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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井研县积极对雷氏民居进行保
护、修缮。如今，雷氏家族文化展示区、作坊生
活区、农耕文化展示厅、碑林、台柚林等错落分
布于雷氏民居的房内屋后，让参观者对川西南
的民俗生活有更直观的了解。

“2021年6月，我们争取到位雷氏民居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暨外围环境提升工程专
项资金 1440 万元，2022 年 8 月项目开始施
工。”据井研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邹勇
康介绍，项目建设地点为牌坊至雷氏民居，建
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其中游客中心建筑面
积 1000平方米，设置小型垃圾中转站 2处。
项目建设包含电力设施改造工程、从牌坊至雷
氏民居保护两侧1.5公里范围内修建相应围
栏、针对雷氏民居及周围景观提升（绿化景观、
小品打造）、建设景区垃圾桶50个以及内部雷
氏民居景区道路4000米、道路两侧的人行道
新建工程等。

此外，井研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于2021
年5月向国家文物局上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井研雷氏民居（雷畅故居）文物本体修
缮工程项目计划，同年11月通过国家文物局
审批立项。按照相关程序，2022年北京华宇
星园林古建设计有限公司中标，编制雷氏民居
本体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7月上报国家文
物局，8月方案通过省文物局批复，并收到预
算评审意见表，目前已在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管
理系统中申请了项目资金，项目状态为备选项
目。

一座百年老宅，一座文豪院落，记录着百
年沧桑岁月。这里流传的“九子十翰林”的
传奇故事及宏伟建筑，已成为“井研新八景”
之一。

近年来，千佛镇围绕核心区域，打造文旅
融合新名片，逐渐形成梅家湾台柚区—雷畅故
居—千佛古街—千佛寺精品旅游环线，游客可
以沿途赏美景、品名柚、沐国风、游古街、尝美
食、观古寺、歇民宿，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提振
旅游活力。

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雷氏民居，距千佛镇镇
街仅数百米。从镇街往民居走，会路过一座牌
坊，“雷氏民居”四个大字书于牌坊匾之上。越过
牌坊，不远处一座保存完整、川西南规模最大的
民居建筑映入眼帘。

雷畅，清乾隆年间内阁侍读学士，据《光绪·
井研县志》记载：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
雷畅以内阁侍读学士告休，其子翀霄以翰林院编
制乞养待父归里。翌年春，在宅前隙地筑随春园
以娱亲。园有池，广荫数亩，积乱石为阜，建月到
亭、香光阁于其上，香林梅坞，极幽丽之观。

雷氏民居为四进四合院，共有房舍121间，天
井12个，建筑主要为穿斗式结构，布局严谨，结构
牢固，左右对称，柱、础、斗拱、横梁、门窗等木石
雕刻精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中国川
西明清民居建筑化石”“中国川西明清民居建筑
精粹”。

民居坐南向北，背山面水，崇垣环抱，气势雄
伟，远处望之，俨然城堡。围垣高4米，厚0.6米，全
部用石头砌成，周长 450米。垣内占地面积为
1366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733平方米。民居整
体居高临下，层层递升，融南方之隽秀、优雅、古朴
和北方之雄伟、厚重、粗犷为一体，形成了别具特
色的建筑风格。

走进大门，一陈一设无不彰显出昔日大家族
典雅华贵之风采。

民居内分布着大大小小12个天井，位于中轴
线上的较为方正，左右各植一棵桂花树，寓意“富
贵”。旁边厢房间显得小巧精致，内植一棵大核
桃树，光线透过核桃树冠进入天井，形成独特的
景观；故居背面，是狭长的天井空间。行走其中，
古韵油然而生，让人有穿越历史、置身于明清时
代之感。雷氏民居是我市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
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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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由井研县委宣传部提供本文图片由井研县委宣传部提供））

雷氏民居（又称“雷畅故居”），坐落于井研县

千佛镇民建村，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为清乾隆内阁侍读学士雷畅及其家族的故宅，是

目前川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布局最典型、保存最完

整的一座民居。1986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07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10月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名单，同时也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文保档案

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解码文物 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寻根乐山

冯大中，1949 年
生于辽宁，号伏虎草
堂主人。中国工笔画
学会原会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
会副主任，辽宁省美
协副主席，国家一级
美术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

冯 大 中 一 专 多
能，尤以画虎独步天
下，享有“天下第一
虎”之誉。冯大中的
山水画意境宏阔，苍
润博大，书法也自成
一家。他的成就源
于天赋的异禀，更源
于他异乎寻常的勤
奋。

在数十年的艺术
实践中，冯大中特别重视“写生”，他说：“我不喜欢画一种纯粹符号
化的东西，因为那种东西给人的感觉不亲切，没有身临其境的气
氛。”面对一棵普通的树，冯大中会从不同角度画好几遍，用线反复
勾勒，认真刻画出它的结构特点，包括不同树木枝干的微妙变化。
冯大中持之以恒，写生不倦，在写生速写的基础上，他再进行创造性
的构图转换，从而走向“写意”，写出心灵对自然的感悟，写出人生的
情感体验。

1980年秋，冯大中与画友4人入川写生，那时段正遇阴雨绵绵，20多
天都未晴。他们在峨眉山雨中行，一路谈笑风生。任凭山石险峻，溪流
湍急，一个个忙着上下攀登，选景拍摄。冯大中看好景致，便不忍离去，
就地撑起雨伞，摊开画板挥笔而画。那次峨眉山写生，虽然天公不作美，
但也不虚此行，画家收集了不少创作素材。

《峨眉烟雨》一画，就是那次写生之作品。冯大中的笔墨是传统的，
他特别注重空间的处理和结构的表达，注重现场景物所散发的气息。
他重点描绘山崖、丛林、溪涧的形态，一条山路蜿蜒在密林深处，四周格
外幽静，仅两三个游人，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行进。山涧溪水哗哗地奔
流着，跳跃着。冯大中以遒劲的笔力，描绘出山石的轮廓和石纹，描绘
出溪水的质感和动态，整体上表现出自然界生机勃勃的气势，让人如临
其境，如闻其声。画作再附题识：峨眉烟雨，丙寅夏，大中，钤印：大中画
印、冯。

冯大中尊崇中国画写生的力量，关注自然的真实，更崇尚视觉的真
实。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既有朴实、平淡、自然的景致，又有自我情感所
营造的艺术氛围。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大展并获奖，被国内外美术馆、
专业机构及收藏家收藏。

冯大中：

烟雨苍茫峨眉山

古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
财富，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
泉。不久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
规 划 领 导 小 组 印 发《2021—2035
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明确此阶
段全国古籍工作重点方向、重点
任务，部署安排一批重大工程、重
点项目。这是自 1958 年古籍小组
成立以来编制的第八个中长期规
划，对推进古籍事业高质量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
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古籍
事业发展迅猛，从保护到整理、从
研究到出版、从人才培养到大众
普 及 ，都 呈 现 出 欣 欣 向 荣 的 景
象。目前，我国每年出版的古籍
整理类图书有 1800 种左右。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累计完成古籍普
查登记数据 270 余万部，累计修
复古籍超过 385 万叶，培训古籍
从业人员 1 万余人次，制定颁布
古籍保护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17
项。这些新进展、新成果，为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更
丰富的基础性资源，也创造了更
好的条件。

近年来，一大批结合当下审美
习惯、表达形式的文化产品涌现出
来，助推更多文化典籍走入寻常百
姓家。比如《典籍里的中国》《中国

诗词大会》等，生动活泼、有益有
趣，赢得广泛好评。还有一些传统
文化爱好者以古籍记载为依据，复
原传统服饰、再现古书中的餐饮、
利用古籍中的字体打造艺术字。
这些创意，为古籍的活化利用探索
出更多新途径。

让古籍走进现代人生活，让更
多人看见传统文化的魅力，只是古
籍活化利用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
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古籍经典里蕴含的一
些思想观念，如天下为公、民为邦
本、为政以德、任人唯贤、天人合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
睦、亲仁善邻等，和当今时代仍具
有高度契合性，需要进行更充分的
阐释转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古籍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
古籍研究，梳理中华文化的精神脉
络，让古老的中国故事从泛黄的旧
纸页中走出来，有助于增强文化自
信。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搭建好古
籍典藏通往当代受众的桥梁，定能
把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既擦
亮当下人民幸福生活的文化底色，
也为后世子孙留下无与伦比的文
化遗产。

更好挖掘古籍的当代价值

冯大中《峨眉烟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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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大门

正在建设中的游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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