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位於太原市迎澤區的徐顯秀（北齊太尉武安王）墓公布發掘成
果，墓中保存完好如新的精美壁畫轟動學界。它
是迄今為止保存最完好的南北朝時期壁畫墓，彩
繪壁畫保存完整，氣勢恢宏壯觀，形象生動寫
實，色彩斑斕如新，畫家對造型的把握，對色彩
和線條的控制運用令人驚嘆，是中國美術史上的
傑作，代表了當時繪畫的最高水平，蘊含了大量
的歷史文化信息。次年，徐顯秀墓獲評「2002年
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考古專家通過獲
獎評審詞，對徐顯秀墓壁畫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徐顯秀墓北壁的墓主夫婦《宴飲圖》是主畫
面。由演奏的樂隊銜接過渡到東西兩壁，西壁是
以墓主人坐騎為中心的隨從和儀仗；東壁則以墓
主夫人牛車為中心的侍從和儀仗。壁畫氣勢恢
宏、色彩斑斕，是目前在山西、河北、河南、陝
西、寧夏等省區已發現的北朝晚期磚構壁畫墓中
惟一完好的一座。

填補北朝美術史空白
北齊壁畫博物館，可謂是北朝墓葬壁畫集大成
者。
走進北齊壁畫博物館展廳，忻州九原崗北朝壁

畫墓中的《門樓圖》描繪了三開間廡殿頂樓宇建
築，圖中並顯示在南北朝便已使用了斜栱，和雙
柱式斗栱等建築方法。這幅壁畫不僅是目前發現
的最完整的北朝建築圖像，更以直觀的視覺形象
展示了北朝木構建築的形制結構和材料構件，對
於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遺憾的是，
該墓在歷史上曾多次遭到盜擾，出土文物不多，
墓誌也被盜走，因此墓主人的身份尚不能確定。
但根據墓葬的規模推斷，墓主人應該是北齊高氏
的核心人物。
北齊權臣貴戚東安郡王婁睿墓最為著名的是
《鞍馬游騎圖》，全墓壁畫中200餘匹馬的形象
無一重複，用國畫大師吳作人的話來說，「使千
百年來徒憑藉志、臆見梗概的北齊繪畫，陡見天
日，使中國繪畫史，猶長河萬里，源流更匯支
流，空缺得以證實」。婁睿墓壁畫填補了美術史
上北朝繪畫的空白，其藝術成就承漢晉而啟隋
唐，足以印證北朝畫壇的瑰麗氣象。
九原崗北朝壁畫內容包羅萬象，既有飛行的仙

人、奇譎的神獸、疾馳的駿馬，還有龐大的隊
列、高大的門樓，是研究北朝社會生活、歷史文
化、軍事制度等方面的珍貴資料。
走進北齊壁畫博物館的第二展廳，隔着玻璃
門，能看到一條長達20多米的墓道，墓道兩側有
充滿歷史感的繪畫印記，再往深處看，正中央就
是墓門，門後就是徐顯秀墓室。
墓室的最上方，一個碩大的土堆暴露在展廳

裏，這就是徐顯秀墓的封土堆，也是
原址保護中的地上部分，走近看，還
能看到當年盜墓賊挖開的盜洞。
「這兒原本是一座高大墳塚，本地
人稱『王墓坡』，2000年12月，盜墓
賊在墓室西北角炸出一個盜洞，村民
發現後上報給文物部門。」太原市文物保護研究
院二級文博研究館員常一民曾參與徐顯秀墓的發
掘，當年就是他第一時間從盜洞「鑽」入墓室。
徐顯秀墓的發掘歷時兩年之久，時間遠遠超過
其他同類型墓葬，常一民回憶：「墓葬所處的位
置，正好是梨園的下面，有些梨樹的根系已經扎
根到墓道內，與壁畫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了一起。
為了最大程度地保護壁畫，考古人員都是在土堆
前跪着、趴着，用牙籤一點點清理，精細到就像
在剝離蛋殼內壁的薄膜一樣。不過現在看來，一
切都值得！」

解決壁畫保存世界性難題
北齊壁畫博物館館長王江介紹，從2007年開

始，博物館研究保護團隊在綜合研究的基礎上，
通過工程實施，有效地保護了墓葬及其壁畫，並
總結出一套適合徐顯秀墓壁畫原址保護的程序和
技術方法。
「壁畫面臨的問題有空鼓、酥鹼、起甲、污
染，甚至局部脫落等病害。在制約原址保護的諸
多因素中，解決墓室結構穩定和控制環境尤為關
鍵。墓葬賦存環境條件方面，主要表現為降雨、
灌溉、土壤水分入滲、墓室濕度大等。從壁畫支
撐體方面看，主要反映在墓室牆壁不均勻沉降、
變形，墓道兩側裂隙發育等方面。」王江介紹，
在充分分析墓道各類病害產生原因的基礎上，研
究保護團隊通過室內及現場實驗，篩選出適合的
灌漿材料，並按照規範的工藝流程對壁畫進行了
加固修復，一步步解決了出現的問題。
徐顯秀墓原址保護是中國土遺址保護的一個重

要案例，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曾參與北齊壁畫
保護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汪萬福感慨地說：「古
墓葬壁畫的原址保護至今仍是個世界難題，國內
外很多地方都曾嘗試，但都以失敗告終。可以
說，太原北齊壁畫博物館創造了世界墓葬壁畫原
址保護的一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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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統文化擁抱了數字技術，
博物館的玩法也變得越來越多。
在北齊壁畫博物館內，3D、AR、
VR等數字技術賦予千年壁畫無限
生機。
站在「動」感十足的《宴飲圖》

前，每個觀眾都忍不住撥動觸屏上
的琴弦，壁畫中樂伎的琴弦也會動
起來，奏出悅耳的曲子；在「元宇
宙博物館」，轉動手柄便可「拿」
起文物盡情觀賞。
出於恒溫恒濕封閉保護需要，觀眾無法踏足徐顯秀

墓內近距離參觀，然而，只要戴上封土堆旁擺放的VR
眼鏡，就可以「穿越」千年，「閃現」在墓室裏。一
位身披紅色披風的女孩子笑言：「以前只是在小說、

影視作品裏看見盜洞，了解墓中
故事，現在墓道就在眼前，壁畫
伸手可摸，真是一眼千年。」
「借助科技力量讓壁畫活起

來，通過元宇宙項目、高清原
址VR等數字技術，配合先進
數字藝術互動裝置，打造考古
過程三維動畫、北齊民風二維
動畫、壁畫互動、穹窿頂式環
幕等沉浸式體驗場景，真正以
科技賦能，讓墓室壁畫更鮮活

可觸。」太原市文物局局長劉玉偉表示，將全力
做好考古發掘研究、文物保護管理和活化利用等
工作，以深厚文化底蘊涵養城市氣質，打造極具
城市文化特色的「博物館之城」。

中國歷史上，北朝是一個民族大融合、
文化大匯聚的時代，北齊是北朝晚期的一
個割據政權。「山西，是北魏、東魏和北
齊的核心統治區域，回望北朝，在近200
年的時間裏，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
文化精華在山西匯聚，為大唐盛世做了最
充分的準備。」太原市文物局局長劉玉偉
講述着山西北朝壁畫的輝煌。
根據史書記載，北朝時期的對外經濟

文化交流空前繁榮。亞洲各地和地中海
諸國的使者與商人雲集晉陽（太原），
異域的宗教思想和文化藝術被廣泛吸
納，大大豐富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藝術。
徐顯秀墓葬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反映中西文化

交流的內容。比如，壁畫上，男女主人身旁各有一
侍女頭梳雙髻，身着紅色長裙，裙腰及胸，上窄下
寬飾以聯珠紋，聯珠紋內繪有對獸。這種帶聯珠紋

的紡織品，就是所
謂的波斯錦。墓室
東壁的牛車後有一內着白色長裙的侍
女，裙上也飾有聯珠紋，聯珠紋內有一
頭戴蓮花冠的人頭像，這也是域外流行
的圖案。這些外圈為聯珠紋內為人頭像
的紋飾在絲綢之路中亞段和西亞段也出
土過。
博物館展廳裏，陳列着一枚來自徐顯秀
墓葬的寶石戒指，太原市文物保護研究院
二級文博研究館員常一民是這枚戒指的發
現者，「這枚鑲藍寶石的金戒指由黃金戒

指環、戒托與藍寶石戒面組成，戒面上是西方人信
奉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藍寶石金戒指出自絲
綢之路，從戒指受磨損的程度看，應該是長期佩戴
的結果，說明徐顯秀對這一外來之物的喜愛。這也
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

科技讓文物活起來

壁畫證千年前中西文化交流

2024年1月，全國首座遺址類墓葬壁畫藝術專題博物館——太原北齊壁畫博物

館在山西正式開館，該館依託「200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北齊徐顯

秀墓原址進行保護及展示，集納了包括太原婁睿墓壁畫、忻州九原崗北朝壁畫、

朔州水泉梁北齊壁畫等精品。奇珍異獸、駿馬疾馳、仙人飛行、王府夜宴躍然生

動，直觀並充分地展示了北齊的人文社會風貌。也可令觀者在近距離欣賞來自

六世紀的繪畫藝術的同時，一窺國祚僅27年的神秘北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奇霖 山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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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傳統傢具分工十分精細，撫
琴專用的枱、對弈專用的桌、作畫專用的
案、擺設專用的几，都是負有專職用途的
承具。而在古代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社交和
儀式活動——飲酒，亦有與之匹配的特設
酒桌。
酒文化在古代中國源遠流長，而置放美
酒的桌案從 10世紀初的五代時期就出現
了，到宋代更是有了專門的酒桌，小巧靈
活、結構科學、堅固耐用的酒桌可以單獨
用於宴飲情境中，更可以隨意移動，並與
其他傢具一起使用，依據需求進行布局。
即使到了傳統傢具發展極為迅猛的明清

時期，酒桌的形制亦未受到太多的改動，
基本保留了宋代簡約精巧的案形構式，大
部分仍以「夾頭榫」及「插肩榫」兩種結
構為主要製作手法。
其中夾頭榫酒桌更為平淡、耐看。如筆
者所收藏的一件「明末清初黃花梨夾頭榫
酒桌」，整體圓腳直落，無繁縟的雕飾，
雖是便攜的輕便桌案，卻通體採用了名貴
木材黃花梨，甚為難得，因此類傢具使用
頻率較高， 可用於寫字、放置物品甚至用
餐，往往使用更為耐用的材料，如石面或
其他木材。
而插肩榫酒桌，則被公認推崇為明朝

傢具最優美設計之一。筆者的收藏之中
有一件「明黃花梨插肩榫綠紋石面酒
桌」，其形制與 2015 年在香港蘇富比競
拍的一張酒桌如出一轍，桌面為標準格
角榫攢邊，面心選用紋理生動的綠石
板。此種插肩榫酒桌被公認推崇為明朝
傢具最優美設計之一，邊抹冰盤沿向上
舒展、向下收斂；方形腿足沿邊緣起伏
有陽線，上端嵌夾造型精巧，裝飾着透
雕卷葉紋牙頭的起線牙條。此桌在蘇富
比的拍賣中估價便高達1,500萬港元，最
後更是以2,528萬港元成交，實為不可多
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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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讓《宴飲圖》動起來。
楊奇霖 攝

◆徐顯秀墓主圖《宴飲圖》

◆伎樂圖

◆狩獵圖

◆◆徐顯秀墓墓道兩側壁畫徐顯秀墓墓道兩側壁畫
◆婁睿墓最為著名的《鞍馬游騎圖》 楊奇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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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戒指是中
西方文化交流的
實物見證

▲明末清初黃花梨夾頭榫酒桌

▶明末黃花梨插肩榫綠紋石面
酒桌 圖片來源：蘇富比

▶明黃花梨插肩榫綠紋石面酒桌

◆◆徐顯秀墓室內部壁畫徐顯秀墓室內部壁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