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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25日，由云冈石窟研究
院院长张焯与著名策展人王纯杰共同策
划，雅昌文化集团、云冈石窟研究院、宝
龙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大美之颂·云冈石
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览在上海宝龙
美术馆盛大开幕。

山西省、大同市相关领导，国乐艺术

家、当代五弦琵琶演奏代表方锦龙，山西
上海商会、新晋商艺术会会长杨纪文，雅
昌艺术教育单元总经理肖伟文、宝龙美
术馆副馆长吕美仪等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主持人介绍了“云冈守护
人”概念并宣布上海站“云冈守护人”名
单，山西上海商会、新晋商艺术会会长杨
纪文，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演奏代
表方锦龙获此殊荣。随后，主持人介绍
了首届云冈石窟文创设计大赛相关信
息。

此次展览展出了 80 余件云冈臻品
文物和利用 3D打印技术 1:1还原的全球
最大单体石窟——云冈石窟第 12窟音乐
窟。展览首次引入当代艺术作品的板块，
隆重推出 10位中国优秀当代艺术家的作
品，构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对话。

张焯表示，“这次展览吸收了当代艺
术家的作品进来，是一种历史传承与发
展的新模式。云冈石窟在当时的人看
来，就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如今我们把
它与今天的艺术品放在一起，虽然表面
上是传统与现代，实际上是不同时代对
先进观念的不同展示，这样可以丰富我
们的眼界和认知。”王纯杰表示，“云冈是
中西文化交融、对话后的成果。这种对
话非常重要。不同艺术形态放在一起

后，将产生新的创新，给予人们新的启发。”
本次展览，由雅昌文化集团、云冈石

窟研究院、上海宝龙美术馆主办，京东方
协办。

展期将持续到 2021 年 3 月 28 日。
展览精心设计了 4大单元板块，给观众带
来极致化视觉体验：丝路寻佛记（文献）、
匠心造丹青（文物）、石语破天惊（3D 打
印与数字互动）、化象之境（当代艺术）。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第
一次由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雕凿成皇家
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吸收和借鉴了印
度、中西亚文化，汲取希腊、罗马艺术元
素，是不同文明交流融汇的结晶。

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
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
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但真正学术意
义上的研究，则是百年之事。最初半个
世纪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大村
西崖、塚本靖、关野贞、常盘大定、小野玄
妙等，主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和
艺术源流；中国学者则重在解析云冈历
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

本次展览整理了一系列重要的出版
物和老照片，记录了近百年来云冈石窟
的考古研究文献及成果，从 1906 年伊东
忠太的《山西云冈的石窟寺》到 2019年张
焯主编的《云冈石窟全集》，可以感受到
云冈石窟在中国建筑史和雕塑艺术史研
究中所发挥的作用。

云冈石窟背依武州山，面对武州川，
林渊锦镜，清幽精美。主要洞窟 45个，大
小造像 59000 余尊。云冈石窟的开凿从
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起，一直延续至
孝明帝正光五年（524 年）止，前后 60 余
年。云冈石窟把一个王朝无尽的思想、
无尽的语言和一个民族永远的灵魂雕进
了一壁岩石，雕成了与人间相对应的丰
富生动的世界。

本次展览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进

行展示，分为石雕造像、陶塑、金铜造像、
碑刻、建筑构件、器具、墓葬文物等七类，
共计 120 件，并配以图文讲解。这些文
物，构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北魏历史文
化、生活艺术等方面内容，让观众认识了
解云冈石窟的独特文化魅力，呈现云冈
石窟研究院学术研究成果。

跟随脚步往前，进入一条石窟文化
长廊，这里包含北朝经典墓葬壁画、数字
动画放映厅等多元化石窟文化展示板
块，更设有大型文物修复模拟空间，观众
不仅可以全方位了解石窟文化，还能近
距离探秘文物修复现场。

一眼千年，光阴似箭，守护的故事里
已过沧海桑田。对历史文物而言，再多
溢美之词都显得苍白。文物并不是冷冰
冰的摆件，它们有传奇的前世今生，它们
是生活在民族血液中的基因密码，记录
着我们的过去，也昭示着我们的未来。
每一个人都是文物的守护者，每一件文
物都是活着的传承。

云冈石窟第 12窟为廊柱式殿堂窟，
俗称“音乐窟”，属于北魏时期开凿的云
冈中期工程，以其恢宏壮丽的伎乐雕刻、
华美浪漫的艺术氛围著称于世。洞窟平
面呈长方形，分前后室，前室北壁上方的
天宫乐伎天手持各民族乐器，宛若一支

“交响乐团”，集中反映出北魏宫廷乐队
的时代风貌，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
珍贵资料。

窟内现存乐器共有 14种 49件，大致
可分为三类：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
乐器。在千年的岁月里，鼓乐齐鸣、琴瑟
相和的北魏梵声，彩带飘飞、舞姿曼妙的
歌舞飞天，一直在塞外古都大同的星空低
旋回响，无不体现着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
以及北魏社会乐舞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中
国音乐史上弥足珍贵的绝版遗存。

在展览现场，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
研究院与云冈石窟研究院联合完成的国

内首个 1:1可拆卸 3D 打印数字化石窟惊
艳亮相。复原石窟高 8.5 米、宽 12.2 米、
入深 14.5米，由于体积庞大，且颜色特别
丰富，导致扫描、测绘和搭建的难度极高。

历时 6 年，拍摄 55680 张照片，色彩
还原度达到 95％以上，只为了能让观众
身临其境地感受云冈第 12 窟音乐窟的
独特魅力。

展览现场设有 VR 数字互动装置，
用科技手段增加传统文化的趣味性，给
观众带来极致化视觉体验。除此之外，
展览还邀请了新媒体艺术家冯楚宸创作
新媒体艺术作品——《观乐》。艺术家利
用多媒体互动装置将沉睡千
年的云冈石窟十四乐伎唤
醒，他们身着幻彩络腋灵光
再现，手持古乐器争相演奏。

在这个声乐世界里，过
去、现在与未来共存，现实、
神话和信仰同在，远古艺术
与现代科技在同一时空下
对话，所有边界被模糊、被跨
越。观众可以看到更多难得
一见的细节，与古代音乐人
互动，共同奉献一场跨时空
跨地域的时尚视听盛宴。

王纯杰为展览引入当
作艺术作品，通过绘画、影
像、装置、雕塑、行为、摄影、
声音等多元方式展开这一
场跨时代的艺术对话，探讨
传统艺术中“意象”及“意
境”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如

何启迪创意和激发新的可能性。
当代艺术板块共展出 10 位艺术家

的 20 余件当代艺术作品。他们从佛学
文化中得到启迪，并通过装置雕塑、录
像行为、绘画书法等多样性的艺术语言
来呈现他们的感悟和体验。他们的创
作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和艺术风格。
他们的作品整体联结在一起，推衍而逐
层呈现出自然与人的合一之境、时间维
度转换的过程之境、有意与无意间的心
身贯通之境。以空间、时间、意识三层
维度的迭加，交织成当代艺术语言的化
象之境。

本报记者 梁有福 见习记者 赵小霞

“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
展览盛放上海宝龙美术馆

本报讯（记者 梁有福） 2020年 12 月
26 日上午，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应
邀在上海宝龙美术馆 4 楼作了一场题为

“云冈石窟——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的
专题讲座。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张
焯围绕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艺术特

色和对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的重大贡献，作
了详细深入的解读。上海宝龙美术馆有
关领导和 100多位上海市民到场聆听。

张焯从佛教东传开始娓娓道来。他
首先讲述了从佛陀涅槃五百年后，印度佛
教开始在异国它壤茁壮成长。随后，他从

佛教东传的波浪式轨迹、云冈石窟开凿
的 历 史 因 缘 、东 方 佛 教 艺 术 的 旷 世 绝
唱、平城时代对中国佛教的重要贡献这
四大方面清晰地阐述了云冈石窟作为
东方佛教第一圣地的缘由。张焯还分
时期分洞窟地为师生们详细介绍了云

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宏伟精妙，分析了石
窟造像的艺术流派，展现了西来像法逐
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

此次讲座让上海市民更加深入地了解
了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感受到了中国佛
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经典杰作的魅力。

张焯应邀在上海宝龙美术馆作专题讲座

云冈石窟那么美那么震撼，即使每
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友人来参观，可是这
都还不够，人们行走的步伐跟不上风沙
抚摸的速度，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
说：“云冈人有一个梦想，让石窟可以行
走世界，让世人感受它的壮观，感知它的
温度，了解它的故事。”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不妨来宝
龙美术馆小憩一下，比起逛车水马龙、
摩肩接踵的小镇和商业街，在美术馆里
足不出“沪”感受壮美的云冈石窟，是更
值得打卡的事情，走进宝龙美术馆，穹
顶盘踞一条银光闪闪的巨龙，像是踏入
了仙境一般。

喜欢看佛像吗？那欢迎你来到这
里。有人喜欢称云冈石窟 12 窟为音乐
窟，但我更喜欢称它为起舞的信仰。当
你进入美术馆 6号厅，你的眼神就很难不
停在 1:1 复制的洞窟上，嘴角上扬，眼里
放光，感慨这奇迹般的作品。

云冈石窟 12 窟带着行走世界的梦

想起航，它在原有 3 窟、8
窟打印洞窟的基础上实
现可拆装可运输可移动，
积 木 式 地 搭 建 重 复 使
用。云冈石窟不同于敦
煌 壁 画 ，它 是 大 体 量 洞
窟、高浮雕佛像，历时 6 年
利用 3D 打印技术实现完
全复制，水平堪称世界第
一，云冈在文物保护方面
走在世界前列。
在音乐窟前，把时光拨转

到 1600 年前，钟声带你穿越回古老的北
魏王朝，一曲一舞带你领略鲜卑族统一
北方的豪情和信念，云冈石窟浩荡的佛
窟就是历史的见证。

在展厅内，最大的亮点当属音乐窟，
但同时展览现场设有 VR 数字互动装
置、新媒体艺术家冯楚宸创作的新媒体
艺术作品——《观乐》、120件文物。做文
创设计的邵先生告诉记者，他认为《观
乐》这幅作品让他眼前一亮，利用数字媒
体呈现古老文化艺术更符合现代年轻人
的趣味，唤醒沉睡千年的云冈石窟十四
乐伎，身着幻彩络腋灵光再现，手持古乐
器争相斗艳，置身其中流连忘返，这样的
创新影响深远，是让大家认识云冈的好
契机，同时还提出一些小想法，希望云冈
也可以与其他品牌做联名，让艺术走进
生活，比如做云冈系列奶茶；学习艺术市
场管理的孙女士是位留洋学生，观赏海
内外许多展览，对云冈这次的大展表示
赞赏，在她固有的印象里，展览方面西方

强，没想到国内也有这么好的展览，云冈
音乐窟很震撼，VR 眼镜这种沉浸式的体
验，让人们有了立体赏佛的实感，感觉可
以触摸佛像每一寸肌肤，叹为观止，唯一
不足是缺少详细讲解，真的是迫不及待
想知道云冈的前世今生。

当这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讲解越
来越细致时，是的，我被这讲解吸引了，
一位先生在给前来看展的人们做公益讲
解，他讲道佛像身边的石狮子是来源于
希腊的狮子座，佛像散发的光芒是西方
文化中强调光的启发作用。这位詹先生
说：“上海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国际范儿
的城市，上海有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在疫
情之前旅行首选欧洲国家，这次让大家
知道上海有云冈石窟这样一个展览是
非常好的，对上海的年轻人来说，非常好
非常有意义。”詹先生说自己是敦煌文化
守望者、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钟爱佛学美
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
并喜欢传统文化，也提
出一个小建议，希望云
冈也可以发起云冈文
化守望者计划，让更多
爱好者参与进来，自主
自发地广泛传播云冈
千百年来的精华。

如果说云冈千百
年的记忆让人深刻，那
么 10 位当代艺术家通
过绘画、影像、装置、雕
塑等多元方式呈现的
20 余件作品，通过空

间、时间、意识三层维度叠加交织成当代
艺术语言的化境之意象，让现代人更深
刻体会到书画同源，不管古代匠人还是
现代艺术家在作品的打磨上都超越时
空，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作品是邵译农
的《木本心 No.1》，把一棵树的主干分成
六段，日复一日将这些树干一层一层地
打磨、粉刷、上漆，为树干增加“色彩年
轮”，以每半个月增加一张纸的厚度，一
干十年，树木才增长出几厘米厚度的色
彩树轮。这样的作品十年才能做一件，
这样的创作与古代工匠凿石造像打磨上
色的过程如出一辙，虽时过境迁，但精神
理念依旧存在，这就是艺术的真谛。

云冈石窟作为文化融合的奇迹，艺术
价值和文物研究价值都不可估量，对中国
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期待你们带着
认真和激情走进宝龙美术馆，感受东方石
雕艺术的精魂，领略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
与对话。

我就站在你面前，看你有几分像从前
——“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览侧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见习记者 赵小霞

《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
与对话》是2020年整个艺术圈最后一个年
末大展，非常难能可贵。2020年 12月 25
日，展览在上海宝龙美术馆盛大开幕，开幕
前怎少得了精彩的开幕论坛，由宝龙美术
馆副馆长吕美仪主持，云冈石窟研究院院
长张焯、著名策展人王纯杰、著名艺术家郭
工、雅昌云冈项目负责人武林四位嘉宾参
与，向大家分享此次大展背后的故事。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首先发
言。他说：“云冈石窟能在宝龙美术馆办
展是非常荣幸的。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
遗产，是中国三大石窟里唯一的皇家工
程，是我们祖国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云
冈石窟堪称是中西文化交融产生的一个
奇迹。大佛西来，从西域走到平城，走向
云冈，我们希望云冈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云冈景区拥有着大佛的厚重历史，更
有现代人不懈努力的汗水滋润，我们‘云
冈人’大力开展废物利用，大家都称我为

‘垃圾收废站站长’。随着现代科技的发
展，我们有责任留住历史，留住记忆。大
同是中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有 100年的
工业历史，通过考察和摸索，希望把佛教
文化与煤矿遗留物结合起来，通过一种新
的艺术形式，把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人，这
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的追求。”

著名艺术家郭工老师 1992 年时曾
在云冈石窟有过半年的工作经历，同时
是云冈申遗总会场设计者，与云冈的缘
分颇深，此次展览贡献出自己最好的作
品，并阐述了他与佛教文化的渊源。郭
工老师说：“看得出目前在发扬和传播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大家结合 3D 打印技
术、VR 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等对古老建
筑做出很多努力和贡献。希望中国的艺
术品在道统构建方面继续努力，把文化
传承转化为思想脉络，把每一个阶段的
对话梳理清楚。”

王纯杰在 2015 年曾策展“敦煌莫高
窟与当代艺术的对话”，产生很好的反
响。王老师说：“第一次去云冈石窟感到
非常震撼，这是佛像雕刻艺术最高峰，感
受最深刻的是各种文化的交融，佛教文
化中国化的起点就来自云冈石窟，在交
流过程中产生自己的艺术风格，这是弥
足珍贵的。佛教艺术已经超越宗教，走
向美学精神，影响了我们当代的很多中
国艺术家，这是中国的文化产物。”论坛
上，王老师还介绍了此次参展的当代艺
术家作品，通过对展品的解说，让大家了
解到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在创作过程中
有异曲同工之妙，用艺术的方式修心、在
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感受空间的变化，文
化是需要对话、积累的，通过叠罗汉的方
式不断发展。

雅昌云冈项目负责人武林谈到从项
目的筹备、运输、布展到开幕，所有的心
路历程，感触最深的是在 9天的时间把云
冈石窟 12 窟完整复原，120 件文物展品
和 20 多件当代艺术品摆放妥当，这是大
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期待云冈石窟在上
海乃至全国、全世界发光发亮。

精彩的开幕论坛，让大家更加深刻
地了解到此次大展的意义。

梦想点亮历史

本报记者 赵喜洋

本报讯 （通讯员 曹 彦） 2020 年
12月 24日下午，应云冈石窟研究院邀请，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在该院
文保中心三楼会议室，作题为《古丝绸之
路与黄河两岸的粟特人》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张庆捷深入浅出，结合虞弘
墓、安伽墓等大量墓葬实物资料及文献
资料，展示了黄河流域汉唐入华粟特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入华粟特人的信仰、
入华粟特人的职业与生活、入华粟特人
的历史作用。最后得出以下结论：丝绸

之路的出现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张骞
“凿空”之功泽流万世；黄河两岸居住着
无数入华粟特人，他们进入中原王朝各
个阶层，生活多姿多彩；古代黄河流域是
民族融合之地，东西方的交流丰富了中
国文化、物质的内容；民族融合与文明互
动的结晶是，孕育了多民族大一统观念，
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健康成长。

讲座后进行了互动，张庆捷对专家学
者提出的学术问题给予了解答，精彩的讲
座赢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

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在云冈作专题讲座

——““大美之颂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览开幕论坛小记展览开幕论坛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