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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薇、高施倩 杭州報道）「魏象慧風」肖
慧書法展23日在浙江省西湖美術館開幕。年僅36歲的書法家肖慧被
多位書法大家譽為當代魏碑書法領軍人物之一，此次展覽也是肖慧
學書二十多年來，舉辦第一次個人書法展，當天共展出了60多幅精
品。
魏碑是書法史上由隸入楷的一種過渡字體，以北魏時期碑刻最具

影響。中國書法家協會展覽部主任劉恆認為，在當前以行草書佔主
流的展覽背景下，肖慧選擇走碑學一路，而且在實踐魏碑創作道路
上，能充分把握魏碑經典元素，有自己所理解與表現的語言符號，
這是一個書法家走向成熟的標誌，也讓他在當代年輕一代中實踐魏
碑脫穎而出。
北魏碑書法從清代開始有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且有許多名家

取得了成果，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鮑賢倫說，肖慧在魏碑書法的
學習、研究上，是全國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希望肖慧在北魏書法
上，能達到常人所不能至的高度，取得新的成果。
浙江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白砥也表示，從展出的60多件作品來

看，肖慧對北魏元素有很好的把握能力以及能掌握多種碑版筆法。
「學古的目的不是為復古，而是要充分借鑒古法技巧，表達自己的
審美。」他希望肖慧在學古的同時，更能善於化古及融會貫通。
此次書法展由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中國金融書法家協會、紹興市

藝術界聯合主辦，展期將至8月28日。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陳加元、
浙江省文聯書記處書記柳國平、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鮑賢倫、中
國金融書法家協會主席張銅彥、中國金融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陳煒、
紹興市副市長馮建榮等人出席展覽開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趙菲山東報道）記者從第五屆山東文化
創意產業博覽交易會（簡稱文博會）第三次新聞發佈會上獲悉，被
譽為「國際超前衛藝術家」李善單大師將在「101國際華人藝術特
館」內為觀眾帶來極具收藏與藝術價值的作品。據山東101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技術部經理丁麗麗介紹，亞洲藝術家李善單大師的「大
將門」創作與DiMora古典藝術超跑將於九月「空降」濟南，這也是
該超跑首次亮相中國大陸。李善單大師將親臨濟南為其做前期宣
傳。李善單大師被國際藝術界譽為全新領域「圖騰能量油畫」的開
創者、心靈能量風格的先驅。其獨樹一格的圖騰與禪意義涵，已超
越當代藝術局限，引起全球藝壇的驚歎。意大利最大的國際藝術聯
盟 Camaver Kunsthaus International 集團評鑒李善單為「Top
Artist」頂尖藝術家。 此外，「華人首席結晶釉大師」的彭文雄大
師，以及李善單弟子、新銳藝術家瑪馨玲之藝術作品也將同時於館
內展出。屆時，將為參展觀眾帶來一場極具震撼力的藝術盛宴。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楊仁海）近日，貴州省施秉縣文物局在全國第一
次可移動文物普查時，偶爾從文物裡翻出了沉睡30年的兩件「大盆鼎香
爐」，經浙江余姚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專家李小仙勘驗後，認為這兩件「香
爐」疑似享譽天下的編鐘。
編鐘是一種打擊樂器，源於西周，興於春秋戰國，只有宮廷、軍隊才能擁

有像黃金般貴重的青銅器，是等級和權力的象徵。施秉縣保存的這兩件疑似
編鐘，小的長28厘米，寬13.2厘米，高10.2厘米，保存較為完整，大的因
破損嚴重，無法測量。從材質看，殘斷面呈現藍綠色。
據時任施秉縣政府副縣長兼黃磷廠建設指揮部指揮長李心儀回憶說， 30
年前，黃磷廠廠區與職工宿舍同時開工，其中宿舍分別分佈在縣城郊西北
角、國民黨偽政府老衙門檢閱台兩個地方，在檢閱台荷花池開挖基腳時發現
了這兩枚青銅器。後來邀請黔東南州文化局專業人士考證，被認定為
「鼎」，命名為「大盆鼎香爐」，但對這兩件青銅器一直沒有確切的定論，
因此該文物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2013年全國開展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
活動，這兩件文物再度引起人們的關注。
施秉文物局工作人員通過網絡手段，將此疑似編鐘與1978年在湖北隨州
出土曾侯乙墓編鐘進行比對。結果發現，兩者的築造風格十分相似。當地文
物部門的專業人士認為它們應該是編鐘而不是「鼎」。浙江寧波余姚市文物
研究所的考古專家李小仙也持有同樣的看法。李小仙是施秉人，畢業於四川
大學考古學系，現在浙江余姚市文物研究所工作。此間她回家鄉休假，得知
施秉驚現古代編鐘的消息後感到非常驚訝，她說，從形狀、材質、乳釘紋來

分析判斷，它們就是編鐘，但年代暫不能確定。建議將這兩面編鐘送省博物
館鑒定。
據悉，曾侯乙墓編鐘產於公元前443年，由六十五件青銅編鐘組成，出土
後係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被譽為「稀世珍寶」。1957 年，
在我國河南信陽城陽城址出土的第一套編鐘13枚演奏的東方紅樂曲隨着我國
第一顆人造衛星唱響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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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秉文物普查發現疑似「編鐘」
國際頂級華人藝術家李善單
將攜作品亮相山東文博會

「魏象慧風」
肖慧書法展杭州開幕

西晉的滅亡、中央政權的南遷開始了中國南北的
分裂。而當東晉政權也被宋齊梁陳等南方朝代替代
之後，在中國的北方，與之相對應的北朝也構成了
歷史上一個最為特別的時期。北朝是當時中國北方
政權的總稱，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
政權。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錯構成了北朝文化
最為鮮明的特色，而石雕也不例外。

佛教藝術的復興
當中國出現南北朝分立的局面時，政治上的分
裂並沒有妨礙彼時中國在文化上的大發展與大繁
榮。隨着政權的更迭，人群上的北民南遷使得原
本的中原農耕文化被帶到了南方，從黃河流域擴
大到了長江流域。經濟中心的南移，也使得文化
板塊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同時，北方遊牧文明的
各種形態也漸漸進入到原本的中原和黃河地區，
從而形成了文化交錯複雜、相互影響以及多元共
生的新形態。當時，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帶有強烈
的騎射、粗獷以及豪邁色彩，這些與南方文明的
精緻、細膩、生動緊密結合，構成了北朝石雕的
重要藝術特色。
提起北朝的石雕藝術，則佛像雕塑是不能不重
點論及的。由於常年的戰亂，以及在佛教影響力
的逐漸擴大下，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越來越興盛。

南北朝時期，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從官方到民
間都對佛教的存在高度重視。例如在南朝，梁朝
皇帝便十分重視寺廟的修建。而在北方地區，佛
教的擴展也帶來了佛教藝術的發達。在展出的北
朝石刻藝術作品中，石佛首像、各類講經石雕都
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作品。北朝的石雕帶有非
常強烈的域外色彩，不僅僅面部栩栩如生，同時
在整體的線條上也顯得極為大氣，每一尊佛像的
目光都能夠生命化、具體化，這樣的石雕具有了
無窮的生命力。不僅如此，北朝時代的佛像石刻
無論大小，在外觀的造型上，佛像的特質不再是
高高在上，而是與現實中的人具有強烈的親和
感。如此的藝術設計，使得作為一種宗教藝術而
存在的抽象崇拜感具體化入到了每一個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這種讓佛像的崇拜視覺大眾化、細微
化和普遍化的形態，在北朝石刻中比比皆是。

獸類石刻與南北融合
除了佛像藝術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北朝石刻類

別，便是獸類石刻。北朝時期的石刻展品中，有
不少是和神獸具有緊密的聯繫。而在獸類的選取
上，既有現實中存在的獅子、老虎，同時也有現
實中不存在的辟邪之獸、碧璽等等。這些獸類石
雕的發掘證明，北朝的藝術受到中原文化深深的

影響。原本，北朝文化就起源而言，其實是有很
大程度的遊牧文明，巨大的人口流動性難以形成
適合石雕石刻存在的城市生活體。但是隨着南方
文明的北上，北方城市的繁榮也帶動了石刻的興
旺和蓬勃。
北朝石刻作為文化與文明融合影響的另一個作

品例證，則是來自有關石棺類。棺床是北朝石刻
中極為重要的一種藝術題材。在石棺床作品中，
刻有精美的神獸圖案，用來辟邪和祝福，同時也
有各種各樣代表不同含義的紋路雕琢。石棺床的
存在說明，原本在安葬細節上與南方文明、中原
漢文明不相同的北方文明體系，也逐漸接受了中
原文化中的厚葬思想。可見，這是文化互位的一
個重要方面。
由此可見，北朝的石刻藝術見證了中國一個時

代的滄桑。特別是在文化領域，北朝的石刻藝術
是當時中國不同區域、中國與外國之間文明互動
的產物。石刻石雕在今天看來，都具有極為強烈
的莊重性和嚴肅性。這種風貌的形成與北朝時期
的石刻藝術發展有着巨大的關係。雖然，這是一
段在中國歷史上被看作是國家分裂、南北征戰的
時代，但是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南北的並存分治
與權力更替反而形成了文化的另類繁榮。這是在
鑒賞南北朝藝術作品時需要體會的。

北朝石雕，
動盪時代的文化腳註
深圳博物館展出的「永遠的北朝：石刻藝術珍品展」帶給人們對北朝的遐想定格在了固化的各種雕像中。作為中國歷史上

最為紛亂的時期之一，北朝的石雕藝術作品展現了彼時中國人在族群融合與文化對話方面的格局和成就。這樣從另一個側面

展現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多元色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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