时辰浮雕，与顶部
的天象图紧密毗连，构成一幅
天象与时辰浑然相合的天文
图。这种设计虽源于唐代墓葬
传统，但将石雕像嵌入墓室与
壁画相结合的方法，应是五代
时期本地域墓室艺术的创新。

该墓的壁画内容与石雕形
象相互配合，平面图像与立体浮
雕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奇特
的造型艺术形式。由王处直墓墓
门进入墓室，但见四壁绘画斑斓
华丽，其间嵌入的浮雕栩栩如
生，两者交相辉映，恰如一间五
彩洞室，更似一条绚烂的画廊。

王处直墓分前、后两室，后
室主要放置墓主棺椁。后室的
四壁绘有壁画，其中东、西两壁
的前段下部，各镶嵌一块汉白
玉彩绘人物群像浮雕，东壁浮
雕的内容为奉侍，西壁浮雕的
内容为散乐。两块浮雕均呈长
方形，规格亦相同，长136厘米、
高 82 厘米、厚 17-23 厘米。奉
侍人物浮雕主要反映日常侍奉
之场景，侍女们或持瓶托盘，或
捧盒执扇，发型多姿，衣着飘
逸，仪态温淑娴雅。散乐人物
浮雕则突出表现伎乐场面，乐
女们吹奏弹拨，节奏韵律犹闻
其声，生动再现了古代音乐艺
术之实况。因此彩绘散乐浮雕
不仅成为王处直墓的标志性文
物，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
经典之作。

彩绘散乐浮雕群像，共计
15 个人物，其中乐女 13 人，分
列为前后两排。前排 5 人，由右
至左依次所演奏的乐器为：箜
篌、筝、琵琶、拍板、大鼓等。后
排 7 人，其中右端第一人似为指
挥，其次由右至左依次所演奏
的乐器为：笙、方响、答腊鼓、筚
篥、横笛等。乐女群像均作立
姿，头饰高髻簪花，面部丰腴圆
润，身着披帛长裙，仪态飘逸优
雅，演技娴熟端庄。整体群像
宛若一幅伎乐现场的影像截
图，众乐女乐感韵律一致，神态
沉静专注，悠扬乐声犹在耳旁。

彩绘散乐浮雕的整体设计
精巧，群像构图疏密得当、错落
有致。乐女造型既注重演奏姿
态与乐器配合的伎乐之容，又
生动描绘勾勒出乐女们的雍容
华贵之貌。乐女群像不仅是盛
唐以来音乐艺术的真实写照，
也是权贵豪门奢侈生活场景的
一个侧影。

在雕刻技法方面，彩绘散
乐浮雕有不少创新之处。在构
图设计上，将乐女形象作写实
描绘，又把群像作整体浮雕，犹
如一幅完整的写实绘画。在雕
刻技法方面，采用多层次的高
浮雕，立体感突出，线条与块面
结合巧妙，粗细疏密得当。人
物面部精雕细琢并磨光，手肘
姿态准确精细，而衣裙部分则
疏放勾勒。浮雕雕刻完工后，
根据不同部位再施以各色彩
绘。雕刻线条块面与五色彩绘
相得益彰，乐女群像生动传神，
极具动感与情态。

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散乐
浮雕，无论是整体设计与表现
内容，还是雕刻及装饰技法，在
唐代至五代的石雕艺术中均属
上乘经典之作。

老 门 楼

墓 志 铭 对 王 处 直 的 生 平 作 了 简 要 记
载。王氏家世显赫，唐朝末年，王处直兄长
王处存担任义武军节度使，驻守易、定等
州。900年，王处直接替其兄职位，继任义武
军节度使，成为河北地区很有实力的军阀。
907年，唐朝灭亡，后梁建立。王处直归附后
梁，继续担任义武军节度使，并被加封北平
王，易州、定州一带成为王处直的割据地区，
具有很强的独立性。921 年，王处直主动退
位让贤，将节度使之位传于养子王都，自己
则退隐养闲，吟诗赏景，寄情山林。923 年，
王处直去世，年六十一。墓志铭的文末对王
处直评价说：“公素尚高洁⋯⋯公之清誉，千
古一贤矣！”

按照墓志铭的说法，王处直似乎性情高
古，自愿让位于王都。据此，再观察王处直
墓内的壁画与浮雕内容：四壁的山水、树石、
云鹤、花鸟，室顶的日月星辰天象，后室的奉
侍与散乐等享乐场面，很似王处直所希求的
清雅退隐环境。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在《旧唐书》《旧五代史》等史籍中，关于
王处直却是另外一种记载。921 年，王处直
与长子王郁合谋抗敌事宜，并允诺将来传位
于王郁。王都得知此事后，愤而不平，将王
处直囚禁，并捕杀其子孙及部下，继而代王
处直之职位。两年后，王处直忧愤而死。因
此，墓志铭所载，当存在多处隐讳之伪辞。
究其原因，墓志铭的执笔者系王都的亲信，
当然要为尊亲者讳耻。而且，王处直墓的建
造，也应是在王都的主持下完成的。

王都自幼被王处直收养，颇受溺爱，成年
后又被委以重任，位居节度副使。但终因争权
夺位，父子反目，王处直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王都负责处置后事，为养父修建了豪华的墓
室，并命人撰写了歌功颂德的墓志铭。王都如
此所做，难道是内怀愧疚、良心发现之举？因
无可靠确凿的历史记载，对于王都的真实动
机，只能略作一些推论。比较合乎情理的可能
性大致是：王都妥善处理王处直后事，完全是
出于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声名之需。

王都的成长与权位完全来自于养父王处
直的栽培，离开这一背景将如无本之木。即使
在王处直已死、王都顺利继任节度使之后，仍
旧需要王处直的背景和影响。因此，王都便将
自己装扮成王处直合法继承人的形象，隆重为
养父举行葬礼，修建高规格墓地，以此掩人耳
目、塞人口舌。墓志盛赞王处直的清誉，实质
上就是彰显王都的贤明。如此这般，不仅能博
得孝道之嘉名，还可骗取舆论方面的拥护。此
外，王都在心底很可能还存在另一个隐情：借
高规格葬礼来安抚冤死的鬼魂，以化解对己身
不利的影响。简言之，就是将丧葬事宜世俗功
利化，名为死者之荣，实为生者之利。这也是
当时流行的社会心理和葬俗之制。

不管王都出于何种动机，一个客观的结
果是：王处直的墓室建造华丽，装饰有精美
的壁画和石雕。王处直长眠在五彩斑斓的
石室洞窟内，身旁两侧分别是彩绘奉侍和散
乐浮雕，侍女们恭敬服侍，乐女们优雅取
悦。王都的初衷或许是安抚养父不安的魂
魄，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静心享乐，但未料如
此则将珍贵的壁画与石雕艺术佳作传之于
今世。这一结果，应该算是王处直身后最大
的声誉，而非王都假意吹捧的所谓清誉。

以彩绘散乐浮雕为代表的
王处直墓壁画与石雕，是五代时
期绘画和雕刻艺术的经典佳作。
但如果从墓主生平经历、墓葬形
制及葬俗、壁画内容及风格、石
雕形象及技法等方面一一细究，
王处直墓的壁画与石雕艺术，具
有浓厚的大唐风韵，应属于晚唐
艺术范畴的典范作品。

王处直原本晚唐重臣，大半
生为唐皇室服务。王处直的养子
王都，也是成长在晚唐时期，深受
大唐文化熏染。王处直下葬时，唐
朝灭亡已经十七年，当时正值后
梁甫灭的后唐初年。但无论后梁
还是后唐，其建立者均是晚唐旧
臣，其所传承的文化还是以大唐
文化为主体。因此，王处直墓的建
造时间虽在后梁与后唐之交，但
无疑是在晚唐文化的环境里完
成的。这一点在墓志铭里最为突
出，志文不仅开篇即称“大唐”，并
继续沿用唐昭宗的年号“天祐”。
由此说明，王都遵守了王处直生
前的意愿，仍将其定位于唐臣。

在主观的思想意愿和客观
的文化环境相互影响下，王处直
墓室的设计完全沿袭了晚唐的
传统风格。墓室形制为前后双
室并附带耳室，四壁及顶部满饰
五彩壁画，内容也是晚唐盛行的
天象、云鹤、花卉、奉侍、伎乐等，
尤其是侍女和乐女等人物的形
象，既雍容华贵，又丰腴圆润，当
是典型的唐风遗韵，可称得上是
大唐余音绵长悠远。

然而王处直墓室壁画与石
雕艺术的价值与意义，绝不仅仅
限于传承唐风遗韵，其最突出的
亮点是创新，并因此开创下一个
时代即宋代墓室艺术的先河。
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将汉白玉
浮雕像嵌入墓室四壁，并将其与
壁画内容毗连，壁画之中含有雕
刻，雕刻之侧关联绘画，两者互
相衬托并融为一体，因此成为独
特的复合型造型艺术。墓室前
室的十二时辰浮雕与天象图相
连，象征日月星辰与时光的流
逝。后室的奉侍和散乐浮雕与
花鸟树石图相衬，刻意表现奢华
惬意的日常生活。而奉侍与散
乐群像，由于浮雕艺术的自身特
点，使得侍女与乐女的形象远较
壁画更显得立体感突出，栩栩如
生恰似身临其境。这种新颖的
墓室艺术形式，显然与曲阳一带
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和悠久的石
雕艺术传统相关，应是石雕之乡
的传统艺术氛围，酝酿滋生了将
石雕与绘画融合为一体的复合
艺术新形式。

王处直墓的石雕具有两个
鲜明的艺术特色：即浮雕群像和
着色彩绘。奉侍和散乐石雕均
属于高浮雕群像，其整体设计犹
如一幅绘画，需要总体构图与层
次配合，而将浮雕技法用于表现
人物逼真形象并酷似于绘画，确
属 于 一 种 精 妙 高 超 的 艺 术 创
造。在雕刻完工后，汉白玉浮雕
又着色加饰了彩绘，使得雕像既
完全类似绘画，但又优于绘画而
具有凸显的立体感。这种彩绘
浮雕人像，正是宋代流行的彩绘
砖雕人物的先声。因此，以彩绘
散乐浮雕为代表的五代王处直
墓室艺术，既上承大唐遗韵，又
下启大宋先声，当之无愧是古代
绘画与雕刻艺术的经典之作。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彩绘散乐浮雕 王处直的清誉

大唐余音与大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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