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纹”以载道，器以藏礼。忍冬纹

是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图案装饰

中应用最广的植物纹饰，这些大量出

现的忍冬纹精致繁复，极具异域风

情 。 以 第 10 窟 后 室 门 框 忍 冬 纹 为

例：门楣内椭圆形环状三叶忍冬雕刻

对称，诸天童子，自然在中；门楣四周

弯曲的波状藤蔓上出三叶或五叶忍

冬花，奇禽瑞兽嘴衔枝叶立于藤蔓上

下，动态十足。

忍冬纹也是中外文化碰撞交融

的艺术果实。北魏时期，佛教艺术东

传，外来植物纹饰被雕刻到云冈石窟

的壁面之上，推动中国古代美术发生

重要变化：我国从商周开始以动物纹

饰为主的装饰题材逐渐过渡到以植

物纹饰为中心。

命名与流变

中国学者首次在研究中提到“忍

冬”一词，见于 1933 年梁思成、林徽

因和刘敦桢共同发表的《云冈石窟中

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部第八洞

（现编号为第 12 窟）柱廊内墙东南转

角处，有一八角短柱，立于勾栏上面，

柱头略像方形小须弥座，柱中段以莲

瓣雕饰，柱脚下又有忍冬草叶，由四

角承托上来……且云冈的柱头乃忍

冬草大叶，远不如希腊 acanthus 叶的

复杂。”名物学家扬之水认为：“所谓

‘忍冬纹’，它在中土的装饰艺术中，

最初只是外来的‘一种图案中产生的

幻想叶子’，而并非某种特定植物的

写实，与中国原产的忍冬亦即金银花

更是毫无关系。”

关于忍冬纹的来源，国内外学术

界 普 遍 认 可 忍 冬 纹 源 于 希 腊 的

“acanthus”，汉译为“茛苕纹”，在西方

纹饰系统占据中心地位。奥地利艺

术史学者阿洛伊斯·李格尔在《风格

问题——装饰历史的基础》中指出，

茛苕纹由棕叶纹演变而来，演化过程

只与严格的装饰要求有关，并非对自

然植物的模仿。

源于希腊的“忍冬纹”经由犍陀

罗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东传华夏大

地，成为丝绸之路上自西向东传入中

国的主要植物纹饰，它的产生以及在

不同区域的发展变化都蕴含着各民

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

作为异域装饰纹样，忍冬纹进入

中国后，并未被当时的工匠简单模仿

照搬，而是融合中国传统几何与动物

纹饰后逐渐本土化，发展成具有中国

特色的忍冬纹装饰，广泛应用于佛教

石窟与各类器物。

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在中外

文 化 交 流 中 有 着 重 要 地 位 。 公 元

398 年 ，北 魏 道 武 帝 拓 跋 珪 建 都 平

城，开启北魏平城时代的大幕，大同

成为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东端

起点。大同出土的北魏陶壶、陶砖、

石灯、石棺床等均可见模印或雕刻忍

冬纹，其中以 1965 年出土的北魏太

和八年（公元 484 年）司马金龙墓石

棺床最为精美：棺床上部以缠枝四叶

忍冬纹为边饰，其内波状忍冬纹舒展

流畅，藤蔓上下雕十三组伎乐天人，

伎乐足下或头顶一角雕中国式的虎、

狮、龙、人面鸟等奇禽瑞兽。盛极一

时的周汉兽面、禽鸟、云气纹等传统

装饰纹样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外来植

物装饰纹样一跃成为装饰主流。

融合与发展

云冈石窟是北魏平城时期丝路

上诞生的璀璨艺术宝库，忍冬纹雕刻

贯穿洞窟开凿始终。云冈石窟的忍

冬纹以三叶形为主，有波状、并列、环

状、套圭、龟背状、四出三叶等不同形

式，具有重复性和对称性特点。忍冬

纹的叶瓣特征、表现形式和雕刻位置

在云冈石窟早、中、晚三期洞窟中呈

现出不同特点：

早期洞窟忍冬纹雕刻繁复，仅出

现在佛像法衣的边缘、菩萨的头光外

周及菩萨宝冠。中期洞窟忍冬纹繁

缛有致，装饰部位明显增多：例如第

7、8 窟后室东西壁的忍冬纹花叶肥

满舒畅，接近犍陀罗风格。第 9、10
窟壁面雕刻的忍冬纹形态最为丰富，

藤蔓缠枝，纵横盘桓，受汉魏传统影

响，几何形式的骨架内填充童子伎

乐、奇禽瑞兽、花叶果实等图案，忍冬

叶舒展自如，雕刻位置突出，除装饰

界带外，列柱、佛龛、门框等均有装

饰。晚期洞窟中的忍冬叶简约纤细，

第 35、39 窟窟门上部雕刻并列忍冬

纹装饰，偶尔在莲花窟顶四角雕刻三

叶忍冬纹。

忍冬纹的这些变化与云冈早中

晚三期洞窟的建造和艺术特点密切

相关：早期洞窟为帝王造像，突出表

现主尊大像，边饰中的忍冬纹如犍

陀罗艺术中所见饱满圆润；中期洞

窟本土化进程加速，富丽堂皇的佛

殿窟内，忍冬纹饰组合多变，精致繁

缛，中国传统奇禽瑞兽融入外来植

物纹饰之中；北魏迁都洛阳前后，由

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云冈晚期

造像呈现出南朝秀骨清像的艺术特

征，洞窟中装饰纹样减少，忍冬纹饰

也随之简练纤细。简言之，云冈石

窟的种种变化皆是中外文化和南北

文化交融的表现。

正如梁思成所言，“云冈石刻中

的装饰花纹种类奇多，而十之八九，

为外国传入的母题及表现，其中所

示种种饰纹，全为希腊的来源，经波

斯及犍陀罗而输入者，尤其是回折

的卷草，根本为西方花样之主干，而

不见于中国周汉各饰纹中。”除忍冬

纹外，云冈石窟中最常见的莲瓣纹，

以及雕刻于佛座上的联涡纹、绹索

纹等，均是典型的古希腊罗马艺术

装饰纹样。由于亚历山大东征和希

腊化运动，希腊文明传播至西亚和

西北印度，进而传入中国，中外文化

交 融 互 鉴 ，成 就 独 具 魅 力 的 艺 术

经典。

一 花 一 世 界 ，一 叶 一 菩 提 。 忍

冬花叶里浸润着中古时期的文化交

融，展现出中外文化的异趣同辉。

（作者为云冈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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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中国北方昆曲剧院（以下

简称“北昆”）的经典剧目《白蛇传》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收获中外戏迷好

评。今年 8 月，北昆创排、表演的《白蛇

传》参加历史悠久的英国爱丁堡艺穗节，

荣获亚洲艺术奖最佳剧作奖，为昆曲艺

术的国际传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昆曲

被誉为“百戏之祖”。从 20 世纪初梅兰

芳、韩世昌等名家大家将传统戏曲艺术

传播到海外，到 2001 年昆曲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再到如今优秀剧目频频登上

国际舞台并获得肯定，昆曲的国际认知

度和影响力不断上升。

深植传统，以艺通心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在长

期对外交流实践中，我总结，只有深深植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昆曲才能在世

界舞台展现别具一格的魅力，自成一道

风景。昆曲经典剧目《白蛇传》取材于同

名中国民间传说。故事文本最初完整记

载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由此改

编而成的戏曲作品在清代乾隆年间登上

舞台，描绘了世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

中国民间集体智慧的典范。

在今年的爱丁堡艺穗节上，北昆精

选这一经典剧目，既展现了爱情的至纯

至真，又描绘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带给不

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观众审美享受和情

感共鸣。连续 4 天的演出座无虚席，有

些观众甚至站着看完全戏，掌声和欢呼

声不绝于耳。许多观众慕名而来，演出

开始前一小时，他们便在剧场外排起长

队，演出结束后也久久不愿离场，在海报

前拍照留念——大家都被这出唱作俱

佳、文武兼备、张力十足的精彩剧目深深

吸引，现场气氛热烈和谐。

台上一颦一笑皆是情，一动一静皆

有意。在《白蛇传》的《游湖》一折中，演

员轻拂衣袖，步履轻盈，以身体律动虚拟

出摇曳的小舟；渐渐地，整个舞台似乎化

为烟雨朦胧的西湖水面，满载观众的思

绪，悠然回到千年前的钱塘之畔……通

俗易懂的唱词对白、艺术写意化的表演

方式让海外观众深切体会到中华戏曲文

化的精妙生动——文戏细腻绵长、婉约

缠绵，武戏铿锵有力、行云流水，张弛之

间，观众沉浸其中。一名英国昆曲爱好

者说：“独特的艺术形式生动展示了人性

之美，太震撼了！”

 拓宽机制，加深认知

积极探索与国外艺术组织的合作机

制，是昆曲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

爱丁堡艺穗节上，北昆不仅精彩呈现昆

曲剧目《白蛇传》，还在这座文化底蕴深

厚的城市拉开“重新发现昆曲艺术节”主

题活动的序幕。在全球青年昆曲连线活

动中，主持人与来自全球 10 个城市的 10
名青年昆曲爱好者现场对谈，从“全球发

现”和“青年发现”两个维度讲述国外青

年对昆曲艺术的理解，分享昆曲推广的

建议。

在昆曲欧洲课堂上，我们不仅展示

了昆曲特有的“唱、念、做、打”等表演段

式，还深入浅出地向海外观众讲解昆曲

的前世今生、台前幕后。每当谈起昆曲

6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写意化的艺术程

式，海外观众总会投来好奇而钦佩的目

光。活动现场，梅花奖得主魏春荣与青

年演员刘大馨主演的《牡丹亭·游园》，令

观众沉浸于中国古典爱情含蓄缠绵的氛

围之中，拨动心弦。

青年演员刘恒主演的《宝剑记·夜

奔》，青年演员高陪雨、刘展主演的《白蛇

传·断桥》等名作片段接连在爱丁堡

上演，这些行当齐全、允文允武

的经典折子戏展示出昆曲柔

美秀丽、底蕴深厚的艺术

特色，吸引当地市民和

海外游客前来观赏，

使 他 们 萌 生 走 近

中 国 传 统 戏 曲

艺术的愿望。

创新融合，交流互鉴

昆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载体。2015 年，在中俄文化交流年活动

上，中俄艺术家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创新和尝试：以各自非物质文化遗产艺

术形式演绎对方经典作品——昆剧《图

雅雷玛》和欧隆克版本的《牡丹亭》在清

华大学上演，获得巨大成功。

昆剧《图雅雷玛》是根据俄罗斯欧隆

克—雅库特民族英雄叙事诗《美丽的图

雅雷玛》改编创作的剧目，《牡丹亭》作为

昆曲传承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则以

欧隆克形式呈现。为实现昆曲与欧隆克

这两大世界非遗艺术形式的合作，北昆

与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欧隆克剧

院筹备 3 年之久，努力实现两种艺术形

式的跨文化融合与再造。

中俄不同艺术形式互相演绎，关键

是在包容不同中寻求共同，在尊重差异

中谋求互通。《美丽的图雅雷玛》用善良

化解邪恶的主题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

这一史诗气质宏大、想象力奔逸，也适用

于昆曲文武兼备、唱腔婉转激越的艺术

品格和虚实相生的舞台表现。欧隆克则

有机结合了诗歌演唱和叙事说书，表演

者通过悠扬的吟诵展现《牡丹亭》细腻的

人物互动和情感传递，编排的优美舞蹈

呈现出昆曲特有的程式动作之美和情境

写意之妙。

2018 年是《美丽的图雅雷玛》创作

者欧云斯克诞辰 125 周年，北昆携昆剧

《图雅雷玛》赴俄参加纪念专场晚会，随

后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巡演。时任中

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说：“这种深度的、

持久的、有内涵的文化交流，真正达到了

‘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昆曲不

断汲取智慧和养分，持续创新表达，拓

展传统题材当代演绎的可能性。 2019
年，北昆自制昆曲剧目《反求诸己》，以

西方“小剧场戏剧”的形式来到法国阿

维尼翁戏剧节：进行街头巡演，增加念

白，配合法文字幕，中国昆曲以更加平

易 近 人 的 风 格 收 获 当 地 观 众 的 喜 爱 。

近年来，北昆创排了《狮吼记》《怜香伴》

等小剧场剧目，以更丰富的表现形式、

更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神内核，推动昆曲

的海内外传播。

当前，北昆加快“昆曲走出去”进程，

巡演足迹遍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努力

让昆曲艺术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一

条纽带。作为昆曲艺术的传承者，我们

积极探索新的传播方式和创新路径，期

待昆曲在世界舞台绽放华彩。我们相

信，在一代代昆曲人的不懈努力下，昆曲

的幽兰雅韵必将越发香溢四海。

（作者为北方昆曲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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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文艺复兴的先驱

和标准意大利语的奠基人，其代表作《神

曲》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但丁生前颠沛流离，辗转多个城市，其中

与他结缘最深的有佛罗伦萨、维罗纳和

拉文纳。

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林立，佛罗伦

萨堪称最耀眼的存在。作为欧洲文艺复

兴的摇篮，这里也是但丁的故乡。佛罗

伦萨见证了诗人顺遂的前半生，他曾被

推选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的

6 位委员之一，在领主广场的市政厅内

任职。

来到佛罗伦萨，从游人如织的领主

广场向北走 100 多米，一座僻静古朴的

塔楼映入眼帘，这便是但丁故居博物馆

所在地。据推测，1265 年，但丁出生于

此。佛罗伦萨老城分布着 30 多个石碑

和雕像，记录下诗人的足迹和他在作品

中提及的地方，亦见证着诗人对故乡深

沉的眷恋。当时，佛罗伦萨被位于罗马

的教皇国觊觎，城邦内政治斗争愈演愈

烈。1301 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派遣特

使前往佛罗伦萨调停政治斗争。特使进

入佛罗伦萨后，在 1302 年宣布终生流放

但丁。自此，但丁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

的土地。

多年后，佛罗伦萨市政府表示可以

以游街一周的条件换取返乡，但被但丁

愤然拒绝。“如果不能以无损我名誉的方

式返回佛罗伦萨，那么我将永不踏足！”

被流放的 10 余年间，但丁一直为自己的

政治理想奔波奋斗，足迹遍布意大利，甚

至远至法国。

但丁辗转来到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

纳，一位文学家在这里迎来了新生。维

罗纳是莎士比亚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故事发生地，1312 年但丁受邀来此并

长居 6 年，这里也是诗人被流放后停留

时间最久的地方。从著名的“朱丽叶阳

台”一路向北，就来到别名“但丁广场”的

维罗纳领主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

近 7 米高的但丁雕像，是为纪念他诞辰

600 周 年 而 建 。 雕 像 中 的 但 丁 右 手 托

腮，左手握书，紧抿双唇，举目远望，沉浸

在对人生、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之中。

但丁居住期间，维罗纳政治气氛开

明，经济文化活跃。由于难以实现理想

抱负，但丁将重心转向搁置已久的《神

曲》创作。为找寻灵感，他漫游城市，参

观各式公共建筑，在图书馆翻阅古文献，

畅想一个和平正义的新型国家形态。带

着这样的思考，但丁创作了《神曲》天国

篇的大部分内容。对但丁而言，维罗纳

意义特别：在《神曲》中，诗人借祖先之

口，预言维罗纳将成为“你的第一个庇护

所”，“你”也会在这里收获友善与厚待。

如今，相关诗歌选段已被镌刻在维罗纳

古城里的许多地方。

1318 年，为寻求稳定的生活和写作

环境，但丁来到意大利东部古城拉文纳，

在这里度过人生中最后 3 年时光。在当

地文化的滋养下，但丁最终完成了《神

曲》的全部篇目，描绘了当地建筑中壮观

的马赛克镶嵌艺术和城外伟岸的松林景

观。1321 年，因从威尼斯返途中感染疟

疾，这位文学巨匠最终长眠于此。

如今，但丁墓是拉文纳最有名的景

点之一，它与周边街区统称为“但丁区”，

以表达对诗人的尊重与怀念。走在通往

墓 地 的 鹅 卵 石 小 道 ，气 氛 逐 渐 庄 严 肃

穆。道路尽头有一座修建于 18 世纪末

的小礼堂，摆放着安葬诗人的古罗马式

石棺。礼堂的青铜大门、银质花环和油

灯等装饰品来自各地的捐赠。直到今

天，小城处处可见诗人的身影：路牌以曾

经启迪但丁的马赛克镶嵌画形式呈现，

以但丁为主题的街头海报和现代涂鸦吸

引各地游客前来欣赏……

佛罗伦萨见证了诗人的诞生，维罗

纳目睹了《神曲》的创作，拉文纳守护诗

人的光辉。但丁与这三座城市互相成

就，使意大利文学有了灿烂的起点。每

年 3 月 25 日是“但丁日”，2021 年但丁逝

世 700 周年时，意大利举国纪念。维罗纳

和拉文纳与诗人的深厚渊源不必多言，

即便是最难返回的故乡佛罗伦萨也早已

将他视为杰出市民。如果现在受邀回佛

罗伦萨看一看，但丁应会欣然接受吧。

但丁的“三城记”
谢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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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爱丁堡重新发现昆曲艺术节

全球青年昆曲连线活动现场。

图②：爱丁堡重新发现昆曲艺术节

海报。

图③：爱丁堡艺穗节昆曲剧目《白蛇

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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