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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末 将 至 ，气 温 骤 降 。 窗 外 冰 封
大地，室内文韵流淌。由中华文物交
流 协 会 、山 西 省 文 物 局 主 办 ，云 冈 研
究 院 承 办 的“ 保 护 与 传 承——中 国 石
窟 寺 书 画 艺 术 展 ”开 展 仪 式 12 月 20
日上午在云冈石窟博物馆举行，展览
时 间 为 2023 年 12 月 20 日 至 2024 年 3
月 28 日。

云 冈 研 究 院 党 委 委 员 、副 院 长 闫
丁主持开幕仪式，云冈研究院院长杭
侃以及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华文
物交流协会负责人胡冰、中华文物交
流协会秘书长杨晓波、中国藏语系高
级佛学院原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王
长 鱼 、山 西 博 物 院 副 院 长 赵 志 明 、西
黄 寺 博 物 馆 副 馆 长 黎 嘉 才 仁 以 及 云
冈研究院干部职工等出席开幕式。

开 幕 仪 式 上 ，国 家 文 物 局 原 党 组
成 员 、副 局 长 ，中 华 文 物 交 流 协 会 负
责人胡冰在致辞中表示，为了提升社
会各界对石窟寺文物的保护意识，更
好地传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举办以
石 窟 寺 为 主 题 的“ 保 护 与 传 承—— 中
国石窟寺书画艺术展”。在中国石窟
寺 发 展 中 ，云 冈 石 窟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
云 冈 石 窟 之 美 不 仅 在 其 壮 美 瑰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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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来云冈研究院研究、挖掘石窟文化
和艺术价值做了很多工作，开展了多

个展览活动，向观众普及云冈石窟的
历史和价值，使更多人了解和重视石
窟寺的保护与传承。

云 冈 研 究 院 院 长 杭 侃 表 示 ，关 于
“保护与传承—中国石窟寺书画艺术
展 ”有 三 点 感 受 ，第 一 是 主 题 好 。 中
国文物有很多分类，但是国家专门对
一 个 大 类 发 出 指 导 意 见 是 少 有 的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
利 用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中 指 出 ，石 窟
寺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
于一体的，并且能够充分体现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载 体 ；第 二 是 名 家 荟
萃。既可以看到老领导谢辰生、刘玉
珠 、宋 新 潮 等 的 作 品 ，也 可 以 看 到 文
博界同仁们的作品，文博界真是藏龙
卧虎；第三是由云冈研究院举办非常
合适。宿白先生曾说“云冈石窟是新
疆以东地区第一个大型的石窟寺，云
冈 模 式 对 中 国 石 窟 产 生 非 常 大 的 影
响 ，东 起 辽 宁 义 县 万 佛 堂 石 窟 ，西 至
开 窟 更 早 的 敦 煌 莫 高 窟 。”今 年 甘 肃
省文物局官方做了一个推送《泾川王
母宫石窟 ：云冈石窟第六窟的“升级
版 ”》，由 此 看 来 ，云 冈 石 窟 尤 其 对 早
期石窟产生广泛影响。

“ 保 护 与 传 承 —— 中 国 石 窟 寺 书
画 艺 术 展 ”首 展 在 山 西 博 物 院 举 行 ，
云冈研究院开启全国巡展的第一站，
该 展 览 汇 聚 了 全 国 各 地 文 化 文 物 工

作者创作的百余件作品，其中包括书
法、国画、油画、雕塑等不同种类。展
品中既有文博界老领导谢辰生、励小
捷、刘玉珠、宋新潮、胡冰等同志的书
法 作 品 ，也 有 著 名 艺 术 家 黄 永 玉 、欧
阳中石、范曾、袁熙坤、龙瑞、张飙、言
恭 达 、苏 士 澍 、王 明 明 、范 迪 安 、何 家
英、吴为山等知名艺术家的书画雕塑
作品，还有部分云冈研究院职工的精
品力作。

其 中 已 故 文 博 老 前 辈 谢 辰 生 先
生 98 岁 高 龄 时 书 写 的“ 传 承 ”二 字 ，
道出了历代文博人的初心与坚守，也
表 达 了 主 办 方 对 无 数 文 博 前 辈 的 致

敬缅怀，以及对文物事业传承发展的
愿 景 。 92 岁 高 龄 的 著 名 艺 术 设 计 教
育家常沙娜先生的纸本岩彩画《燃灯
菩萨》是她青年时居住敦煌期间临摹
的莫高窟壁画，得到了父亲常书鸿的
亲自指导并题字鼓励，是两代人薪火
相传，保护传承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的
真实写照。

此 次 展 览 还 吸 引 了 山 西 籍 以 及
在 山 西 工 作 生 活 的 艺 术 家 共 22 人 参
与 ，贡 献 了 包 括“ 入 精 神 圣 殿 ，读 美
术 诗 经 ”“ 云 冈 石 窟 —— 思 维 菩 萨 ”

“青莲寺文殊、普贤菩萨妆金像”等精
彩的书画和雕塑作品。同时，展品中

还 包 括 众 多 中 青 年 文 化 文 物 工 作 者
的精心之作，体现了文化文物人的精
神追求与时代风采。

中 国 石 窟 寺 最 早 始 于 3 世 纪 ，5
至 8 世 纪 盛 行 ，最 晚 至 16 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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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
工 构 筑 物 与 自 然 地 质 体 结 合 的 历 史
文物遗存和文化景观，展现了极高的
文化和艺术成就。

云 冈 石 窟 是 北 魏 王 朝 集 中 北 中
国 的 人 力 、物 力 和 财 力 所 开 凿 ，是 一
个蓬勃向上的民族勇于开拓、乐观向
上的精神写照，深刻体现了公元五世
纪 中 外 文 化 和 各 民 族 文 化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历 史 内 涵 ，是 石 窟 艺 术 的 经
典。

“ 保 护 第 一 、加 强 管 理 、挖 掘 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新
时 代 文 物 工 作 方 针 。“ 保 护 与 传 承
—— 中 国 石 窟 寺 书 画 艺 术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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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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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场在寒冷冬日的温暖艺
术盛宴。

相 信 通 过 此 次 展 览 ，将 助 力 观 众
进一步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
石窟寺的多元价值和丰富内涵，发现
石窟寺艺术的无穷魅力，推动全社会
传 承 发 扬 以 石 窟 寺 为 代 表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让 社 会
各 界 关 心 支 持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工
作，让更多的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传播者、践行者。

保 护 与 传 承
—— 中 国 石 窟 寺 书 画 艺 术 展 侧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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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风物·吉瑞相随
致敬传统·匠心设计
限量珍藏·美好意蕴

雅庐文化萃取精华携手著名雕塑
家，以当代生活美学溯源古文明，将云
冈石窟千年艺术以精工雕琢，成大匠
之 作 。 求 拙 于 形 ，求 精 于 心 ，匠 心 凝
造，形态朴拙。采用古老失蜡法工艺，
经 15 道主工序、40 多道细分工序，精工
细磨。铸铁质感厚重，肌理分明，线条

优美，传递来自云冈艺术的当代美学
理念。

另有三圣相伴，福运绵长，携一份
云冈记忆，意味隽永。

“大吉祥”系列产品为您日常生活
带来精致的仪式感，用以装点不同功
能的空间，客厅、玄关、茶室、书房、办
公室…闲暇之余，禅意自生，可静品佛
韵生香，孚感云冈瑞彩。处处彰显深
厚的文化底蕴，尽显艺术与生活的完
美结合。 王晨

来自云冈的礼物——大吉祥

12 月 16 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
沉浸式讲座“作为世界遗产的云冈石
窟”在百周年纪念讲堂旭日厅举行。云
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杭侃在“融 云冈经典艺术展”展览
现场，为师生观众进行了云冈石窟的深
度艺术解读。

云冈石窟 2001 年 12 月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杭侃向大家介绍了世界遗产概念的
确立历程和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结
合展览现场展墙、实物展品与大量珍贵
文物图片资料、古代典籍、考古研究，深
入浅出地讲述了云冈石窟作为国家工
程的开凿历史、影响广泛的云冈模式和
其所体现的文化交流价值特点。

杭侃指出，作为北魏平城时代丝绸
之路起点上最重要的石窟寺，云冈石窟

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见
证。第 18 窟里具有明显西方人种面部
结构特征的雕塑，第 11 窟的立柱融合了
希腊、波斯和印度装饰风格和忍冬花图
样等浓郁的胡风胡韵，让观众直观地体
会到云冈石窟早期和中期融汇中西方
艺术风格的特征。杭侃以点带面，将云
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进行
横向比较，并与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
泾川王母宫石窟等从纵深方面进行比
对，全方位阐释了云冈模式对石窟寺造
像艺术的深刻影响。

杭侃回顾了近百年来考古界取得
的云冈石窟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以宿
白先生为代表的北大考古人从提出“云
冈模式”到为云冈学建立、发展所作出
的研究贡献。面对如何更好普及、弘扬

文化遗产价值的当代课题，杭侃分享了
云冈石窟近年来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多
样化展览形式，以图书、音乐、舞蹈、服
饰等多手段、多元化宣传模式挖掘云冈
内涵、弘扬中华文明的经验做法。

观众们沉浸在展厅的历史氛围中，
感受着云冈艺术的魅力，重新认识并珍
视这份独特的文化遗产。讲座结束后，
观众们依然意犹未尽，徜徉在展区之
间，观赏数字技术复刻的云冈石窟艺术
品，深入领会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创新
性。“融云冈经典艺术展”自 11 月 29 日
开展以来，已接待数百名观众参观，本
次讲座更是为观众提供了一次融趣味
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艺术之旅，丰富了
展览的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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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侃教授解读云冈经典艺术杭侃教授解读云冈经典艺术

杭侃在开幕仪式上发言

石窟寺艺术展开幕式现场
观众参观展览

部分作品展示

百周年纪念讲堂特邀百周年纪念讲堂特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