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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寺书画艺术展在云冈石窟博物馆开展

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开馆：“一眼看千年”

宝鸡作家张永涛长篇小说《周秦坡》出版发行

贵州凯里：脚高苗寨欢度鼓藏节

   中国新报贵州讯（首
席记者 刘鹏飞摄影报
道）
    鼓声阵阵，苗歌飞
扬，身着盛装，欢乐喜
庆。12 月 19 日，贵州
凯里市三棵树镇脚高苗
寨的苗族同胞身着盛装
齐聚芦笙场，踩鼓、跳
芦笙舞，欢度 2023 年
苗族鼓藏节。
     鼓藏节又叫“祭
鼓节”，是苗族盛大的
祭祖节日，13 年过一
次，不同苗寨过鼓藏节
的轮回起始年份有所不
同。鼓藏节的传说多种
多样，其中一个传说与
姜央有关。传说姜央遇
到连续大旱，庄稼颗粒
无收。于是求助于祭
师，得知是自己儿子放

牛时，牛踩踏了蝴蝶妈
妈的坟茔，蝴蝶妈妈很
生气，要每年都杀牛来
祭祀。于是姜央杀牛祭
祖，渡过了难关。后来
姜央觉得如果每年都杀
牛祭祖，势必影响农业
生产，于是请求祭师祷
告祖灵，以后十二生肖
轮回再杀牛祭祖。从此，
就有了 13 年过一次鼓
藏节的习俗。
      脚高苗寨隶属于
凯里市三棵树镇，是此
次过鼓藏节的苗族村寨
之一，全寨百姓对 13
年一次的鼓藏节非常重
视，许多在外地工作的
村民早早就赶回了家，
提前做好相关筹备工
作，节日期间，除开门
迎客、祭祀先祖、跳芦

笙等传统的民俗活动以
外，还安排了各种现代

打篮球、唱歌、拔河等
体育竞赛活动。

　 中新网 ( 记者 李新
锁 胡健 )
   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
物馆 20 日开馆。这是全
国首座建设于壁画墓葬
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
　　当天，山西省委常
委、太原市委书记韦韬，
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陆进出席开馆仪
式并共同揭牌。太原市
委副书记、市长张新伟
主持。
   北齐壁画博物馆集纳
了山西各地出土的北齐
壁画精品，包括田园娄
睿墓壁画、忻州九原岗
北朝壁画、朔州水泉梁
北齐壁画等。该馆依托
“2002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之一的北齐
徐显秀墓原址保护及展
示，结合了山西地区出
土北齐壁画和其它文物
的保护。
　　展厅内，忻州九原
岗北朝壁画墓中的《门
楼图》描绘了三开间庑
殿顶楼宇建筑，是目前
发现的最完整的北朝建
筑图像。《门楼图》以
直观的视觉形象展示了
北朝木构建筑的形制结
构和材料构件；出土自
太原娄睿墓的《鞍马导
引图》《鞍马游骑图》中，
有导骑戴黑色长裙帽，
穿黑色长靴，其胯下所
骑马匹因受惊竟拉出粪
便。
　　展厅核心位置，徐
显秀墓壁画被原址地下
保护。当游客走近时，
地灯亮起，幽深墓道两
壁，原版壁画依稀可辨；
墓道背后，封土堆和盗
墓者留下的盗洞等信息
均被完整保留；墓室展
区四周，徐显秀墓出土
的墓志、武士俑、各式
瓷器等陪葬品依次陈列。
　　展厅一侧的墙壁上，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
从山西北齐时期壁画选
取的《宴饮图》《狩猎图》
《市井图》人物得以重生。
身着汉民族服装的夫妇
端坐在帷帐下的榻上，
两人中间摆满了各式菜
肴，蒸汽袅袅升起，侍女、
乐人或捧来各色食物，
或给夫妇奏乐助兴。
　　北齐壁画博物馆讲
解员王娜介绍，馆内壁
画、藏品展现了北齐时
期胡汉杂糅交融、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风貌。“借
助元宇宙、VR、高流明
激光投影等数字技术，
我们给游客提供了多种
沉浸式体验场景，营造
了‘人在画中游’的奇

妙体验。”
  　“鉴定显示，徐显
秀墓出土的一枚戒指氧
化明显，推断应该是徐
显秀生前经常佩戴。戒
指上的人物形象是古希
腊神话人物赫拉克勒
斯，且其纹饰也是西方
风格。”王娜说，彼时，
太原及周边地区胡汉杂
糅，大批西域人士在此
经商、交流。
　　对此，太原市文物
局局长刘玉伟介绍，“馆
藏壁画讲述着多民族多
元文化融合故事，展现
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
形成过程，是研究草原
历史文化不可替代的瑰
宝，也是东西方文明交
流互鉴的典范”。
　　1400 多年前，太原
是北齐王朝的陪都。北
齐时期，胡风与汉俗杂
糅，强悍与奢华并存。
　　作为一座拥有 2500
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太原近年来
将博物馆作为文物保护
利用的突破口，持续在
文旅融合发展、科技赋
能创新、文物生态治理
和红色基因传承上发力，
建设“博物馆之城”。
目前，太原有各级各类
博物馆 99 座，每 5.4 万
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在开馆仪式上，太
原市副市长李永强表示，
徐显秀墓壁画不仅是当
时最高绘画水平的代表
作品，还生动再现了北
齐时期独特的社会风貌
和生活场景，实证了古
晋阳“东魏霸府，北齐
别都”的历史地位，是“锦
绣太原城”的历史见证
和重要支撑。
　　未来，太原将深入
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加快推进晋阳古城考古
博物馆和晋阳古城国家
遗址公园建设，全面提
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启动建设至今，北齐
壁画博物馆的动态信息
始终牵引着文物爱好者
的目光。开馆当天，尽
管太原气温很低，但仍
有大批游客排队等候参
观。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
究院北齐壁画博物馆馆
长王江表示，馆方将在
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做
好文化展示、弘扬，“出
于壁画保护和遗址平台
承重等安全考虑，馆方
对游客实行预约限流措
施”。

 “我生于扶风，长于
扶风。对一个写作者而
言，故乡就是“根”，
为了我魂牵梦萦的故
乡，我从青铜器开始，
写下故乡的人和事，这
是我的赤子之心，”12
月 20日，回顾创作《周
秦坡》过往时光的张永
涛感慨到。
     日前，张永涛长
篇小说《周秦坡》由北
方联合出版传媒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春
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
行。此次出版的《周秦
坡》是张永涛创作的第
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
以世代居住在美阳县周
秦坡的周、秦二姓人家
的三个孩子不同命运走
向为主线，讲述了他们

发现青铜器、保护青铜
器，最终将窖藏的 100
多件青铜器上交国家的
故事。
    张永涛，出生于
1976 年 10 月，扶风人，
现供职于宝鸡公路系
统。系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
员、陕西省交通作家协
会理事、宝鸡市作家协
会理事、宝鸡市职工作
协理事。二十余年来，
先后在《陕西日报》《华
商报》《中国公路文化》
《中国公路》《宝鸡日
报》《秦岭文学》《延
河》等报刊杂志发表文
学作品两百余篇。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
员、宝鸡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郁枫评价
到：“张永涛先生的长
篇小说《周秦坡》，以
优美的文字，描写自己
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的鲜
为人知的人和事。它是

作者对自己的故乡历史
的致敬，是对生活在那
片土地上的人们精神的
敬仰，也是他对故乡的
热爱和代言。”
    ( 路漫）

“保护与传承——中国
石窟寺书画艺术展”20
日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博物馆开展。　云冈研
究院供图

上图为贵州凯里市三棵树镇脚高苗寨的苗族同胞
身着盛装齐聚芦笙场，踩鼓、跳芦笙舞，欢度
2023 年苗族鼓藏节。

宝鸡市美协主席郑玉林先生为《周秦坡》题字

　 中新网 (杨佩佩 胡
健 )
   “保护与传承——
中国石窟寺书画艺术
展”20 日在山西大同
云冈石窟博物馆开展。
展出中国各地文化文物
工作者创作的书法、国
画、油画、雕塑等百余
件作品。
　　此次展览是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
文化遗产价值、让文
物活起来的一次有益尝
试。同时，展现文化文
物工作者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的丰硕成
果，从艺术角度阐释理
解石窟艺术文化，推动
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支
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

作。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
侃介绍，中国石窟寺分
布广泛、规模宏大、体
系完整，集建筑、雕塑、
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
体。本次展览名家荟萃、
佳作云集，深入挖掘与
阐释石窟寺的多元价值
和丰富内涵，以艺术力
量、多元方式促进文物
活起来。
　　中国石窟寺最早始
于 3 世纪，5 世纪至 8
世纪盛行，最晚至 16
世纪。云冈石窟是北魏
统一北中国后，集中全
国的人力、物力、财力
所兴造的一处大型石窟
群。其是中国石窟艺术
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时

期产生的经典巨作，也
是世界石窟艺术第二个
繁荣期的杰出例证。
　　中华文物交流协会
负责人胡冰在致辞中表
示，中国石窟寺是中国
古代佛教艺术的瑰宝，
代表中华文明的卓越成
就。在中国石窟寺的传
承发展中，云冈石窟具
有重要地位，云冈石窟
之美不仅在于壮丽瑰奇
的造型和绚丽多彩的壁
画，更在于其独特的艺
术创作和多元的文化内
涵。
　　“希望通过本次展
览，进一步传承和保护
好文化遗产。”胡冰说，
同时让更多的民众了解
和欣赏到中国石窟寺的

独特魅力，以及给民众
生活带来的潜在影响。
　　此次展览由中华文
物交流协会、山西省文
物局主办，云冈研究
院承办，将持续展出至
2024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