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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历
史上继春秋战国后第二次民族大融
合，这次融合不论是规模上还是数量
上，都是我国历史上仅见的。处于这
个时期中心点的北魏平城时期，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是达到了高潮。国
庆前夕，为了全面加强我市“三交”历
史文化挖掘整合，更系统地反映大同
区域在中华民族“三交”史上应有的特
殊位置与丰富性，市委统战部组织我
市高校教师、文物专家和文史学者，赴
甘肃省实地考察调研，探寻北魏平城
民族交融、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的

“河西因子”。
魏晋时期，天下方乱，惟河西独

安，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加之，“张氏
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
士”，从而形成了“渐具地域性质”的河
西文化。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
化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物质文
化的借用、吸纳和移植，也有制度及精
神层面的深度整合。河西文化处于中
华传统文化在河西走廊这一文化交流
的“咽喉”之地，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文
化以及印度的佛教文化、中亚西亚文
化后所产生的地域文化，是东西两个
方向文明汇聚的结果。

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破姑
臧（凉州治，在今甘肃武威），灭北凉
后，迁北凉各族吏民三万户于平城，对
以平城为中心的北魏文化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
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讲：“北魏取凉州，
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
文、宣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
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
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一、儒家文化
自汉末丧乱，官学日废，转而家

学。河西安定，中原避乱的世家学者，
于此传道授业解惑。加之，五凉统治
者不论是汉人还是氐、鲜卑、匈奴等少
数民族，大都敦崇儒学。

前凉程骏，为著业凉城的大儒刘
昞之徒，曾任北凉东宫侍讲，后拜北魏
著作郎；北凉江强，随祖先避难凉州，
后拜北魏中书博士；“博通经传”“经目
则诵”的阚骃，曾任北凉尚书，注释有

《易传》和《十三州志》，后入仕北魏，任

从事中郎，死于平城；号为“儒林先生”
的常爽，寓居凉州，后在平城立学馆，
授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
这些对平城儒风的兴盛产生了直接影
响的同时，对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政治
改革，在思想上起了引导作用，客观上
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为隋唐时期
形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
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永嘉之乱，中原动荡，世族文人纷
纷避祸河西，区区河右，学者云集，致
使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
高，客观上为本地接受外来文化提供
了智力支撑，同时也为向中原输送外
来文化提供了便利。

二、佛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南北两地民

族大迁徙所引发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持
续三个多世纪。民族和宗教是这个时
期的两项核心问题，少数民族政治家
们把奉佛作为入主中原的南面之术，
大力支持佛教，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
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北凉昙无谶在河西译《大般涅槃
经》，凉州城内有三百多人的译场，“凉
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
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
塔寺”，河西佛教一时极为兴盛。太延
五年（439），北魏灭北凉，大批高僧被
裹挟而来，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
等域外僧侣，以及来自我国新疆于阗、
龟兹、疏勒的僧侣汇聚平城，其中有西
秦国师玄高、罽宾国高僧师贤、凉州高
僧昙曜、凉州禅师慧崇和玄高弟子玄
畅等，他们带来佛像、佛经、佛教造像
艺术，参与平城的佛教规建、佛经翻
译，平城佛教势力大增，从而成为北中
国佛教的新中心。

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主要缔造者
是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沿着古丝
绸之路，疏勒人、龟兹人、高昌人、羌人
等率先在西北开凿了克孜尔、敦煌、天
梯山、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平城武
周山石窟的开凿是由拓跋鲜卑主导
的、以昙曜为代表的西域以及凉州高
僧主持的、包括凉州工匠在内的各族
工匠参与的一项国家工程。凉州僧团
是雕凿云冈石窟的主力，云冈石窟的
窟制、龛形、题材内容、造像服饰、装饰

与凉州石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凉州
石窟模式开启了云冈石窟造像的序
幕，加快了云冈石窟从印度风格向中
国化风格的转变。云冈石窟是在凉州
僧众、工匠主导下，博采众长，融合北
方诸民族之智慧而共同演绎的富丽堂
皇、场面盛大的艺术文化盛宴。

平城时期，中亚、西亚及西域音乐
东传，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很突出的一
项。其中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
国乐、悦般乐等，皆以凉州为中介，在
这一时期传入平城，为北魏宫廷音乐
所采纳，对北周、隋乃至唐代的音乐都
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考察云冈石
窟各期，都雕刻有大量供养人、伎乐
人。仅以第十二窟为例，有高鼻、深
目、卷发的异族人，也有地道的中原
人。其服饰多为袒上身、挂璎珞、下着
牛鼻裈、赤脚，这是一种佛化了的北方
民族服装，有天竺味，也有西凉味，更
多的是东北乡土味。再看伎乐人所使
用的乐器，有箫、瑟、琴、笙、埙等中原
古老的乐器，有琵琶、笳、觱篥、唢呐、
羌笛、羯鼔、螺、铙钹、碰铃等少数民族
乐器以及经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
乐器，他们共处一窟，在佛主面前，演
奏着一曲曲民族融合的交响乐。

三、丝路文化
河西走廊是一条地理上的走廊，

也是一条历史文化的廊道。自西汉张
骞凿空西域，河西走廊便成为连接东
西的一条政治军事之路，也是经济文
化之路，更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依托和载体。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位于河西
走廊的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兰州、
天水等地逐步发展成了国际性的都会
或重要城镇。史载丝绸之路“总凑敦
煌，是其咽喉之地”“武威当四冲地，车
辙马迹，辐凑交汇，日有千数”，天水

“繁富大出于陇右”。丝绸之路融合荟
萃东西方文化，在甘肃各地博物馆中
出土文物异常丰富多彩，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的无数璀璨瑰丽的历史文化艺
术珍品，呈现出古代文明的辉煌。

统一北方的北魏，国势益盛，威震
西域。出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考
量，太武帝方勤远略，求异俗而扬国
威，立“四夷来朝”“万国慕化”的清平

盛世，以积极的姿态与域外沟通。董
琬、高明等人西使，使一度沉寂的中西
间官方往来又频繁起来，报使往来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兴盛局面。

四世纪以来，中亚商胡在河西走
廓的敦煌、酒泉、姑臧等地驻足，形成
聚落，以为东进之根据。北魏通西域
后，随着自由商贸的快速发展，西域商
胡在中土、平城定居的人员也日益增
多。在这一时期的平城墓穴中，有表
现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壁画，其内容、技
法酷似龟兹石窟壁画和河西嘉峪关十
六国时期的墓画，众多中西文明交融
的画面，将一千五百多年前那个文化
多样性的社会，形象地展示于世人面
前。墓葬中还有诸如来自波斯的金银
器、鎏金铜器、银币，来自大秦的玻璃
器等，成为今天我们探讨丝绸之路与
北魏平城关系的重要物证。

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是
古代中国从动荡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
期转向统一强盛的隋唐大帝国的关键
阶段。处在如此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的
北魏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平城
时代的近百年里，民族迁徙融合，文化
交流认同，中西往来频繁，开放融合的
文化形态和兼具东西的社会生活，丰
富而生动。太延五年，东迁平城的凉
州世族文人，大多入仕北魏，修史书、
典经籍、订礼乐，将保留下的汉魏文脉
在代北平城重新播种、发展。与此同
时，平城经河西至西域的交通再度畅
通无阻，居留于河西的西域僧人和商
胡也东来平城。加之，南北交聘经年
不断，使得胡汉文化、南北文化、中西
文化于平城杂糅融合，形成了兼纳百
川的文化格局。

历经中华民族的历代经营，让河
西走廊逐步繁荣并发展，成为古代中
西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的 一 个 重 要 地 区 。
考 察 组 沿 河 西 走 廊 自 东 向 西 ，由 天
水 、临 夏 、兰 州 、武 威 、张 掖 、嘉 峪 关
至 敦 煌 ，行 程 一 千 多 公 里 ，期 间 古
城、石窟、长城、关隘、驿站以及博物
馆，让大家深深感受到河西走廊厚重
的历史美和人文美的同时，也对北魏
平城时代民族交融、文化交流、文明互
鉴中的“河西因子”有了更直观、更深
刻的识读。

探寻北魏平城民族交融、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中的“河西因子”

宋志强

9 月 28 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
雕 塑 学 会 和 大 同 市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大同市文物
局、山西大同大学、云冈研究院、大同
市雕塑博物馆承办的“曾竹韶雕塑艺
术奖学金”2023 年度入围作品展在市
雕塑博物馆开幕。

“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以我国
著名雕塑艺术家曾竹韶先生的名字命
名，是中国雕塑史上第一个面向全国
美 术 院 校 雕 塑 专 业 青 年 学 子 的 奖 学
金，是雕塑艺术的专业奖学金。“曾竹
韶雕塑艺术奖学金”面向当年毕业的
本、硕青年学子，服务雕塑教育，从学
术和艺术的高度褒奖、提携优秀学生，
培养、选拔可造之才，努力在我国雕塑
教育领域倡导促成一种刻苦学习、勤
奋钻研、努力创新、勇攀高峰的学术风
气，为中国雕塑事业培养和积蓄具有
扎实基本功和鲜活创新能力的坚实的
艺术后备力量。

“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自 2008
年 设 立 以 来 ，已 成 功 举 办 15 届 ，自
2011 年 移 师 大 同 已 走 过 12 个 年 头 。
每届展览都邀请国内雕塑界具有代表
性的艺术家，同时也吸引了全国最具

影响力的美术院校师生前来参与，为
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雕塑家创造了与
国内顶尖艺术家、专家学者面对面互
动交流的机会，成为促进中国雕塑事
业发展和增强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平
台。近年来，大同市委、市政府紧紧围
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抢抓建设

“博物馆之城”机遇，大力推进文化建
设，努力打造“雕塑之城”，为雕塑艺术
展示和国内国际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
台，雕塑日益成为大同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鲜明的特色和闪亮的名片。

本届“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入
围展所呈现的雕塑作品愈发成熟，同
时，参展作品在两个“传统”上精耕细
作，其一是回溯中华文明优秀雕塑传
统，实现创造性转化；其二是沿袭上世
纪初西方现代雕塑传统，实现本土化
转型，表现当下鲜明的时代性、创造性
与生命力。

漫步市雕塑博物馆西厅，我们不
难看出两个“传统”在当代青年雕塑家
作品中的印记。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
黄伟的《跳花坡》取自作者的苗族身
份。《跳花坡》原是祭祖礼仪，后演化成
相亲聚会。观众看到的是五个大人与

一个小孩的木雕作品，大人吹奏乐器，
围着一个害羞的女孩，而一旁的小孩
很生气地扭转头伫立在一旁。作品表
现了苗族地区跳花坡的千姿百态，通
过对山民形象的深入挖掘，呈现了苗
族人欢快的生命状态，借用山民的形
象去洞察苗族人的现实世界，传达出
浓厚的乡土气息。

西安美术学院覃斌《不舍昼夜》取
自论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
在生命的历程中会遇到很多人，他们
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会在某一段时光
中相遇，然后在某一次以为还会再见
的再见声中离开，就像两条线段相交
而后相离，渐行渐远。就如贾樟柯《山
河故人》中所讲，每一个人都只会也只
能陪伴我们走过一段路。作者以此作
品来纪念过去时光中遇到的一些人，
一些时光，一些记忆。

广州美术学院吴春乐的《城市化
妆师》以木雕的形式呈现了城市建造
者们的日常工作状态，他们用坚韧、刚
毅铸就“城市筋骨”，用风雨人生书写
城市华章，用勤劳和智慧谱绘美好城
市，同时也成为了“城市最美”。

背景墙上填满瓜子皮、充电器、麦

当劳包装，用过的牙膏、充电器、多肉
植物、可乐、薯片……所有日常生活中
的东西都是作者创作的灵感。从中央
美术学院傅旭航的《拾物》中，观众可
以看到作者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对身
边物品的表情与情绪。

每个毕业生都有过迷茫。中央美
术学院向昱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将自己
毕业前写下的那句话转换成一组抽象
的形体。金属网板直通上空，也预示
着对未来的憧憬。

今 年 全 新 设 立 的“ 金 课 讲 堂 ”与
“青年艺术家讲座”充分体现了“教学
打 造 展 览 ”和“ 展 览 反 馈 教 学 ”的 理
念。“青年艺术家讲座”从“曾竹韶奖”
历年参展获奖者中选择 2 名青年艺术
家，分别介绍其毕业后艺术创作及从
业经历。今年，青年艺术家的讲座分
别为 2011 年“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
获得者和 2016 年“曾竹韶雕塑艺术奖
学金”获得者。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
蔡雅玲和来自云南艺术学院的张有魁
分别为观众作了《从身体出发》《过往
与日常》的讲座，使观众受益匪浅。

“金课”课程在 19 所常设学院与特
邀学院雕塑学科课程中轮流推出，每
年三所学院共三门优秀课程。当日，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牟柏岩、广州美术
学院副教授韩小囡、景德镇陶瓷大学
副教授罗瑾为观众作了《浮雕造型基
础》《西方现当代雕塑思潮》《陶瓷雕塑
创作》等课程，使观众对“金课”课程有
了全新的了解。

市雕塑博物馆馆长张万军告诉记
者，国庆黄金周期间，他们还举办了

“不期而遇博物馆”系列活动——当雕
塑遇到钢琴公益活动。活动邀请青年
钢琴演奏家，在博物馆的各个展厅里，
为观众带来精彩的现场演奏。观众在
欣赏雕塑作品的同时，也感受到音乐
的美妙。

一 个 充一 个 充 满 生 机 和 个 性 的 雕 塑 艺 术 能 量 场
——“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2023年度入围作品展侧记

本报记者 冯桢 赵永宏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
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里的这
首诗《鹿鸣》每次读来总会让人充满
激 情 ，那 欢 快 的 场 面 ，那 热 烈 的 氛
围 ，顿 觉 忘 却 了 烦 恼 ，心 情 豁 然 开
朗。以“鹿鸣”为店名，想必它的主
人定是位热情好客、清新质朴、深谙
传统文化真谛的爱书人士。位于上
海市浦东塘桥“左岸 88”园区 7 楼的
鹿鸣书店主人郭文伟，便是这样的
人。这位 70 后创业者，大学毕业后
便来到上海工作生活，如今已有 20
多年。热爱图书事业的他在经历多
种职业选择中最后选定创办书店，
精心耕耘，凭着真心、热情结识文化
人 。 他 的 朋 友 圈 每 日 坚 持 发 送 的

“书店日记”，便是他工作生活的真
实写照。

结识山西大同大学教授、硕士生
导师、学报社科版执行主编郭剑卿，
是郭文伟“书店生活”中十分开心的
一件事。“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一
见面，郭剑卿简单而幽默的一句自我
介绍，一下让郭文伟没有了距离感。
一位书店创业者，一位大学教授，还
有一位云舍读书会主理人，关于“鹿
鸣”的对话生发出许多共鸣，于是约
定于 10 月 6 日在鹿鸣书店爱悦空间
展开一场文学分享。郭剑卿围绕她
的两部近作《服饰塑造——中国现代
小说的“时髦”话语》《性别想象——
女性文学掠影》确定了分享主题：“穿
与 写 的 互 映 —— 永 久 的 憧 憬 与 追
求”。活动一公布，便有 40 余位书友
报名参与。

分享活动以中国现代小说的服
饰描写为切入点，将涉及的作家及其
服饰文本，放置在 20 世纪宏阔而又多
变的历史背景和现代性语境之中，归
纳梳理男女两性服饰“时髦”话语的
丰富形态和多元文化价值。“服饰文
化·文学谱系”意在梳理中国服饰文
化传统与中国文学中的服饰描写谱
系。“现代小说文本中的服饰”分“女
作家篇”（庐隐、凌叔华、丁玲、萧红、
张爱玲、苏青、杨绛）和“男作家篇”

（鲁迅、林语堂、沈从文、茅盾、新感觉
派以及钱钟书），运用文本细读的方

法，进行个性化的服饰文本解读和阐
释，力争挖掘蕴含其中的现代意义。
分享活动中，郭剑卿从“细节”角度带
领 书 友 领 略 中 国 现 代 小 说 的 魅 力 。
同时，一些读者也朗读了张爱玲等作
家作品中的经典段落，郭剑卿又为他
们分析了“服饰塑造”中的细节妙处。

在郭剑卿教授看来，文学是有性
别的，女性文学研究的魅力就是探究
文学的性别密码，辨识文学的性别烙
印，欣赏文学的性别趣味，领略文学
的性别风景，汲取文学的性别力量，
弘扬文学的性别文化，为女性文学创
作奉献有智慧、有温度、有阅历的解
读与批评。

与郭剑卿分享活动同日，同济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万燕作
了《张爱玲和电影》的讲座。在现场，
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万燕教授不时用
略带幽默的语言为观众深度解读张
爱玲，让观众全面了解了张爱玲小说
改编成电影的优势与不足。

申城鹿鸣，文学邀约，我有嘉宾，
其乐无穷。郭剑卿、万燕几位教授的
分享让到场的 40 余位书友获益匪浅，
也让通过视频直播观看分享会的网友
感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魅力。郭剑卿
教授的学生、山西运城师专教师杨灵
巧说：“郭剑卿老师是山西女性文学研
究的优秀代表，听了她的讲解，对我
今后的教学工作帮助很大。”

申 城“ 鹿 鸣 ”之 约
——山西大同大学教授郭剑卿近作上海分享会侧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一个个独具大同韵味的手绘挎
包 ，一 块 块 颇 有 地 域 风 情 的 艺 术 台
布，憨态可爱的彩塑泥人，精致细腻
的 卡 通 贴 纸 、冰 箱 贴 …… 欣 赏 这 些
作品，游客会不 由 自 主 地 进 入 一 个
童 话 世 界 。 这 世 界 ，住 着 一 个 小 女
孩 ，在 听 她 的 姥 姥 、妈 妈 给 她 讲 述
大 同 的 风 土 人 情 ；这 世 界 ，住 着 一
个 小 女 孩 ，在 用画笔描绘她心中的
大 同 世 界 。 慢 慢 地 ，这 个 小 女 孩 长
大 了 ，有 了 自 己 独 立 的 思 维 。 她 依
然 在 不 停 地 画 。 然 后 ，她 把 她 的 画
制 作 成 文 创 产 品 ，让 更 多 的 小 朋 友
了 解 她 的 童 年 ，了 解 大 同 的 前 世 今
生。她又为自己的作品起了个好听
的名字“蘑菇熊·魔法口袋”，并做了
商标注册。她希望每一个成人都能
拥有一颗童心，每一个孩子都能快乐
地成长。

这个女孩名叫李丹阳，一个乐观
向上的阳光女孩。

说起李丹阳的绘画天赋，她的妈
妈杨水晶说，这得益于姥姥的耳濡目
染。她的姥姥喜欢做一些针线活儿，
是有名的“绣娘”。小时候，李丹阳就
喜欢看姥姥做针线活儿，然后根据针
线的纹路在纸上描来描去，虽然算不
上作品，但一看就是孩子的“手法”，充
满童趣。上了小学，一到课余时间，当
别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的时候，李丹
阳就静静地蹲在地上，用手在地上比
划着。“李丹阳从上小学到上中学，一
直就是一个乖巧的
孩子，除了学习，就
是绘画。我和她爸
爸积极支持。”李丹
阳在绘画方面真正
的进步是大学四年
的精进与参加工作
后 作 品 的 日 渐 成
熟。杨水晶说。

“有些时候，安
静 下 来 能 出 好 作
品。2022 年 10 月，
我 一 个 人 待 在 家
里，在学习了不少
旅游文创产品的成
功经验之后，我另

辟蹊径，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但起
个什么名字好呢？有一次，我突然看
到丈夫那张好吃、可爱的脸，忽然想到
了熊，对，就叫‘蘑菇熊·魔法口袋’，这
个名字既能让小孩记住，又能让当今
的时尚青年青睐。后来，在爸爸妈妈
的帮助下，进行了注册。”李丹阳说。

“我所走过的每一步路，都离不
开妈妈的支持。妈妈喜欢文学，我为
她设计了文艺书签，小小一张卡片，
配上中外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经典
语录，妈妈特别喜欢。”李丹阳说。“每
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
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村上春树的
这句话也许是“蘑菇熊·魔法口袋”系
列文创产品的最好注解，只要你积极
努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那片森林
里找到一束光，指引着你不断向前。

李丹阳设计的一款“水桶包”受
到不少年轻人追捧。一对新婚夫妇
特意找到她，希望她能把他们的新婚
照片加上大同元素放在上面。李丹
阳经过构思，又为他们创意设计出具
有个性特征的“爱情包”，寓意明显，
这对夫妇十分喜欢。

李丹阳说，“蘑菇熊·魔法口袋”
里面会变出好多好玩的东西，里面每
张图都是她精心绘制的，带着对美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对 纯 真 童 心 的 诠 释 ，

“我会不断创作出有温度、有童趣的
插 画 作 品 ，制 作 出 可 爱 萌 动 的 会 说
话、会讲故事的趣味文创。”

“我要在童趣世界慢慢长大”
——记“蘑菇熊·魔法口袋”文创设计者李丹阳

本报记者 赵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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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丹阳和她的图为李丹阳和她的““蘑菇熊蘑菇熊··魔法口袋魔法口袋””文创文创。。

图为郭剑卿教授在上海分享会现场图为郭剑卿教授在上海分享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