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三家分晋到北朝霸府，从李渊起兵到
五代更迭。在太原这片丰沃的土地上，无数
波澜壮阔的诗篇一直在流传。 2500 多年的
太原曾为无数人所追慕，往来奔赴间成就了
多元文化的交融，也留下了灿若繁星的文化
遗产。

12 月 20 日，冬日暖阳下，太原城东王家
峰，一座新建博物馆揭开了面纱，全国首座
原址建设的北齐壁画专题博物馆——太原
北齐壁画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以发
现于山西的北朝时期壁画为特色，依托徐显
秀墓的原址陈列和娄叡墓、水泉梁墓和九原
岗墓的易地展示，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北
朝时期的精彩瞬间。

东魏霸府东魏霸府 北齐别都北齐别都

太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要冲，
是 中 原 农 耕 文 化 与 北 方 草 原 文 明 交 汇 地
带 ，民 族 融 合 和 文 化 碰 撞 的 前 沿 阵 地 。 晋
末十六国时期，太原先后为刘汉、后赵、前
燕 、前 秦 、西 燕 、后 燕 占 领 。《晋 书·江 统 列
传》记载汾河流域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
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公元 396 年，北
魏 政 权 攻 占 晋 阳 ，特 别 是 孝 文 帝 迁 都 洛 阳
后 ，晋 阳 居 于 邺 城 和 洛 阳 南 北 二 都 之 间 ，
交 通 便 利 ，首 尾 相 望 ，地 理 位 置 尤 其 重
要 。 公 元 528 年 ，秀 容（今 山 西 忻 州）豪 酋
尔 朱 荣 以 晋 阳 之 甲 ，兵 指 洛 阳 ，发 动 了 骇
人听闻的“河阴事变”，自任都督中外诸军
事、大将军、太原王等，驻军晋阳。尔朱荣
被 孝 庄 帝 杀 死 后 ，高 欢 乘 机 取 代 尔 朱 氏 ，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魏建都邺城（今 河
北 临 漳），而高欢则以大丞相自居，坐镇晋
阳 ，晋 阳 由 此 号 称“ 霸 府 ”。《北 齐 书·孙 腾
列 传》记 载 ：“ 高 祖（高 欢）以 晋 阳 戎 马 之
地，霸图攸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高欢
之 后 ，其 子 高 洋 篡 东 魏 为 北 齐 ，续 两 都 之
制，仍以晋阳为重并诏书天下：“并州之太
原 、青 州 之 齐 郡 ，霸 业 所 在 ，王 命 是 基 。”

（《北 史 卷 七·齐 本 纪 中 第 七》）当 时 的 晋
阳 ，霸 业 所 在 ，政 要 云 集 ，文 化 交 融 ，商 贸
昌 盛 。 北 齐 一 代 ，高 洋 、斛 律 金 、娄 叡 、徐
显 秀 、厍 狄 迴 洛 等 一 代 雄 豪 ，置 身 晋 阳 城
中，他们或运筹帷幄，或宴饮高歌，生活于
斯 ，死 后 也 埋 在 晋 阳 城 周 围 。 为 我 们 留 下
的 珍 贵 文 化 遗 产 和 研 究 资 料 ，也 佐 证 了 昔
日太原的繁华和重要地位。

走进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可以看到，
博 物 馆 以 北 齐 别 都 晋 阳 为 叙 事 背 景 ，分 为
三个展厅。第一展厅名为“别都华彩”，设

“北齐晋阳”“胡风国俗”“大象其生”“画以
仙灵”四个单元，力求再现北齐时期的社会
面 貌 和 人 民 风 俗 。 第 二 展 厅 名 为“ 一 眼 千
年”，是北齐徐显秀墓展示专厅，设“惊世发
现”“地下乾坤”“守望遗珍”三个单元，分别
从考古发现、原址展示、科学保护三个角度
呈 现 了 北 齐 徐 显 秀 墓 葬 壁 画 的 来 龙 去 脉 ；
第三展厅名为“简易标美”，分别展出了太
原娄叡墓壁画、忻州九原岗墓壁画、朔州水
泉 梁 墓 壁 画 三 个 部 分 ，为 人 们 了 解 北 朝 晚
期的绘画艺术提供了系统的认知。三个展
厅 以“ 历 史 文 化 —— 原 址 保 护 —— 壁 画 艺
术”三位一体式结构为基本逻辑，全面地展
现了北朝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彩
瞬间。

地下乾坤 地上千年

徐 显 秀 墓 历 经 五 次 盗 掘 ，所 幸 壁 画 保
存完整。从墓道、天井、甬道直至墓室，满
壁施画，画家采用铁线勾勒和晕染技法，描
绘人物、马匹、乐器等，仿若实物，线条疏密
有 致 、色 彩 浓 淡 变 幻 富 有 层 次 。 穹 窿 顶 的
墓室空间，分层描绘了天空、仙界和人世间
的 华 美 图 景 。 徐 显 秀 夫 妇 身 着 华 服 ，举 杯
宴饮，铅灰色的星空、飘舞的粉莲花、悠扬
的胡乐、娇羞的侍女、威武的仪仗，场面宏
大，气氛热烈，北齐晋阳的社会生活，仿佛
置身眼前。

徐显秀墓经历了近 15 个世纪的漫长等
待 ，终 于 迎 着 2000 年 新 世 纪 的 曙 光 ，横 空
出世，它精美的巨幅画卷震惊世界，并且荣
登“ 2002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

任何一个时代的壁画都有着深刻的时
代烙印。北齐墓室壁画的题材大多以升仙
图、出行图、燕乐图、墓主人像、墓主人生前
生活图、天界图等为主，这一时代的墓室壁
画 风 格 简 易 、题 材 丰 富 。 太 原 北 齐 徐 显 秀
墓室壁画是当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大
型墓室壁画，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
不 仅 具 有 极 高 的 艺 术 价 值 ，同 时 也 因 其 如
实 地 反 映 了 当 时 达 官 显 贵 的 生 活 场 景 ，故

而对于研究北齐时代的文化、建筑、民生、
政治、经济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徐 显 秀 墓 距 地 表 深 约 8.5 米 ，通 长 30

米，坐北朝南，对称规整，由外而内分别由
墓 道 、过 洞 、天 井 、甬 道 和 墓 室 五 部 分 组
成。墓道两壁所描绘为一支由神兽引导的
仪 仗 队 ，构 图 没 有 受 过 洞 和 天 井 空 间 分 割
影响而一气呵成。近百士兵服式统一而色
彩不同，有执三旒旗的，有荷长号的，有佩
剑带弓的，还有执缰牵马的，散聚成组，神
态 各 异 。 穿 越 石 雕 墓 门 、砖 筑 甬 道 进 入 墓
室 ，墓 门 两 侧 正 壁 绘 制 身 着 右 衽 窄 袖 长 衫
的 门 吏 ，手 执 短 鞭 。 该 门 吏 形 象 不 同 于 这
一时期考古所发现的其他拄剑或执笏板的
门 吏 形 象 。《北 史 卷 五·魏 本 纪 第 五》中 记
载：“中兴二年……（高）欢遣四百骑奉迎带
入毡帐，陈诚，泣下沾襟。让以寡德。欢再
拜。帝亦拜。欢出，备服御，进汤沐。达夜
严警。昧爽，文武执鞭以朝。”由此看来，这
两 名 执 鞭 门 吏 可 以 说 是 史 书 的 图 像 注 解 。
进入墓室，环顾周围，圆形的穹窿顶上，繁
星点点，星座之下，朵朵莲花点缀其间，给
人以飘逸流动之感。正面北壁墓主夫妇雍
容 华 贵 ，手 端 漆 杯 坐 于 帷 帐 下 的 床 榻 之
上 。 两 人 中 间 有 堆 成 圆 丘 形 的 食 品 ，周 围
13 个高足托盘盛放着各式菜肴。两个近侍
头梳双髻，身穿红色长裙，裙上饰以圈状联
珠纹，联珠纹内绘对兽，外披窄袖衫，脚蹬
紫色皮靴，手捧漆杯，恭恭敬敬。帷帐外两
侧，前排是一支 8 人乐队，右边的 4 名男乐
伎，分别演奏铙钹、五弦、曲项琵琶和笛子，
有 意 思 的 是 ，吹 笛 人 形 神 具 备 而 手 中 的 笛
子却未绘出；左边的 4 名女乐伎，分别演奏
响板、竖箜篌、笙和琵琶。西壁是墓主人徐
显 秀 准 备 出 行 的 场 面 ，青 罗 伞 盖 下 一 匹 枣
红 骏 马 整 装 待 发 。 马 颈 下 挂 一 缨 子 ，装 饰
着忍冬、联珠纹，马背上垂向两侧的鞍袱边
上 绘 有 两 圈 联 珠 纹 ，联 珠 纹 内 绘 制 类 似 菩
萨的人头像，骏马前面是 4 名三旒旗手，佩
剑武士和马夫，后面是羽葆执事，捧官印肩
胡床的随从人员。东壁是徐显秀夫人即将
出 行 的 场 面 。 羽 葆 华 盖 之 下 ，一 辆 卷 棚 顶
牛 车 ，豪 华 富 丽 。 车 前 驭 手 正 在 极 力 控 制
躁 动 的 公 牛 ，旁 边 还 有 一 胡 仆 前 后 忙 碌 。
车后是一队贴身侍女，分别捧着包袱、梳妆
盒和披风之类的衣物，频频回首张望，等待
夫人上车。南壁墓门门洞上方绘有一朵硕
大莲花，两只威武的神兽头朝下凌空飞翔，
西侧神兽，双眼圆瞪，两齿外露，长舌外伸，
大三角耳直竖，毛发高耸，着红色短裤，腰
系白带，向下俯冲，面目狰狞。甬道内，是
执 鞭 站 立 的 仪 卫 ，而 墓 室 外 则 是 静 静 等 待
的仪仗队列。

总 面 积 约 330 平 方 米 的 墓 葬 壁 画 一 气
呵 成 ，彩 绘 各 类 人 物 180 余 ，马 匹 7、牛 车
1、神兽 8，各色仪仗、兵器、乐器、生活什物
和装饰图案等不胜枚举。画面人物大小与
现 实 相 当 ，栩 栩 如 生 ，内 容 纷 繁 而 布 局 和
谐 ，人 物 复 杂 而 脉 络 清 晰 。 壁 画 对 于 北 齐
社 会 历 史 文 化 的 研 究 ，无 疑 是 极 为 难 得 的
视 觉 形 象 史 料 ，具 有 特 殊 的 解 析 空 间 和 研
究价值。

兼容并蓄 博采众长

徐显秀墓的壁画人物在造型上用笔简
洁 准 确 ，注 意 表 现 物 象 的 整 体 轮 廓 和 结 构
动势，加上富有变化的色彩晕染手法，人物
形 象 因 而 有 了 立 体 感 ，简 洁 的 线 条 同 渐 变
的 色 彩 相 互 作 用 ，人 物 的 形 体 特 征 得 到 强
调，略微拉长的椭圆形面孔，更突出了人物
造型的风格化意味。这种用线简洁而形体
周 圆 的 人 物 画 ，在 北 齐 时 期 宫 廷 画 家 杨 子
华的作品中得以见到，是当时流行的画法，
后世对杨子华的绘画总结为“简易标美”，
即“多不可减，少不可逾”。

与北齐的“简易标美”新画风彼此呼应
的 是 南 朝 萧 梁 宫 廷 画 家 张 僧 繇 创 造 的“ 疏
体”，依后人说法，“疏体”是张僧繇在吸收
了印度笈多王朝时期造型艺术因素后加以
变 化 而 形 成 的 人 物 画 风 格 ，画 法 上 表 现 为

“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人物造型呈“面
短而艳”的艺术特征。可见所谓“疏体”，就
是一种用笔简洁，形象丰满圆润，设色浓丽
的人物画新风格。

北 齐 与 萧 梁 虽 隔 江 而 治 ，但 两 国 却 有
着 频 繁 的 往 来 ，文 化 艺 术 上 也 互 相 学 习 和
借 鉴 。 例 如 ，因 侯 景 之 乱 由 萧 梁 投 奔 到 北
齐 的 萧 放 ，是 一 位 以 诗 赋 丹 青 见 知 于 北 齐
宫 廷 的 梁 朝 宗 室 。 他 入 北 齐 ，主 要 的 事 务
是 指 导 工 匠 绘 制 宫 中 的 屏 风 画 。 再 如 ，开
创佛面“曹家样”的北齐画家曹仲达，他原
是 中 亚 曹 国 人 ，但 其 师 承 来 源 主 要 是 南 朝
的宫廷画家。出现在南北画家之间绘画技
艺 的 交 流 ，使 得 南 梁 和 北 齐 的 绘 画 风 格 呈

现出共同的时代特征。北齐宫廷画家杨子
华“简易标美”的风格和萧梁宫廷画家张僧
繇的“疏体”画风一南一北，声气相通。出
现 在 徐 显 秀 墓 壁 画 中 既“ 简 易 标 美 ”又 具

“疏体”美感的新画风，表明了北齐统治者
在 文 化 上 的 取 向 ，他 们 一 方 面 吸 收 南 朝 文
化 来 丰 富 自 己 ，同 时 又 通 过 南 朝 取 法 于 印
度和西域，创立自己的文化艺术规范。

在徐显秀墓壁画中的人物面部具有明
显的晕染画法，晕染的部位在眼窝、嘴角、
颈项等低凹处，以橘黄色作退晕色，深浅浓
淡 随 结 构 转 折 而 略 有 变 化 ，表 现 男 女 不 同
的 肤 色 时 则 以 颜 色 深 浅 作 区 别 ，椭 圆 形 拉
长的面孔因此变得真实而生动。这种染低
不 染 高 的 画 法 是 一 种 流 行 于 西 域 的 画 法 。
在 新 疆 克 孜 尔 、库 木 吐 喇 等 古 代 龟 兹 石 窟
壁 画 上 ，我 们 得 以 窥 见 这 种 画 法 的 原 貌 。
画 家 先 用 铁 线 勾 勒 出 佛 与 菩 萨 的 面 部 轮
廓 ，然 后 用 橘 黄 色 在 五 官 和 身 体 的 低 陷 结
构 上 皴 染 ，高 起 突 出 的 部 位 往 往 略 施 微 染
或 干 脆 留 白 ，营 造 立 体 的 形 象 效 果 。 画 家
在作晕染时，只重结构起伏，基本没有光线
的 概 念 。 也 就 是 说 ，由 晕 染 法 刻 画 的 人 物
形 象 ，其 立 体 感 是 建 立 在 对 肌 肉 结 构 的 理
解上的。这种流行于西域的人物画法大约
从 公 元 4 世 纪 开 始 用 来 画 石 窟 壁 画 ，并 且
在 十 六 国 时 期 传 到 中 国 的 河 西 地 区 ，敦 煌
莫高窟早期的壁画通常使用的便是这种画
法 ，直 到 8 世 纪 前 后 这 仍 是 龟 兹 画 家 最 常
用的人物画技法。

守望遗珍 再现繁华

博 物 馆 是 一 座 城 市 、一 个 国 家 的 灵 魂
客厅，是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当
前 ，太 原 市 现 有 各 级 各 类 博 物 馆 99 座 ，其
中备案博物馆 41 座，类博物馆 58 座；平均
每 5.4 万 人 拥 有 一 座 博 物 馆 ，全 市“ 博 物 馆
之城”建设初具规模。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考
古 研 究 的 深 度 与 广 度 ，也 将 文 物 科 技 保 护
工作贯穿于考古发掘的每一个环节。北齐
徐显秀墓葬壁画是古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
产，保护好、传承好这些文化遗产是今人的
责任所在。自 2007 年以来，保护研究团队
从墓葬所处地质环境、气候条件、土壤特性
与 水 分 状 况 、墓 室 结 构 的 稳 定 性 、墓 道 锚
固 、壁 画 保 护 修 复 及 监 测 预 警 体 系 构 建 等
多角度出发，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工
程实施，有效地保护了墓葬及其壁画，并总
结出一套适合徐显秀墓壁画原址保护的程
序和技术方法。徐显秀墓原址保护是中国
土 遗 址 保 护 的 一 个 重 要 案 例 ，具 有 重 要 的
示范作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王 家 峰 村 千 亩 梨 园 花 开 几 度 ，墓 葬 发
掘的那些岁月也已渐行渐远。太原北齐壁
画 博 物 馆 、敦 煌 研 究 院 文 物 保 护 技 术 服 务
中心对徐显秀墓葬壁画所进行的整体加固
保 护 ，入 选 了“ 2012 年 度 全 国 十 大 文 物 维
修工程”。今天，依托徐显秀墓原址保护及
展 示 的 太 原 北 齐 壁 画 博 物 馆 已 经 建 成 开
馆 ，通 过 一 件 件 承 载 不 同 文 化 元 素 的 精 美
器物，一幅幅描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 精 彩 画 面 ，真 切 地 讲 述 着 中 华 文 明 共 同
体多元一脉的故事，为太原“博物馆之城”
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徐显秀墓墓道内壁画

娄叡墓壁画（中）和九原岗壁画（两侧）

水泉梁墓壁画复原展示

徐显秀墓出土的铁镜

徐显秀墓出土的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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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秀墓墓室壁画展开图

娄叡墓壁画人物像

厍狄迴洛墓出土的胡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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