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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版式 赵永宏

日前，我市部分文史专家赴甘肃
考察调研，探访 了 河 西 的 敦 煌 石 窟 、
麦积山石窟等石窟寺，山西大同大学
教授孙瑜特别关注其中的“二佛并坐”
造像，她认为，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二佛并坐”造像，明显是“云冈模式”
的西传，是文化交流互鉴的实证，石窟
寺图像及文物也是印证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重要史料。

石窟寺 作 为 佛 教 文 化 场 所 ，三
世 纪 由 印 度 传 入 中 国 ，经 魏 晋 南 北
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逐渐中国化，形
成了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及西藏四
个区域，并在中原北方形成核心区，
河西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以及
晋豫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四大石窟
均位于核心区。

孙 瑜 说 ，佛 教 又 称 像 教 ，以 像 教
人，像于佛教十分重要。“二佛并坐”造
像是源于大乘佛教《法华经》的佛教艺

术题材和造像风格，这一造像题材在
北魏平城时期最为流行，北魏迁都洛
阳后，渐为“一佛二弟子”及“一佛二弟
子二菩萨”造像所取代。据统计，云冈
石窟现存可辨识的“二佛并坐”造像有
218 尊，几乎所有洞窟都有，贯穿了五
世纪六十年代至六世纪初的云冈石窟
建造史，尤其是云冈石窟开凿的中期，
即魏孝文帝和文明太后执政时期最为
兴盛。不仅是云冈石窟，云冈周边的
开凿于北魏时期的小石窟也有“二佛
并坐”造像，如东距云冈石窟 8 公里处
的吴官屯石窟，在其五个区域内多见

“二佛并坐”造像的留存。
孙瑜认为，北朝前期是法华信仰

流行时期，多宝如来佛给释迦牟尼佛
分半座一起说法的佛教故事也在中原
流传开来，法华信仰的兴盛说明了北
魏王朝对于佛教的重视，如同中原王
朝一样，是借助佛教强化王朝统治的

手段，而北魏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族
王朝，北魏对于佛教的重视就另有一
层用意，即强化王权正统。当然，“二
佛并坐”造像的兴盛不仅仅是佛教的
因素，还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北
魏孝文帝时期，由于是冯太后主政，朝
堂上出现帝后一同执政，恰好暗合“二
佛同塔”的佛理。云冈石窟开凿伊始
就带有政治烙印，五世纪六十年代，文
成复法，云冈开凿。《魏书》记载，文成
帝曾下诏：“诏令有司为石像，令如帝
身。”兴元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
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
像”，因此，高僧昙曜奉命在武州山开
窟造像，既是铸佛像，更是塑帝身，所
谓“人神一体、政教合一”。

孙瑜说，北魏“二佛并坐”造像的
兴盛也是北魏王朝借助佛教彰显“中
原正统、王权神授”的结果。而参观敦
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二佛并坐”造

像，又明显是“云冈模式”的西传，文化
交流都是双向的，云冈石窟作为举全
国之力的北魏皇家工程，其造像之风
格、内容、手法、经验等对西北的石窟
造像同样也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麦
积山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二佛并坐”
造像均始于五世纪七十年代，敦煌石
窟的“二佛并坐”造像始于第 259 窟，大
约 开 凿 于 北 魏 太 和 年 间（公 元 477—
499）；麦积山石窟的“二佛并坐”造像
最早在延兴元年（471）之后，石窟寺不
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多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宗教
演变与民族发展的实物见证。

孙瑜还认为，北魏王朝在其国家认
同建构过程中表现出明确的汉化意识
和汉化实践，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图
像和文物史料在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历史本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石窟寺图像及文物是印证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重要史料
——访山西大同大学教授孙瑜

本报记者 崔莉英

5G 技术的应用展览、文物数字化
保护成果展示、虚拟现实 VR 体验、大
同 非 遗 与 手 工 技 能 推 广 、裸 眼 3D 视
频、大同文创精品展示、大同重点旅游
景区项目推介……10 月 20 日，第六届
山西文博会在山西潇河国际会展中心
隆重开幕，大同展区的多个项目聚人
气、展实力、呈亮点，受到省城观众和
各地游客的青睐。

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化和
旅游产品及服务吸引观众视线。在大
同展区，不少观众表示：“看完大同展
区的多个产品，有时间我一定要到大
同亲眼看一看这些产品到底是如何产
生的，探一探产品背后所蕴藏的文化
密码。”巧工坊民间工艺文化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岳建新在现场向观众介绍大
同砖雕制作技艺，一座砖雕微缩景观

“华严寺”吸引众多游客参观。岳建新
说：“这是六年前我们专为华严寺设计
制作的微缩景观，该件作品涵盖华严
寺整个建筑群，一直在华严寺景区内
向游人呈现。为再次向省内外游客展
示大同砖雕艺术，我们特意将这件微
缩景观运到省城。”不少游客表示，微
缩“华严寺”雕工精美，每一个细节都
再现了华严寺建筑神韵，下次到大同，
一 定 去 华 严 寺 深 度 感 受 辽 金 文 化 魅
力。

展现现代科技魅力，提升城市人
文含量。“就像飞在半空中近距离观看
云冈石窟，太真实了。”在云冈石窟展
区，云冈石窟第十八窟被整个“搬”到
了虚拟世界里。一直以来，异地展示
云冈石窟的方法只有照片、图画和视
频，如今结合 VR 技术，这一不可移动
文物变成了可移动文物，可以“走”出
来让大家观摩。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VR 展示中
所有的场景都是基于三维激光扫描的
原数据，不是虚拟动画，所以每个人戴
上都会感叹“好真实”，现场展示的只
是很小一部分内容，许多的互动场景
还没有展示出来，未来云冈石窟景区
会建设 VR 体验馆，把所有洞窟都通过
三维激光扫描进行数字化展示，让大
家更好地了解云冈石窟。“VR 体验让
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云冈，我一定要去
云冈石窟看一看 1500 多年前那些无名
工匠是如何雕刻出这一世界杰作的。”
一名来自海南的游客告诉记者。在现
场，观众戴着手套轮流翻阅 20 卷《云冈
石窟全集》，高清、精美的图片激发他
们一定要到云冈石窟仔细品一品那些
石窟造像的兴趣。

彰显大同非遗活力，树立大同文
旅品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同
铜器雕工精美，光洁明亮，大同铜器传

承人向观众介绍铜器的制作方法，熔
铸、切割、打制成型、焊接、錾花、抛光、
组装等工序引起参观者的极大兴趣，
他们向传承人索要联系方式，期待今
后到大同亲眼看一看铜器作坊。“大同
铜 器 既 有 美 工 设 计 ，又 有 錾 雕 工 艺 。
每一件大同铜器，都是匠人匠心打造
的工艺作品。”国家级大同铜器传承人
李安民的女儿表示。

此次文博会上，大同结艺飞天创
意 主 要 推 出 了 云 冈 灵 兽 系 列 宫 扇 。
传 承 人 杨 雪 飞 说 ，充 满 灵 气 的 设 计
图 稿 由 年 轻 的 设 计 师 郝 雨 完 成 ，飞
天 团 队 制 作 。 一 款 款 饱 含 年 轻 人 设
计 思 维 的 宫 扇 让 参 观 者 爱 不 释 手 ，
不 少 观 众 身 着 汉 服 ，拿 着 宫 扇 ，在 场
馆内打卡拍照，成为场馆一道亮丽的
风景。

场馆内，九章号传统布艺、大同雅
庐文化、大同皮雕、小南唐六度茶食等
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大同市博
物馆推出的“北魏蓝”抱枕、汉代连枝
灯杯垫、鸱吻冰箱贴、北魏蓝玻璃、胡
人牵驼俑冰箱贴让观众感受到了“同
博文创”的厚重文化底蕴。工作人员
文慧告诉记者，“胡人牵驼俑冰箱贴”
的 创 意 来 源 于 北 魏 胡 人 牵 驼 俑 的 形
象，原型位于市博物馆二楼魏都平城
一展区。牵驼胡俑左手叉腰，右手平
举作牵引状，侧身仰视骆驼，俨然一幅
牵驼出行的生动场面，反映了北魏时
期平城与中西亚商贸往来的景象，也
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精
美有内涵的冰箱贴将古老文物和当下
生活相结合，让历史的积淀有了新的
弘扬。

聚聚人气 展实力 呈亮点
——第六届山西文博会大同展区走笔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用诗人艾青的
这句话诠释他的山西文旅探秘生涯，
是最贴切、最形象的一种说法。他，70
后山西文旅学者，经历过十一次手术、
一次换肾，在大病重生之后，依然带领
团队深入考察山西文化旅游和人文地
理，然后闭门创作，利用将近 4 年的时
间，最终写成《大地上的山西》这一典
藏级山西人文地理“大书”。因为，在
他看来，“典藏版山西”是厚重的，是大
气的，“认识中国，就应从山西开始。”

他，就是山西秘境书房联合创始
人 、山 西 财 经 大 学 硕 士 生 导 师 姜 剑

波。多年来，他致力于以山西为
基点的中华人文地理深度探索、
中国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0月 21日，姜剑波新著《大地
上的山西》在省文博会分会场太原市图
书馆举行首发式。该部巨著以高远的立
意、宏阔的视角、独特的体例、优美的文
笔和浪漫的情怀，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
参加。

作为“十佳全民阅读推广力图书
馆”，太原市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是全国地市级图书馆中的佼佼者。其
推出的“太图讲坛”“书香雅集”“市民
课堂”“人说山西好风光”“解密山西”

“阅三晋·行天下”等品牌全民阅读活
动，通过城市人文视角，把地域文化与
阅读推广相结合，成为读者心中理想
的“城市会客厅”，成为“最美图书馆”

“网红打卡地”。《大地上的山西》以太
原市图书馆为起点开启山西人文地理
秘境探索，旨在通过国内主要城市图
书馆这一窗口，让山西文化旅游走进
更多读者心中，感知山西人文地理的
独特妙趣。

首发式由著名作家、《映像》杂志
执行主编蒋殊主持。同为爱书人、写
书人，蒋殊对姜剑波的山西人文情怀
十分钦佩。她的主持风格也如她的文
章一样，娓娓道来，如和亲朋好友拉家
常一样，引导现场观众一步步进入一
个如诗如画的人文世界。山西广播电
视台“名嘴”郭韬、殷欣现场朗读的《中
国文化报》评论选段及部分作家、评论
家、读者的读后感，以及《大地上的山
西》精彩片断，让人进一步感受到经典
山西、厚重山西。

首发式现场，作者姜剑波与山西
大学教授、文化理论和文化认同研究
专家邢媛，诗人、画家张宏芳，《表里山
河三部曲》之一《长城·民族魂》作者张
珉，山西广播电视台阅评委主任委员
徐 文 胜 等 进 行 了 对 话 。 与 会 专 家 认
为，全书以“天、地、神、人”为主脉络，
融合了自然、土地、精神、社会四个空
间，精选了山西的 28 个人文地理坐标
为星宿，次第点亮了中华文明探源的
曙光，鞭辟入里地梳理、论证和阐释了

“认识中国，从山西开始”的文化脉络；
同时，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形态，在宏
阔的背景下，提供了中西文明互鉴的
实证依据和借鉴思路，是助力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读本，是兼具学
术性、审美性和工具性的厚重巨制。

《大地上的山西》由三晋出版社出
版，是三晋出版社·问弗文化工作室重点
作品。作者姜剑波先生系多年深耕文旅
的著名学者，他携手创作团队，筚路蓝缕
深入研究，风餐露宿田野调查，用 4年时
间潜心创作，终于完成了这部 760页、重
达两公斤的煌煌巨著。书中也收纳了63
幅精美珍贵的手绘地图，150 位摄影师
拍摄山西的 361幅佳作。

“认识中国，从山西开始”
——《大地上的山西》首发式侧记

赵永宏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10 月 17 日
下午，大同市雕塑博物馆“益+艺”美塑
讲 堂 进 校 园 活 动 在 大 同 市 十 二 中 举
行。大同市雕塑博物馆馆长张万军为
该校师生开展了一场《视觉与触觉的
艺术》主题讲座。

讲座中，张万军为师生介绍了大
同市雕塑博物馆的两大品牌展览“曾
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年度入围作品
展 览 和“ 青 少 年 雕 塑 作 品 展 览 ”的 基
本 概 况 ，以 及 大 同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不
期 而 遇 博 物 馆 ”系 列 活 动 、“ 一 同 塑
说 ”文 化 艺 术 讲 堂 、“ 席 地 而 坐 ”博 物
馆系列活动三大原创科教研学项目。

张 万 军 还 向 师 生 进 一 步 讲 解 了
雕塑艺术的定义，详细阐述了视觉与
触 觉 在 雕 塑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视 觉 与 触 觉 之 间 存 在 着 紧 密 关
联 ，视 觉 所 对 应 的 对 象 有 光 和 颜 色 ，
而 感 受 距 离 、物 体 、形 状 等 观 念 是 通
过 触 觉 经 验 获 得 的 。”为 了 让 大 家 对
雕 塑 艺 术 有 一 个 更 加 客 观 准 确 的 认
识 ，他 又 深 入 讲 述 了“ 绘 画 与 雕 塑 的

历 史 起 源 ”“ 平 面 与 立 体 间 的 关 系 ”
“ 绘 画 与 雕 塑 之 间 的 联 系 与 区 别 ”等
美 学 知 识 ，并 且 结 合 相 关 作 品 ，让 大
家对于这些概念、观点有了具体而生
动的理解。

该 校 一 名 初 二 学 生 在 听 了 张 万
军 的 讲 座 后 表 示 ：“ 张 万 军 老 师 的 讲
解 深 入 浅 出 ，通 俗 易 懂 ，让 我 们 明 白
了雕塑与城市的关系，明白了雕塑与
美学的关系，也产生亲自到雕塑博物
馆观展的想法。”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馆 长 张 万 军 告 诉
记者，“馆校合作”是发挥博物馆在普
及美育教育、落实美育工作的一次生
动 实 践 。 馆 校 合 作 是 一 种 非 常 有 意
义的合作方式，博物馆的专业人员通
过雕塑艺术、美学知识等相关领域的
专业普及，鼓励广大青少年用心感受
社会生活，提升审美素养，陶冶高尚情
操，从而激发学生的美好想象力；学校
也可以为博物馆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
和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
博物馆的展览和活动。

市雕塑博物馆“益+艺”美塑讲堂进校园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炯）10 月 19 日，由
平城区新旺街道党工委、工农路北社
区党总支和大同市连环画收藏促进会
联合举办的“潮起东方 砥砺奋进——
致敬改革开放 45 周年专题画展”在银
豪嘉园小区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改革开放题材宣
传画和电影海报各 45 幅，连环画 270 余
册，作品风格各异，内容主题突出，歌颂
了改革开放 4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双
手书写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大同市连环画收藏促进会会长田

德宏说，45 年波澜壮阔，正因为改革开
放，我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事
业蓬勃发展，日新月异。此次专题画
展通过前期精挑细选，为市民呈现“出
色”的视觉盛宴，用改革开放题材宣传
画和电影海报记录着伟大变革，歌颂
新时代。

新旺街道工农路北社区党总支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天，我们用艺术的形
式致敬改革开放 45 周年来波澜壮阔的
伟大历史，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丰富辖
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使我们倍加珍惜
今天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新旺街道举办致敬改革开放45周年专题画展

微缩微缩““华严寺华严寺””景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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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桢） 为弘扬中
华 民 族 尊 老 敬 老 传 统 美 德 ， 倡 导 敬
老、爱老、助老新风尚，10 月 23 日，
由云州区委、区政府主办，区老干部
局、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蒸蒸日
上·步步登高”活动在云州区东山公
园举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了重阳
节的由来、习俗。在表演互动环节，
云州区文艺演出团队表演了锣鼓、舞
狮、蒸糕、太极等节目。

启 动 仪 式 以 开 启 蒸 笼 为 创 意 ，
“笼起云腾·蒸蒸日上”，寓意云州腾
起。以蒸糕、抬糕作为活动亮点，参
与者现场品尝当地黄糕，热烈欢快的
活动场面，营造出浓郁的云州区民俗
文化氛围。

以茶相伴，让爱常在。 活 动 中 ，
云州区群众向长辈送上一杯杯暖暖的
黄花茶，祝愿他们福寿绵长、幸福安
康。黄花茶是云州区知名特产，陈列
在云州区坊城新村黄花产业园内，每
到 重 要 节 日 ， 都 要 拿 出 来 向 客 人 奉
上。是日的活动上，以黄花为饮，旨

在分享该区农业文化成果。
参 与 登 高 的 老 人 来 到 活 动 现

场 ， 区 老 干 局 为 老 人 送 上 保 温 杯 ，
体现温暖情怀。

从云州区东山广场至火山群观景
台，线上同步宣传登高打卡活动，在
相应区域内，任意地点拍照，上传网
络平台，均视为打卡成功。

尽 管 秋 风 拂 面 ， 凉 意 渐 浓 ， 但
老 人 们 心 暖 如 春 。 活 动 最 后 ， 他 们
在 秋 日 美 景 中 结 伴 而 行 ， 精 神 饱
满 、 热 情 高 涨 ， 一 路 欢 声 笑 语 、 互
帮 互 助 ， 手 牵 手 体 验 登 山 乐 趣 ， 心
连 心 共 享 健 康 生 活 ， 为 银 龄岁月增
添亮色。

云 州 区 文 旅 局 负 责 人 说 ， 近 年
来，云州区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丰富的文化活
动，广泛宣传，积极倡导“尊老、爱
老、敬老、助老”良好社会风尚。本
次活动传播品牌与活动并重，树立重
阳登高、火山登高标杆地，从而进一
步扩大“大同火山群地质公园”品牌
影响力。

“蒸蒸日上·步步登高”云州区重阳登高活动举行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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