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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城古寺庙与
弥陀殿五绝（下）

背光
弥陀殿三尊主像身后的背光高达12—13.2

米，堪称巨作。背光用木骨作支撑，再用铁丝绑
上荆条，而后再敷泥绘彩。所用铁丝粗细匀称，
可见当初工艺之先进。高大的背光质薄如扇，
上面布满悬塑的卷云纹饰，色彩以青绿为主，用
白粉勾勒花边，雅丽醒目，细致至极。背光周沿
悬塑火焰纹样，用朱砂敷彩，红暖如炽，与大面
积青绿卷云色调形成了强烈的冷暖对比，卷云纹
类似“缠枝”和“卷草”纹样，连绵不断四面扩展，曲
线柔美，似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塑工之巧技堪称
炉火纯青。在阿弥陀佛背光上又加塑十几朵流
云，云朵上各置小型彩塑一躯，有佛像一尊，飞天
两尊。另有乐伎像十二躯，手持面锣、琵琶、小鼓、
笙箫等乐器，均作弹奏状。乐伎身式修长、衣饰洒
脱，面相秀润而天真。背光上半部当心佛像下设
一圆光，原来镶有铜镜一面，可惜在抗日战争中被
盗出国外，至今未归。

胁侍菩萨背光玲珑剔透，透空部分深沉幽
暗，更突出了菩萨潇洒俊丽的艺术美感。金刚
背光简练，周沿饰以火焰光环，无繁杂之感，却
增魁武之威。

九尊佛像之背光或繁或简，主次有别，无论
绑扎、敷泥还是彩绘，均设计奇巧，施工精堪，一
丝不苟，充分体现了金代工匠高超的技艺和高
深的艺术修养，完全不输当代，其精益求精的认
真态度和工匠精神值得时人借鉴。

壁画
弥陀殿内现存壁画 321.02 平方米，绝大部

分为金代原作，历时八百余年，依然如故。东西
两壁共计留存有金代高大的佛像五尊（原为六
尊）。佛像身披袈裟，袒胸露腹，结跏趺坐于仰
莲法座之上，作说法印等，是壁画的主体。每尊

佛像两侧各画胁侍菩萨一尊，造形或正视，或侧
身，或捧经卷，或持莲花、牡丹，或端宝盘、宝瓶，
或执花卉、珊瑚，或捧博山炉等。装束极为富
丽，花冠高竖，披帛伏肩，裳裙裹体，飘带缠绕于
周身。佛和菩萨身后皆有火焰形背光。

五尊主佛头部两侧各画有佛坛及小佛像和
飞天，小佛似在听释迦牟尼讲经，飞天与祥云交
织在一起，周身飘带为饰，手中各捧法器，或仰
视，或俯视，或眺望呼应，变化多端，无一雷同。

南壁东尽间画佛像和菩萨六尊，皆坐于莲
台之上。下列三尊为妙吉祥、除盖障、地藏王三
菩萨，造型风格、衣着装饰与佛坛上彩绘泥塑观
世音、大势至菩萨像几无差异。上列三尊为明
代补绘，造型风韵略逊一筹。

西尽间南壁画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坐
像，高达4.68米。其下隅西侧为吉祥天女合掌
而立，身旁有白象演化的护法神；下隅东侧为婆
薮天，银发白须，持杖躬身，手下有青猪演化的
护法神为侍。观世音像为十六面，面相圆润慈
祥。手执日月、剑戟、锡杖、胡瓶等法器、宝物。
众多的手臂形成一个庞大的圆形扇面，构思巧
妙，条理井然，脉络相连，耐人寻味。

弥陀殿壁画在遍涂粉底的泥墙上，采用重
彩平涂、沥粉贴金的方法。先在墨稿上依次用
石绿、石青、赭石、朱砂等着色，之后再勾勒一次
墨线或添加了颜料的墨线，长达数米的线条粗
细适度，浓淡均匀，无顿接败笔之迹，可见画工
笔力之劲健、功力之深厚。四壁图像中凡有腕
镯、法器、花冠、飘带、璎珞等物，其上又施以沥
粉贴金，使画面更加金碧辉煌、富丽多彩。

纵观弥陀殿壁画，堪称承袭唐画风韵的优
秀作品，弥足珍贵。

琉璃
弥陀殿单檐九脊歇山式。殿顶大部分用灰

陶筒板瓦覆盖，用琉璃瓦当、滴水剪边。九条脊
由瓦条垒砌，为辽金建筑一大特色。正脊尽头
的两座鸱吻高达3.2米，分别由多块琉璃塑形空
心砖组合垒砌而成。龙身色彩一黄一绿，正背
各异，造形大同小异略有变化。吞口大张，吐舌
露牙，犄角高耸，怒目圆睁，鬣毛鬈曲，大有飞动
之势。最令人称奇的是“S”形的龙尾附着在夸
张放大的后肢之上，无论从正背哪一面观赏，在
蓝天白云的衬托下，都能产生强烈的透视效果，
使人误以为尾部偏后伸向远方，足见金代雕塑
大匠绝妙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表现手法。盘曲
的龙身空档部分塑以朵朵祥云，或绿或黄，既与
龙身颜色区分，形成黑白反差对比，又巧妙地使
整个鸱吻形成整体一块。在龙尾与后肢之间各
留出一个纺棰形的露天空间，更增添了鳞片渐
次变小的尾部伸向虚空的意境，真是一个绝妙
的设计。

弥陀殿琉璃脊刹置瓦楼在正脊正中，楼顶
为黄色宝瓶，瓶上置绿色宝珠一颗。瓦楼正背
两面各塑顶盔贯甲的神将一尊，身高1.5米，赤
脚站立在云头之上，通高1.88米。将军双手抱
拳，飘带盘绕于身后，姿态雄健，怒目威严。最
引人注目的是正脊上站立的两躯武士，躯体魁
梧，刚劲有力，立眉竖目，挺胸昂首，曲臂攥拳。
双脚岔开，前弓后蹬，大有职守用武之势，通高
均为1.03米，若取站姿，或比正中将军还要略高
一些，其造型之大，塑技之佳，为我国古代琉璃人
物塑之首。

除此之外，殿顶脊上尚有垂兽、戗兽、角兽
共十四个，翼角人物脊饰八个，还有四檐众多的
瓦当、滴水，多为金代原物。在琉璃脊刹内侧发
现有制作工匠刻划的铭文：“代州崞县琉璃术首
武春男，解府进士武口思，小处士刘九鼎、刘夫
才、口丁成、口大才、贾纯仙、口大伦故纪，时皇
统六年七月卅日。”确切的烧造纪年和琉璃匠师
的姓名，更显得这批琉璃脊饰弥足珍贵。

我国各地遗存至今的历代古建筑数量不
少，尤以山西为最，其中元朝以前占全国的百分
之七十。这些凝结了历代官吏、平民、僧侣、匠
师心血汗水的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研
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朔州城关众多的古寺庙在不到百年的时间
里大多不复存在了，唯独崇福寺遗世独立硕果
仅存。究其原因，一是体量巨硕，拆毁不易，既耗
时又费力。更主要的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认
识到此庙是境内古建筑的精华，是前人留给朔州
的一宝，历朝历代都采取过维修保护措施。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工匠
精神”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综合体
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
其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
内容。“工匠精神”曾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以
崇福寺为例，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弥陀殿诸多细
节上看，无不体现了金代工匠苦心孤诣、精雕细
琢、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耗时十年方成传世巨
构。绝非“短平快”“多快好省”的“桥塌塌”或“楼
歪歪”式的豆腐渣工程。大殿是用易腐朽易风化
的砖木土石材料建成的，却可与欧洲同时代纯用
石材建造的教堂一较高下，一比天年。

观赏弥陀殿15种美轮美奂的木雕棂花，可
以想见800余年前的木匠成年累月地锯、刨、凿、
雕那些数量巨大、花样繁多的小木构件，要做到
大小一致、尺寸精确、严丝合缝，需要的是专业、
专注、不疾不徐的耐心和毅力，更要有一丝不
苟、独当一面的精湛技艺和熟能生巧的妙手仁
心，最终积少成多、聚散为整、组装成大面积的
众多窗扇，供一代又一代的香客和民众品味观
瞻。殿内九尊巨型彩塑，从制作木架到绑缚草
绳，再依次敷抹麦秸泥、麦糠泥、棉花泥。然后

砑光、断白，最后用石质颜料敷彩，用金箔贴面，
用沥粉贴金，这一系列的工艺过程必须按照当
时颁布的《营造法式》工艺流程，按部就班地依
次操作实施。其中用材必须精挑细选，而后再
精心炮制，不可用替代物，更不能偷工减料。这
些流程属于工艺范畴，更重要的是艺术创造，首
重造形设计，众多造像或站或立、或俯或仰、或
男或女，身体比例、解剖结构、衣纹头饰、璎珞铠
甲，所有细节早已是大匠师傅意中的“成竹”。
估计当年或由负责主持塑像的大师傅预先塑成
小样，先期由官员或佛教高僧或出资人甚至朝
廷审核定夺之后，方才放大样正式开始制作。
整个工艺过程既是体力劳动，更是用心用脑的
艺术创作。要求参与塑造的匠人既有精湛的技
艺，又能通力合作、取长补短、师徒配合，全身心
地投入，充分展示专业操作技能和艺术想象。
他们既自信，又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
神，更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全程追求卓越。对手
中的活儿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长期坚守着职业
道德和职业精神，既承接汉唐以来已有的技艺
传统，又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最终成就
了这一堂佛教造像巨型创作，使如今的我们依
然叹为观止。假使八百年前的塑像大师能生于
当代，笔者以为他们完全有资格在当今的中央
美术学院任教。

工匠技师既恪守传统，又有与时俱进的创
新能力。以弥陀殿壁画为例，佛陀的面相丰盈，
却较唐时微短，而现宋金时期圆润之式，呈端庄
而慈祥的神态。由于金朝的统治者是女真族，
生活中游牧习气尚未脱净，在当时男性蓄发留
胡子习惯未改。这一现象真切地反映在壁画上
就是佛和菩萨嘴唇上下都画有胡子，这种画法
未见于以前或之后，却藉此曲折地反映出当时
的社会风俗。画人难画手，千手千眼观世音壁
画造像上有无数手掌手臂，繁复的手形绝少雷
同，却能秩序井然，法度森严，即使在敦煌壁画
中也未见如此壮观。这一堂壁画在七百年后被
照搬临摹到了大同华严寺大殿墙壁上，足见其
艺术生命力的旺盛，堪称后人师法的经典。

殿顶脊上巨大的琉璃作品前文已述，匠首
武春南在泥坯入窑烧造前特意郑重地刻下自己
的名讳，透露出以他为首的塑形烧造团队对手
艺的自信、对作品的自豪。这群人技艺精湛能
独当一面，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专业
专一专心专注，一辈子干好一件事，至老不改初
衷，甚至数代不改身份。刻勒名讳体现了他们
对自己的绝活是负责任的，对工作是有使命感
的。作品即人品，果不其然，千载之下，当我们
凝视大殿顶上这些金碧辉煌的巨构时，仍会由
衷地赞叹，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和温度，
想见他们的工作情景和艺术情操。

金朝是一个与南宋并存的朝代，它的诸多

成就让今人产生很多联想。在此不谈佛像背光
表面呈现出的艺术美感，单说绑扎荆条的铁丝是
怎么制成的？直径有如高梁粒的铁丝，粗细均
匀、连绵修长、柔韧且极有强度，与现在的冷拔丝
无异，很难想象当初的铁匠是采用何种工艺生产
出来的，这是一个科学谜团。八九百年前的辽金
时代，绝非常人想象中那么落后，至今矗立在朔
州大地上的释迦木塔和弥陀大殿，就是最好的实
证，这两处国宝是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更是工
匠精神的结晶，最值得我们向世人夸耀。

弥陀殿落架大修，于1986年列入国家计划，
1988年开工，1991年工程告竣，历时三年。古建
筑修缮保护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综合性技术，不
仅涉及到建筑的文物价值和土木工程的各个方
面，还涉及到古代塑像、壁画、琉璃、雕刻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和保护技术，方法千差万别。由山西
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牵头，调集全省各地各方面
的专家学者、能工巧匠组成的团队。他们胸怀虔
诚的敬畏之心，精心勘察研究设计，制定了科学
严谨的修缮方案。施工方法共分十个步骤，先行
加固了殿内塑像，支搭了防雨棚，然后拆卸脊兽
瓦件，在揭取壁画的同时加工复制需要更换的砖
瓦、琉璃和木构件，拆卸梁架检查加固构件，腐朽
断裂者如式用新材料加工替换，而后再重新安
装架木及瓦顶，最后油饰断白，安装修饰壁画，
拆除保护框架后方称完工。

当代的专家技师、能工巧匠怀着责任感、使
命感，秉承传统，以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工匠
精神，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科学严谨、一丝不苟、
精雕细琢、永不言败、务求完美，以精湛的技艺
创造了优质的工程，最终使大殿重光、古刹生
辉、国宝传承。工匠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
髓，“尚工巧”“技进乎道”“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工匠们严谨认真、专注耐心、不断改善工
艺、雕琢产品、追求极致的优良传统，必将在蒸
蒸日上的华夏大地上更加发扬光大，一定会产
生更多具有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的能工巧匠，为
中华巨龙腾飞于寰宇，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创
立下更多的丰功伟业，造福当代，荫及子孙。

李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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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民族交融文化专辑选登（五）

2023 年高考在即，这是新冠病毒
感染“乙类乙管”后的首次高考。坚持
科学精准防疫，防护有哪些注意事
项？考场里要戴口罩吗？“阳了”如何
应考？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记者采
访了有关部门，梳理多地防疫措施。

落实“乙类乙管”多地
提醒考生做好个人防护

教育部有关人士介绍，为统筹做
好今年的高考防疫，教育部会同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指导
各地深入总结以往经验做法，坚持科
学精准防疫，精准落实“乙类乙管”等
要求，完善方案预案。

记者了解到，5 月底至 6 月初，已
有黑龙江、江苏、云南、北京、上海等多
个省市的教育考试机构向当地高考考
生致公开信，提醒考生注意个人防护，
尽量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当好自身健
康第一责任人。

据了解，多地还专门制定了高考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或医疗卫生保
障工作方案，各级卫生监督机构正加
强对考点学校的卫生监督检查，提高
学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

置能力。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专家介绍，结

合多渠道监测数据综合研判认为，目
前全国整体疫情态势平稳可控，对医
疗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行影响较小。

是否佩戴口罩？多地允
许考生自行决定

目前，已有多个省市教育考试机构
明确表示，一般情况下，考生进入普通考
场就座后，可自行决定是否佩戴口罩。

根据广西柳州市招生考试院发布
的公告，考生要自备口罩，在进入考
点、考场前自觉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就
座后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佩戴口罩；考
试结束后，考生应立即佩戴口罩，听从
考点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离开考场。

山东等多地明确：核酸或抗原检测
结果为阳性的考生将安排在备用考场，
备用考场考生须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
控组今年 4 月印发的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公众佩戴口罩指引，非疫情流
行期间，学校师生在校期间可不佩戴
口罩，各地可根据本地疫情形势和防
控需要，参照本口罩指引制定本地和

本行业的口罩指引。指引同时指出，
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期间、
出现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期间，均
属于“应佩戴口罩的情形”。

“阳了”如何应考？可按
照当地和考点的安排参加考试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明确要
求，考生于考前3天起自主开展健康监
测，有发热等可疑症状的，应立即进行核
酸或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主动联系
考点所在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备，按
照相关安排在考点备用考场参加考试。
还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提示考生，做
好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咳嗽等
身体不适症状，应及时向报名单位（所
在中学）报告。如有必要，及时就医。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各地将制定
考试防疫方案和应急预案，针对不同
考生情况分类设置考场，备足备用考
场、工作人员和防疫物资，做好考生和
工作人员考前健康监测，细化防疫措
施，及时发布本地考试防疫要求。

新冠“乙类乙管”后迎来首次高考
防护有哪些注意事项？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王鹏 新华社天津电 （记者 周润健）
蛙叫虫鸣声中，芒种款款而至。北京时
间 6 月 6 日 6 时 18 分将迎来芒种节气。
此时节，草木葱茏，池塘莲开，北方麦
黄，江南梅熟，时光流转之际，已然到了

“夏条绿已密，朱萼缀明鲜”的仲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

俗学会理事袁瑾介绍，芒种到来意味着
“三夏”大忙季节拉开了帷幕。一时间，
夏熟的要收、秋收的要播、春种的要管，
忙得不可开交。“麦收如战场”，这个

“忙”，带着一种与时间争分夺秒的紧迫
感，正所谓“春争日，夏争时”。南宋诗
人陆游在《时雨》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
繁忙景象：“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芒种时节，也意味着江南地区即将进
入一段闷热难耐的连续阴雨期。此时正
值梅子黄熟之际，于是绵延的雨季便被称
为“梅雨季”，民间更为形象地称其为“黄
梅天”。

梅雨淅淅沥沥、时大时小，总带着
几分缠绵悱恻，恰如雨巷中丁香一般带
有绵绵愁怨，无怪乎北宋词人贺铸会发
出“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
雨。”这般感慨。

袁瑾表示，芒种时节，南方地区还
有“青梅煮酒”之俗。此俗是将青梅置
于黄酒中，文火微温，或是温酒后再投
入青梅，新鲜的果味伴着美酒的醇香在
口中弥漫开来，回味无穷。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节气，芒种一
头关联着夏熟麦子的收获，一头关系着
秋收稻谷的播种。一收一种之间，时序
轮转，时节更迭。漫漫人生路，愿所有人
不负努力，不负时光，皆能“芒”有所获，

“种”有所得。

6日芒种：

仲夏至此始仲夏至此始，，青梅煮酒香青梅煮酒香

6月5日，江苏省苏州市
姑苏区金阊街道彩香一村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指
导彩香村幼儿园小朋友做眼
保健操。6月6日为第28个
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
主题为“关注普遍的眼健
康”。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
爱眼护眼主题活动，向人们
普及健康用眼知识，呵护眼
健康。

新华社发 杭兴微 摄

关注眼健康
迎接爱眼日

中国空间站第四批空间
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张泉 宋晨）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空间站第
四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 6 月 4 日随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返回地面，在东
风着陆场交付由中科院牵头负责的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随后，部分
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将由相关实验科
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据介绍，此次随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返回舱下行的实验样品总重量 20 余
公斤，共下行 15 项科学项目的实验样
品，包括细胞、线虫、拟南芥、再生稻等
生命实验样品，以及多种合金材料、新
型红外探测器材料、非晶薄膜材料等材
料实验样品。科研人员将对返回的生
命实验样品进行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在轨生长发育和代谢等相关分析，
通过与地面比对分析研究，解析空间微
重力、辐射对于实验样品作用的规律和
分子机理，为进一步创制适应空间环境
的作物和开发利用空间微重力、辐射等
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实验样品将在实验室进行测
试分析研究，以期揭示在地面重力环境
下难以获知的材料物理特性和化学变
化过程的规律，获得高性能制备工艺关
键条件，指导地面新材料制备。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张辛欣魏弘毅）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 6 月 4 日在由工信部
主办的第 31 届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
会上表示，将前瞻布局下一代互联网等
前沿领域，全面推进 6G 技术研发。

金壮龙说，信息通信业是国民经济
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行业，对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我
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
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信息通信业有效
驱动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他表示，要加快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
施体系化发展，加速信息技术赋能，深化
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

第 31 届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
以“打通信息大动脉，共创数智新时代”
为主题，全面展示信息通信业发展最新
成果。

工信部明确全面
推进6G技术研发

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 周闻韬）
脑卒中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
一。记者从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获
悉，由该院神经内科杨清武教授和资文
杰教授牵头发起的临床研究“急性非
大、中血管闭塞性卒中早期替罗非班治
疗临床试验”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研究
成果于近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在线发表。

专家介绍，当前静脉溶栓治疗是针
对急性脑卒中的唯一标准治疗方法。但
由于静脉溶栓须在发病4.5小时内进行，
且有严格的禁忌症，我国静脉溶栓率仅
为5.64%，对于未能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
大量患者，尤其是急性非大、中血管闭塞
性卒中患者，目前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
证据推荐的有效治疗方法，对临床上这
一治疗困境，亟需探索新的治疗策略。

“替罗非班是一种常规用于治疗心
脏疾病的药物，我们推测其可能抑制急

性卒中病程中活化血小板介导的血栓
形成，但此前的临床研究结论不一，且
规模小或患者卒中较轻，替罗非班对中
度至重度缺血性卒中患者的疗效尚未
明确。”杨清武说，此项研究联合全国16
个省份共 117 家卒中中心协同开展，采
用前瞻性、多中心、双盲、双模拟随机对
照设计，覆盖1100余例临床试验病例。

研究结果显示，针对非大、中血管
闭塞的急性致残性卒中患者，与传统治
疗方式口服低剂量阿司匹林相比，在静
脉使用替罗非班能够提高改善患者极
佳功能预后比例 7％，替罗非班组不仅
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其在安全性方面
与现有治疗方式比较也无明显差异。

专家指出，该研究在国际上为急性
非大、中血管闭塞性卒中治疗提供了新
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为缺血性脑卒
中治疗提供了新方法，能够显著降低致
残率，提升相关患者治疗有效率。

我国学者在急性脑卒中治疗领域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