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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思 成（1901 年 4 月 20

日---1972 年 1 月 9 日），籍贯广

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

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

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

家和建筑师。梁思成夫人是林

徽因，两人 1919 年相识，1928 年

成婚，育有一女梁再冰、一子梁

从诫。

如果说林修对村委班子尚有一丝
期待，阿铁的话让他彻底失望了。阿
铁说常宽林修路收回扣的事属实，而
且和沙马铁尔一起在村基建项目和扶
贫款中有违规违纪行为。吉木日木是
清白的，举报吉木日木的副书记涉嫌
栽赃污蔑。

林修金雨生和李克面面相觑，没
想到小小一个雪鹤村竟弄出这么多事
来。村委班子的工作停顿了，上级领
导及时派了罗春早来村里当党支部书
记。

选举那天，雪鹤村下了微雪，天冷
又阴，林修担心来的村民少，他们场地
都没布置好，有村民就早早来到村委
会帮忙。阿鲁和阿衣也回来参加选
举，大家问阿衣在乐山做什么？问阿
鲁学校女生漂亮不？阿鲁说：“最漂亮
的在雪鹤村。”大家就开阿鲁和阿衣的
玩笑。沙马哈木身着彝族服饰，带着
几个人走来，惹革儿对曲别拉根说：

“你看老子倒了，儿子又想上。”
曲别拉根说：“结果都是村民们自

己的选择。”
惹革儿说：“老曲别，难道你也相

信村民能自己选择。”
“我相信林书记说的话，自己作

主。”
“哈哈，我听大家说第一书记住在

你毕摩家，是为了教化你，看来没错。”
“你个惹革儿，林书记他不信我做

的，但是他尊重我做的。”
沙马哈木给惹革儿和曲别拉根散

了烟，说：“两位叔，你们都是和我爸一
辈份的，看着我长大，我能不能做事，
有没有经济头脑，你们知道。”

惹革儿说：“你们家的房子修得气
派。”

沙马哈木笑了笑，又转到阿鲁身
边，问：“阿鲁，要不要我来保媒？”

阿鲁看了看紧跟他身后的阿哈，
说：“我可没有钱。”

阿哈说：“那就跟着沙马哈木发
财。”

沙马哈木踢了阿哈一脚，说：“鬼
想钱。人家阿鲁将来是老师，你家阿
衣是高攀了。”

阿哈连说是是是。阿衣生气了，
独自走到一边去，阿鲁跟着去。

另一边常宽荣也在游说，恭维李
芒聪明能干。

鬼针草背对常宽荣，对大家说：
“太子党开始拉票了。”

常宽荣听见了，看了一眼沙马哈
木，想今天不能输给他，越发对着李
芒，把脸笑成一团。

李芒说：“你平时走路头都向着天
的，今天怎么低到我这高度？”

大家哈哈笑起来。李芒问大家：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是矮子心多。”

鬼针草手里拿个收音机，说：“你
的心就是比别人多长了几个孔。不说
远的，你看哈，彝族人过年，你把地无
偿给大家停车，说只要给你刨松就
行。年完了，你又说刨都不要了，都说
你大公无私呢。可你的算盘打得好
哦，路还得继续好几个月，一样有车
来，你开始收停车费了，那停车费得抵
你那地好几年的收入吧。”

李芒笑得很响，引得大家朝她看，
她压低声音说：“这叫经济头脑，懂
不？”

王太因带着穿着新衣的杨豆豆
来，鬼针草见了，跑过去揪一把杨豆豆
的脸，说：“杨兄弟，这体面的，你这是
要去相亲还是来选村长？”王太因也在
鬼针草脸上拍了一下，说：“你又埋汰
他。这衣服好看吧，是在省城买的。
那个叫环球中心的大得像一座山，要
不是金书记林书记他们带着，肯定迷
路。那里面到处是稀奇物件，我算开
眼了。”

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一到，选举会
正式开始。罗春早主持，林修讲了选
举的规则，公布了候选人的名单，说：

“每一个人都要珍惜选举的机会，真正
投给你信得过的人。”

接下来就是候选人的发言，沙马
哈木和常宽林都准备了稿子，方方面
面滴水不漏，都有好的打算，让雪鹤村
脱贫。轮到吉木日木时，这个黑脸的
汉子，却只说了几句话：“有三个第一
书记在的雪鹤村是幸运的，有大事要
事他们扛着，但雪鹤村终究是我们自

己的。他们点火，我们得拾柴。他们
走了，我们还要让这火不熄，就像彝族
人的火塘，生生不‘熄’。发展什么？
要在不破坏我们生存环境的情况下考
虑长久性。产业在哪里？是不是短命
的？说真话我没底，但是我愿意和大
家一起来改变。党中央说要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这美好生活不只
是有路了，有房子了，更重要的是我们
每一个人觉得活在这世上，都得到友
爱和尊重，我也愿意为大家服务。”

鬼针草带头鼓掌，站起来问可不
可以提问。

林修说：“当然，这也是每个村民
的权利。”

鬼针草问：“我知道上面的政策那
是巴心巴肝为民着想的，为什么到了村
这一级变了，选举的时候个个说得非好
听的，选举完了照样贪的贪，腐的腐。”

吉木日木说：“你不能拿已经发生
的来猜测未来的。”

大家又笑，王太因拉鬼针草说他
出风头。鬼针草说：“我就是想给他们
打预防针，别一上台又在鸡脚杆上剐
油。”

杨豆豆冒了一句：“出风头。出风
头。”

王太因赶紧蒙着杨豆豆的嘴。开
始投票了，识字的还是多数，排成队向
投票箱里投票，不识字的被带到一间
屋子的前面，阿约给大家讲了规则，村
民们都认真对待。

最后计票的结果是吉木日木高票
当选，李芒和阿果的票数也超过了沙
马哈木和常宽荣。沙马哈木和常宽荣
都怀疑计票有问题，因为在他们手下
做活的村民都答应了要把票投给他
们，因为有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在场，也
不敢发作。

鬼针草偏去惹他们：“按说你们也
是雪鹤村的人物，承包这承包那的，钱
倒是赚了不少，怎么就没赚人气呢？”

常宽荣说：“鬼针草，我可没得罪
过你，我哥对你也照顾，人都掉井里
了，你还甩石头。”

鬼针草哈哈一笑：“我是痛打落水
狗。” （未完待续）

抗日战争暴发后的1939年，梁思成和刘敦桢带上莫宗
江、陈明达等建筑学家，开始了对云南、四川、陕西等地35
个县为期半年的古建筑考察。当年9月，到达乐山，重点考
察了乐山大佛、白岩山崖墓等古建文物。他们在考察中作
了详实的摄影、测绘和记录，为后人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资
料。

对乐山大佛那时的现状，他记道：“民国十四年，杨森部
队炮轰像之面部，嗣虽墁补，神态迥异，亦我国佛教艺术之
一重大损失也。”而对已经于上世纪60年代被毁掉的乐山
龙泓寺摩崖造像所作的记录和摄影就更有价值了，他记道：
龙泓寺“虽规模非巨，而内容丰富，为川中不可多得之精
品。”“内有千手观音、孔雀明王、观经变相等为中原石刻罕
见之题材。”充分肯定了龙泓寺摩崖造像的地方特色。

著名的峨眉山圣积寺铜塔向来有“元代说”和“明代说”
两说。如刘君泽在《峨眉伽兰记》中就认为：“元时永川万华轩
者所施造也。”而已故的原峨眉山文管所所长陈述舟则说：

“塔座有铭文：明万历乙酉年（1585年）秋，永川信士万华轩
施制。”梁思成的记录是：“明永川万华轩所施造也。”确证了
该塔为明塔无疑，陈述舟先生所说当为原刻铭文，最为可信。

梁思成还说：“考山西五台山显庆寺大殿前，有明万历
间僧妙峰所铸铜塔数座，与此塔形制相类似，而妙峰曾数游
峨眉，疑二者间，不无因袭相传之关系。”揭示了峨眉山与五
台山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研究峨眉山与五台山两座著名
的佛教名山的文化交流指出了一条路子。

在对峨眉山飞来殿一些构件的测量研究中，梁思成得
出一个极有价值的结论：“边远地带保存古法每较中原为
多。”这成为后人断定西南地区古建筑年代不可忽视的观
点。

在夹江县的考察中，他对杨公阙现状作了有趣的描述：
“清咸丰中，二阙一在水中，一在渚侧。唯著者调查时，皆位
于田塍间，无复寒潭啮蚀之患也。”这也正是今天的状况。
对千佛岩摩崖造像，梁思成在正确指明其年代后，说：“除少
数初唐者外，盛唐以后，历五代、北宋，为数最多。”并记录了
阿弥陀净土变相、千手观音、毗沙门天等重要像龛。记载千
佛岩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弥勒佛龛当时的状况时说：“此龛现
覆以楼，跨于官道上，可自东侧石级盘曲而登。”且摄有照片
留传。从图上看，与今天只可远观不可近观的状态判然有
别了。

特别要提到的是，此行考察的重点——乐山白岩山崖墓。在
梁思成之前，中外学者已对白岩山崖墓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工
作。如1908年英国学者陶然士首先调查了白岩山崖墓群，撰写《四
川之墓葬》一文，提到白岩山崖墓中有宋代碑刻题记。他以轻松的
笔调写道：“宋代时期，嘉定的一群崖墓设有门廊，作为夏天游人
的休息处所。文人骚客离去之后，往往在墙上写题记，这些早就被
打开的岩洞，每个人都可以亲临现场去目睹宋人的得意之作。”

1914年，法国学者色伽兰继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后著
《中国西部考古记》，言白岩山崖墓地理位置道：“距嘉定北门十
五里赴雅州大道之道左，有一带紫色红沙石极美之崖，其中凿有
多窟，远望可了见也。地名‘白崖’。”色伽兰从白岩山南至北介
绍了4座崖墓，给予其很高评价：“其雕饰极单纯审慎之能事。
外饰既佳，室内设计亦极调合。当汉代艺术遗迹中，间有之欠雅
致，无气力，及幼稚之点，兹皆一洗而空之。其简洁及其尺度，可
谓已臻完善矣。”对崖墓石刻表现出的汉代石刻艺术之古拙、气
魄宏大的特点颇有体会，殊为难得。

1939年，梁思成和刘敦桢共同对白岩山崖墓进行了较长时
间的调查测绘。工作中，他们得到了乐山仁济医院院长、业余考
古爱好者杨枝高极其热心的帮助。杨枝高自1937年以来，以乐
山为基地，自费调查四川各地崖墓，收集大量文物进行研究。这
次梁思成到乐山，杨枝高十分高兴，不但让他们住宿在杨家，还
自愿充当向导，使白岩山崖墓的调查工作能顺利进行。事后，杨
枝高特意在《四川崖墓考略》一文中留下一笔道：“冬十月曾道营
造专家梁、刘二君调查蕴真洞（即白岩山崖墓）一遍，后由蓉来函
云，的是汉物。”

这次调查成果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总结说：“乐山县白
崖诸大墓，多凿祭堂于前，自堂内开遂道以入，墓室即辟于墓道
之侧，其中亦有凿成石棺者。全墓唯祭堂部分刻凿建筑结构形
状。堂前面以石柱分成两间或三间，其外檐部分多已风化。堂
内壁面隐起枋柱，上刻檐瓦，瓦下间饰禽兽。堂内后壁中央有凿
长方形龛，与山东诸石室之有龛者同一形制。祭堂门外壁上亦
有雕刻阙及石兽者，盖将墓前各物，缩置于一处也。”

梁思成对乐山崖墓最具地方特色的“前堂后室制”墓作了准
确的记录，同时又发前人之所未发：一是认为乐山崖墓葬前堂即
相当于山东汉墓墓前“祠堂”，而将其定名为“祭堂”，其后贺昌群
先生则定名为“享堂”，其意一也；二是认为前室门前雕刻相当于
山东汉墓墓前“神道”。尤其是后一提法，笔者今天读之，有如醍
醐灌顶。这一看法，据笔者所知，国内外学者至今尚无一人论
及，笔者研究乐山崖墓多年，也从未想到此点，真真为之愧恻。

1980年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又载
道：“四川一带的盛行的崖墓，以乐山崖墓规模最。其中白崖崖
墓在长达一公里的石崖上，共凿有五十六个墓，而以第45号墓
所表现的建筑手法最为丰富。第41号墓入号雕有双阙，反映了
地上建筑的形制。”书中刊登了第45号墓、第41号墓的平面图、
剖视图、双阙立面图、享堂内景图等。这些显然都是梁思成等学
者1939年调查测绘白岩山崖墓工作的成果。

梁思成之后，前来调查白岩山崖墓的学者又有陈明达、辜其
一等。像梁思成一样，学者们都重视崖墓建筑艺术，于是白岩山崖
墓就更多地以建筑艺术驰名于世，其研究成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
文物学术界主流，以至于在1961年《文物》刊载的《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建筑》一文中，特别提到乐山崖墓应选择
一处在下一批公布为“国保”，其理由就是从建筑的角度来看的：

“汉代建筑的实物例证，已有石阙、石祠，而缺少与此性质约略相
同的崖墓。第二批名单中，似可就四川乐山崖墓，选择其典型代表
列入。”果然，1988年，乐山崖墓中的麻浩崖墓就公布成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成为四川崖墓中的第一个“国保”。

自梁思成调查乐山古建以来，已过去83个年头，先生也驾鹤
仙去50年。但留有先生足迹的乐山古建依然故我，其亲手测量
过的古建尽管受到了沧桑风雨的无情消磨，但依然屹立于三江
之野，顽强地铭刻着先生在乐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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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岩山崖墓建筑一见钟情

从乐山、峨眉到夹江

■ 唐长寿

■■ 林雪儿林雪儿

选选 举举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连载

如何用好用活根植于乡村的民间文化？如何
让民间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近日，《中国文化报》
报道了陕西省充分利用戏曲、剪纸、泥塑、皮影、社
火、石雕等民间文化艺术，通过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等措施，延续历史文脉，开拓产业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广泛开展，遗落于乡村的
民间文化如同一颗颗珍珠备受期待。民间文化，联
系着传统与现代，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又是
地域文化的结晶，如何在取其精华中传承好发展
好，是乡村振兴顺利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陕西
为例，积极开展“寻找村宝——文化使者行动”，充
分发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文艺爱好
者、先进人物、退休教师以及本土乡贤能人等多方
面力量参与，以文化传播、文化引领、服务社会为
目标，将文化送到广袤的乡村。今年 1 月，该省相
关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决定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计划，建立非
遗传承人、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等专业人员、相
关机构与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对接机制，推动建设
一批“艺术乡村”。

用艺术点亮乡村，让乡村靓丽起来，让村民共
享文化发展的成果，这是人们对乡村振兴的愿景和
期待。近年来，以艺术为名打造的网红乡村逐渐

“出圈”，有以美术从业人员组建的“美术村”，有以
烧制陶器为主的“陶艺村”，有以种植鲜花的“植物
群落”……各种主题村落让人眼前一亮，在吸引众
多游客前去观光消费的同时，也为乡村旅游拓宽了
视野。但值得深思的是，建设“艺术乡村”不能仅
仅只有外来文化的注入，更应立足自身文化传统，
培植特色和亮点，才能在自己的土壤上永久扎下根
来。

用艺术点亮乡村，亟需一批民间文化传承者的
加入，既要有立足乡村传统文化的意识，也要有向
外发展的视野，共同绘出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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