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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祠 侍 女 像晋 祠 侍 女 像（（晋晋
祠博物馆藏祠博物馆藏））

在晋祠博物馆中，收藏着一
幅 珍 贵 行 书 作 品 ——《 晋 祠
颂》，作者是我国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梅兰芳。

1958 年 ，梅 兰 芳 专 程 游 览
晋 祠 ，对 晋 祠 作 了 极 为 细 致 地
考察、研究，尤其对圣母殿宋塑
侍女像情有独钟，吟咏其下，久
久不能离去。当观赏到一尊侍
女像时，梅兰芳更是频频模仿，
赞不绝口。

在晋祠宾馆居住期间，梅兰
芳 思 绪 万 千 ，想 想 自 己 的 艺 术
生 涯 皆 是 人 民 给 予 ，遂 欣 然 提
笔 ，写 下 四 言 韵 文《晋 祠 颂》。
文 中 ，他 特 别 描 述 了 侍 女 像 的
神态：“宋塑群像，体态轻盈，一
颦一笑，似诉生平。”

晋 祠 彩 塑 摆 脱 了 南 北 朝 以
来 宗 教 和 神 的 束 缚 ，深 入 人 的
生 活 和 情 感 ，体 现 出 鲜 明 的 现
实主义创作风格，在我国雕塑史、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 43 尊彩塑近乎真人比例，表情自然，特别是 33 尊
侍女像，顾盼生姿，栩栩如生。晋祠彩塑是北宋时期我
国民间艺人“根据宫廷‘六尚制’（宋 代 在 内 廷 设 女 官 六
尚 ，分 别 为 尚 宫 、尚 仪 、尚 服 、尚 食 、尚 寝 、尚 功）塑造的，
她们各有专职，身份、性格无一雷同”。

我 国 著 名 雕 塑 家 刘 开 渠 曾 评 价 道 ：“ 口 有 情 ，目 有
神，姿势自然，各显出极不相同的思想感情……这是人
的社会，令人难忘的抒情的美的境界。”梅兰芳先生亦深
感此境界之美，认为这是造型艺术与旦行表演艺术相通
之处。

他 观 察 身 着 男 服 的 女 官 和 故 宫 博 物 院 所 藏 宋 徽 宗
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手卷上的女官非常相似，她们双手
叠 于 胸 前 ，神 情 肃 穆 。 逐 一 细 赏 侍 女 像 ，年 长 的 侍 女
手持妆盒、翰墨、如意等各种器物，手势动作各不相同，
从表情和手势上可以推测她们此时的心情；年幼的侍女
天真烂漫，手势动作或活泼，或羞涩；负责歌舞的侍女手
拿 绢 巾 ，身 姿 婀 娜 ，有 一 尊 歌 舞 侍 女 含 羞 带 笑 ，眼 角 噙
泪，绢巾紧握，似诉心中复杂情感。

梅兰芳先生评价道，这一群塑像，生动、准确地表现
了古代宫廷妇女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感情，这些立体的雕
塑可以看四面，比平面的绘画对我们更有启发，甚至可
以把它们的塑形直接运用到身段舞姿中去。彩塑有了
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与梅兰芳一直所倡导的表演理念
是一脉相承的。

繁峙县南关村金墓出土。左侧三名男侍，
一人托捧包袱，二人行叉手礼。右侧老者着交
领长衫，右手荷杖，应为蒿里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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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现 存 古 代 壁
画种类多、面积大，从
东汉起，历代皆存，但
分 布 相 对 分 散 ，有 的
隐 秘 于 名 山 ，有 的 散
落于乡村。正在山西
博 物 院 开 展 的“ 壁 上
万千——山西宋金壁
画中的众生气象”，集
中展示珍贵的山西宋
金时期壁画及砖雕文
物 89 件，通过“家园”

“家庆”“家风”“家愿”
四 个 单 元 ，再 现 宋 金
时 期 社 会 的 众 生
气象。

墓 葬 壁 画 是 古 人
在身后世界描绘生活和抒发愿景的重要载体。宋
金墓葬壁画的市井风情更是生动。这些艺术品，
不仅代表着当时绘画的特色，也是古代社会发展
变迁的写真。下面是本次展览展出的部分壁画作
品，它们线条流畅，十分生动。

《蒿里老翁图》

《夫妇并坐图》

阳泉市平坦垴村金墓出土。一男二女共
三人并排端坐于木椅上，中间一男性留胡须，
头包黑色头巾，身着白色圆领袍服。两侧女性
神态安详，身后左右两侧可见红色柱子。右侧
女性头梳高髻，扎白巾并插双笄，内着交领红
衫，下着百褶裙。

《奉酒图》

阳泉市平定县西关村金墓出土。画面右侧
一人扭身向后，穿白色圆领窄袖长袍，左手提长
袍下摆。随后的三人中有两人提一箱，箱内有
五瓶酒，还有一人捧着一个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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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汽车已经从当初的“高不可攀”，
变作寻常人家的代步工具。但是在 2500多年前，只有身份
地位显赫的贵族才能拥有车，并且当时的车辆主要是用于
作战。

在太原市博物馆就陈列着一组车马坑，1988年在太原
市南郊区（今晋源区）金胜村发掘出土。它们出自春秋晚期
晋国高级贵族墓葬——赵卿墓。

车马坑位于赵卿墓的东北侧，是赵卿墓的重要组成部
分。车马坑平面呈曲尺形，由车坑与马坑两部分垂直交会组

成。马坑南北长 12.6米，东西宽 3米，深 4米。坑内葬战马
46 匹，马头向西，自北向南依次排列。战马全部为蒙古马
系，平均肩高 1.48米。马坑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马具。车坑东
西长 12米，南北宽 6米，深 4米至 4.5米，位于曲尺形平面西
部。车坑底部先挖好轮槽，埋入时将车轮嵌入槽内，车轴紧
贴坑底。这样独特的瘗埋方法在考古发掘中还是首次见到，
主要目的是减少车辆悬空以便夯实填土，客观效果是使得车
辆历经 2500多年仍保持了原始状态，为研究古代车制提供
了珍贵标本。车坑内 16辆车分两排由西向东依次排列，车

辆放置得非常密集，前面车的车厢覆压着后面车的车辀

（辕），最后一辆车的车辕就放置在马坑的马骨架上。这些车
的主要部件皆为木质，车厢以粗藤条为骨架，再以细藤条绑
扎编织，个别部位有青铜饰件。16辆车基本结构是独辀单
舆和一轴双轮，均为实用木车，但木质都已腐朽。根据车舆
形制的差异，可分为圆形舆和方形舆两种。圆形舆仅一辆，
位于北边一列车的队首，车厢宽敞舒适，为国内首次发现，显
然是墓主人生前乘坐的专用车。这些车用途多样，种类齐
全，以实用战车为主，包括墓主人的专用车“安车”，军官的指
挥车“辂车”，战场所用的“田车”，以及其他任务用车等。在
一些车的车厢和车轮夹缝中，还埋葬了猎狗，其中一狗还戴
着铜箍革带项圈。这 16辆战车和座车组成的庞大车队，正
是墓主人生前作为晋国正卿拥有煊赫权势的真实写照。赵
卿墓重视车马的陪葬，是因为当时诸侯纷争，车战成为决定
胜负的主要因素，于是拥有战车的数量成为衡量列国军事实
力的重要标志，所以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赵卿墓车马坑还出土有 200余件车马器，如軎、銮铃、辕
首饰、马衔、当卢等。庞大的车马坑，众多的车马器，让人们
看到了战旗猎猎、战火熊熊、车辚辚、马萧萧的战争场面和赵
卿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

赵卿墓发现之初，由于缺少确凿的文字依据，墓主人身
份成谜。车马坑出土车、马的数量和规格已经超出同时期的
诸侯，且殉车大都是实用战车，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推断出墓
主人是位久经沙场且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显赫人物。另外，
从墓葬所处的地域来看，晋阳属晋卿赵氏的封地也印证了这
一点。根据史料记载，在晋阳执政的赵卿只有赵简子和赵襄
子，学界的讨论便主要集中在此二人身上。结合赵氏发展的
历史，赵简子所经历之事与之更为契合，一般认为墓主人应
为赵简子。

这件整体保存完好、清理保护精细并搬迁至太原市博物
馆保护展示的大型车马坑遗物，对研究中国古代车制、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赵卿墓车马坑（太原市博物馆藏）

梅兰芳书行书《晋祠颂》（晋祠博物馆藏）

阳曲轩辕庙是为祭祀中华始
祖轩辕黄帝而建的庙宇，位于太
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西殿村中部
正北的一块高地上。庙门口是通
往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丁”字形
道路。2019年 10月，国务院公布
其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据庙内残存的明弘治十一年
（1498）、嘉靖十四年（1535）两通
记事碑记载，黄帝战胜蚩尤后，连
年风调雨顺，人们感念他的恩德，
便在阪泉山上建起了庙宇，后因
山路崎岖难行，祭祀不便，遂在交
通 便 利 的 西 殿 村 另 建 了 这 座
下庙。

轩辕庙创建年代不详，梁架
上可见元代的题记。据碑文记
载，该庙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
重 建 ，现 存 主 体 结 构 为 明 清 建
筑。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占
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中轴线
上从南到北依次建有戏台（兼作
山 门）、献殿、正殿，两侧为东厢
房，东、西配殿及西耳房，基本保
留了明清时期的寺院布局与建筑
风格。

正殿为明代建筑，清代重修。面阔三间，进深六椽，单檐
悬山顶，灰筒板瓦布顶，琉璃剪边，建于高约 0.5米的台基之
上。殿内塑像已毁，东西山墙绘 12幅药王坐像，高 1.5米，分
别是伊尹、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王叔和、孙思邈、刘守
真、张洁古、李东垣、李时珍、张景岳。袍服着色以红、绿、白
为主，皆面朝殿中神台方向而视。人像绘制笔法老到，设色
淡雅，线条流畅，属典型的明代风格。

赵卿墓内赵卿墓内 车辚马萧车辚马萧
冀晓峰 常一民 郭 婷

阳曲县轩辕庙正殿阳曲县轩辕庙正殿（（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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