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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被赞誉为“中国舞蹈书籍出

版界第一编辑”的黄惠民先生在读了我

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

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以

及《空间的美术史》等书后，约我为他正

在策划和编辑的一本重点舞蹈著作写

序。不久前收到他发来的书稿，阅读后

我欣然应允。我从此书中获益良多，感

到它与我所进行的艺术史研究学理相通

并可相互启发，因此也希望借此机会表

达一些浅见。

《中国舞蹈考古——以文物鉴史》（以

下简称《中国舞蹈考古》）这部书，将舞蹈

史研究建立在两个交叉维度之上，也在这

两个方向上对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体

发展作出贡献。两个维度，其一是对出土

资料的重视和使用，在详尽收集考古证据

的基础上探索和思考中国古代舞蹈的丰

富内涵及形式；其二是以史学框架把这些

考古资料联系起来，呈现出古代舞蹈在时

间和地域上的异同与发展。正如作者所

言：“对中国古代舞蹈史进行更为深入的

研究，必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以文物为

鉴的立场，深入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物宝库

去搜寻、分析、鉴证一切与舞蹈和舞蹈学

有关的器物、图纹等资料，逐步明确古代

不同时期舞蹈的产生缘由、形态、特点及

其流变。”本书的主旨是以科学发掘的考

古文物作为实证材料的主体，结合考古

学、历史学、艺术史、人类学的分析方法以

及历史文献，逐步发现舞蹈实践在不同时

期政治、社会、人文环境中的功用、性质及

特征。作者在这种宏观概念的指导下收

集了大量的实物和图像资料，进而对每项

资料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解说，力图为舞蹈

史的研究和书写建立更为科学和系统化

的方法论基础。

有的人可能会问：舞蹈史不是艺术

史，为什么需要以考古和文物作为研究

基础呢？我的简要回答是，这首先因为

舞蹈是形象性的艺术表达。虽然一些

古代文人以诗赋等形式描写了不同类

型的舞蹈，但他们都必须把眼前的生动

形象转化为文字的书写符号，以比喻等

方式描述出舞蹈者的体态，以及舞蹈的

动感和节奏。虽然这些写作可以引起

千载之后的读者对所描述的古代舞蹈

进行想象，但终究无法使人们“看到”舞

蹈者的形体、装饰和姿态。实际上，在

摄影、电影和录像等现代视觉技术发明

之 前 ，把 舞 蹈 行 为 以 形 象 方 式 记 录 下

来，将之传诸后世的主要媒介是各种类

型的绘画和雕塑。如本书所示，这些记

录中的绝大多数——不论是史前时代

的岩画、地画和彩陶，还是在这之后的

铜器、漆画、石刻、壁画和墓俑——都来

自考古发掘。虽然作为视觉艺术作品，

这些画像和雕塑对舞蹈的表现往往带

有想象成分，或沿袭着当时视觉艺术的

特定程式，但其呈现的图像本身——所

描绘的舞者和舞姿——仍提供了理解

古代舞蹈行为极其可贵、无法由文字记

载取代的第一手视觉证据。

考古材料对舞蹈史研究的另一层意

义在于，舞蹈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产生，

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进行，并往

往在具体实践中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

如本书所阐述，自上古和三代时期开始，

“舞”与“乐”已是不可分割的艺术形式，

其密切的联系由考古资料不断反映出

来。本书所讨论的文物因此不单纯是对

舞蹈和舞者的形象再现，而且也包括了

伴舞使用的乐器——从史前时代的骨笛

和陶埙到商周时期的钟磬和铜鼓——以

及表现乐、舞同演的图像，以显示这两种

艺术的共生关系。进而言之，舞蹈、音乐

的表演与视觉艺术的展示也不能分开。

我们从考古发现的许多古代高级墓葬中

看到的，从不是这三种艺术形式的截然

分立，而是涵盖了三者的种种“总体艺

术”场景，所显示的是在陈设华丽的宫室

环境中，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的互动和

结合，共同造就出结合了动态与静态、诉

诸视觉和听觉的艺术盛宴。考古文物资

料既包含对古代舞蹈演出的形象记录，

也提供了重构演出空间和视觉环境的证

据，以及探讨不同历史情境中“总体艺

术”场合的素材。这应该也就是本书作

者所展望的“将文物上的舞蹈二维形象

置入三维以至多维文化空间的研究方

式，使其与该历史时期的空间相互关联

而成为有血有肉的鲜活有机体”。

《中国舞蹈考古》一书对考古资料

的 广 泛 使 用 ，因 此 蕴 含 了“ 跨 学 科 ”和

“多学科”的学术概念和方向。舞蹈、音

乐、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与人类文明

同样古老，在漫长的时间中发展和完善

了各自的媒介和语言：舞蹈以人体自身

的动作传达信息和感情，音乐既用歌喉

又通过人造乐器传声，绘画和雕塑则以

不同的物质介质留下视觉形象。这些

基本特征使之形成不同的艺术类别，也

成为不同学科的探讨对象。但这些艺

术形式在古人的实际生活中又从来不

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在共享的时间和空

间 里 同 时 展 开 ，相 辅 相 成 地 发 挥 出 社

会、文化等功能，表达人们的审美意识

和思想感情。为了发掘和说明这种丰

富的历史现实，我们需要使用所有能够

找到的历史证据，特别是时代清晰、文

化属性明确的考古材料。中国的田野

考 古 工 作 自 20 世 纪 70 年 代 以 来 获 得

了大规模的持续发展，为重新理解中国

古代文化的面貌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

的巨型资料库，其规模在世界学术史上

也属罕见。本书显示出这批材料对探

索古代舞蹈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从舞蹈

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明和艺术的综

合性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入口。

（《中国舞蹈考古——以文物鉴史》，

巫允明著，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 巫 鸿

从舞蹈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文明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我国

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在

古今交汇、东西互鉴的时代背景下，越发

彰显出璀璨的光辉。

敦煌艺术经久不衰。在四世纪至十

四世纪一千余年的不断营建中，建筑、雕

塑、壁画三者共同搭建出融贯中西、立体

多维的艺术宝库，并形成深厚、广博的敦

煌艺术体系，其中作为主体的壁画更是

蔚为壮观，被中外学界美誉为“墙壁上的

博物馆”。

中国山水画是以自然景物为描绘

对象的艺术形式，传递着创作者的思想

情感。山水图像也成为敦煌壁画中的

重要组成元素。据相关统计，从北魏至

北周的敦煌早期石窟中，含有山水图像

的 包 括 北 魏 的 第 251 窟 、第 254 窟 、第

257 窟 及 西 魏 的 第 249 窟 和 北 周 的 第

438 窟 、第 461 窟 等 共 计 十 余 个 洞 窟 。

在这些早期石窟壁画中，各类山水元素

丰富，为我们展现了早期山水图像的形

态和基本特征。

秦汉时期，画像砖或墓室壁画与敦

煌早期壁画配景山水中的山石亦存在着

诸多方面的联系。以单体山石造型而

论，北魏时期的敦煌壁画延续并发展了

汉晋时期的类三角形造型。在山石结构

方面，壁画中的山石图像如汉代画像砖

中那样层次丰富。在山石外轮廓方面，

已经突破了早期山石两侧外轮廓线皆平

滑的样式，转变为一侧以直线勾画，而另

一侧以抖动的线条表现，通过直线与曲

线的呼应来增强山石形态的生气与活

力。再从整个洞窟壁画的群山排列组合

规律来看，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壁画不同

区域画面中的群山造型分别对应着全局

装饰与局部装饰两种功用，这两类群山

在画面构图中的功效完全不同。

西魏时期，敦煌石窟壁画所表现出

的面貌焕然一新，莫高窟艺术已经逐渐

从浓重的域外风格影响中走出来，呈现

出一种既继承前者，又向中原南朝风格

发展的新格局，从而在继承北魏艺术成

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中原传统文

化精华和南朝风格的艺术营养，成为中

国佛教美术史上一个富有革新精神的光

辉时代。现存西魏时期的敦煌石窟约有

11 个，其中，在第 249 窟出现了大量山

水图像。这些山水图像内容丰富，精彩

绝伦。底部是连绵不绝的山峰，这些山

峰用朱砂、石青、赭石、黑、白平涂，再辅

以黑白线描勾勒，相互叠压，连续不断。

山与山之间还描绘了多种树木，其中，出

现较多的一种树木是以朱砂或赭石双勾

树干、树枝，以圈叶法描绘树叶，再以石

青点和朱砂点相间画出树叶的外轮廓，

较之北魏的树木描绘显得更为复杂生

动，与中原地区山水画发展同频。

敦煌莫高窟至今保存了北周洞窟

14 个，壁画在一定程度上承接着西魏的

余绪而发展。北周后期至隋代前期，壁

画中的树木图像整体上开始学习中原汉

晋古法中的树木造型画法。北周时期的

洞窟壁画发展迅速，山水图像的发展也

齐头并进，较之北魏，画法更加灵活多

变，山、水、树、云以及山间的花草勾画起

来行云流水，得心应手。山的轮廓变化

渐多，山石与树木、人物、动物的关系处

理得生动自然。此时山水的形式已经形

成了固定的格式。山水、树木、房舍等元

素和佛传故事中的情节交织在一起，共

同构成了形象生动且美不胜收的连环故

事画。

汉代以来，画师们对山峦的表现往

往注重装饰性，连绵起伏的山峦和高低

错落的树木仿佛贴在壁面上。魏晋时

期画像砖上的场景画以及早期敦煌壁

画中的场景画中的物像多平铺而少穿

插、遮挡变化，但经过北朝时期的探索，

画家们通过描绘山峦、树木、建筑等物

象，表现出一定的层次和纵深。西魏、

北周时期，树木图像的类型不断增加，

同一种树木图像的形态在绘画中也大

大丰富起来，树木的描绘在壁画中越来

越有空间感和层次感，这既反映出山水

画创作的进步，同时显示了山水画相对

独立的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

敦煌碰撞、交融，在相互影响中形成了

共同的审美情趣，并催生出敦煌壁画独

具特色的文化风貌，以斑斓多姿的艺术

形象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与风采。

（摘自《光明日报》2024年 3月 3日）

□ 宁 璇

山水无声壁上观

曾经听到这样一句富有诗意

的话——书开烟霞，这句话说得

好。用一句通俗的话替代，就是书

中自有风景。

的确，书如山水。好书是好

山水。有些书，看似普通，但内蕴

丰富，读来如处深山空谷，如临月

下荷塘，意蕴悠远。山水亦如书，

江南灵秀，像小诗小词；北方壮

阔，像鸿篇巨制。

书中气象万千。这道美丽的

风景夹杂着油墨香，有花开花落，

流水潺潺；有金戈铁马，旌旗猎

猎；有银河星汉，宇宙苍穹。走进

书的风景中，你可以和过去娓娓

叙谈，探视成长的痕迹，重温生命

的过程，也可以同未来神交忧欢，

同悲同喜。你可以漫步自然科学

的沃野，采摘奇葩异卉，遨游文学

的汪洋，拣拾耀眼的珠贝。你可

以抵达神往已久的乐园，甚至登

临梦寐企及的峰巅。你一旦走进

这风景，风景便装饰了你的人生。

中国古典文学幅员辽阔，自

《诗经》至明清小说，恍如从帕米

尔高原到舟山渔场。其中绕不过

的一座丛林，就是唐诗。唐诗是

中国诗歌的珠穆朗玛峰，浓缩了

古典诗歌语言的精华。读李白

诗，如游黄山，烟霞变幻，奇峰异

石，雄奇瑰丽之极。读杜甫诗，如

登泰山，雄伟壮阔，气势沉雄之

极。读王维诗，如游桂林山水，钟

灵毓秀，果然“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读《离骚》，时而壮阔，时而

婉约，时而幽静，时而苍茫，好像

遍览三山五岳。而《徐霞客游记》

等书本来就是记载各类景观，每

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旅行。

饱览群书，即使足不出户也能遨

游天地，欣赏无限风光。

名著的风景美不胜收。翻开

《诗经》，蓝天白云之下，一泓碧水

悠悠东流，关关雎鸠声中，河边一

个青年顿生无限情思，河对岸悠

然采荇菜的姑娘正是青年迷恋思

慕的对象。读《三国演义》，河山

壮阔，风云骤起，烽烟滚滚，一场

场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让人惊心

动魄。读《白蛇传》，西湖的波光，

金山寺的气象，你似乎踏上斜风

细雨里的断桥，见证白娘子与许

仙的倾城之恋。读《瓦尔登湖》，

你会看到一片幽寂神秘的森林，

湖水纯洁透明，山林茂密翠绿，月

光徜徉在湖面的粼粼波光之上，

湖水倒映着丛丛树影。面对纯美

的自然，你的心灵也会回归纯净

的世界。读《老人与海》，眼前展

现辽阔的大海。老渔夫桑提亚哥

站在最高的岩石上，望着水天一

色的大海，模糊了视线，却燃起了

心中的热情和希望。

读书的风景有距离一说。近

视则暗，远观则明。聪明之人常

站在书外读书，有角度地读。正

如苏轼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读书也同认识事

物一样，需跳出局限，走出窄窄的

心境去“一览众山小”。王之涣的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既是

诗人的人生总结，更是诗人对生

活真谛的深刻揭示，也是一曲劝

学词。

多一些率意而读，带一颗沉

静的心步入书山小径，体会书中

的风景，在风景中感悟人生从从

容容。正如陶渊明的读书观，“好

读书，不求甚解”，怎么高兴怎么

读。可以想见，陶渊明眼中的书，

一定都是满目清丽、满纸烟霞

了。读到入神处，书中山水和心

中山水重叠，书中人物和历史名

胜交织，穿越沧海桑田，与作者的

心灵美好相遇。带着疑惑，寻找

历史的斑驳。猛抬头，但见青山

绿水，满目烟霞，风光无限好。

□
汪

翔

书
中
自
有
风
景

田 生 成 撰 写 的《洮 珠 心 语》一

书 ，近 日 由 敦 煌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

《洮珠心语》一书以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为主旨，以当今社会现实生

活中人们日积月累的智慧精华为典

范，将我国社会习俗、哲学伦理与现

代社会时尚潮流和自然科学、逻辑

思维、文明修养等紧密联系、融会贯

通，倡导人们加强自身修养，立身立

信、审视自我、验证自我，进而更好

地为社会奉献，实现人生价值。

《洮珠心语》包括人生价值观、

道德荣辱观、读书求知观、清风正气

观等十一类，皆是每个人一生都会

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格言式解答，可

谓人生大道之简明扼要的警句式表

达，内容涉猎广泛，引经据典，言简

理明，清新隽永，是用深邃的思辨、

精练的文字搭建的一座警句格言殿

堂，是一本富有深厚文化内涵，集哲

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学为一体的人

生宝典。书中的每条格言，都蕴含

着质朴的人生哲理，触动心灵，可谓

“句句有句句的道理、字字有字字的

分量。”通过阅读该书，读者可学会

为人处世之理、达事立业之道，既可

启迪智慧，又能滋养精神，收到潜移

默化、润物无声的良好教益。

人生哲理格言是凝聚着世人灼

灼智慧高度浓缩的璀璨文化艺术瑰

宝；是人生立身处世、明理经验的阐发

和总结；是人们认识社会、顺应时代、

更新观念的电光石火；是催人奋进、促

人向上、耐人回味的精神财富……因

而，为了成就该书，作者历经十多年

的广泛搜集、日积月累汇集，从回忆

录、名家传记、文人杂记、大家风采、

方家轶事、儒家经典等大量资料中

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不囿一域，不

拘一格，将格言深奥的哲理性、高雅

性与变革的通俗性、普适性巧妙融

合，活化翻新，从而奉献出这本别具

意趣的《洮珠心语》。 （王 鄱）

《洮珠心语》出版

近日，韩松落全新中短篇小说

集《晚春情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作者以独具西北大地特色的笔

触，冷峻地观察、细腻地记录着属于

自己的时代故事。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

家张怡微看来，韩松落的小说，是属

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西部片”。著名

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莉也谈到，韩松落的文字挟带着

远 方 、旷 野 和 凛 冽 的 风 ，有 奇 幻 气

息，也有深切的现实感。

著名作家李修文提到，自己一

直在推荐韩松落的小说，那些灿烂

和阴郁、出走与返回，那些“聊斋”传

统和荒野特质，那些神秘的追逐和

星空下的教诲，被他不停地实验与

精进，最终构成了一个迷人夺目的

小说世界。

韩松落，现居甘肃兰州，1995 年

开始创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

获》《花城》《天涯》《散文》《大家》《小

说界》等。著有《春山夜行》等，发行

音乐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韩松落

个人作品集》。出镜《跟着唐诗去旅

行》《中国这么美》《文学的日常》等

纪录片。 （王 鄱）

中短篇小说集《晚春情话》出版

重 推

滴水藏海

动 态

导 读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

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

编辑尽快取得联系，以便付酬。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舞乐图 史敦宇复原图

山林中的动物 莫高窟第249窟 西魏

胡腾舞俑 山丹县博物馆藏

木舞俑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