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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智化寺，完全是一个偶然。
进入寺门，便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它的建筑风格好

像似曾相识，不待工作人员讲解，我已判断出这是已有几百年
历史的明朝建筑，我的家乡建有明朝的皇家寺院瞿昙寺，我多
次到过那里，曾专门了解过它珍贵的建筑和壁画艺术，因此，
一览智化寺的风貌便有亲近之感。

同一些古刹名寺一样，智化寺也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山
门上的汉白玉横匾“敕赐智化寺”已昭示着它尊贵的身份。智
化寺兴建于公元 1444年，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心腹太监王振修
建的家庙。目前智化寺的东、西两路的建筑已荡然无存，中轴
线上的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整。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北方瓦剌入侵，王振怂恿英宗亲
征，导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王振被杀。英宗之弟朱祁钰继
位。时隔一年，即景泰元年（1450），英宗被瓦剌放回，经“夺门
之变”，英宗复辟，建号天顺。遥念旧事，在智化寺内为王振立
旌忠祠，并塑像纪念。

智化寺藏有一方碑额为“皇明恩典”的石碑，碑身文字下
方阴刻王振的半身画像。辨认碑文，有“皇上复登大宝……诏
招灵祭葬，蟒衣玉带，致赙建祠，撰碑颁敕，以旌忠义……”字
样。由于英宗的偏爱，以及后世帝王“保护敕赐寺院就是尊重
先帝”的意识，智化寺300年间香火不绝、法事不断。

清乾隆七年（1742）御史沈廷芳进京，路过禄米仓胡同，见
到智化寺“岿然尚存、规模实矩”“香火不断”。沈廷芳曾参与

《明史》校阅，熟知王振专权害国，观览之下“不禁发指”。出于
对宦官专权“渎乱朝纲”的憎恨，他立即上奏请求仆毁王振塑
像、拉倒石碑，以示惩处。这一奏折马上获得了乾隆的批准。此
后，智化寺走向衰落，变得破败不堪，尤其在经历了八国联军
的拆毁之后，寺院建筑更是残败。

1931 年夏，著名建筑学家刘敦祯，以南京大学建筑系
主任身份来北京调查古物时，将智化寺选定为他的第一个
重点研究和测绘对象。次年，刘敦祯写就了中国建筑史上
的一部重要著作——长篇报告《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
记》。智化寺在文博界声名鹊起。1958 年，北京市政府拨款

修整智化寺，1961 年入选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都与刘敦祯此行、此
文相关。

智化寺是今天北京城内保存最完整的
明代木结构古建筑，依然保留了明式敕建寺
院的风格，蕴藏着有关明代中早期历史、宗
教和社会生活的大量信息。

在明朝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事关宫廷
权力之变的重大事件，一是靖难之役；二是
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建文帝殉国之谜引发
众多考证，有人提出建文帝最后圆寂于青
海瞿昙寺。2016 年 7 月纪录片《瞿昙寺之
谜》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使不少人
知道了青海乐都瞿昙寺在历史上隐有重大
不解之谜。我觉得这两个寺院把明王朝不
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展示在了我们眼
前。而明朝的古建筑艺术穿过几百年的时
光，使我们在今天仍能体悟到蕴含在其中
的智慧光芒，感受到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
生命气息。

瞿昙寺的建筑、壁画、雕刻并称为瞿昙
寺艺术三绝。智化寺也有独特的建筑艺术价
值，藻井就是亮点之一。藻井是古建筑的一
种装饰，一般做成方形、圆形或多边形的凹
面，看上去似一井圈，四周刻画图案彩纹，即
藻文，故称“藻井”。

藻井的出现由来已久，早在 2000多年前的汉代墓室顶上
已有藻井装饰，上面刻画着藕茎类的水生植物，常见的有菱
角、荷花或莲叶。我国古代宫殿多为木结构，常有火灾之患，古
人迷信，认为藻井能压火，所以常用藻井装饰，这当然是不可
信的。古代常画莲花作为藻井的主要装饰内容，是因为莲花是
佛教净土的象征，“出污泥而不染”。敦煌莫高窟现存492个洞
窟，其中420个洞窟里都有藻井，而莲花图案一直延续了千余

年之久。
智化寺内原有三具藻井，分别镶嵌在藏殿、智化殿、万佛

阁三组建筑内顶。刘敦祯评论曰：“万佛阁之藻井，云龙蟠绕，
结构恢奇，颇类大内规制，非梵刹所应有。”遗憾的是，1930年
夏秋之季，这座精美藻井被倒卖到美国，如今收藏在美国密苏
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而智化殿藻井则
收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藻井无奈地离开了故乡，给我们
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和警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
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珍贵文物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
救征集等方式，已促成了300余批次，14万余件海外中国文物
的回归。我们期待着，将来有一天，再次仰望智化寺万佛阁和
智化殿顶部之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久违了的辉煌。

智化寺每天都要表演京音乐，演奏的乐器有好多种，在有
板有眼的演奏过程中，我被谜一样的京音乐深深地吸引住了，
我感到演奏的曲调在庄重典雅中又不乏明快活泼，再加上表
演者古朴纯熟的演奏技法，让我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一种古
朴风韵和深邃意境。我曾请教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她说京音乐
演奏的乐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吹奏乐器，包括管、笙和笛；一
类是击奏乐器（一律称为法器），主要有云锣、鼓、铛子、钹、铙
等。其中，管是主奏乐器。关于智化寺京音乐的来源，普遍的说
法是王振权倾朝野时，凭借执掌司礼监的权力，把部分宫廷音
乐移入寺院，用于寺院佛事。因此，智化寺音乐被赋予了明代
宫廷音乐的金字招牌。

智化寺京音乐的确切来历并未找到相关史料，从使用的
乐器种类上看，它与中国北方各种民间笙管音乐似乎非常类
似。但是，相关学者的考察研究发现，智化寺京音乐所使用的
管、笙、笛、云锣等，在形制和宫调上保存了许多历史文化信
息，而且在乐器演奏方面也展现出特定历史文化。据考证，智
化寺音乐的曲牌内容，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当
时南北曲盛行，而这一时期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的沟通也十
分频繁，多把南北曲的曲调移来编配佛教歌赞。尤其是明永乐
十五年（1417）明成祖下令编订《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

名称歌曲》，这些歌曲全部采用南北曲的曲调编写，每首歌曲
之前冠以佛教名称，旁注原南北曲曲调名称，朱棣命令全国大
寺必备此书。由于永乐时期对佛教尊崇，把寺院已经在使用的
一些民间乐曲经过改造，以“钦定”“钦颁”的方式赐予寺院，并
有意识地将这些歌曲与受供养的大德以为对应，使得寺院使
用这些作品从国家意义上“合法化”。这是佛教进入中土 1000
多年以来首次大规模地将世俗音声作品颁行全国为寺院使
用。此举对这些曲牌本身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曲牌在寺
院内延续传承，其风格固化之后又对后世世俗社会产生影响。

我国元、明时期的佛教音乐和宫廷音乐都吸收了民间音
乐的养分，三者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
下，于明成祖颁布歌曲集 27年后（1444年）建成的智化寺，其
音乐从形式上和功用上是为佛教所用，属佛教音乐范畴，但
从音乐内容上看，却与元、明时期的民间音乐——南北曲以
及当时的宫廷礼乐都有直接继承关系。它在曲谱、曲牌、宫
调、乐器以及演奏技巧等方面继承了这一时期的精髓，是元、
明时期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完美融合的经典之作。智化寺京
音乐采用中国的传统记谱法——工尺谱来记谱，按照严格的
口传心授方法先学唱谱，再学吹奏。它既不接受其他音乐的
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十分防范外传，正是因为其极强的封闭
性和保守性，才得以将这种 500多年前的音乐原有的风貌保
留了下来。因此，可以说智化寺京音乐是当代非常珍稀的“活
化石”乐种。

2006年，智化寺京音乐以北京市唯一的民间音乐项目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智化寺内每天都
安排京音乐演出，一板一眼的京音乐仍然渺渺回响在智化寺
的殿宇之间。这是智化寺京音乐的幸运，也是每一位观众的幸
运。近几年，许多游客都是慕名而来，专程来古刹智化寺聆听
这一古老乐种，欣赏京音乐的风韵。

当我离开时，走出寺门回首一望的刹那间，突然觉得文物
也有它们各自的命运，对于古建筑得到保护，京音乐得以传承
的智化寺来说，它是幸运的，而同样对于因意外的机缘走进智
化寺的我来说也是幸运的。

秋高气爽的十月，我初次来到贵阳旅游，此处因是山区
且多雨，有“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之说。从市区放眼望
去，一座座高架桥逶迤连绵直插幽深的谷底，一幢幢摩天楼
紧紧相依伸进云端的苍穹。景观反差之大、地域构成之奇，
令人惊叹。

贵阳市内与郊区闻名的胜迹很多，当天，我即选择了近
郊号称中国最有魅力小镇之一的青岩古镇。从市中心出发，
乘车仅一个多小时，就来到一片民居稠密、绿意葱茏的山
坳。沿着宽阔的沙石路和两边整齐的店铺，走进了一座壮观
的城门。我和爱人步入古镇，只见石路平坦，商家云集，民风
浓郁，游客众多，确实让人喜悦。

史载，青岩古镇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占地 740 余
亩，溪流荷塘毗连，楼宇山居雄踞，石桥甬路环绕，绿植
繁花遍地；镇内有两个祠堂、九座寺庙、八座佛殿，四条
人气鼎盛的主街贯通东西南北 4 个城门，26 条密似蛛网
风情浓郁的小巷分布全镇，有百年历史的青石叠就的巍
峨城墙，环镇矗立直达山顶。以古镇为核心，与古镇周边
的青岩堡、小西冲村、姚家关村、南街村、西街村、大兴国
寺、观音祈福寺、非遗博览园及田园风光区等组合并形成
气势恢宏的大景区。

在状元街的赵以炯故居，武将赵国澍的三进庭院，在
典籍荟萃的文昌阁，静穆庄严的慈云寺，从那大气的厅堂、
漫漶的碑铭、苍劲的古柏，感悟到了文化的深厚、史迹的璀
璨、民族的兴盛……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走停停，
浏览了格调不凡的民宿小楼，观看了绿地广场的布依舞
蹈，欣赏了街头小店的素描画像，聆听了民间歌手的粗犷
吟唱。在鳞次栉比的店铺中，除了民俗独具的服饰、玩具、
乐器、图书、奇石、木雕以外，最多的是当地特色的小吃，我
和爱人依次品尝了回味悠长的酸汤鱼、嫩滑无比的酱猪脚、
清冽脆爽的丝娃娃、营养丰富的豆丸子……确实是口舌生
香难以忘怀。

即将走出古镇时，状元街旁一处高墙绵延气势宏阔的
文凡酒店吸引了我，沿着刻有“文凡状元别院”大字的石
碑，我们迈上台阶步入庭院。随着服务员的引领，眼前展现

了高雅幽静的大厅：环视四周，屋宇轩敞梁柱
巍然，正中古朴考究的明式条案前，放置了一
组斑驳的石雕；在现代的枝形吊灯的辉映下，
四方水池中的一群游鱼闪着变幻的光影……
一行人移步换景，进入一座方砖铺地的高墙深
院，时间不长，分别穿越了 4座藤蔓缠绕的垂花
门，眼前出现了不同的院落景观：有的水面宽
阔映出夜空繁星，有的花枝繁茂透出勃勃生
机，有的翠竹摇曳挥洒人间画意，有的亭台妩
媚蕴含淡淡诗情……这青砖壁立的一片高墙
深院，格局优雅，氛围隐秘，设施精美，极具魅
力。既有苏州园林的挺秀，又有晋城豪门的雄
浑；既有徽派建筑的细腻，又有文人雅舍的随
意。总之，简洁而不单调，丰盈而不堆砌。100多
间客房也属低调的奢华，十分惬意。气质不凡
的服务员，一路落落大方的引领、介绍，让人确
有入住的欲望。在与前厅工作人员告别并致谢
之后，依据门前的石刻店名，油然而生藏头小
诗一首：“文雅格局耀眼明，凡间仙境似画屏，
状写神州新精舍，元气淋漓蕴诗情，别意绵绵
仍牵挂，院中景致入梦萦。”

山川秀美入画屏
——贵阳游踪散记

鹿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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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常楠最近出版
了《淬火成锋——中国
抗战版画家的木刻人
生》（湖北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7 月）一书，书中
收入江丰、李桦、野夫、
陈烟桥、黄新波、马达、
力群、古元、卢鸿基、王
琦等10位版画家的艺术
小传。几位艺术家的传
记读下来，“见人见物见
精神”几个字便浮现在
我脑海中。

随着《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
见》的出台，“见人见物见精神”逐渐成为博物馆，特别是革命类博
物馆、纪念馆对陈列展览的基本要求。博物馆是收藏“物”的机
构，但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展示的却不仅仅是“物”，更主要的
是展示“物”背后的历史经历和精神内涵。博物馆展示的前提是
研究，没有扎实可靠的研究，是策划不出科学准确而又感人至
深的展览的。常楠作为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部胡风文库的研究
人员，有机会接触到胡风收藏的抗战版画，为了更好地向公众
展示这些文物，他系统研究了这些版画的创作过程、艺术特点，
以及这些作品与鲁迅、胡风的关系，进而从版画家生平经历入手，
写成《淬火成锋——中国抗战版画家的木刻人生》一书。

所谓“见人”，该书收入10位木刻家的传记。我们最先看到
的是这 10位艺术家，他们虽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都热爱艺
术，热爱祖国，通过创作版画，鼓舞激励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
侵略者，为抗战胜利做出独特贡献。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
到鲁迅。众所周知，鲁迅是新兴木刻的倡导者，为培育版画新
人，举办展览会，开办讲习班，出版木刻作品集，做了大量的工
作。书中收入的10位艺术家中，江丰、李桦、野夫、陈烟桥、黄新
波、力群、马达都与鲁迅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作者梳理了鲁迅
与每位艺术家的交往过程，让我们看到鲁迅是如何针对每个艺
术家的特点，因材施教，细致入微地对他们进行指导，从而让读
者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对木刻版画艺术发展的贡献和影响。

所谓“见物”，对于这10位艺术家，作者从馆藏抗战版画中
每人选出两幅代表性作品进行细致介绍并配以图片，介绍内
容包括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画面内容、构图方式、木刻
技法、发表传播、影响等方面，使读者了解作品的同时，了解木
刻家的艺术特点，了解这些作品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进而认
识这些馆藏珍贵文物的价值，体现了博物馆研究的特点。

所谓“见精神”，对于木刻家的人生，本书主要聚焦于他们的
成长以及他们积极投身抗战，在八年抗战中艰苦卓绝的工作。这
里有执着于革命版画事业以致身陷囹圄，依旧不改初衷的江丰、
力群；有扔下三岁孤女，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军队的李桦；有在病中
仍坚持抗战木刻运动宣传的卢鸿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作品，无
不展现了中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暴、血
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诠释了伟大
的抗战精神。而鲁迅对于木刻的提倡，对于青年的倾心培养与提
携，则生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孺子牛精神。

据悉，常楠已有计划在本书基础上策划抗战版画展览，相
信展览一定可以再次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深深打动观众。

见人见物见精神
读常楠《淬火成锋——中国抗战版画家的木刻人生》

秦素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