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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市作家景彦斌编剧的新编历
史京剧《文明太后》作为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从
本月起开启全国巡演之旅，并于 3 月 1
日、2 日在陕西西安新城剧场演出，6
日、7 日在河南洛阳歌剧院演出。12
日、13 日，该剧又在大同大剧院为观众
呈现了两场高水准的京剧艺术盛宴。

无论是在西安、洛阳，还是大同本
地，演出均受到众多戏迷的追捧，观众
的掌声、喝彩声不断，他们表示：“该剧
让我们领略到北魏平城时期波澜壮阔
的历史风云。以京剧的表现形式讲述
北魏冯太后与其子献文帝拓跋弘之间
围绕改制变法所展开的一场政治博弈，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国家命
运与个人情感的抉择。该剧主题鲜明，
立意高远，人物形象出彩，故事再现真
实生动，堪称‘弘扬传统文化的一部大
戏’。”那么，《文明太后》何以在巡演中
火爆全国？记者为此进行了探析。

首先，《文明太后》是以京剧呈现，
而京剧又是国粹，是中国戏曲艺术中
的瑰宝。京剧拥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从
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四大徽班
进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
时接受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
表演方法，吸收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
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

京剧一直是深受戏迷追捧的优秀剧种
之一。此次新编历史京剧《文明太后》
首先在三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巡演，就
是通过国粹艺术展现北魏历史风华，展
现古都大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其次，《文明太后》是历史京剧，而
历史京剧又总是会给人荡气回肠、慷
慨激昂之感，从演员的台词唱腔中品
出浓浓的历史味道。《文明太后》剧情
高潮不断、扣人心弦；场面恢弘、感官
震撼；而山西省京剧院的几位演员更
是热情洋溢、全情投入，为观众呈现了
集历史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
精品剧目。编剧景彦斌说，山西省京
剧院根基深厚，源远流长。这里是山
西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沃土，滋养出
一代代京剧传人、剧坛精英，续写着国
粹京剧梅派艺术的华彩篇章。这里是
传统艺术的殿堂，任岫云、曹佛生、陈
志清、赵昆祥、耿文超等人活跃在山西
舞台 40 余年，在全国享有美誉。以梅
派弟子李胜素领衔的“梅兰芳青年京
剧团”“梅兰芳大剧院”掀起振兴山西
京剧的热潮。京剧表演艺术家独树一
帜的创造精神、堪为师表的艺德风范，
创演的流派经典剧目，是山西省京剧
院多年形成的优良艺术品质。而该院
国家一级演员、梅兰芳青年京剧团团
长 单 娜 和 该 院 国 家 一 级 演 员 张 巍 在

《文明太后》中的上乘表演，又为山西
京剧艺术事业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三，《文明太后》讲述了北魏著
名女改革家文明太后（冯太后）以民为
本，通过与其养子、献文帝拓跋弘为首
的保守势力激烈斗争，教育引导其孙
孝文帝团结鲜卑、汉族等各族大臣，由
解除局部“禁田”入手到大力推行“均
田制”等一系列改革，使北魏富国强兵
走 向 鼎 盛 的 艰 难 历 程 。 北 魏 在 平 城

（山西大同）定都 96 年，公元 494 年，魏
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开凿龙门
石 窟 。 孝 文 帝 为 巩 固 北 魏 王 朝 的 统
治，大力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积极推
动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北魏
实 现 了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民 族 大 融
合，洛阳城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随
着剧情层层推进，现场观众沉浸其中，
不时发出阵阵掌声。

第四，京剧《文明太后》在洛阳和大
同等地进行巡演，既是一次追寻北魏王
朝历史足迹的旅程，也是一次促进文化
交流的机会。对于常听豫剧的洛阳观
众而言，能够在当地现场观看一出历史
京剧，还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在演出
过程中，观众们看得认真、听得入神，当
剧目尾声出现大同云冈石窟的背景时，
观众们都似乎感受到了这段跨越两地、
跨越千余年时空的对话与交流。

在大同大剧院，散场时，观众们依
旧热情不减，饶有兴致地讨论着新编
京剧与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传统京剧
在 舞 美 设 计 、服 装 造 型 等 方 面 的 区
别。“观众们的回应与反馈，足以体现
京剧《文明太后》巡演在文化传播交流
推广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编剧景
彦斌认为。

景彦斌说，该剧在巡演中收获了
各 地 观 众 的 一 致 好 评 。 在 洛 阳 歌 剧
院，有的观众表示，演员们张弛有度的
表演、酣畅淋漓的演唱以及舞台上震
撼心灵的场景，不仅让人尽享了京剧
艺术的魅力，还充分展示了北魏时期
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通过京剧《文明
太后》在欣赏舞台艺术的同时，也了解
了山西历史文化，追寻了历史征程，在
看过龙门石窟之后，也引发他们对山
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兴趣。

据了解，京剧《文明太后》曾获第九
届、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展演剧
目，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
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品，
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资助项目、国
家艺术基金 2020 年度大型舞台剧滚动
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传
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山西省第十七
届“杏花奖”新剧目奖等奖项。

京剧《文明太后》全国巡演缘何火热？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京剧京剧《《文明太后文明太后》》剧照剧照

俑是中国古代丧葬习俗中使用较
为普遍的冥器之一，是代替人或物殉
葬而塑造出的一种产物。近年来，对
墓葬出土的人物俑及其服饰的研究成
为热门话题，对于动物俑的研究则略
显逊色。动物俑作为陪葬品出现在墓
葬中，不仅折射出动物在当时社会中
的发展情况，而且也为农业、畜牧业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物证。本文选取了
北魏时期平城地区出土的动物俑为研
究点，梳理了大同地区北魏动物俑发
掘资料，结合鲜卑逐步汉化的发展过
程，依据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考古
发掘报告的墓葬分期，对动物俑以及
当时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情况等问题
进行对比赏析。

拓跋鲜卑族建立了北魏王朝，平
城时代是这个王朝最为辉煌的一段，
始 于 北 魏 道 武 帝 拓 跋 珪 天 兴 元 年

（398 年）， 终 于 孝 文 帝 太 和 十 八 年
（494 年），此时拓跋鲜卑从游牧生活
转向了农耕文化，墓葬文化的发展也
随之发生了变化，不仅加速了汉化程
度的发展，还积极与其他民族或外来
文化进行交融，逐步淡化了自己原有
的 文 化 因 素 ， 成 为 我 国 当 时 北 方 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在大同，北魏时期墓葬考古发掘

数量颇丰，一批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和
考古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研究大同
地区北魏动物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大同地区发掘出土动物俑的墓葬有迎
宾大道北魏墓群、湖东北魏墓、七里
村北魏墓群、雁北师院北魏墓、宋绍
祖 墓 、 司 马 金 龙 墓 、 下 深 井 北 魏
墓 、 田 村 北 魏 墓 、 陈 庄 北 魏 墓 、 文
瀛 路 北 魏 壁 画 墓 、 二 电 厂 北 魏 墓 、
御 昌 佳 园 北 魏 墓 、 云 波 路 北 魏 墓 、
东 信 北 魏 墓 、 沙 岭 北 魏 墓 等 ， 经 过
对 比 ， 发 现 出 土 有 动 物 俑 的 墓 葬 多
数 为 平 城 时 代 晚 期 。 北 魏 时 期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民 族 融 合 的 重 要 时 期 ， 动
物 俑 是 以 当 时 的 动 物 为 原 型 仿 制 而
成 ， 多 数 为 陶 质 ， 手 工 捏 制 。 种 类
有 马 、 牛 、 羊 、 骆 驼 、 猪 、 狗 、 鸡
等 。 造 型 上 随 着 朝 代 的 更 迭 而 变
化 ， 在 墓 葬 中 有 以 出 行 仪 仗 俑 而 配
套 的 牛 车 、 战 马 等 动 物 形 象 ， 彰 显
了 军 事 实 力 和 墓 主 人 身 份 地 位 ； 有
以 模 仿 现 实 生 活 家 禽 家 畜 的 动 物
俑 ， 直 接 反 映 了 当 时 人 们 社 会 生 活
的 现 状 ； 还 有 以 贸 易 往 来 作 为 主 要
交 通 工 具 的 骆 驼 ， 体 现 了 当 时 对 外
来 文 化 的 接 纳 。 因 此 ， 在 北 魏 墓 葬
中 原 有 的 殉 牲 现 象 逐 渐 减 少 ， 家 禽
类 动 物 俑 的 数 量 逐 渐 增 多 ，在鲜卑
贵族和汉族官吏的墓葬随葬动物俑也

成为一种时尚。
下面，笔者就北魏时期出土的动

物俑相关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在北魏的发展历史中，曾先后两

次向南迁都，逐步推行汉化。平城地
区出土的动物俑，作为陪葬品在墓葬
出 现 的 时 间 较 晚 ， 多 数 在 平 城 时 代
晚 期 开 始 出 现 ， 且 多 见 于 汉 族 官 吏
或 鲜 卑 贵 族 墓 葬 ， 以 马 、 牛 、 羊 、
骆 驼 等 出 行 仪 仗 俑 群 或 贸 易 往 来 的
动 物 俑 为 主 ， 反 映 了 北 魏 平 城 时 期
的 墓 葬 形 式 仍 然 保 留 了 游 牧 民 族 的
特 征 。 随 着 农 业 和 畜 牧 业 发 展 ， 开
始 了 定 居 生 活 ， 出 土 的 动 物 增 加 了
猪 、 狗 、 鸡 等 家 禽 类 ， 此 时 期 的 畜

牧 业 迅 速 发 展 达 到 了 繁 盛 。 迁 都 洛
阳 出 土 的 动 物 俑 在 继 承 平 城 动 物 俑
的 特 点 基 础 上 向 前 推 进 ， 尤 其 是 动
物 的 足 部 不 再 以 板 形 足 为 主 ， 而 是
出 现 了 卧 姿 或 分 体 制 作 。 洛 阳 地 区
出 土 的 子 母 猪 和 子 母 狗 等 动 物 形
象 ， 从 制 作 工 艺 上 的 精 细 与 华 丽 ，
也 体 现 出 生 活 的 安 逸 与 富 足 ， 反 映
了 鲜 卑 人 已 把 农 业 和 畜 牧 业 融 入 到
生活中，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

平城时期是北魏拓跋鲜卑族学习
汉文化的重要过渡时期。动物俑是过
渡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北魏畜
牧业经济与汉文化融合发展的有力物
证，尤其是家禽类动物的出现，更是

反映了北魏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进 入 了 新 的 阶 段 。 其 一 ， 从 军 事 上
看，平城地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交融
的 地 带 ， 在 军 事 防 御 和 迁 徙 过 程
中 ， 马 的 作 用 不 容 忽 视 。 鲜 卑 人 喜
马 、 识 马 、 用 马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较
为 多 见 ， 所 以 马 在 动 物 俑 中 出 土 的
量 最 多 。 其 二 ， 进 一 步 加 大 了 对 农
业 和 畜 牧 业 经 济 发 展 的 支 持 力 度 ，
对 官 员 、 贵 族 、 富 商 推 行 了 “ 庄 园
经 济 ”， 传 授 了 家 禽 动 物 的 饲 养 技
术 ， 扩 大 了 动 物 的 饲 养 规 模 。 北 魏
平 城 时 代 对 畜 牧 业 的 发 展 重 点 体 现
在 马 、 牛 、 羊 、 驼 等 方 面 ， 据 《魏
书·帝 纪》 记 载 ：“ 诏 牧 守 令 长 ， 同

部 之 内 ， 贫 富 相 通 ， 家 有 兼 牛 ， 通
借无者。”说明北魏时期对牛的使用
既 要 用 于 农 耕 又 要 满 足 出 行 。 羊 在
北 魏 主 要 充 当 食 物 和 日 常 贸 易 往 来
的 物 品 ， 在 《齐 民 要 术》 中 就 有 明
确 记 载 羊 肉 和 羊 奶 制 品 的 制 作 方
法 ， 并 且 在 北 魏 的 壁 画 中 也 有 描
绘 。 从 这 些 出 土 的 动 物 俑 来 看 ， 其
种 类 逐 渐 丰 富 ， 数 量 逐 渐 上 升 ， 说
明 当 时 畜 牧 业 发 展 的 繁 盛 。 其 三 ，
在贸易往来上，骆驼不仅是丝绸之路
上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日常的市
井贸易中，也发挥着驮物运输的职能，
体现了当时贸易往来的频繁和城市发展
的繁荣。

北 魏 在 推 动 汉 化 的 趋 势 下 ， 农
业、畜牧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变，
通过对马、牛、羊、骆驼以及家禽形
象的运用，展现了北魏时期动物俑的
演变过程，也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各个
方面看到了多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
融合。

大同地区出土北魏动物俑赏析
大同市博物馆 吴中华

为进一步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
识，使乡 村 群 众 近 距 离 认 识 、 感 知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3 月 13 日 ， 大
同 市 文 化 馆 特 邀 绳 编 结 艺 区 级 传
承 人 冯 鸷 臻 赴 帮 扶 村 阳 高 县 友 宰
镇 东 团 堡 举 办 了 首 次 绳 编 结 艺 非
遗 培 训 活 动 。

是 日 上 午 ， 东 团 堡 村 党 支 部 组
织 全 村 妇 女 早 早 来 到 课 堂 上 ， 传
承 人 冯 鸷 臻 老 师 通 过 现 场 实 物 展
示 为 学 员 们 讲 解 绳 编 结 艺 的 历 史
传 承 和 艺 术 价 值 ， 多 彩 的 绳 子 在
她 手 间 穿 行 ， 盘 结 编 花 ， 千 回 百
转 间 绕 出 美 丽 的 结 艺 花 。 冯 鸷 臻
说 ， 绳 艺 就 是 用 线 、 绳 编 织 出 各
种 花 样 的 生 活 用 品 或 饰 物 。 不 同
的绳结所采用的编织技法不同，所
表达的寓意也不同。课堂上，村民
兴致极高，认真地跟着冯鸷臻学了
起 来 。 只 见 她 们 巧 手 翻 飞 ， 绕 、
拉、打结，各色彩线和珠子层层编
织在一起，不一会儿，一个个漂亮的
平安扣展现在大家面前。

大 同 市 文 化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选派非遗传承人进村传授技能，在传
承非遗文化的同时，也让热爱手工技
艺的村民学习一门技能，以达到灵活
创业、丰富生活的目的。

赵永宏

为促进博物馆陈列展览质量和水
平进一步提升，增强博物馆文化传播
力和社会影响力，更好满足人民文化
生活需求，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
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展
了第二十一届 （2023 年度） 全国博物

馆 十 大 陈 列 展 览 精 品 推 介 活 动 。 近
日，第二十一届 （2023 年度） 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入围
项目出炉。大同市雕塑博物馆 《溯源·
寻根——大同考古纪实展》 入列。

据了解，推介活动自今年 1 月正式

启动以来，得到全国各级文物行政部
门和文博单位的积极响应，在规定的
申报时间内，共申报项目 132 项，其中
境 内 展 览 117 项 ， 进 出 境 展 览 15 项 ，
涉及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省共有 6项
展览入围。山西博物院 《晋魂展》，山
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考古博物馆） 的

《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
成果展》，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双
塔博物馆） 的 《走进博物馆——民俗文
化系列展之山西手工纸制作技艺与生活
展》，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晋城

博物馆） 的 《泽州万像——山西晋城古
代彩塑壁画艺术巡展》，临汾市博物馆
的 《文明化成——中华早期文明都邑联
展》，以及大同市雕塑博物馆的 《溯源·
寻根——大同考古纪实展》 入列。

《溯 源·寻 根 —— 大 同 考 古 纪 实
展》 由大同市文物局主办，大同市考
古研究所、大同市雕塑博物馆共同承
办，是大同市在 2023 年重点推介的考
古纪实类原创展览。该展览于去年 7 月
11 日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开展，展期
将近两个月，展览期间游客参观总量
约为 12万人次。

《溯 源·寻 根 —— 大 同 考 古 纪 实
展》 能 够 入 围 第 二 十 一 届 （2023 年
度）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
介活动，市雕塑博物馆馆长张万军总
结了以下四大优势：

其一，展览以新时代以来大同历
年重要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基础，
通过展出 275 件/组出土文物、36 块图
文版面，以“人类演进的沃野”“文化
交流的纽带”“民族交融的前沿”“繁
盛 恢 弘 的 帝 都 ”“ 异 彩 纷 呈 的 陪 都 ”

“鼓角铿锵的军城”六个单元，展示了
大同考古发展历程、重要节点事件、
重要人物及重要考古发现。

其二，特别策划“一同塑说”文
化艺术讲堂、“不期而遇博物馆”系列
活动、“当文物遇到音乐”等考古系列
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
专家学者，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和
解读考古的意义和价值，为大众展示
考古工作如何揭示历史真相，如何传
承文化精髓，如何激发艺术灵感。

其 三 ，《溯 源·寻 根 —— 大 同 考
古 纪 实 展》 开 发 设 计 了 11 款 文 创 产
品 ， 包 括 以 白 釉 瓜 棱 柱 壶 、 北 魏 石
灯 、 北 魏 彩 绘 陶 壶 为 设 计 元 素 的 香
薰 摆 件 、 北 魏 壁 画 拼 图 、 文 物 剪 影
组 合 的 帆 布 挎 包 、 陶 器 修 复 DIY 礼
盒 、 瑞 兽 陶 瓷 雕 塑 品 、 印 章 等 ， 让
观 众 在 参 观 完 展 览 后 ， 还 能 带 走 具
有 纪 念 意 义 的 文 创 产 品 ， 形 成 一 次
完整的考古探索之旅。

其 四 ， 通 过 多 样 化 、 年 轻 化 、
生 动 化 的 活 动 形 式 ， 让 考 古 展 览 从
以 往 的 晦 涩 难 懂 变 得 平 易 近 人 ， 用
考 古 学 语 言 、 考 古 成 果 和 考 古 资 料
将 大 同 考 古 新 发 现 转 化 为 准 确 、 生
动 的 知 识 ， 传 播 给 大 众 ， 增 强 大 众
文 物 保 护 意 识 ， 更 好 地 呈 现 源 远 流
长 的 大 同 文 明 ， 使 大 同 发 展 积 累 的
考 古 成 果 与 大 众 共 享 ， 使 考 古 成 果
惠 及 大 众 ， 服 务 社 会 ， 从 而 更 好 地
讲 述 源 远 流 长 和 辉 煌 灿 烂 的 大同故
事，展示中华文明瑰宝。

向全国向全国展示大同考古成果
——《《溯源溯源··寻根寻根——大同考古纪实展》入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溯源溯源··寻根寻根———大同考古纪实展—大同考古纪实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激发乡村非遗创新活力
——市文化馆举办首次绳编结艺非遗培训活动小记

陶驴和陶骆驼俑 司马金龙墓胡人牵驼俑

图为冯鸷臻在教村民手工编织。

绳 编 结 艺 传 承 人 冯 鸷 臻 手工
编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