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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古城宣化古城，，一座看似平一座看似平
凡却蕴藏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凡却蕴藏深厚历史底蕴的城
市市。。

历经沧桑历经沧桑、、雄立一方的雄立一方的
青砖城池青砖城池，，飞檐巍峨飞檐巍峨、、造型瑰造型瑰
丽的钟鼓楼……徜徉街头丽的钟鼓楼……徜徉街头，，
沿着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印沿着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印
记记，，收获悠悠古城给你带来收获悠悠古城给你带来
的一个个惊喜的一个个惊喜。。那隐于城西那隐于城西
44公里处下八里村的公里处下八里村的1717座座
辽代壁画墓群辽代壁画墓群，，让你深切感让你深切感
受到中国多元文化碰撞交融受到中国多元文化碰撞交融
的独特古韵的独特古韵。。

当古墓地宫被打开时当古墓地宫被打开时，，
那墓壁上浑然天成的色彩那墓壁上浑然天成的色彩、、
精彩绝伦的画技精彩绝伦的画技，，令人仿佛令人仿佛
听到远古的嘱托听到远古的嘱托，，看到天地看到天地
间独有的华彩间独有的华彩；；那画中的人那画中的人
物物，，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
远远，，他们将历史的阴晴悲欢他们将历史的阴晴悲欢
描绘成动人的故事描绘成动人的故事，，诉说着诉说着
人世间的沧海桑田人世间的沧海桑田；；那神秘那神秘
莫测的墓顶天文图莫测的墓顶天文图，，历经千历经千
年风霜年风霜，，站在时间肩头站在时间肩头，，恪守恪守
着天地古今的秘密着天地古今的秘密。。

这是谁的墓葬这是谁的墓葬？？
是谁创造了这个奇迹是谁创造了这个奇迹？？
奇迹的背后又讲述了怎奇迹的背后又讲述了怎

样的故事样的故事？？
让我们循着一幅幅绝美让我们循着一幅幅绝美

壁画壁画，，再次穿行到古人生活再次穿行到古人生活
的场景的场景，，欣赏那祝颂的歌舞欣赏那祝颂的歌舞，，
品味那浓浓的茶香品味那浓浓的茶香，，聆听耳聆听耳
边飘过的横笛声声和孩子们边飘过的横笛声声和孩子们
的笑语阵阵……的笑语阵阵……

11月29日，故宫发布
消息称，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故宫博物
院决定在原有6岁以下或
身高 1.2 米以下儿童，以
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
小学生免费的基础上，试
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
人免费开放。（11 月 30 日

《新京报》）
已有600年历史的故

宫此次试行所有开放日
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引
来人们的广泛关注，纷纷
称赞其“开了个好头”。这
不，12 月 6 日，圆明园、北
京天文馆也发布公告，对
未成年人试行免费开放。
相信还会有后来者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

故宫等对未成年人
免费开放，有利于让更多
孩子走进历史文化景区，
品读悠久的历史文化，吸
收丰厚的历史营养。比如
故宫，气势雄伟、布局严
谨，馆藏文物精美绝伦、
数不胜数；又如圆明园，
曾以地域规模宏大、营造
技艺杰出、建筑景群精
美、文化收藏丰富和民族
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而享
誉于世，被誉为“万园之
园”“一切造园艺术的典
范”，现在其承载的是一
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它们
都具有非凡的历史、文化
遗产价值，应该用它们的
价值浸润广大未成年人
的成长之路。

除了孩子们需用丰
富的历史文化滋养人生，
故宫、圆明园等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是传播爱
国主义精神、弘扬民族精
神的重要阵地，是对未成
年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第
二课堂”。比如圆明园被
焚毁后，它已经不仅仅是
一座园林，那些断壁残垣
是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历
史见证，是“落后就要挨
打”的历史镜鉴，是进行
爱国主义和历史教育的
活教材，更多未成年人能
免费入内游览，必能促进
他们不忘历史，感受更多
的家国情怀。

因此，故宫、圆明园
等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不仅仅是充分保障未成
年人的相关权益，拓展他
们的历史文化视野，更关
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厚
植爱国情、民族魂，具有
长远而深刻的意义。免费
开放可以吸引更多孩子
鉴往知来。我们期待越来
越多其他历史文化、传统
文化景区景点，舍弃部分
经济效益，追求利国利民
的社会效益，主动“拆掉”
未成年人接触历史文化、
传统文化的“门槛”。这无
疑是孩子之幸、教育之
利、社会之福。

当然，免费开放只是
第一步，今后随着到博物
馆等文化场所参观学习
人数的增多，就需要相关
服务紧紧跟上。尤其对于
未成年人来说，其社会经
历、知识储备不同于成年
人，更需要加强面向未成
年人的讲解服务，真正把
好事办好。广大文物工作
者也要继续加强研究，深
入挖掘文物本身的故事、
文物所属历史阶段的故
事，充分把文物承载的文
化内涵释放出来，不断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数字
等现代科学技术，让更多
文物走出库房、走到线
上。通过不断优化传播内
容、丰富传播渠道，充分
发挥好博物馆等文化场
所的作用，让其成为百姓
心灵的栖息地，成为精神
文化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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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
里来。”宋人诗句不仅点出了农耕文
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将
那条绵延万里、声名远播的古茶道清
晰地展露在我们眼前。历史上，亿万
斤茶叶从湖北、福建等地出发，它们
上洛阳，过黄河，穿越茫茫沙漠，抵达
亚欧大陆，把来自东方的茶道精神和
至真至味，输送到遥远的异域他乡。

在万里茶道上，一个最重要的站
点便是宣化。朱元璋“以茶治边”等民
族政策，大境门长城外“贡市”“茶马
互市”等商业活动皆汇聚此处。数百
年来，来自亚欧大陆腹地的牲畜、皮
毛、银器等，在这里换成了丝绸、瓷器
还有茶叶，张家口也从一座久负盛名
的武城转变成了闻名世界的商贸
之城。

“我以茶来，彼以皮往。”在宣化，
这样的贸易早在辽代初年就已开始。
而那“茶香弥漫”的宣化下八里辽墓
壁画就是对此最好的纪录和还原。

沿着幽深的墓道走进张匡正墓
穴，墓墙东壁的备茶图徐徐展开：一
名小童低头碾茶，茶盏旁边的盘子里
放着圆茶饼；另一名小童跪在他旁
边，鼓着双腮正给煮茶的风炉吹气；
站在他们身后的男侍伸出双手，似乎
正要取走风炉上的茶壶；男侍身后的
桌子上摆放着壶、盏、饼、夹等茶道工
具，桌旁两只活泼的小狗上下雀跃、
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女侍手捧
刚刚注好茶的茶盏，转身正要给主人
送去……整幅壁画疏密得当、生动写
实，从碾茶、煎茶等动作，到茶壶、茶

盏等一系列煮茶工具，生动再现了当
时的备茶场景，我们仿佛穿越时空身
临其境，看到一幅辽代茶文化的生活
画卷。

在下八里辽代墓葬中，涉及饮茶
内容的壁画不止这一幅，每座墓中都
能或多或少地见到。无论是其表现内
容、壁画数量还是完好程度，在国内
都屈指可数。此时，我们不禁会问，为
什么绘有与茶有关的壁画会集中出
现在远离茶叶产地的长城脚下，却很
少出现在茶叶产地的南方和中原地
区呢？任何历史遗迹的出现都不是偶
然和孤立的。其中缘由，还需要从辽
宋两国的茶叶贸易说起。

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纵横草原大
漠、往来长城南北的契丹族，其饮食
主要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腥肉之
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
茶则病。所以，茶叶在游牧民族地区
如粮食一般，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
日无茶。此说虽有些夸张，但也由此
可以证明茶的市场之广，随之出现的
便是繁荣的茶叶贸易。

史书记载，最早和契丹有贸易往
来的，是五代十国时期位于江浙地区
的吴越国和南唐。吴越与契丹出于各
自政治、经济需求，多次派使者携礼
品互访，还打开了海上贸易往来的通
道；对于南唐，辽太宗耶律德光和哥
哥耶律倍在会同元年（938年）以羊马
为聘礼通使南唐，换取了大量生活用
品，其中的大宗货物就是茶叶。

吴越归入宋后，契丹实行茶榷专
卖制度，开设多处交易场所获取茶叶。

“澶渊之盟”两国交善，中原和契丹结
束了多年战乱局面，开始了正常贸易
往来，茶叶在贸易中占很大比重。为了
进一步加强贸易往来，宋王朝改革通
商法，茶叶在各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原
和北方的茶叶贸易再次得到发展。而
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的茶图，均在
宋景德年间之后，这无疑佐证了当时
茶叶贸易稳定繁荣的史实。

骡马相继、茶帮云集；藏茶上桌，
说茶、斗茶、品茶……张匡正他们身
处茶叶贸易和平、自由的年代，应该
为自己感到幸运吧？因为宋辽之后，
金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再次让南北
通畅的茶路燃起烽火。奔驰草原的铁
骑、拒敌万里的长城成了那段历史的
主角，万里茶道黯然失色。

明朝初登历史舞台，茶路依旧不
畅。朱元璋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提
出了“以茶治边”等民族政策，其本质
是通过垄断茶贸易来实现固边富国。
尤其是对北方游牧民族实行“贱马贵
茶”的交换方针，不断激发南北矛盾，
多次燃起战火。

这种状况的改变，发生在明隆庆
五年（1571年）。这一年，明穆宗正式
下诏，在张家口开设平等交易的马

市，经历数百年战争烽火后的茶叶之
路再次敞开大门。

从宋辽时期契丹族同吴越人进
行茶叶贸易算起，到明穆宗在张家口
设立茶马互市，再到民国以后“草原
茶叶之路”渐渐衰落，这条古茶路延
续了近千年。可以说，跨越长城南北
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
连接中外贸易的桥梁。亚欧大陆上各
国互相贸易、互相交流、互通有无，让
其成为传播中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
文化的桥梁。

而追溯万里茶道的源头，下八里
辽墓壁画的出土无疑是最好的佐证，
备茶图等壁画所体现的一系列与茶
路、茶文化有关的历史信息，都在告
诉我们，这种文化现象是塞外热土所
特有的，而且一直绵延到了现在。

万里茶道走张垣。对墓中张氏族
人而言，或许漫漫茶道只不过是备
茶、品茶的乐趣或茶帮铃响、背夫高
歌、商机无限的成功体验，但多彩的
壁画却在昭示我们，万里茶道无论经
过多少硝烟，它都将各族兄弟紧紧联
系在了一起。即便万里茶道已成为明
日黄花，但那片片在水中旋舞的茶
叶，依旧在为新的一天喝彩。

“秋风不语僧初定，茶火无烟鹤
自回。”中国传统文化中，茶道思想向
往清净，意在品茗中感悟人生愉悦，
从而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与超脱。佛
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则主张众生皆
苦，要通过静坐等方式来超脱自我。

在宣化下八里辽墓众多壁画中，
反映茶道文化的备茶图和反映佛教
文化的备经图所暗含的联系及诸多
墓志，都是以茶伴禅、以禅入茶、禅茶
融合精神的体现，也是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与融合的体现。

“不食荤茹，不乐歌酒，好读法
华、金刚经”“公自幼及耄，志崇佛
教”……分析这些墓志及备茶图和备
经图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到，由于墓
主人出于对佛教宣扬地狱之苦的畏
惧，希望通过生前阅读经书来摆脱这
种畏惧，而在诵经、祈求的过程中，具
有提神静心的茶便在此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具有清新、雅致的茶道文化与
主张修身养性、去除杂念、陶冶情操
的佛教文化在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
相互交融，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张家
口市宣化区文保所原所长刘海文介
绍，茶道文化和佛教文化相互融合是
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墓中壁画既道出
了茶道与佛教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
也说明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对茶文化
和佛教文化的推崇。

如果说备茶图和备经图暗含茶
禅文化的融合，那妇人启门图则表示
契丹族对儒家耕读文化的认同。妇人

启门图中，有的仕女正在优雅羞怯地
打开一扇门，欲从后宅跨槛而出；有
的仕女则手携头梳双髻的小孩儿，一
起嬉戏玩耍。整个画面极富动感，表
现了深宅大院内，汉人家庭妇女相夫
教子、阖族共居的生活画面及其富庶
的生活状态。

“怀忠孝纯诚，得商贾之良术。栉
风沐雨，贸残鬻贵，志切经营，不数十
载，致家肥厚，改贫成富，变俭为丰，
田宅钱谷，咸得殷厚。”“少以家事为
主，既勤且俭，庶几克家。虽农务之
末，亦尝亲之。至于栽植园果，经营籍
产，日有所增，信其作室菑田，公之谓
也。”韩师训、张世本的发家之旅及妇
人启门图都在明示，在契丹文化影响
无处不在的大辽王朝，考古发现的辽
代墓葬，并不仅仅从表面描绘这些贵
族的生活状态，背后所代表的是契丹
民族对儒家耕读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之后便是吸收与借鉴。
欣赏辽墓壁画中的散乐图，一场汉辽
融合的视听盛宴呈现在我们眼前。乐
人身着圆领博袖长袍、腰束带、头戴
花脚幞，他们手持汉民族的传统乐
器，正在纵情演奏。演员的服饰、乐器
及演出阵容，都体现了宋代宫廷及官
府的正规演出形式，它似乎在告诉人
们演员是汉人，演出的内容及形式也
是汉式音乐。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场散乐演
出中，契丹民族文化也隐存于细微之
处，因为表演的乐人脚上穿着契丹人
的筒靴。以汉文化为主体演奏场面，

却也渗透着契丹文化因素，这场不同
文化因素混融的演出，正是宋辽文化
交流情景的具体再现。

茶与禅的融合、汉族与契丹的交
流并没有止步于此，这背后还有更深
层次的文化碰撞。1998年，在宣化下
八里辽代墓群发掘一处夫妻合葬墓。
考古揭示，这种合葬墓是契丹人和汉
人通婚，死后按照各自习俗、信仰葬
在一起的墓葬。墓中男主人身罩铜丝
编成的铜网衣服，代表了辽代契丹贵
族享有的高等葬式。

合葬墓中，出土的两件国家一级
文物“真容木偶像”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真容木偶像”，即用木头按照死
者的身高，制成木偶人像，在面部雕
刻死者的容貌，腹部掏空后用于存放
死者火化后的骨灰。而这两件“真容
木偶像”的面部雕刻女子的容貌，它
们身高不同，年龄差异也很明显，一
个是长着皱纹的老妇人的样子，一个
是年轻女子的容貌。出土时，老妇人
模样的木偶腹部有骨灰，而另一个面
容年轻的木偶腹部并没有骨灰。“这
种火葬形式是辽代信仰佛教的汉人
的一种葬式，被称作‘荼毗礼’葬式。”
王继红说，汉、契丹两族通婚，表示契
丹民族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联系，
两者之间的交流活动逐渐频繁且
深入。

禅茶文化的融合、耕读文化的交
流、“荼毗礼”的葬式……在宣化下八
里辽代墓群壁画中，张氏族人墓中的
天文星象图是中外文化交流最集中

的体现。墓顶上，以悬挂的铜镜为圆
心绘有莲花藻井。藻井外围为传统的
二十八星宿图，围绕星宿，还绘制了
黄道十二宫。

这幅天文星象图，是考古界继汉
墓星图和北魏天象图之后的又一重
大发现，它完美地把中国传统二十八
宿记星法与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融
合在一起。郑绍宗先生认为，古巴比
伦时的黄道十二宫图，应该是从印度
传入中国的，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化
痕迹，这为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史和中
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

地宫沉静，琼宇巍然。
在宣化这片曾是战马嘶鸣的土

地上，一枚枚穿透时光烟云的箭簇，
一片片猎猎风中的经幡，已被轮回的
冰雪埋葬，被翻卷的浪花冲淡。但那
逐渐风化的壁画颜料却在告诉我们，
通往草原的万里茶道上，早已唱响了
和谐、包容、交流、互鉴之歌。金戈铁
马自古以来并不是最优选择，而唱响
文化大合唱，建立命运共同体，才是
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强音。

本版图片均由张家口市宣化区
文保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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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缓缓
流淌。作为辽代墓葬艺术的杰出代
表，下八里辽代墓葬群所在的位置，
正是历代相士、阴阳家们所看中之
地。宣化，作为北扼大漠、南控中原的
重要屏障，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历史
上，戎狄进犯、边寇入侵虽使得这里
荒远偏僻，但它始终没有远离人们的
视线。

向历史深处追溯，上世纪 70 年
代，考古工作者在下八里村发现了辽
代古墓群。随后，省文物研究部门对
这里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发掘，几方完
整的墓志清晰地描述出了墓主人的
身份。考古学者总结论证，此处墓葬
群为辽代晚期汉人张氏和韩氏的家
族墓群，建造时间在辽道宗大安年间
至天祚年间，处在宋辽对峙之时段。

“大安中，民谷不登，饿死者众……
公进粟2500斛，以助国用，皇上喜其
忠赤，特授右班殿直，累覃至银青崇禄
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
骑尉。”作为第一个被打开的墓葬，该
墓志显示，其主人张世卿是群墓中最
显赫的长辈之一。这个凭借农业生产
致富的乡绅，并不安于现状，他扶贫济
困、乐善好施，自己不但当了官，也让
整个家族逐步走向了仕宦阶层。

饮茶听乐、诵经礼佛，这或许是
张世卿的悠闲生活吧？纵马射猎、毡
帐驻游，这或许是张世卿鞍马归来的
游行之乐吧？猜想被一步步证实。
1993年，时任省文物研究所所长的郑

绍宗先生来到下八里，作为下八里辽
墓考古队领队，对此地进行了更大规
模的主动性考古探测和发掘，当年便
又有4座辽代壁画墓被发现。

数十年筚路蓝缕，从上世纪70年
代张世卿墓被发现至今，我省考古工
作者在下八里村北不足2万平方米范
围内，共发掘辽墓17座，其中12座为
张氏家族墓，2座为韩氏家族墓，2座
为契丹贵族墓，1座为空墓，已探明但
尚未发掘的辽墓还有5座。一座座墓
葬被先后发现，就像块块神秘拼图连
接在一起，一幅鲜活的历史图景展现
在世人面前。

黍、粟、核桃、葡萄酒；大小木桌、
木盆架、三彩盆、木骨玉饰件；木制男
女俑、武士俑、十二生肖俑等，在那些
幽深的单室、双室墓穴中，各种食物、
家具、器物恍如昨日陈布，依旧保留着
浓浓的生活气息。而华丽富有的生活
景象，也让我们看到了墓主人粗中有
细的审美趣味和对生活品质的追寻。

新颖独特的五鬼图、跳绳图及三
老会棋图，细致描摹碾茶、候汤、点
茶、送茶等各道工序的备茶图，契丹
族常见的出行图和乐舞图……壁画，
是宣化下八里辽墓群的精华所在，也
最能够集中体现辽墓群特殊的考古
价值和文化内涵。

98幅、总面积360平方米的壁画，
凛凛然布满了墓壁和穹顶，它们红的
美艳，黑的庄重，绿的纯粹。如此规模
宏大、内容丰富、色彩鲜艳、保存完好

的壁画，在我国辽代墓葬中独一无二。
它们不但还原了千年之前张韩两大家
族生活境况，也让我们看到了一轴盛
美的辽代艺术画卷。“壁画之多、保存
之好、内容之广泛，为辽代考古史中少
有，全面反映了辽代科学、宗教、民俗、
艺术……”郑绍宗先生生前曾高度评价
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的价值和意义。

确如郑绍宗所言。眼前的墓室壁
画，可分为建筑彩绘、天文星象、花鸟
装饰和人物生活场景等几大类。宴饮
图、温酒图、备茶图、散乐图等描绘居
家生活场景的画面，是人物壁画中的
代表；祥云、折枝花卉、仙草、宝相花
等花鸟装饰画面主要描绘在倚柱、斗
拱、门窗、桌椅等彩绘上；天文星象图
的代表即二十八星宿图、黄道十二
宫。居家场景、郊游宴饮、宗教信仰等
各种类型的图案共存于同一墓葬中，
可见张世卿等人，期待死后依旧享受
生前所拥有的奢华生活。

仔细梳理这些壁画，我们还有了
意外收获。它们不但题材丰富，而且
分布也具有一定规律。多为前后两室

分布的墓穴，前室壁画描画散乐演
奏、骑马出行，构成了相对开放的活
动空间；后室壁画多描绘礼佛、诵经
等侍奉活动，似乎是在相对密闭空间
之内。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墓
顶天文图及斗拱、梁柱等建筑构件上
的图案时，那些精美符号图像所构成
的纷繁迷乱的空间，再一次拓展了我
们的想象空间和生命体验。

从清晨备装到饮酒备宴，从品味
茶道到歌舞升平，从诵经礼佛到博彩
娱乐，壁画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有。
那色灿千年的画面，那画上栩栩如生
的人物，将我们一瞬间带入古人的精
神世界里。或许，在欣赏这优美画卷
惊叹其美丽的过程中，你还会有这样
的疑问：历经千年，这些壁画为何能
华彩如新呢？张家口市宣化区文保所
所长王继红解释说，这是因为绘制壁
画时，匠人们用到了朱砂、石青、槐黄
等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再加上墓葬
设计结构严密，防渗能力强，受温度、
湿度影响较小，才使得壁画色泽鲜
艳，宛如初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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