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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张择端，画史失载，根据该卷尾金代张著的跋
文得知，其字正道，东武 （今山东诸城） 人，出生于崇
儒之家，活动于北宋后期。他幼好读书，长成后赴汴京
求学，以求科举士进，未果后改学界画，尤长于舟车、
市桥、郭径以及活动于其间的人物，形成其风俗画的基
本特性。入北宋翰林图画院作画，作有 《清明上河图》
和《西湖争标图》（已佚）。

《清明上河图》 卷 （绢本淡设色，纵 24.8厘米、横
528.7 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汇集了画家在人物、屋
宇、舟桥、船舶、树石等诸多方面的绘画才艺，其绘画
主题有着很强的思想性，构思、构图方面堪称妙绝。

精妙的画面内容

画作并不是描绘汴京城的某个具体实景、实地，而
是艺术性地概括表现了开封城内外的河流、桥梁、城
门、街市等。全卷构思缜密，布局精到，共分 3 个部
分：

1、进城前后：由送碳驴队、河开冰解、晒场农
舍、柳岸长堤、踏青回归、迎寒策蹇、惊马闯市、望楼
饭铺、私粮进京、船侧祭神、客船启程等组成，将观者
由郊野逐步引向高潮；

2、拱桥上下：摇橹向前、大船抢险、上下呼救、
车轿相争，表现全卷的矛盾高峰；

3、城门内外：欢楼美禄、客家登船、小铺闲坐、
车铺劳作、豪车云集、临街神算、懒兵候主、桥头观
水、书屏遭废、杀羊祭道、城上暮鼓、土墙杂树、城下
修面、货到税讫、禁军运酒、正店开张、街头说书、列
售纸码、深井汲水、士子苦读、考前求解、街头九流、
太丞医铺、门房指路等，喧闹的商肆在卷尾渐趋平静。

全卷描绘了 810 多人、80 余头牲畜、30 多栋房屋、
20 多艘船舶和 20 多辆车轿，其场景之大、视域之广，
为早期绘画之最。以人物身份而论，表现了仕、农、
工、商、道、释、巫、医、学、兵、丐等社会各个阶层
的不同生活。

在全卷的中心段情节是即将平息的一场交通事故，
这起严重险情的直接责任者是几个纤夫。在桥上，还上
演了一场闹剧，坐轿的文官与骑马的武官互不相让，轿
夫与马弁各仗其势，争吵不休，给拱桥增添了更多的险
情。在城门外，望火楼无人守望，城门无人把守，整个
汴京城是一个不设防的国都。而那些禁军却安卧在递铺
门口或忙碌于运送军酒。

画面背后的危机

该图所表现的季节主要是清明节，而不是所谓的
“政治清明”。

从表面上看，画家集中概括、客观表现了开封城清
明节期间的繁荣景象。但是，他没有粉饰太平，而是在

描绘表面繁盛的背后，流露出对北宋末期社会的阵阵隐
忧。

画家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意识揭示出当
时隐藏着的一些社会矛盾，折射出对宋都城防缺失、消
防殆尽、军心涣散、文武相争等弊病的担忧，而这个时
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劲敌正在厉兵秣马，伺机攻克这座不
设防的都城，北宋灭亡，已在旦夕之间。

昏庸的宋徽宗得到此图后，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警
示含意，未能理解张择端的良苦用心，而是将图转赠给
了向太后之弟向宗回。

艺术价值非凡

在艺术上，全卷采用散点透视，结构分明且互有联
系。张择端对码头生活和漕运活动最为熟悉，甚至包括
其中的生活细节，如对桅杆的形状、堤岸的结构、船桥
的构造等等所作的描摹都符合物体自身的结构，特别是
驳船因不同的载重量呈现出不同的吃水程度。

该图的建筑和舟船并非严格意义的界画，画家并未
全部使用界画工具，一些是徒手绘成，风格精雅而坚
凝，使建筑、舟桥的线条充满韵味，全无板滞之弊。其

界画功底和山水笔墨胜于人物，人物造型生动稚拙而富
有生活情趣。画家的艺术格调凝重厚实、沉稳大度。代
表了宋代市民阶级中学人阶层的张择端在接受宫廷艺术
之后，显现出审美的多元性，故其艺术内涵之深、意蕴
之厚，后人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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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花，鄂西五峰西部的土家小乡镇。贺龙在此战斗了
几载，建立了红色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那曾挂过
梭镖、大刀的吊脚楼早已荡然无存。唯有那久远的名字：
采花和那漫山遍野的茶树愈见葱郁，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里，有 2010 年被列入国家 60 处文物重要新发现的
“五峰茶马古道”。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宜昌市文物部门
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发现了长达百余公里的明清时
期茶马古道。这是迄今为止在宜昌市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
较为完整的茶马古道，还有何历史文化遗存？

驮货的骡马善“导航”

为什么称作为茶马古道？据当地80岁的村民曹叶钊老
人回忆，当时商队用于运输的牲口不仅有骡子，还有马和
驴。由于骡子力气大、脾性好、善于走山路，就成为当时
运输的主力，这条道也称为骡道。当时，多以骡马为运输
主力的商队不仅把山里紧要的盐、粮食及日用品从山外驮
来，还将当地盛产的茶叶、桐油、山漆等山货通过这个古
道运到外地。

当时的商队一般拥有几十头骡马，小型的商队也有几
头。曹叶钊老人说，小时候每天都可以看见这样的商队逶
迤盘桓在山路上。当时每支商队的骡马都被系上红花或者
红布，缰绳上也缠着红布条，寓意吉利发财之意。当地人
说，2008 年，该乡一头骡子在参加一次古骡道的寻访中，
还能记得多年前走过的路。

部分遗址保存完好

古道很古老也很简朴。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面，被千
万双脚打磨得幽幽发亮，把一段悠远的历史融凝进去，不
留一丝痕迹。这些古道多依托山势而建，有的建在山脊，
有的则是在山腰或者沿着河谷穿行，现在封山育林多年，
人钻进去相当不易。

在这条茶马古道上，现在仍然还有很多地段保存比较
完好。在该乡栗子坪、磨家溪、采花台、裕安桥以及该县
湾潭镇等地就有多处遗存。虽然长年无人看护，但由于人
迹罕至，部分遗址仍然保持原貌。

从采花乡正街往北车行 10 多分钟，有一个星岩坪村，
那里现在仍在使用一段茶马古道。这些用青石板铺就的道
路时宽时窄，有的台阶用一块青石铺就，而有的则用两块
拼接，依山势而行。在栗子坪村的梁子寨上，古道大多被
灌木覆盖，当地村民砍掉一些树木，古道才依稀显现。受
风雨腐蚀，古道大多破损不堪，但是依然能看出当年修筑
古道的艰险。

这条茶马古道不仅有石板路，还有很多跨溪涧而建的
石制桥梁，多为古时当地村民、商贾筹资修建。当地的磨
家溪石桥、楠木桥、裕安桥等，至今还是当地村民出行的
要道。

上图：骡马大道遗存

仿佛阳光照射鳞次栉比的老屋时
打了折扣，陈旧的气息，幽幽地在屋
檐下与深巷中弥漫着。沉净、寂然，
似源自斑驳的墙体，抑或灰暗的鳞
瓦，又似乎源自泛着一丝油光的青石
板地面，久远的亲切中夹着些许的怅
然。这一切，无一不洇染着水墨江南
的韵味。这里就是江西省理坑村。

理坑村的源头是隐居篁村的余道
潜。余道潜始迁篁村后，传至第六世
余德忱时分迁沱川鄣村，传至第十世
余景阳时择迁沱川理源。至于理源俗
称理坑，是因当地人的口语习惯。理
坑村水口的理源桥，桥嵌山口，一如山
门；亭为封檐建筑，粉墙黛瓦；桥亭合
一，像一座屏风遮挡着村。桥亭门额上

“山中邹鲁”、“理学渊源”、“闳开阀阅”、
“笔峰兆汉”的题字，既是理坑的标识，
亦是理坑内涵的表达，给每一个抵达理
坑村的人拓宽了想象空间。

理坑的街道，沿溪流两岸而建，俗
称水街。溯溪而上，有三座桥：一座称
百子桥，一座叫天心桥，一座为观音
桥。这样的桥，是以公益心和人格力量
作支撑的。据年近八旬的余金源老人
介绍，这三座桥在清代以前都是木板
桥，而改建石桥是得益于村中“凡修桥

路义举，靡不乐输”的余圣材，还有“祠
宇、桥梁亦输金弗吝”的余于垣。

石桥枕着溪水，深巷连着民居，拓
展了村庄的空间。理坑，在《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和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村的名单上都赫然在目。村中有明
清典型的徽派古建筑五十多幢，其中：
天官上卿第、司马第、云溪别墅、友松
祠、福寿堂五处建筑，早在 2006 年就被
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理坑痴迷的，不仅有古建专家，
还有一批批背着画板的画家和来自全
国各地美术学院写生的学生，他们纷纷
支起画架，或立，或坐，笔墨写意，水彩
流光，一幅幅古朴恬静、立体斑斓的村
景跃然画中。古旧，黯淡，斑驳，雕梁画
栋，粉墙黛瓦，是漫漫岁月的景象，是远
去时空的呈现，是村庄历史的遗存，也
是乡村文明的轨迹。而成畈的田野，一
条一垅的菜地，一树树桃花梨花的点
缀，还有屋顶鳞瓦上飘散的炊烟，则散
发着人们向往的家园气息。

一条小路，一座桥，串起了理坑村
的地理。沿着这样的路径走进理坑，我
找到了村庄最初的纹理，村庄恒久的磁
力，还有吴冠中画境中水墨江南的意
蕴。

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湄洲湾和泉州湾之
间的惠安，依山临海。雕刻艺术产业是惠安
的传统产业，也是惠安的支柱产业，同时又
是惠安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惠安雕艺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惠安先
民融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为一
体，秉承晋唐之遗风、宋元之神韵、明清之
风范，使源于黄河流域的北派雕刻艺术，逐
渐融会为细腻精致、纤巧灵动的南派艺术风
格，并伴随着建筑艺术的发展日渐繁荣，成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

上世纪 50 年代兴建的爱国华侨陈嘉庚集
美鳌园，是惠安现代石雕工艺水平的集中体
现。园内的650件青石雕，内容集古代历史题
材、中国革命史与新中国建设史于一身，是
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奇迹，被视为中国石雕
艺术的大观园。

此外，惠安雕刻艺人在国内外不少名胜
古迹和旅游风景区参建、兴建了一大批富有
历史纪念意义的代表作和标志性工程，如北
京人民大会堂的柱础、人民英雄纪念碑雕
刻、毛主席纪念堂石雕、湖南长沙橘子洲头
青年毛泽东塑像、陕西富平习仲勋陵园塑
像、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塑像等。

惠安雕刻艺术有石雕、木雕、砖雕、泥
塑、瓷雕等种类，其中尤以石雕品种繁多。
石材有花岗岩、大理石、砂岩、玉石等。惠
安传统雕刻从工艺上主要可分为沉雕、浮
雕、圆雕、影雕、线雕5大类。

雕刻艺术产品按其用途可分为碑石、城市
园林雕刻、建材建筑构件、宗教雕刻、实木家私
器具、工艺品等几大类。石雕工艺品是充分运
用材料的形制进行工艺美术设计和雕刻的工
艺制品。惠安石雕工艺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雕镂精细，艺术价值很高，是惠安传统文化代
表性表现形式和民间艺术精华。

目前，惠安有石雕企业800多家，从业人
数10余万人。惠安全县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
人，中国石雕艺术大师6人，福建省工艺美术

大师17人，省级工艺美术家48人，中高级工
艺美术师 600 多人，初级职称及技师 2100
名，涌现出了 23 个“雕刻世家”，4 个雕刻

“传习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安石雕”代

表性传承人、中国石雕艺术大师王经民，就
是目前活跃在惠安石雕领域的领军人物。他
15 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石雕技艺，逐渐全面
掌握了石雕的各种工艺技术和制作流程，包
括雕扑、平直、打巧、镂剔以及沉花、线
雕、影雕、粘黑白、浮雕、透雕、圆雕等技
艺，将传统石雕工艺与现代石刻艺术熔为一
炉，并应用于各式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内
外装饰构件，成为许多地方的标志性产品。
王经民的艺术传承实践和创业成就对当前民
间手工艺的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镇馆之宝

开栏语：

全国各地博物馆作为最主要的收

藏机构，汇集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

中最为完备的收藏序列和典藏精品。

对于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许

多读者都希望能够一睹风采、一探究

竟。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镇馆之

宝”栏目，展示全国各大博物馆最有

价值的藏品，用现代人的视角，去感

受“镇馆之宝”的震撼力量，探寻其

历史根源和历史传承，展现“镇馆之

宝”在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内涵和它给

现代生活带来的改变，让观众通过文

物，完成一次历史与现代的穿越。

余 辉

《清明上河图》：
宋徽宗咋就没看懂？

《清明上河图》：
宋徽宗咋就没看懂？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风俗
画卷，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有许多有
趣的流传故事。千余年来，此画声名显赫，广受青
睐，仿摹者众多。如今，各地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许多
摹本和伪造本。然而，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
学者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认为现藏于北京故
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

900 年前的宋朝汴京城是什么样的盛世景象？它
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危机？答案就在 《清明上河

图》的画画中。它用丰富的画面，展现了画家笔下的
北宋汴京城的繁华富庶以及画家对于盛世背后所隐藏
危机的忧虑。在现代视角的解读下，《清明上河图》
已经不仅是一幅难得一见的名画，它更是一个家喻户
晓的故事，一种文化的传承。900年来，以 《清明上
河图》为主题的再创作层出不穷。直到今天，它依然
深受现代人的喜爱。

现在，我们跟随学者的文字，一同感受这幅举世
名作的精彩故事。

▲北宋张
择端《清明上
河图》（局部）

▶张择端
画像

中国最美古村

理坑：水墨的村庄
洪忠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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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沧桑的
五峰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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