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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玉雷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1912年
生于广东阳江，曾拜师岭南画派奠
基人高剑父，高为其取艺名“关山
月”。此后关山月历经艰辛，学有所
成，成为我国著名的国画家、教育
家、岭南画派之巨匠。关山月的绘画
艺术同中国美术的发展同步前行，
他在中国画坛的成就，如同人民大
会堂里他与傅抱石合作的那幅巨画
《江山如此多娇》，历久而弥新。

关山月与四川的关系特别密
切，其艺术上的很多重要转折，基
本上都跟四川有关。1940年，关山
月从广东出发，一直反复辗转于广
西、贵州、云南、四川各地。他一路
收集素材，一路写生创作，同时走
到哪里就举办画展，一方面通过画
展宣扬抗战，一方面以卖画维持生
计。四川的名山大川成就了关山
月的艺术之路，他在四川几年的游
历写生，构成了他艺术创作的一个
高峰。

国画《峨眉烟雪》是关山月在
峨眉山写生时留下的传世之作。
笔墨酣厚，图阔景远，白雪皑皑的
峨眉奇峰，绵绵如雪的云海烟海，
山岩、松林、寺庙都覆盖着厚厚的

积雪。在冬日阳光的映射下，银装
素裹，别样风韵，分外妖娆。作品
借鉴了西画写生的取景方式和渲
染技巧，并运用国画独特的笔墨表
现技法，对这个特殊景致精心描
绘，气氛烘托，给峨眉山冬日雪景
增添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峨眉烟雪》作于1941年深秋，
款识有证：“峨眉烟雪。卅年深
秋。岭南关山月。”画家以澎湃的
激情，绘出了雪景国画的极致之
美，似梦似幻，纤尘不染，仿佛这美
妙的峨山雪景，才是真实的人间净
土，心灵家园。

1942年，关山月在成都举办画
展，结识了徐悲鸿、吴其昌、张大
千、朱光潜等名家。张大千亲临现
场观展，并以全场最高价订购了关
山月一幅峨眉山画。无意间，张大
千挂在画作上的红纸订条，竟成为
无言的“鼓动”，让许多不懂画的买
主也纷纷进场购买，关山月的画很
快被抢购一空。从此，两位画家之
间缔结起了深厚的友谊。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观其画
展后,给关山月写了一封亲笔信，
称赞道：“先生画法，备中西之长，
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
能独树一帜”。

关山月：

峨眉烟雪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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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一捧黄沙吹向佛教名山，
蜀地的圣洁佛光点亮壁画一角，乐山
与敦煌，相隔千里却也近在咫尺。

上世纪40年代，画家张大千带着
夹江制作的“大千纸”远赴敦煌临摹
壁画，后回四川办展引起轰动。他的
临摹活动和倡议，促成当时的国民政
府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来管理
莫高窟，这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作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
的专门机构，敦煌研究院经过78年的
不辍耕耘和数代莫高窟人坚守大漠，
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已发
展成为包括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
和庆阳北石窟寺三处石窟在内中国
最大的石窟文物保护单位，不仅为敦
煌，也为全国石窟寺文物的保护研究
事业尽了一份力。

无独有偶，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
双遗产的乐山大佛，被誉为“堪与世
界其他石刻如斯芬克司和尼罗河的
帝王谷媲美”的中国古代摩崖造像的
顶尖之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乐山
就以乐山大佛的保护为核心，开展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保持了乐
山大佛的原真性、完整性。

前人的不懈努力让乐山大佛历
经千年依然巍峨屹立。

以此为契机，2020年6月举办的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主会场活
动现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
省文物局、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共
建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战略合作协

议》，举行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揭牌
仪式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方石
质文物保护（乐山）基地授牌仪式。

《协议》明确，力争用 3-5 年时
间，将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建设成为
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集科研、保护、
展示于一体的中国南方地区石质文
物保护科研基地，为四川乃至南方地
区石质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专业技术
支撑。

为中国石窟会诊、为乐山大佛把
脉。同期举行的中国石窟（南方）保
护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中国南
方石窟保护利用的理念、目标及策略
等达成了《中国石窟寺保护（南方地
区）——乐山共识》。

今年1月8日，多位全国知名专家
赴乐参加石窟保护座谈会，为乐山大
佛石窟“会诊”，以期为先后进行了7
次较大规模表面修复的乐山大佛开出
一副“治水药方”，系统性地从根源上
解决乐山大佛“脸花鼻黑”等问题。

沧海桑田的变幻中，敦煌、乐山，
在华夏文明的星河中遥隔千里，却遥
相呼应，文明的源渊早已密不可分，
守护文明的脚步坚定而统一。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美术
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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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浩荡，从敦煌深黄如成熟麦田的沙漠中吹卷起
风沙；眺望远山，遥远的旅行者、行脚僧人在莫高窟的连
绵群峰中寻找禅的真意。

心向往之，美不可名状，东方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
撞，最终以雕塑展现。佛像、飞天、诗歌、文学……在沧海
桑田的变幻中，沉淀、呈现，让人沉迷。

2022 年 1 月 25 日，市美术馆开年大展“飞天神韵·莫
高精神——敦煌壁画里的峨眉山石窟艺术展”惊喜而至，
展出来自莫高窟的复制洞窟、洞窟微缩模型、复制塑像、
复制壁画等共计160件展品。

据悉，该展览始于2020年6月，在甘肃省博物馆首展
后，先后多次在甘肃省内市州博物馆巡展。此次“出游”
乐山，既是该展在四川的首次亮相，也是同期多地巡展中
规模最大的一次。

“飞天神韵”里的“乐山印记”

“莫高精神”里的“乐山实践”

学生参加“壁上丹青——敦
煌壁画绘制”体验活动

榆林窟第 3
窟《普贤变》局部

洞窟微缩模型
游昌学 摄

“飞天神韵•莫高精神——敦煌壁画
里的峨眉山石窟艺术展”展厅 袁野 摄

关山月《峨眉烟雪》 资料图片

“虽相隔千里，却渊源颇
深。二者均为南北方丝绸之路
要冲，共同见证了古代中外文
化和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这
是大众对敦煌与乐山的普遍印
象——

公元四世纪，敦煌三危山
流溢天地的金光让乐僔和尚发
愿筑窟。在中华文明高峰的唐
朝，敦煌莫高窟开窟造像数量
极为各时期之最，绘制了大量
毗沙门天王形象的壁画和纸绢
画。如今，经近千年间持续不
断的营建，莫高窟形成巨大的
规模，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相似的时间轴线，西蜀峨
眉山流转四季的云岫让慧持和
尚筑寺普贤。乐山大佛自唐代
开元元年至贞元十九年，历时
约九十年，开凿出中国最大的
一尊摩崖石刻造像。夹江千佛
岩也“心有灵犀”地雕凿出特征
与敦煌石窟所存基本一致的毗
沙门天王造像。

浸润千年，佛教文化在乐
山打上了深刻烙印。敦煌艺术
中有着流传千年的华彩，佛国
仙山的乐山亦以行愿无尽的步
伐点亮人间烟火，从古至今未
曾停歇。

“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
道场，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
一，榆林窟第3窟西夏时期的普
贤变画面，被业界认为可能是

对当时峨眉山的描绘。”市美术
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源于
这样的契机和缘分，此次展览
的“飞天神韵”部分，在原有“丝
路漫行”“庄严佛宫”“净土乐
舞”“匠心营造”“霓裳美仪”“图
案华章”六个单元的基础上，特
别增加了“普贤化现”单元，更
凸显“乐山印记”。

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
旅游资源，构成乐山文化旅游
的特色和精华，让乐山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辉煌依旧，“山、水、
城、佛”和谐共生的嘉州盛景亦
是嘉州儿女的追求。

当前，乐山正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加快建设全省区域中
心城市、“中国绿色硅谷”和世
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此次乐山
美术的开年盛事，既是推动乐
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更为探寻敦煌文化与乐
山之间的奇妙渊源提供了契
机，也为两地文化有效碰撞、深
入交流、务实合作搭建了平台。

此次莫高窟石窟艺术来
乐，吸引不少人到馆感受其中
厚重的历史、艺术和人文积淀。

“春节期间，每日入馆人数均接
近400人上限。我们举办的一系
列线上、线下配套公教活动也
备受欢迎。”市美术馆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此次展
览参观人数已突破5000人次。

“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
每到春节，最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
醇厚味道就是年味儿。春联、年
画、舞狮、团圆饭、拜年、庙会、社
火、压岁钱……“春节怎么过”的选
择因人而异，但一定少不了温暖人
心的年味儿，离不开沁人心脾的文
化气。正因如此，惦记年味儿、营
造年味儿、传递年味儿，是人们乐
在其中的生活仪式，也反映着不同
时代文化创新的可贵尝试。

今年春节期间，国博开设“中
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观众徜徉于
喜乐氛围的同时，还可以喝到嫦娥
奔月拉花的咖啡、吃到大盂鼎模样
的雪糕。庄重的文化殿堂与红火
的节日民俗不期而遇，带给人们别
具一格的体验。

如果说“博物馆里过大年”是激
活传统文化的主场，那么春节文创
就是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市场。
今年是农历虎年，上海博物馆以金
代磁州窑的虎形瓷枕为图案元素，
开发出虎年“岁岁平安”帆布包、虎
运青松挂毯等文创产品；三星堆博
物馆以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纵目面

具和金面青铜人头像为造型，研制
出祈福神官系列盲盒；安徽博物院
以馆藏特色文物为依托，推出虎年
创意折叠红包以及龙虎纹鼓座摆件
等新春特色文创……这些别出心裁
的“文创年货”，包含虎虎生威的寓
意、福佑平安的祝愿、吉祥如意的期
望，在传统底色上描绘现代色彩，在
传统语境中进行现代表达，既给生
活加分，也给节日添彩。

新春佳节，是日常生活中浓墨
重彩的一笔，也是文化积淀的精彩
纷呈。年的味道或许不断变化，但
年的意义始终如一。烟花爆竹燃
放得少了，万家团圆的喜庆氛围却
丝毫不减；铺张浪费的陋习渐渐消
失，清新简约的仪式层出不穷。博
物馆里，厚重的云梦秦简、恢弘的
千里江山图、古雅的贾湖骨笛，传
承不息的文化味儿是年味儿的深
厚滋养；博物馆外，琳琅满目的文
创产品，各式各样的定制礼盒，历
久弥新的文化元素，热气腾腾的烟
火味儿是年味儿的丰富载体。今
天，春节“新的打开方式”，就是不
拘泥传统、不迎合流俗，既有文化
的张力，也有时代的活力，共同烹
制年的味道、诠释年的意义。

在创新中让年味儿长存

展览现场人气满满展览现场人气满满

《石窟艺术中的敦煌与乐山》讲座现场

■ 郭明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