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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这里的村史馆独具特
色，馆内以钦斋泥塑表现风土人情和乡贤人物，形式新颖生
动，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钦斋泥塑诞生于哨楼村，是川派泥塑的杰出代表。钦斋
泥塑传承人李长青是 80 后，土生土长的哨楼村人。见到李长
青时，他正在村史馆忙个不停。村史馆建设时，他是设计者，
村史馆开放后，他当义务讲解员。用泥塑讲述村史、记录乡
愁，源自他心中的梦想。

仁寿县毗邻峨眉山，自古雕刻造像之风兴盛。李长青生在
一个延续了 200 多年的泥塑世家。他的父亲李永贵继承了祖传
的好手艺，其泥塑作品成为村里人家寿宴、嫁娶的必备礼品。

李长青从小就爱到田埂上玩泥巴，用泥巴捏小人、做玩具。
10多岁时，他的泥塑作品在县教育局组织的艺术比赛中获奖。

上中学时，李长青跟喜欢美术的同学一道寻访乡村周边
的摩崖造像，学习、临摹古代作品。1995 年夏天，他看了一
部对他影响至深的电影《泥人常传奇》。整整一个暑假，他待在
家里，照着电影里的泥塑作品捏出两大箱泥人。

2001 年，李长青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次年到雕塑系进修。
在这里，他见到了经典泥塑作品《收租院》原件，跟随作品主创
王官乙、龙德辉教授学习。他珍分惜秒，勤学苦练。除了修完
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课程，他还游学于川渝各所高校，从陶
艺、摄影、文学、编导等专业中吸取对泥塑艺术有益的养料。此
后，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多地泥塑产区、石窟、庙宇、道观、博物馆
等，探访、学习中华大地上的经典泥塑作品。

2008 年，李长青回到家乡，在父亲手把手指导下，系统学习
钦斋泥塑传统技法。“父亲的泥塑区别于美术学院里的西式雕
塑艺术，依靠中国人的审美直觉来创作，是‘心塑’。”李长青说。

泥塑的第一步是备料。大热天，李长青头顶烈日，驾车
驶进田间空地，选择可塑性好、无杂质的黏土，一铲一铲装
上车，拉回工作室。

接下来是练泥。将泥土放在太阳下曝晒，晒干后砸细成末，
然后过筛，加水，和匀，存放一个冬天，开春再取出，用木槌反复
砸打，叫作“醒泥”。同时往泥中加入棉絮，让两者充分融合。

做大型泥塑需要搭骨架，传统做法是用木料榫卯组合
而成。

然后是“开相”。在李长青看来，老艺人所说的“开相”比现
代泥塑工艺中的“造像”有着更深的含义，不仅是塑造外在形
象，更强调精神层面的“相”。李长青注重细节刻画，力求线条
流畅，形神兼备。

泥塑做好后，放在阴凉处风干。最后是上色，将水性颜
料调水融合，在干透的泥坯上画出人物肤色、服饰，配上道
具。过去先辈主要用植物颜料和矿物颜料，或者用不同颜色
的泥土进行组合“替色”，还尝试过用石灰水作白色，用锅底灰
加米汤作黑色。

李长青忠实于传统用色，在创作中巧用泥土本色来表现。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收集不同颜色的泥土，陕西白鹿原、
西安兵马俑坑附近工地、江西景德镇等地，都留下了他收集
泥土的足迹。他用三苏祠的灰色泥土，制作出充满书卷气的
苏东坡塑像。创作《乡村戏班》时，他用眉山本地黄泥塑造主
体，用眉山红泥制作戏班主角的手绢，用本地观音土制作白
色的牙齿。

李长青认为，钦斋泥塑要吸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华，
如书法、国画、石雕等，既要有中国味、有民族性，也要有
时代感。他近年创作的《四川老茶馆》《理发》《磨剪刀》《书先
生》《钟馗出巡》等代表性作品，彰显了这些创作理念。

《四川老茶馆》中的家具用传统榫卯工艺制成，还借鉴国家
级非遗眉山竹编的工艺技巧来制作椅子。《掏耳朵》的服饰制作
吸收了陶艺技巧，先将陶泥制成片，然后覆在人物表面，增加了
飘逸灵动感。作品《齐白石》在进行面部、服饰妆彩时，采用
了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着色技巧。

李长青的泥塑作品多次在大赛中获奖。《齐白石》获第九届
中国海峡两岸(莆田)工艺品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优秀
奖，《乡村戏班》《掏耳朵》先后获中国美术家协会陶艺委员会主
办的第四届、第五届中国西部陶艺双年展优秀奖，2019 年，《乡
村戏班》再获四川省文艺最高奖“巴蜀文艺奖”。

2017 年，李长青和父亲李永贵被评为眉山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钦斋泥塑代表性传承人。李长青还当选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获得第六届“四川省农村
手工艺大师（雕塑类）”“四川省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称号。

2020 年，仁寿县决定打造哨楼村村史馆，推动乡村文旅融
合发展。当时，李长青已在眉山市开设钦斋泥塑工作室，受到地
方政府邀请，他欣然返乡，全身心投入村史馆的策划与建设。

村史馆序厅浮雕墙展示 12 名乡贤人物塑像，人物造型各
异，或安然端坐，或凛然挺身，凸显了各自的身份特征和精神气
质。这些雕塑用哨楼村的紫色泥土制成，色彩质朴，质感温润，
采用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等艺术手法，栩栩如生。

村史馆第二展厅的盐文化浮雕展现盐井架和盐场，复原
了古代哨楼村制盐的火热场面。第三展厅再现了解放军进军
大西南途经哨楼村的场景。军队威武雄壮，群众热情欢迎，
军民鱼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村史馆中的泥塑让村民们倍觉亲切。一名村民说：“用本
地泥巴塑本土乡贤，讲村史故事，巴适（四川方言，意为合适）
得很哦！”

近年来，李长青致力于泥塑文化传播，到四川多所学校、
公园、博物馆等开展非遗讲座和展演活动，累计达 200 余次。
2023 年暑假期间，他与地方政府合作开设的非遗公益课很受
欢迎，吸引游客 1000 余人次。

古老的钦斋泥塑，承载着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的乡村绽
放出耀眼光彩。

建筑艺术宝库

亭 台 楼 阁 、 宫 观 祠 庙 、 塔 桥 廊
坊 ……中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
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从晋祠博物馆东大门进入，沿着
中轴线往里走，依次经过水镜台、会
仙桥、金人台、对越坊、钟鼓楼、献
殿、鱼沼飞梁，来到圣母殿。这条中
轴线上的建筑布局严谨、造型别致，
将古代建筑技艺、雕塑技艺和铸造技
艺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条 100 多米的中轴线上有晋祠
的三大国宝级建筑——圣母殿、鱼沼
飞梁和献殿。”晋祠博物馆副馆长谢强
在此工作已有 20 多年，对这里的一砖
一瓦如数家珍。

从烈日下走进献殿，清凉之气萦绕
周身。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疏朗
利落。古人在建造献殿时，没有使用一
颗钉子，全部由木头榫卯组合而成。

献殿建于金大定八年 （1168 年），
1955 年照原式进行翻修，保留了金代
建筑的特点。献，即献祭的意思，献
殿是古代祭祀时陈列供品的场所。“献
殿建筑风格大胆创新，外形似大殿，
却像凉亭一样四面通透，没有墙壁。
这样可以通风降温，让祭品保鲜，体
现了古人的营造智慧。”晋祠博物馆讲
解员刘思兰介绍。

穿过献殿，便来到鱼沼飞梁。这
是在方形水潭中建造的十字形石桥。

古人称“圆形为池，方形为沼”，此沼
中多鱼，故名“鱼沼”。沼中立有 34 根
约 0.3 米见方的小八角石柱，柱础存北
朝遗风。从高空俯瞰，石桥像一只大
鸟展翅欲飞，故称为“飞梁”。据北魏
郦道元所著 《水经注》 记载，“沼西际
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
结飞梁于水上”，可见鱼沼飞梁在北魏
时已存在。现存建筑为 1953 年按照原
样翻修。

鱼沼飞梁是中国最早的十字形立
交桥的雏形，对于研究桥梁建筑史具
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桥梁多为一字
形或拱形，此桥连通沼之四岸，桥面
结成十字形，非常独特。著名建筑学
家梁思成评价：“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
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

走过鱼沼飞梁，来到圣母殿。圣
母殿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 （984 年），
殿内供奉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的女
儿 邑 姜 ， 她 也 是 周 成 王 和 唐 叔 虞 的
母亲。

圣母殿是晋祠现存规模最大、最
古老的建筑。此殿为重檐歇山顶，高
19 米，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平面近
似方形。大殿外，8 根廊柱上饰有木雕
盘龙，虽历千年风雨仍栩栩如生，怒
目利爪，鳞片分明，其工艺之精湛令
人叹服。

“圣母殿的形制、规格和构造方
法，都是中国宋式建筑的典范。”刘思
兰介绍，圣母殿采用“柱升起”“柱侧
角”的建筑手法。柱升起，是指大殿
前檐 8 根廊柱由中间向两边逐渐升起，
每柱升高 6 厘米，这样增大了屋檐曲线
弧度，使翼角高翘，视觉上给人以腾
飞之感；柱侧角，就是大殿四周 26 根
廊柱全部向内倾斜，形成侧角，增强
了抗震性。

除了“三宝”，晋祠还有“三绝”——
宋塑侍女像、周柏和难老泉。

圣母殿内完整保存了 43 尊彩绘泥
塑。圣母邑姜像头戴凤冠，霞帔珠缨，
端庄高贵。42 尊侍从像对称分列于圣
母神龛两侧，有的奉文印翰墨，有的
洒扫梳妆、奏乐歌舞。这组塑像写实
传神，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
饰和彩塑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圣母殿一侧，挺立着一棵周代古
柏，历经近 3000 年依然枝干苍劲，郁
郁葱葱。周柏高 18 米，树围 5.6 米，向
南倾斜，卧于撑天柏之上，形似卧龙，
又称“卧龙柏”。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游
晋祠时作诗云，“地灵草木得余润，郁

郁古柏含苍烟”。周柏见证了晋祠的悠
久历史，被视为祥瑞和长寿的象征，
吸引了许多观众在此留影。

圣母殿另一侧是难老泉。“难老”出
自《诗经》中的“永锡难老”，寓意生生不
息、青春永驻。难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
头，冬暖夏凉，清澈见底，长流不息，被
誉为“晋阳第一泉”。唐代诗人李白曾
泛舟于晋水之上，写下“晋祠流水如碧
玉”“微波龙鳞莎草绿”的名句。难老泉
亭中挂着明末清初书画家傅山题写的

“难老”匾，笔法苍劲洗练，颇具神韵，为
晋祠三大名匾之一。

三晋文化史书

俗话说，“不到晋祠，枉到太原”。
晋祠之于太原，不仅是一座文化

地标，也是一处精神家园，浓缩了三
晋文化的精髓。

西周早期，周成王封其弟姬虞于
唐地，称唐叔虞。唐叔虞之子燮继位
后，改国号为“晋”。唐叔虞被视为三晋
文化的始祖，其后人在晋水畔初建唐
叔虞祠以示纪念。春秋末期，晋国公
卿赵鞅的家臣董安于在晋水之阳肇建
晋阳城。晋阳后来成为赵国国都，也
是后世太原城的基础。由此有了“先有
晋祠，后有太原城”之说。

隋大业十三年（617 年），李渊、李世
民父子在晋祠誓师起兵，几个月后便夺
取长安（今陕西西安），次年建立唐朝。
唐贞观十九年（645 年），唐太宗李世民
重回晋阳，次年诣晋祠，写下《晋祠之铭
并序》，刻于碑上。此碑是李世民唯一
传世碑刻，是融其政治思想、文学和书
法艺术于一体的珍品，如今保存在晋祠
博物馆的唐碑亭内。

周之柏、唐之碑、宋之殿堂、明
之牌坊、近代之馆舍……3000 年文脉
传承，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

晋祠博物馆改造园内的傅山纪念
馆、浮屠院、晋溪书院等当代建筑场

所，同时利用文昌宫、唐叔虞祠、关
帝庙等古建筑的闲置空间，打造“万古
一脉——晋祠博物馆基本陈列”，以古
建、塑像、金属器、碑刻、古树、祭
祀文化为内容，引入声光电等科技手
段，全面阐释晋祠的历史文化内涵。
该展览入选国家文物局、中央文明办、
中央网信办联合评选的 2023 年度“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

除了欣赏文物古建，在晋祠博物
馆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8 月 5 日，农历七月初二，晋祠庙
会。这天，晋祠博物馆热闹非凡，舞
狮表演气势雄壮，古筝、琵琶、二胡
等乐器奏响悠扬旋律，“圣母大祭”礼仪
表演依循宋代文化传统，读祭文、奏
雅乐、献供品。

晋祠庙会是祭祀圣母邑姜诞辰的
盛典，2008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每年庙会我们都要精心准备，让
公众沉浸式感受古代祭祀文化的庄严
肃穆。”谢强说。

文旅融合盛宴

水镜台上，“剪桐封弟”“三家分晋”
“水母娘娘的传说”等传奇故事精彩上
演。这是晋祠博物馆与太原市话剧团
合作推出的话剧《唐风晋韵话晋祠》，带
观众跨越千年探源三晋文化。

水镜台是一座古戏台，包括前后
两部分，从建筑形制来看，后台为明
代建造，前台为清代补建。水镜台集
楼、台、殿、阁建筑风格于一体，前
部为单檐卷棚顶，后部是重檐歇山顶，
台周围有疏朗的走廊。此台造型雄奇，
雕刻彩绘精美细致。1986 年拍摄的电
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
时所变的小庙就是以水镜台为原型。

如今，古戏台焕发出新的活力。
每逢重要节日，戏曲、相声、八音会
等节目在这里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
艺术享受。

近年来，晋祠持续开展文物建筑
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请山
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对馆内
30 余处文物建筑病害进行全面摸底调
查，制定古建修缮及预防性保护方案，
并开展古树名木抢救性保护。

晋祠博物馆不断丰富文物阐释利
用方式，相继推出“唐音元韵——晋
祠·永陵乐伎音乐文化联展”等数十个
主题展览，开设线上展览 60 多个，研
发 30 多个系列、160 余种文创产品。此
外，还打造了《晋祠十二时辰》《宋塑华
裳》《礼仪千秋》《龙兴盛会》等实景演
出；连续 5 年举办晋祠国风文化节，用
文化表演、国风游园、国风摄影大赛
等活动吸引年轻人。2023 年共举办主
题 节 日 活 动 及 临 展 92 场 ， 深 受 观 众
喜爱。

自去年来，“跟着 86 版《西游记》打
卡山西晋祠”成为旅游新风尚，众多古
建爱好者在圣母殿、鱼沼飞梁等取景地
打卡拍照，分享到社交平台。今年上半
年，晋祠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40%，8
月份日均接待量达 1.5万人次。

“我们希望把晋祠丰富厚重的历史
文化遗产全面生动地展示给观众，让大
家感兴趣、看得懂，看过之后有收获和
感悟。”晋祠博物馆馆长郭保平说。

（杨田参与采写）

用泥塑记录乡愁
刘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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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青创作哨楼村乡贤人物泥塑。          周晓文摄

观众参观晋祠圣母殿。                                         王  帆摄

晋祠献殿。                                             晋祠博物馆供图

  圣母殿内的宋塑侍女像。
          晋祠博物馆供图

唐代《晋祠之铭并序》碑。
              晋祠博物馆供图

近期，随着游戏 《黑神
话：悟空》 走红，山西古建
备受关注，位于山西太原西
南郊悬瓮山麓的晋祠迎来客
流高峰。

晋祠初名唐叔虞祠，又
称“晋王祠”，是为纪念晋国开
国诸侯唐叔虞（后被追封为晋
王）及其母后邑姜而建。晋祠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跨越时
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祠庙式
建筑群，堪称古代宗祠与造园
艺术结合的典范，现存宋、
金、元、明、清各式建筑100
多座，宋元以来塑像 100 余
尊，铸造艺术品30余尊，历
代碑刻400余通，匾联200余
幅，古树名木 122 株，其中
千年以上古树29株。千百年
来，文人墨客对晋祠不吝赞
美，李白、范仲淹、欧阳修
等名家曾在此题诗作赋。

1955年，山西晋祠文物保
管所（晋祠博物馆前身）成立。
1961 年，晋祠被国务院公布
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24年，晋祠博物馆入选
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