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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地区目前发现的辽、金、元
壁画墓有数十座，但与辽、金墓葬壁
画主要表现出行、宴饮、备膳等生活
场景不同，元墓壁画以山水人物画为
主，体现人与大自然的相融相谐。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大
同地区发现的元墓并不像辽金墓那
样丰富，仅有原大齿厂区 2 座、宋庄 3
座、东郊 1 座，共 6 座，其中壁画墓 3
座，分别是原大齿厂区的2座墓和位于
大同西北郊的冯道真墓。与辽、金壁画
墓不同的是，这些墓葬壁画内容不再以
宴饮、出行等为主，而是以山水人物内
容为主，原大齿厂区元墓、冯道真墓都
绘有大型山水人物图，尽管这些墓葬中
仍有一些“备茶”“备酒”等宴饮内容，但
只不过是辽金时期宴饮习俗的延续，并
非元墓壁画的主流内容。

大 同 曾 是“ 三 代 京 华 ，两 朝 重
镇”。公元 398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珪
迁都平城，开启了大同历史上辉煌的
国际大都会时代。公元 1044 年，为加
强对西南边陲的防御与镇守，辽兴宗
升云州为西京，府治大同，大同自此
成为辽朝五京之一。金灭辽后，仍置
西京，大同延续辽时的繁荣。因此，
大同地区的辽、金墓葬可观，不乏一
些身份地位较高的墓主。到元代初
期，仍设西京道大同府，但这时期的
大同府俨然失去了北魏皇城、辽金陪
都的辉煌，所谓的西京道辖区不过是
暂时延续金朝行政建制而已。因此
这一时期的墓葬并不像北魏和辽金
时期丰富，经过考古发掘的仅有 6 座，
出土器物以瓷器、陶器居多。

大同元代壁画墓中的山水人物
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单幅的
山水画，通过细腻的笔墨描绘，体现
出山林的静谧与禅意，这种类型的山
水画往往画面较大，甚至占据一方的
整个壁面。比如冯道真墓北壁的“疏

林 晚 照 ”图 ，画 中 崇 山 峻 岭 ，林 木 葱
翠，村舍隐现，烟波浩渺，舟楫扬帆，
纤 夫 拉 船 ，整 体 极 为 生 动 ，笔 法 自
然。二是人物与山水景物结合，以人
物为中心，将山川、河流、树木描绘其
中，呈现出一种超凡脱俗、意境悠扬
的画面，突出逝者憧憬山林的情形。

冯道真墓位于大同城西北宋家
庄，为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方形，
墓顶为四角攒尖的圆锥形。墓室四
壁 绘 有 山 水 人 物 壁 画 ，东 壁 南 端 为

“道童图”，画面中道童头梳双髻，面
带 喜 色 ，身 穿 大 斜 领 宽 袖 土 黄 色 道
袍 ，右 手 托 碗 ，左 手 捧 物 放 置 于 胸
前。道童的背后绘有毛竹、八仙桌以
及山石和牡丹花等，整幅画面以人物
为 中 心 ，展 现 出 一 幅 悠 闲 自 得 的 景
象。东壁北端绘有“观鱼图”，画面中
景色隽丽，河水清澈见底，鱼儿悠闲
地嬉戏。在河床的树荫下，一位老者
盘膝坐于岩石上，似乎在凝视着嬉戏
的鱼儿。在老者的身后，站立着一位
手持琴的侍从，这给寂静的画面又赋
予 了 深 意 。 北 壁 正 中 绘 巨 幅“ 山 水

图”，画中崇山峻岭、群峰叠翠，山腰
间云雾缭绕，山脚下河水流淌，有三
人驾着一艘帆船泛舟河上。冯道真
墓志记载画中的场景为“西京大同县
玉龙洞七峰山人”，表现了墓主人修
身 修 性 的 场 景 。 西 壁 北 端 绘“ 论 道
图”，画面中一茂盛的翠柏下，坐着一
位头梳发髻，身穿斜领宽袖道袍的老
者，老者身后立一影屏，左下方的石
墩上坐着另一老者，双手抚膝与正中
老者交谈道义，画面左上方绘有三只
翱翔于天空的大雁，这些都与北壁正
中的水墨山水画的主题相符。

此外，在原大齿厂区的托儿所院
内与铸造分厂院内分别发掘了一座
元墓，其中以壁画墓为最，该墓为砖
砌 单 室 墓 ，墓 室 平 面 为 方 形 ，穹 窿
顶。该墓在发掘前遭到严重破坏，墓
顶坍塌，随葬器物或遗失或损坏，只
残留有几件瓷器、陶器和铜镜。墓室
东西北壁上，绘有 4幅大型山水画和 2
幅宴饮画。西壁右侧绘“侍酒图”，画
中一棵杨树下摆放着一张长方形桌
子，桌子上置盘、盏、玉壶春瓶等，桌

子周围站立着三位身着襦裙的侍女，
侍女左侧绘太湖石和一只正要飞翔
的鹤以及短尾雀等。西壁左侧绘“行
舟图”，画中山峰层叠起伏，山峰间有
一波浪起伏的大河，河中央浮荡着一
条小船，船上坐着一老者和一划船的
少年，此外还绘有山石、苍松、荆棘以
及飞行的大雁等，画面清新自然、风
景如画。北壁左侧绘“山居图”，画中
高山层叠，河流湍急而下，空中大雁
飞翔，山间的绝壁上绘一平台，平台
上绘参天苍柏、侍童、茅屋等，茅屋前
站立着一拄杖老翁。画面中皓月当
空、行云流水、景色迷人。右侧绘“赏
花图”，画中一汪池水中荷花吐艳，池
旁绘主仆二人，主人手摇长柄鹅毛扇，
在池边作赏花状，近处茅屋山石，远处
山峰湍流，画面极为精美。东壁北端
绘“行旅图”，画中主人骑驴急行，童子
执树枝追赶，远处高山绵延起伏，两行
大雁空中翱翔，画境有静有动，景色宜
人。东壁南端绘“侍茶图”，画面中一
棵梧桐树下，放着置有盘、碗、盒、执壶
等餐具的桌子，桌子旁绘三位侍女，或
双手捧盘，或双手执扇。

与冯道真墓的山水壁画不同的
是，原大齿厂区 1 号元墓中的壁画有
两个主题：宴饮、隐逸。这表现了墓
主 人 意 欲 追 求 现 世 安 稳 生 活 的 情
感。墓葬中的山水人物图像，不仅起
到装饰墓室的作用，亦体现了墓主人
生前生活场景及思想情感。

9 月 11 日，由大同市作家协会、
大同市博物馆主办，北魏明堂遗址博
物馆、市传统文化促进会、平城区文
联、大同书城协办的“文字与文学同
源——大同市作家协会首届书法展暨

北魏文化系列活动”在明堂遗址博物
馆开幕。

展出的 50 余幅书法作品全部出
自省市作协会员及县区作协会员之
手，书写者中不仅有年逾七旬的老

者，也有热爱北魏文
化的中学生。展出的
书 法 作 品 ， 形 式 多
样 ， 内 容 丰 富 ， 魏
碑、草书、隶书、篆
书、楷书、行书，书
体齐全，既有作家自
创诗词，又有古文古
诗，还有名篇佳句。
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
墨歌时代乐章，书北

魏文化，咏大同芳华。开展
当日，不少市民来到现场，
认真品读着每一幅作品。市
作协主席任勇手书的 《千字
文》 长卷内涵独到，韵味别
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品 读 大 同 作 家 书 法 作
品 ， 怀 着 对 文 字 的 敬 畏 之
心，理解文字之美。从字体
结构，到书法艺术；从音律
格律，到朗读吟诵；从单字
含义，到组词成语；从市井
俚语，到时代篇章；从语录
散文，到诗词歌赋，这些作

品意韵无穷，美在风骨。在北魏明堂
遗址博物馆，遇见作家书法，享受到
的是传统文化之美，北魏历史之韵。

作家写一篇故事，可能就是一盘
小炒，色香味俱全；写一篇散文，可
能就是一份料理，搭配出各种精致；
写一部长篇小说，那就是满汉全席。
每次看到好的句子和文章，我们总要
忍不住多次品读，反复咂摸，静心去
体会。每一次总能获得不同的感受，
心中的那份空灵瞬间升腾。真可谓，
这世间唯文字之美不可辜负。正如市
作家协会主席任勇所言：“为了把文
学之花开遍四野，流芳后代，文学家
除去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用文字表
达出来，还必须用优美、规范而大气

的书法呈现出来。”他还说：“文学界
不会否认书法艺术的独立发展，而且
长期以来，文学人一直以文学对文字
的依赖，以书写者的身份，在写字，
苦苦地写字，笔耕不辍，从不停歇。
文学人之书法，既有人民大众和文人
墨客之审美为 底 蕴 ， 亦 有 文 学 耕 作
之需求为动力，文学人之书法，以
文字为本，以文学为源。”在北魏明
堂遗址博物馆，欣赏大同作家书法
作品，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文字与
文 学 同 源 ” 之 美 。 这 是 一 种 力 量 ，
这种力量让我们爱上文字，爱上文
学 ， 爱 上 阅 读 ， 爱 上 大同，进而爱
上北魏文化。

讲好北魏故事，是大同作家向这
座城市的一种致敬。“北魏历史文化
名人传记丛书”记述了在北魏时期有
巨 大 影 响 力 的 11 位 历 史 人 物 的 故
事，大同作家怀着对大同的一份敬畏
之心为他们立传，为北魏代言。这套
丛书如今又成为读者了解北魏故事的
文化标记。在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

“ 约 会 ” 北 魏 11 位 历 史 人 物 ，“ 约
会”11 位大同作家，共享北魏传记文
学之美。

此次展览将于 9 月 19 日结束，其
间还将开展“游北魏明堂遗址博物
馆、品北魏文化”读者沙龙、中秋诗
会等系列活动。

以文学之源 书写大同作家书法之美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大同地区元代墓葬中的山水人物画
大同市博物馆 王利霞

目光 所 及 ， 方 寸 之 间 ； 心 之 所
向，无限宽广。大同巧工坊“当家
人”盛向东，与其说他是一位“匠
人”，不如说他是一个“魔术师”，
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我们眼里
平凡无奇的东西，在他眼里尽是美
好和价值。

打 开 话 匣 子 ， 盛 向 东 问 了 记 者
第 一 个 问 题 ，“ 你 相 信 地 上 随 意 捡

起 的 一 颗 石 子 能
卖到 10 元吗？”记
者 表 示 疑 惑 和 诧
异 ， 当 他 向 记 者
展 示 出 他 用 石 子
做 成 的 微 缩 仿 真
古 村 院 时 ， 记 者
的 第 一 感 受 就 是

“ 太 逼 真 了 ！” 仿

佛看到了此前去过的花塔村，那用
形状各异的碎石头围成的院墙，泥
草做成的房顶，院子里还晒着玉米
棒子，放着石磨台子，眼前的“小
世界”让人身临其境，感慨其艺术
的精湛，这是对美极致的追求。

盛 向 东 作 为 “ 大 同 砖 雕 传 承
人 ” 被 大 家 所 熟 知 ， 人 们 身 处 的

“大世界”里，有“大同古城”“华
严 寺 ”“ 明 堂 ”“ 觉 山 寺 ”“ 四 牌
楼 ”“ 雁 塔 ”“ 太 平 楼 ”“ 钟 楼 ”
等 ， 在 盛 向 东 制 作 的 “ 小 世 界 ”
里，这些文化遗址都有。大同的地
上文物是静止的，盛向东用其精湛
的技术和对历史文化深厚的理解打
造出可以行走全世界的等比例微缩
古 建 工 艺 品 ， 好 一 个 活 灵 活 现 的

“ 精 致 大 同 古 城 ” 啊 ！ 让 人 们 不 来

大同也能领略古都大同的魅力。
在 近 期 的 大 同 精 品 房 博 会 、

大 同 市 美 术 馆 展 览 区 ， 巧 工 坊 的
古 建 微 缩 模 型 ， 总 会 引 来 人 们 驻
足 、 凝 视 、 反 复 推 敲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古 建 筑 往 往 像 巨 人 一 样 俯
视 着 人 们 ， 人 们 从 来 没 有 机 会 近
距 离 观 察 建 筑 物 顶 端 的 斗 拱 、 飞
檐 ， 以 及 木 质 门 窗 上 的 榫 卯 结
构 。 在 盛 向 东 的 作 品 中 ， 不 仅 能
看 到 这 些 古 建 的 全 景 ， 更 能 看 到
这 些 古 建 的 细 节 ， 知 其然，知其所
以然，文化情怀推动着大同非遗的发
展和传承。

在盛向东的“小世界”里藏着一个
包罗万象的“大世界”，传承、发扬、挖
掘、创新是他的追求，一双巧手、一双
慧眼、一腔热血创造一个奇妙世界。

“小世界”里装着“大世界”
本报记者 赵小霞

本报讯 （记者 李炯） 近 日 ， 云
冈区新文街道结合自身实际，以理论
学习和专项服务相结合的模式，为辖
区青年党员和离退休老党员发放党史
学习教育学习资料，确保他们把党史
学习教育融入日常、学在经常。

活动中，新文街道下属社区各 级
党 组 织 依 托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等 载
体 ， 利 用 理 论 中 心 组 专 题 研 讨 交
流 、“ 三 会 一 课 ”、 支 部 主 题 党 日 等
方式组织辖区青年党员和离退休老党

员做好线下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同
时 还 通 过 “ 学 习 强 国 ”、“ 三 晋 先 锋 ”
APP 等载体，组织大家积极参与在线
学习，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新 文 街 道 坚 持 把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同 解 决 人 民 群 众 实 际 问 题 结 合 起
来 ， 持 续 开 展 “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
实 践 活 动 ， 街 道 班 子成员通过深入社
区了解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人心，提升辖区居民的幸
福感。

本报讯 （记者 冯桢 永宏） 在
2021全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
动中，我市烙画艺人王祥的葫芦烙画作
品 《大同“三宝”》《穿越千年 游云冈
石窟》 荣获“华夏古文明，山西好手
艺”山西传统工艺主题展金奖。

葫 芦 烙 画 作 品 《大 同 “ 三 宝 ”》
总高 80 厘米，直径 42 厘米，一个葫芦
上 烙 制 “ 大 同 城 ”“ 大 同 佛 ”“ 大 同
煤”三个图像。该作品是王祥和他的

烙 画 艺 术 工 作 室 成 员 王 俊 、 黄 志 坚 、
王彦集体创作而成。16 米大型长卷木
板 烙 画 作 品 《穿 越 千 年 游 云 冈 石
窟》 是 王 祥 和 团 队 成 员 继 承 烙 画 传
统 ， 勇 于 大 胆 创 新 ， 以 云 冈 石 窟 为
题 材 创 作 的 作 品 。 王 祥 说 ， 此 次 参
加 山 西 省 传 统 工 艺 展 双 获 金 奖 的 这
两 件 作 品 ， 集 中 展 示 了大同元素，体
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大同手艺人的
好手艺。

我市烙画艺人王祥两件烙画作品双获全省金奖

云冈区新文街道党史学习教育亮点多

原大齿厂区赏花图原大齿厂区赏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