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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位巨人，他通过潜心
探索殷周古篆、汉魏隶楷的历史源流和传承关
系，以及艰辛的书、画艺术创作实践，创立了熔铸
古今、雄浑精博、古朴超逸、端庄沉稳而影响至今
的金石书派。这位巨人名叫李瑞清，1911年清亡
后隐居上海，署号“清道人”。

作为近代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先驱，李瑞清
“学书”一生，花费大量精力用近代西学的科研方
法结合传统古文经学来认知中国书法艺术。他不
知疲倦地研究字体演变及中国书法史上的主要
书法流派，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理论，并
付诸实践，对历史珍粹刻苦、认真临摹，一生不曾
停息。因此，他不仅能书篆、隶、楷、行、草各体，而
且能书写几十种流派、风格的书法，对每种流派、
风格的书法渊源文能证之，笔能副之。

江西省博物馆的书画藏品中有十余件（套）
李瑞清节临汉魏摩崖碑铭的隶楷条屏、中堂、集
金石铭刻篆隶对联，以及以碑笔入帖的帖书和
以书入画的“书画”。这些作品在 20世纪五六十
年代入藏本馆，传承有序，真实可靠，应是反映
他真实审美意识的“本色字”，也应是李瑞清书
画艺术活动、金石法书及本色书法艺术在理论
上和实践中卓异表现的最好见证。

李瑞清的好友、近代著名学者马宗霍在《霎
岳楼笔谈》中点评：“清道人自负在大篆，而得名
则在北碑”。李瑞清在《清道人遗集·玉梅花书
断》中自述：“馀书幼学鼎彝，学散氏盘最久，后
学齐罍之属，遍临诸铜器。弱冠学汉分，年廿六
始用力今隶、六朝诸碑，靡不备究，尔后始稍稍
学唐以来书。”

李瑞清精研篆隶、汉魏六朝文字，参合铭
刻、碑法，成就了一种法度严谨、气势恢宏、极具
个性特色的金石书风。以下选取江西省博物馆
书画珍藏中李瑞清集散氏盘《实至道大》五言
联、节临汉隶石刻砖铭的隶书四条屏、节临北碑
楷书四条屏、中堂及集北碑隶楷对联等作品加
以浅析，以窥其金石法书的本色风采。

清道人集散盘《实至道大》五言联（图 1）
《实至道大》五言联幅芯纵 129厘米，横 31厘米。
五言联字字斗大。上款题“集周盘字于申浦”七
字，上联集姬周散氏盘“实至乃有用”五字，下联
集“道大莫之就”五字，下款署“辛亥孟冬清道
人”字样。尾押朱文“阿梅”“清道人”印及白文

“黄龙砚斋”印。

五言联的上、下款题字用汉碑的神韵和笔
法题写，上款骨格舒张，笔致清丽流畅，匀整优
雅，凸现珠圆玉润气象。下款神采飞扬，形态奇
谲，篆籀笔意浓郁，骨气高古。上下款各具风格，
皆取汉隶中不同凡响之碑法，短短一联，共二十
四个墨字，足显清道人书艺之博大渊深。

联文则比较忠实于《散氏盘》铭文的神韵，
与吴大澂以小篆笔意临摹《散氏盘》铭文的风格
迥异。联字中“实”“就”二字因为上下结构，字体
偏长，与《散氏盘》铭文的整体气质稍异。字内、
字外空间分布恰到好处。行笔使用中锋，起、收
笔饱满圆润，婉转而灵动，行笔豪放，回锋、搭
接、折笔、转向、起止果决。墨浓而有枯。结字寄
奇隽于纯正，字字浑朴雄伟、敦厚，壮美多姿。行
笔使用其特有的颤笔笔法，极富《散氏盘》金文
之凝重、高古浑穆韵味。

清道人节临汉隶石刻砖铭隶书四条屏
（图 2） 四条屏 1 堂 4 幅，纸本，幅芯纵 179 厘
米，横 48 厘米。每屏皆依一出类拔萃的汉隶石
刻砖铭为指归，取其神韵和笔法临写。四条屏是
见证清道人汉隶金石书法艺术神采的珍品，集
中体现了清道人对汉隶石刻砖铭在书法创作中
之珍贵价值的研究、认知和体悟。

第一屏节临《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二
十个墨字：

“太守钜鹿鄐君部掾冶级、王弘、史荀茂、张
宇、韩岑等”。

款题“以篆为隶，西汉遗巨”八字，钤白篆
“石室主”印。临字、乃至款题均用《鄐君开通褒
斜道》摩崖石刻隶字的神韵和笔意。但临写并非
亦步亦趋，而是有所取舍。清道人款题“西汉遗
巨”是个小疏忽，将“东汉”误题为“西汉”。这种
小瑕疵旧时代名人常有，他们生活的时代没有
今天这么方便的查核条件。

第二屏临写《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
为《石门颂》）摩崖石刻三十六个墨字：

“于是明知故司隶校尉楗为武阳杨君，厥
字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驳议，君遂
执争。”

款题“笔长而曲，齐派也”七字，钤白篆“龙
门”印。临字用《石门颂》摩崖石刻隶字的神韵和
笔意。

《石门颂》刻石文字在书法史上被称为“汉隶
之极作，学隶者必学之范本”。其文字结字奇纵恣

肆，舒展开张，字势飘逸。虽然隶字结体，波磔不
明显，但笔划以篆意行之，如行书之洒脱自如、天
真自然。康有为称：“《杨孟文》（即《石门颂》）等为
隶（汉隶）中之草。”可见此碑体现出汉隶在上承
篆隶、下启行草的时代过度特点。

第三屏临写了“陶斋”所藏汉代砖铭二十六
个墨字：

“永元三年六月左冯翊章通、夏靳春，司寇□
苏松、关元，谢浮，在此下。”

款题：“笏堂仁兄法家正之 清道人”十一
字，钤朱文“清道人”印；后又题跋：“此砖藏陶斋
尚书所，新出土长安，与流沙坠简参观，可悟人赴

急书草隶之妙，曾季子谓秦权正脉，信夫。”
临字方瘦劲挺，全无波磔，长斜纵横，洒脱自

如，字面饱含奔放气象，如清道人所说为“赴急书
草隶”。但该书非赵壹《非草书》所指“隶草”面貌，
亦非卫瓘剔去波磔呈下引之势的“草稾”之类，可
以算作是李氏风格的“草隶”吧。

“陶斋尚书”即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金石学
家、收藏家端方。“曾季子”为清道人好友曾熙。

“笏堂仁兄”，即丁立中(1878～1958)，字笏堂，新
建县人。1949年后，任省政协委员的丁立中捐给
省博物馆。

第四屏临写《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石刻

最前面五行的五十个墨字：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九日发家，从

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程阿英等六人共
来作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缺坚固二字）
万岁。”

款题“其分行布白，首尾相衔，汉人摩崖，犹
存鼎彝旧法”十九字。

摩崖石刻为较为成熟时期的汉隶。但其字大
小参差不齐，多用圆笔，看似不经意而饶有古逸
之趣，学者们一致认为，较之同时代的《西狭》《石
门》诸刻，更为宽博疏放。

（未完待续）

1975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古渡乡药王洞村发现了唐代少数民族将
领契苾明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彩绘俑、带釉俑，造型包括男女俑、动
物俑等，现挑选两件介绍，以飨读者。

绿釉高髻女俑 高 32.5厘米，宽 8厘米，通体施绿釉。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那乌黑浓密的发髻，头发从四周向上梳起，在顶
部形成高耸的发髻，再从中间分开，犹如两座突起的山峰，又
似两把竖立的小刀，故称“双刀髻”，其设计极为夸张大胆，高
高耸立的双刀髻应为假发造型。女俑呈站立状，双手置于腹
部。柳眉凤眼，鼻梁高挺，朱红点唇，嘴角微微上翘，似乎露出
一丝腼腆甜美的微笑，神态自若。细长披巾绕脖子一周，一端后
甩下垂背部。身穿圆领窄袖连衣及地长裙，腰带轻飘于胸前，线
条清晰流畅。此俑造型传神，形象超凡脱俗，端庄俊俏，面部圆润丰满，
身材高挑修长，比例均称，发型、衣着时尚，是唐代青春健康、温婉秀美
少女的典型形象，展现了唐代社会开放自信、乐观向上的社会风尚和
女性追求个性，展现自我的精神状态。

武则天时期，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人们生活富足安逸，陶俑
艺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身份较高的贵族妇女一改隋以前发髻
简单、低平的样式而向上高耸，做出种种不同的造型。史料记载：“唐初，
宫中梳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上行下效，成为风尚。有大臣曾进谏唐
太宗下令禁止，唐太宗询问近臣令狐德棻，妇女发髻加高是什么原因 ，
令狐德棻回答说，头在上部，地位重要，高大些也可以理解，唐太宗认为
有道理。从此以后发髻不受任何法令限制，逐渐更加多样化。到武则天
时期，更加流行假发高髻，显得蓬蓬松松。这件绿釉女俑的发髻就是这
种假发高髻，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发髻，是唐代时尚女子的真实写照，
今天依然让人叹为观止。晚唐以后，妇女发髻效法吐蕃，流行锥髻，即发
髻如一棒锥，侧向一边，远不及盛唐女性发髻向上利落美观。

绿釉胡人俑 通体绿釉，站立于踏板之上，头戴翻边“山形”帽，身
着紧身翻领窄袖过膝长袍，腰系黑色带子，脚蹬高腰靴。眉骨突出，眉
毛浓而宽，眉头上翘，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嘴唇
上部有八字胡须，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一脸黑色浓密的络腮胡子，这种
面部形象和服装是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如高昌、回鹘，也就是今天我国
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人或者西域,即波斯诸国人
的形象特征。这件俑身穿的服饰与当时中原汉族的宽袍大袖有着
显著的不同，因此称为胡服，他们的面部形态也同汉族差别较大，
被称为胡人。俑双臂弯曲半举起，双手握拳，神情凝重，似乎正在紧
紧抓住马或骆驼的缰绳，准备启程。

经过唐初的贞观之治，到了高宗、武则天时期，唐帝国国力达到
全盛。首都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规模和繁荣程度在
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长安城内有众多来自西域的胡人、胡商，唐王
朝以宽广的胸襟，吸引着中外人士，形成了各民族大融合的壮观场面。

往事越千年，今天，当我们静静观赏这件绿釉胡人俑，闭目遐想
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那些身穿色彩斑斓胡服的胡人风尘仆仆地
跋涉了漫长的沙漠路，来到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将西域的特产、
音乐、舞蹈等传入内地，奉献给大唐中土，甚至连他们所穿的胡服都曾
在长安流行，贵族好为胡服，妇女也不例外。同时胡人又西出长安，穿
越沙漠，将中原地区的丝织品、瓷器运往西方。这件绿釉胡人俑不仅是
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强大
的融合活力的体现。

契苾明为唐代初年著名少数民族将领契苾何力的长子，契苾明家
族原来是铁勒族契苾部人，属于西北的少数民族，唐初归顺,契苾为复
姓。契苾明在武则天时期担任左鹰扬卫大将军，骁勇善战，多次讨伐
吐蕃等，战功卓著，为唐代政治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母亲及
妻子都被赐姓武氏。可惜46岁英年早逝，被追封为凉州刺史，咸阳墓
地应是武则天御赐，距离乾陵不远，也算是对他的最高礼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
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代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唐十八陵文化遗址群落，目前原址尚存 500余座
大型石雕石刻，随着历史变迁，这些矗立在旷野之上珍贵的文
化遗产，正面临酸雨侵蚀、盗贼扰掠、农用耕地蚕食等问题，加
之位置偏僻难以科学保护及旅游开发，有的已经到了濒危以致
消亡的境地，现急需采取抢救性的数字化系统保护。2020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云上大唐·唐十八陵雕
塑艺术网络平台建设”（http://tangling.xaut.edu.cn）由西安理工
大学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共同承担实施，作为国家艺术基
金首个帝王陵墓雕塑文化抢救性的数字化保护项目，该平台通
过建立综合数据库与创新数字展示方式，用多种新媒介科技手
段进行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转化，有效提升传统文化的负载
量，让散落在关中平原旷野之上的石雕、石刻“活起来”，并在保
护与传播唐陵文化的过程中，赋予这一文化遗产“新的生命”，
让这些蕴含其中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得以赓续与传承。

坚守初心，深耕唐陵保护十五载
自2007年以来，团队在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张辉

教授的带领下，孑孓踯躅、风雨兼程，行程近十万余公里，完成
视频采集 1000余小时，扫描唐陵石雕石刻 400余座，累计素材
28000 余G，构建了 18个遗址地形模型，公众可以从中得到坐
标、距离、面积、体积等真实数据；拍摄唐陵纪录片10部，在保存
遗址影像的同时也全面呈现了唐陵周边的人文风貌与自然风
土；于国内外举办唐陵主题展览8场，所展作品获索尼世界摄影
奖二等奖、陕西省第十四届摄影艺术展一等奖等重要荣誉，通
过独具审美的艺术传播形式，引导公众关注唐陵遗产，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唐陵赋能科研创新，团队将文保经验凝
炼，相关成果获得“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及“陕西
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聚焦科技，永续唐陵石刻文化
“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建设”项目利用数字技术，不

断在文物的资源储存、虚拟展示、公众交互等方面寻求突破与
创新，通过“艺术+科技”的多种新媒介方式，对唐陵雕塑进行真
实、完整的数据库建设，彻底实现文物的数字化、云端化。平台
共设置新闻资讯、唐帝陵考索、全景唐陵、数字唐陵、数据库、学
术唐陵、文创、游戏、展览传播等 9个版块、58个页面、128个单
项内容，形成了一个以数字信息保存、文化传播为核心的综合
性网络平台。

完善数据库建设，永久保存唐陵雕塑的图文数字信息 唐
陵雕塑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艺
术及科学研究价值。“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建设”项目通
过大数据、云存储和云计算的应用分析等功能，搭建“云上大唐·
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建设”网站。项目团队在文献史料、
考古发现基础上首先梳理相关图文资料，结合艺术学、历史学、
影像学进行归纳与总结，将传统文献转化为系统的、可读性强的

数字文献；其次，采取数字摄影、三维扫描、实物测量的方式进行
全面记录采样，构建综合数据库，永久性保存唐陵历史信息。

进行跨学科研究，重新构建唐陵雕塑的中国语言体系 唐
陵雕塑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艺术的代表，一方面承载的是国
家文脉与精神诉求，另一方面也间接呈现了当时劳苦大众的品
格和气质。尤其在东西方文明交流频繁的背景下，唐陵雕塑的
艺术风貌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故此，需要运用美术学、历史
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进行综合
分析，归纳、凝炼、重构中国雕塑艺术的传统语言体系。在互联
网背景下的文化输出过程中，用真实的唐文化“故事”，再次确
立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

介入新图像技术，充分活化唐陵雕塑的现代文化意义 “互
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结合，已经逐
渐成为全世界的共识。项目团队依循“互联网+艺术+科技”思维，
通过数字影像、三维重构等新图像技术，对历史文化古迹、文物
进行保护与开发，借助交互设计、虚拟漫游、动画视频等数字信
息技术对唐陵雕塑进行艺术再创作，为其注入现代的艺术语
言，使得传统文化更具时代魅力，由表及里、从物质到精神，充
分“活化”唐陵雕塑遗产，创造可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文化遗
产，抢占国际信息内容革命的战略新高地。

确立多媒介模式，有效助推数字文化旅游良性发展 当下
信息化社会，资讯的流转方式从线性传播逐渐转向去中心化的
散点式传播,“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正是把握
这一传播趋势，利用媒介流量将唐陵文化遗产转化为可共享、
可交互的数字化资源。创作多部唐陵短视频与动画影像，并以
流媒体平台为载体，通过“平台与平台”“平台与个人”“个人与
平台”的无障碍传播，实现在媒介层次上从“点对面”到“点对
点”的传播方式突破，将历史文化的数字化成果进行快速、直
接、有效地传播。相比传统的物理游览模式，“云上大唐”网站的
多媒介传播模式可利用平台优势加快唐陵综合 IP推广，有效提
升唐陵文化的辐射影响，从而助推唐陵旅游均衡、良性发展。

持续发力，推广唐陵数字化成果
在未来，项目还将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陕西汉唐石

刻博物馆、南阳市汉画馆、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等相关
单位、研究机构展开深度合作，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展览、出
版图书等方式，继续推广平台成果，也希望将此次成果应用到
其他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传播的研究中，真正做到
文化遗产赋能智慧化建设，积极推进各文博机构的数字化建
设，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形式，讲好“唐陵故事”。

“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是致力于为人
民大众提供一个超越时间、空间、零距离接触唐陵雕塑的新
文化场域，项目平台集合了文物保护、“活化”传播、文旅资
讯、公共交流等多种功能。团队希望以数字化的方式将文化
遗产永久留存的同时，更可把唐陵文化转化成可视化、可共
享、可互动的数字旅游资源，更好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到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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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活起来 文明传下去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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