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考察学术报告  

宋江彬 

考察时间：2016.11.12——2016.11.16 

考察路线：山西博物院→晋祠→双林寺→王家大院→云冈石窟 

2016.11.12 山西博物院 

 

山西博物院主馆 4 层方正规矩，逐层向外斜挑，体现了古人"如鸟斯革，如羽晕斯飞"

的审美取向。主馆的主题形象，被赋予了"斗"和"鼎"的寓意。"斗"象征丰收喜悦，"鼎"象征

安定吉祥，表达了"和平发展"的象征意义和美好祝愿。外部空间设计采用传统的院落组合手

法，生成"太极中央，四面八方"之势，融天、地、人、时空于一体，利用水池、叠水、雕塑、

室外展品等景观设计创造文化氛围，中央大厅仿自应县木塔，宽敞明亮。 

山西博物院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

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 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

圆世界、瓷苑艺葩等 5 个艺术专题构成。 

特展：考古的故事——山西十二五考古成果展 

时间：2016-08-31——2016-11-27 

    地点：山西博物院一层临展厅 

十二五期间，从主动性考古研究课题，到配合经济建设的抢救性发掘，山西省考古研究

所实施了近百个田野考古项目，收获了数以万计的遗迹遗物，此次展览以故事的形式展览了

19个考古项目的近 800件展品，时代跨度自史前时代至明清时期，分为“文化·文明”、 “小

国·大国”、 “生前·身后”、 “城市·生活”四个单元。展览通过讲述考古故事的形式

为观众讲述新世纪的考古人心怀诗意与浪漫在广阔的天地间艰辛探索、逐步走近历史真相的

历程。解密了许多学术疑团和历史事件，丰富了山西古老的地域历史与文化遗产。其扑朔迷

离的发现经过和探索解谜的心路历程，令人沉醉其中，考古人的激情与奉献，勤奋与执着，

值得我们学习。 

特展部分展品：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位于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坐

北朝南，由封土、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总长 40余米。2013～2014年，共清

理壁画约 240平方米，出土随葬品数十件，主要为陶俑残片，另有少量的陶器和瓷器残片。 

该墓现存壁画主要分布于墓道的东、西、北三壁，内容包括仙人神兽、狩猎场景、出行

仪仗等。其中，墓道北壁所绘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庑殿顶木结构建筑，是国内墓葬壁画中首次

发现的北朝高等级建筑实例。九原岗壁画墓对于研究北朝社会生活、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古代

建筑具有重要意义。 

 

狩猎场景 



 

出行仪仗 

 

生活场景 



 

镇墓兽·北齐（550～577） 

通高 36.6 厘米，太原开化墓群 M20 出土 

器体保存较好，尾部等略残。彩绘保存较好。人首兽身。头戴黑色圆顶兜鍪，前额处有

三条短凹槽。椭圆脸，脸面白净，墨点眉目，大耳，高鼻梁，口微张，双唇涂红彩，饰有山

羊胡和麦叶形络腮胡。肩后有卷曲状翼毛，黑彩勾勒，其间填白彩和红彩。脊竖五撮剑形鬃

毛，形态各异。呈蹲坐状，前肢两侧均有飞翼状红白彩绘图案，腹部两侧各有一个黑彩菊花

状图案，下腹部有数道竖向黑色平行线纹饰。四肢均饰有数道横向黑色平行线。足呈马蹄状，

立于台板上。 

-  



镇墓兽的侧面和后面 

 

卜骨 

卜骨商周时期用于占卜的动物骨头，多为牛肩胛骨，也有羊、猪、虎骨及人骨，与卜甲合称

甲骨。使用甲骨占卜，要先锯削、刮磨，再用金属工具钻出圆窝，在圆窝旁凿出菱形凹槽，

然后烧甲骨，根据反面裂出的兆纹判断凶吉，决定行止，并刻上卜辞、验辞等内容。 

基本陈列部分展品： 



 

彩陶罐·新石器时代 

高 45 厘米 

1989年芮城县金胜庄村出土泥质红陶，器表磨光。侈口，圆唇，短颈，宽肩，上腹突

出，下腹内收，小平底，上腹部以黑彩绘以弧线和圆点等组成的花卉图案。体型硕大，器形

完整无缺。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遗物。 

 
龙形觥·商 

高 19 厘米，长 43 厘米，宽 13.4 厘米 

1959 年石楼县桃花者村出土。酒器。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

盖面饰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涡旋纹。腹两侧以涡纹和云纹为衬托，主纹饰鼍纹和夔龙纹，头向与龙首

相反，颇富动感。一边一对贯耳用于悬挂；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更增稳定之感。特别是鼍纹在青铜器中

极为少见，鼍即鳄鱼。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 

 
鸟尊·西周 

高 39 厘米，长 30.5 厘米，宽 17.5 厘米 

2000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 114号墓出土。盛酒器。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墓中。

整体造型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凤尾下弯成一象首，与双腿形成三点支撑。器盖和腹底铸有

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 



 

社火表演砖雕·金 

高 19～20 厘米，宽 28～39 厘米。 

1965年侯马市出土。以儿童为主的社火表演，内容有蛮牌舞、乔妇人、村田乐、变阵

子、扑旗子等。场面热烈欢快，构图朴拙，充满生活气息。宋以来民间乐舞百戏兴盛，从晋

南金元墓葬丰富的砖雕中可见一斑。 

2016.11.14 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 12公里处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静升镇。距世界文化遗

产平遥古城 35公里、介休绵山 4公里。王家大院是由静升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 300余

年修建而成，包括五巷六堡一条街，总面积达 25万平方米，而且是一座具有汉族文化特色

的建筑艺术博物馆。 

http://baike.so.com/doc/1296969-1371319.html
http://baike.so.com/doc/2363179-2498933.html
http://baike.so.com/doc/5372487-5608422.html


 

王家大院的建筑格局，继承了中国西周时形成的前堂后寝的庭院风格，既提供了对外交

往的足够空间，又满足了内在私密氛围的要求，做到了尊卑贵贱有等，上下长幼有序，内外

男女有别，且起居功能一应俱全，充分体现了官宦门第的威严和宗法礼制的规整。高家崖建

筑群大小院落 35 座，房屋 342 间，主院敦厚宅和凝瑞居皆为三进四合院，每院除有高高在

上的祭祖堂和两旁的绣楼外，又都有各自的厨院、家塾院，并有共用的书院、花院、长工院、

围院。周边堡墙紧围，四门择地而设。大小院落既珠联璧合，上下左右相通的门多达 65 道，

又独立成章。 

 

王家大院的建筑，有着 "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的特征。且凝结

着自然质朴、清新典雅、明丽简洁的乡土气息。 



 

砖雕 

 

木雕 



 

石雕 

王家大院的砖雕、木雕、石雕题材丰富、技法娴熟，大量采用了世俗观念认可的各种象

征、隐喻、谐音，甚至禁忌的艺术形式，在文人、画家、雕刻艺人的共同参与下，将花鸟鱼

虫、山石水舟、典故传说、戏曲人物或雕于砖、或刻于石、或镂于木，体现了清代建筑装饰

的风格，将儒、道、佛思想与汉族传统民俗文化凝为一体。 

 



 

建筑装饰 

王家大院的建筑装饰，是清代"纤细繁密"的集大成者，结构附件装饰均绚丽精致、雍容

典雅。如穿廊上的斗拱、额枋、雀替等处的木刻，柱础石、墙基石等石刻装饰以及各院落内

的楹联匾额，形式多样，做工极佳，体现了中国古代北方地区汉族民居 "坚固、实用、美观

"的建筑特点。 

2016.11.13 晋祠 

 

晋祠，原名为晋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后被追封为晋王）

及母后邑姜后而建。1500 年前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晋祠已有相当规模。后经北

齐、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及民国诸时期，历经 2000 多年的擘划营造和修葺

扩充，遂成当今规模。其中于公元 7 世纪至 12 世纪间最为兴盛，是中国唐、宋古建园林、

雕刻艺术之典范。保存至今的有盛唐时期碑刻，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古代建筑 100

余座，特别是主体建筑圣母殿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唯一具有典型性的北宋时期的代表性

建筑实例。保存在圣母殿内的宋塑群像突破了宋以前宗教造像的模式，而成为当时社会上真

http://baike.so.com/doc/4307219-4511115.html


实人物的写照，开创了雕塑艺术写实作品的先河，它不仅是中国雕塑史上唯一反映宫廷人物

的造像，也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罕见精品。它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其文化遗产价

值独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为晋国宗祠。祠内有几十座古建筑，具有汉文化特色。

晋祠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园林、雕刻艺术中心。 

 

圣母殿 

 

圣母殿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是现在晋祠内最古老的建筑。圣母殿高 19 米，重檐歇山

顶，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黄绿琉璃瓦剪边，雕花脊兽，四周围廊，殿前廊柱上木雕盘龙八

条。殿的内部采用减柱法，扩大了空间，是中国规模较大的一座宋代建筑。 

晋祠三绝 



 

周柏 

一是周柏唐槐。周柏唐槐，二者都是晋祠千年古木的代表。周柏是周代种植的柏树，至

今都还茂盛葱郁，位于圣母殿北侧，原先本有两株，名为齐年古柏，如今只剩这一株了。距

今已有 2800多年，树干粗壮，需数人才能合围。唐槐是唐代时种植的槐树，位于水镜台前，

是最繁茂的一株。每到春夏之季，树绿荫浓。 

二是圣母殿内宋代的彩塑。殿内供奉着四十三尊彩塑，主像是圣母邑姜，其余四十二尊

是宦官、女官和侍女。圣母凤冠蟒袍，端坐在凤头椅上。众侍女手里都拿着侍奉的东西，是

中国雕塑史上的精品。 

 
难老泉 

http://baike.so.com/doc/1877326-1986023.html
http://baike.so.com/doc/3921624-4115767.html


三绝中最后一绝是难老泉。俗称“南海眼”，出自断岩层，终年涌水，北齐时有人据《诗

经鲁颂》中“永锡难老”之句起名“难老泉”。泉上有亭，亭上悬挂着清代学者傅山写的“难

老泉”三个字。当年李白来到这里，曾赞叹说：“晋祠流水如碧玉”。晋水有三个源泉，一

是善利泉，一是鱼沼泉，一是难老泉。难老泉是三泉中的主泉，晋水的源头就从这里流出，

长年不息。 

 

荷包 

2016.11.15 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平遥县内，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 827 年～公元前 782

年）。 山西平遥被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

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汉族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

的完整画卷。 

 

http://baike.so.com/doc/6229997-6443327.html
http://baike.so.com/doc/5340576-5576019.html
http://baike.so.com/doc/9480149-9822905.html
http://baike.so.com/doc/4423515-4631100.html
http://baike.so.com/doc/4222559-4424141.html


平遥街道 

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在

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泰、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

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 1703 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

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 6163 米，墙高约 12 米，把面积约

2.25 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

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

佳地。 

 

平遥古城自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重建以后，基本保持了原有格局。平遥城内的

重点民居，系建于公元 1840～1911 年之间。民居建筑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左右对称、主

次分明、轮廓起伏，外观封闭，大院深深。精巧的木雕、砖雕和石雕配以浓重乡土气息的剪

纸窗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集中体现了公元 14 至 19 世纪前后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

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军事防御、宗教信仰、传统思想、伦理道德的人类

居住形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迄今汉民族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居民群落。 

 

 

2016.11.14 双林寺 

http://baike.so.com/doc/758925-803282.html
http://baike.so.com/doc/6304735-6518261.html
http://baike.so.com/doc/5537230-5755339.html
http://baike.so.com/doc/5354765-5590229.html
http://baike.so.com/doc/2408800-2546694.html
http://baike.so.com/doc/2408800-2546694.html


 

双林寺，位于山西省平遥古城西南六公里的桥头村，原名“中都寺”，北宋时纪念佛祖释迦

牟尼“双林入灭”之说，改为双林寺。重修于北齐武平二年（公元 571年）。历经维修，现

存多为明代作品。北京双林寺位于门头沟区清水乡上清水村西北山坡间。辽称清水院，创建

于元至正年间，是百花山瑞云寺的下院。金、元、明、清历经重修。现存辽统和十年（992）

经幢一座，元代建筑的小殿堂一座。 

 



 

双林寺坐北朝南，庙群占地面积约为一万五千平方米，内分东西两大部分。西部为庙院，沿

中轴线坐落着三进院落，由十座殿堂组成。前院为释迦殿、罗汉殿、武圣殿、土地殿、阎罗

殿和天王殿;中院为大雄宝殿和两厢的千佛殿、菩萨殿;后院为娘娘殿和贞义祠。东部为禅院、

经房等，明代时于寺庙外围建一周高大的夯土包围墙，上置箭垛，外观颇似一座小城堡。 

2016.11.16 大同云冈石窟 

 

第二十窟白佛爷洞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 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

东西绵延 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 45个，大小窟龛 252个，石雕造像 51000余躯，为中国规

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

石窟艺术宝库。 

http://baike.so.com/doc/24057517-24640811.html
http://baike.so.com/doc/24056803-24639935.html
http://baike.so.com/doc/909116-960877.html
http://baike.so.com/doc/2206160-2334347.html
http://baike.so.com/doc/1289303-1363221.html


 

第一窟石鼓洞、第二窟寒泉洞

 

第三窟云岩寺洞 

此次考察主要参观了 1—10窟、14-20窟，第一窟、第二窟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

东端。一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

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

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第

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壁高约 25 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

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

花冠精细、衣纹流畅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约 10 米，两菩萨立像各高 6.2 米。从这三像

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的。 

佛像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 5 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

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

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

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

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

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

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

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

有的融汇贯通。 

http://baike.so.com/doc/6645384-6859199.html
http://baike.so.com/doc/7038722-7261627.html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

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

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

国化"的不断深入。 

刚好遇上《从敦煌出发——“丝路明珠”的复兴与创新美术作品展》，被常沙娜先生临

摹敦煌壁画的手绘稿吸引。特别是手足手绘图，手的姿态优雅、形态纤细而又饱满，韵味十

足。 

 

 



 

 

 

手·足 

    通过此次山西考察，我对金银瓷器、壁画、砖雕、木雕、石雕、雕塑、建筑、寺庙、人

文、历史及考古都有一个新的认识与学习，知识涵盖面非常之广，极大了扩展了我的思维，

也对我今后学习本专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不应该只站在一个角度分析问题，学问都是

相通的，比如建筑构造的巧妙，在于一个实用及智慧的设计，也正如服装中的元素，每一个

元素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如何把握好这之间的关系的度是设计的关键。考察学习领悟古人

的智慧，不仅学习他们的设计，而且更要学习他们敬物、造物的态度，不能太浮躁。在宁静

的寺庙院落，一声钟声，顿时所有尘世的烦恼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