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仑寺壁画：颇有“吴带当风”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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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是了解和复原古代社会面貌、认知古代社会生活的最直观
的实物资料，被誉为“历史的画廊”。

在许昌博物馆三楼展厅，巨幅昆仑寺壁画，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昆仑寺壁画无论是从色彩、线条，还是从人物神态、肢体表达上，颇有

“吴带当风”的韵味，是许昌唯一一幅保存较好的古代壁画。
那么，昆仑寺壁画这个来自“画圣”吴道子故里的“墙”上艺术，都

有着哪些动人的故事？12月14日，记者走进许昌博物馆三楼展厅，
在讲解员的娓娓讲述中，一幅壁画艺术的蓝图也徐徐展开。

□ 记者张铮通讯员吴艳丽

壁画故事，
天衣飞扬，满壁风动

核心提示

历时5年，壁画得以华彩重生

寺观壁画，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昆仑寺壁画为清中期的作品，具
有‘吴带当风’的典型特征，有着非常重
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许昌博物
馆保管部主任陈文利说，我国壁画主要
有寺观壁画、墓葬壁画、石窟壁画三大
类，河南寺观壁画的数量不多，昆仑寺
壁画算得上珍品。

据介绍，寺观壁画是中国壁画的一
个主要类型，绘于佛教寺庙和道观的墙
壁上，内容有佛道造像、传说故事、图案
装饰等。

这种绘画形式是随着道教的产生
和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兴于
汉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是中国绚丽
多彩的民族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不
过，其源流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原始
宗教和各类祭祀建筑内的形形色色的
壁画。进入夏商以后，随着各类宫廷与
祭祀建筑的兴起，“成教化、助人伦”的
壁画应运而生。

秦汉以来，特别是从西汉开始，佛
教 自 古 印 度 经 西 域 一 带 传 入 中 原 内
地。唐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代，世
人为之向往。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
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唐代的诗歌发展
到高潮时期，绘画、雕塑在中国美术史
上也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在这个
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唐代的寺观壁画皆

规模宏伟，色彩富丽，其艺术水平也超
过往代。

明代以后，文献典籍当中几乎见不
到记载壁画的痕迹，就全国范围来讲，
寺观壁画艺术已走向尾声，画面构图和
人物造型已开始程式化，其工艺水平较
宋、金、元时期大为逊色。

不过，来自“画圣”吴道子故里的昆
仑寺壁画，经专家鉴定，系清代民间画
师所绘，为清代人物画的鸿篇巨制，是
古代寺庙壁画艺术的珍品。

壁画位于昆仑寺内。昆仑寺居禹
州昆仑山下，山高 360 米，因地势南高北
低，寺庙因势而建，整个寺院坐南朝北，
位置偏僻。现寺庙院墙不复存在，仅留
存三处建筑，中间一处因曾做过生产队
仓库，所以才有幸保存了下来，壁画就
保存在这个古建筑物内。

然而，由于地处偏远、年久失修，昆
仑寺文殊堂墙体裂缝、屋顶漏雨、门窗
被改建，室内的壁画画面酥碱、粉化，底
部约 80 厘米已剥落，裂缝处墙皮鼓闪，
局部已开始掉块脱落，随时都有可能损
毁。

2010 年，许昌市决定对昆仑寺壁画
进行抢救性保护，2014 年转入壁画修复
阶段，艰难的壁画修复工作持续了 5 年
有余。

壁画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
很强的特殊工程。洛阳古代艺术博物
馆壁画保护中心是国内具有丰富的古
代壁画保护经验的专业机构，昆仑寺
壁画的揭取修复工作由其承担。

2013 年底，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壁画保护中心主任杨蕊带队，成功将
昆仑寺壁画揭取下来送至洛阳。2014
年，该中心开始对壁画进行修复，修复
工作持续了 5年有余。

2019 年 12 月 9 日下午，修复完成
的昆仑寺壁画在洛阳警方的护送下，
由 3 辆厢式货车运回许昌，送至许昌博
物馆。昆仑寺壁画修复件由 9 块板面
组成，壁画在许昌博物馆三楼“许州记

忆”展厅拼合完成。
“昆仑寺壁画华彩重生，是许昌博

物 馆 一 个 非 常 亮 眼 的 展 品 。”陈 文 利
说，昆仑寺壁画的绘画艺术风格传承
画圣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神韵。

昆仑寺离画圣吴道子故里山底吴
村仅 5 公里，吴道子作为盛唐时的宫廷
画师，极擅长人物壁画，有“吴带当风”
之 美 誉 。 从 昆 仑 寺 现 存 的 两 处 碑 刻
看，这个寺庙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重修过，碑文曾遭破坏，字迹难以
辨认。据推断，这处寺庙最早的建筑
年代应在宋代至明代之间，而寺内壁
画是何时所画？又是何人所为？给后
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昆仑寺壁画画面大小对称，高约 3.8 米，
宽 4.55 米，整组画面以工笔彩绘人物、花卉、
山石为主，画面人物众多，神情各异，形态逼
真。画面布局疏密有致，人体比例协调、透
视准确，线条流畅简洁。整组壁画画风细
腻，线条充满张力、弹力，无重笔、余笔、败
笔，艺术水平较高，颇具吴道子“天衣飞扬，
满壁风动”的绘画遗风。

“60 多个人物神情、形象各异，没有雷
同，线条有粗有细，非常美妙，可见画匠是胸
有成竹一气呵成的。”陈文利说。

从笔画和线条来看，人物的须发用的是
“铁线描 ”，人物的衣袂缥带用的是“兰叶
描”。其中《朝佛图》，以众多的人物造型吸
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画中众人所在的地方
似乎是海中小岛，六臂天王和 10 多位罗汉
各执法器，簇拥着侧坐于金毛狮身上的文殊
菩萨腾空而来。这些人物中，男性造型刚
劲，女性造型袅娜。

《说法图》中佛祖半跏趺坐于厅堂正中
的几榻之上说经，罗汉侍于榻旁，一长髯者
端坐于太师椅上凝神听讲，其仆从侍立身
后，堂内外少男少女及罗汉亦屏气静听。

另外一幅则是一派民间繁盛景象，有官
府打扮的人家，闺房中的大家闺秀，似在袅
袅音乐中绽开粉面桃花，有富庶人家正在摆
开书桌，透出满门书香。画中角落处，四个
僧徒正在行走，似听到动听的音乐和谈笑声
时，好奇地侧耳细听，惟妙惟肖地反映出太
平盛世、春和景明的人间仙境。

据画中人物和情景分析，这幅壁画折射
出当时的画师所处的朝代应该是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如果他们反映的就是当时寺庙所在地
的境况，那至少说明在那个历史时期，鸿畅
一带一定是富庶繁华，周边村落有大户人家
或官宦出现。

假想此壁画是清代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重修时所画，那个时期正是康乾盛世，画
师表现的壁画主题也正符合那个时期的世
风和景象。

中原地区历史文化遗迹丰富，尤其像昆
仑寺壁画这样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更是鲜
见。它的华彩重生，也为厚重许昌增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图片均为昆仑寺壁画局
部。图片由记者牛书培提供

修复好的昆
仑寺壁画于2019
年 12 月 9 日运回
许昌博物馆。图
片由记者牛书培
提供

昆仑寺壁画局部。图片由记者牛书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