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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岩山寺详释

岩山情思

常乐先生的新作《岩山寺详释》历经数年辛苦，即将付梓印刷。几次嘱我为该书写序，

我自认难担此任，几番推辞未成，勉强应允。我也深知其本意，不是因我对壁画有专业研

究，也不是为我文辞华丽，只缘我和岩山寺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天岩村。看着岩山寺的

苍松翠柏、红墙灰瓦，听着天岩村古老的神奇传说，游荡在青石铺砌的街巷院落，喝着岩

山寺门前清冽甘甜的天然矿泉水，沐浴浸润着深情厚爱，我欢快长大。后虽离乡多年，但

天岩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沟一壑都让我刻骨铭心，更有那神奇莫测的岩山寺让我

魂牵梦萦……

岩山寺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繁峙县天岩村。沿108国道至391公里处，远远便可见路南

边矗立着一座雄伟的汉白玉石牌楼，由原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亲笔题写的牌匾“天赐灵

岩”赫然醒目，遒劲朴实，这便是天岩村的大门。进门向南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像天路一般

伸向山脚，行十里便可抵达天岩村。

如果是每年的七月底、八月初来岩山寺，走在这十里坡道就像走进了一幅天然油画，

亦或是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路两边的层层梯田，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五彩斑斓

的绚丽；雨过天晴的天空蔚蓝如洗，偶尔飘过几丝白云；大地仿佛是厚重的绿色地毯，盛

开着万紫千红的花朵，白色的是土豆花，金色的是向阳花，蓝色的是胡麻花，黄色的是油

菜花……，即使是绿色，也各不相同，或浓绿，或苍翠，你甚至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种绿

色。身处黄土高原都看不到土，有的只是一幅巨大的美轮美奂、浑然天成的艺术品。任何

美术大师置身其中也会感叹自然的神奇和自身的渺小。

到了天岩村，首先看到的红墙包围的庙宇便是岩山寺。岩山寺坐落在天岩村西北边的

小土坡上，门前是一棵挂满“有求必应”红布条的老杨树。树边是一条小河，长年流淌着

清澈的溪水。寺院红墙的北边、西边是缓缓的坡地，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杨树林。林中间或

可见几座残缺不全的墓碑，据说这里埋着几位古代将军。寺院原有东南西北四座殿。北面

的正殿早已消失，现在只遗存房基。南殿尚为完好，闻名中外的岩山壁画便在其中。院内

有四棵千年古松，树冠遮天蔽日，树干笔直高耸，给古老的寺院增添了许多庄严、神秘。

岩山寺又名灵岩寺。我们现在无从考究这俩名称是何人所取，缘何而得，但有一点是

可以肯定的，这座寺院因在天岩村，故而名中有“岩”。天岩村是个千年古村，古庙宇、旧

（代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002 岩山寺详释

院落、老故事比比皆是；特有的节日仪式代代相传，村里任何人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村

民相信，各方神圣各司其职，保佑着一村的人畜、庄稼、万物，人也应该以一颗虔诚之心

感恩神灵，敬畏神灵，保护神灵。村子南面山口泉水涌洌的地方叫龙王堂。龙王堂有一个

十米见方，深达丈余，青石砌成的水池，天然山泉水从池底的石缝汩汩流出向北而去。一

条小河将山村分为河东、河西两片。从古到今，天岩村因水好而闻名。村民也因泉水而骄

傲、自豪，并自觉地遵循古训科学用水。早晨天还未亮，女人们就起来烧火做饭，男人们

便到河边挑水。吃过早饭，男人们便牵着、引着、赶着牛、马、羊到河边饮水。上午河边

洗菜，下午洗衣。傍晚夕阳西下，再没有人清洗衣袜，因为这是劳动了一天的牲畜们收工

回家前饮水的时间。没有人规定，但习惯自觉养成。新媳妇进门，婆婆首先要告知用水规

则。天岩村的水干净，好喝养人远近闻名。相传天岩村的姑娘到外村相亲，有一个特殊动

作，就是揭开男方家的水瓮查看，如果水浑浊不清，马上摇头撤退，亲事免谈。

龙王堂的东边是一座山叫塔儿坡。山顶的文峰塔在太阳初升时，影子倒映龙王堂，形

成天然一景，村民叫“毛笔蘸砚王”。这是天岩村的灵气风水，主出人才。历史上天岩村出

过翰林、进士、举人。时至今日，天岩村仍保留着一个奇特的风俗——每年的端午节，午

饭后，全村的少年儿童们都要头顶骄阳去爬塔儿坡，谁爬得早，爬得快，谁就能得到智慧，

谁就会聪明有出息。

龙王堂往北，河东是老爷庙，庙门前的两根旗杆直插云霄。新中国成立后，天岩学校

就设在老爷庙。我于 20世纪 70年代在老爷庙上小学、初中，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代。关

老爷以他的神勇、威猛、仁义、诚信教化呵护着天岩村的子子孙孙。老爷庙北门街对面的

院落是龙厅。龙厅坐北向南，是村民们拜祭龙王的地方。龙厅正对着戏台。据说龙王爱看

戏，每年的正月十三和七月初十，村民们都要请龙王到龙厅看戏。龙王高兴了就风调雨顺。

村民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幸福生活万年长。

河东五道庙往北，是青石铺就的堡门坡。坡上是千年古堡，修于哪个年代不得而知，

但堡墙、堡壕、新堡、藏兵洞或储粮洞仍留存完整。从民间的流传判断，至少在宋朝时天

岩村就是一个军民兴建的示范村。河东是军事区，河西是生活区。河西仍可看到古老院落。

斑驳的木雕、砖雕依稀可看出当年富足生活的影子。每年元宵节，村民们要表演社火，有

棍、有枪、有刀、有三节棍、有流星锤，更多的是徒手对打。有两套节目亘古不变，流传

至今。一套是《战方腊》，一套是《金沙滩》。正月十六晚上元宵节玩艺儿表演结束，在龙

厅的戏台上必须表演一个固定节目——《武松卸膀》。这一切的内容都与宋朝相关。可以想

像一下，宋朝时一个将军儒雅敬业，或者他直接参加过金沙滩大战和政府剿灭方腊、宋江

农民起义军的战斗，驻守天岩村堡后，战事不怎么激烈。军士们除了昼夜趴在堡墙上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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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十里官道下的平川是否有外敌侵犯，便无所事事。将军便将他参加过的实战案例编排

成军事训练套路，闲暇时间操练士兵、民兵。村民们观看、参与训练，天长日久便熟记于

胸，代代相传便成了天岩村特有的一个文化遗产，也许这就是文化的渊源之一吧。

天岩村的神多，庙多，还有五道庙、山神庙、狼神庙、土地庙、奶奶庙……村民们将

神灵放在心上，讲究的是心诚，人敬神，神佑人，天人合一，自然天成，山村的生活原本

就是这样。在这诸多寺庙中，村民们最看重的是岩山寺。天岩村人称之为“大寺”。大寺是

天岩村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是天岩村的魂。

岩山寺是神秘的（也许正是神秘保持了人与寺的适当距离，客观上保护了岩山寺）。自

古以来，村民一般不进寺院。未成年人更是魂魄不全，别说进寺，走路都得绕道。女人们

只有每年农历四月十八进寺一次，为自家的孩子在奶奶庙前（奶奶庙在岩山寺内）烧香许

愿，祈求平安。

我第一次进寺可能是四岁。我自己并无记忆，但我的第一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切。一

个傻孩子，手里拿着一朵花，脸上挂着泪。据姥娘说，那天，村里来了照相的，大舅抱我

去照相，我却一点也不配合，还哇哇大哭。为了哄我，大舅把我抱进大寺摘了一朵芍药花

（岩山寺院内以前种植许多芍药花）才有了我的第一张照片。但照相后我就病了，高烧不

退，大舅也因擅自抱我进寺冲撞了神灵而挨了姥娘许多责骂。多亏姥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烧香摆供，磕头许愿，求各路神灵宽宏大量恕我年幼无知，保佑我平安健康。

有了这次惨痛经历，童年时期我再也没敢靠近过岩山寺。只是坐在堡门坡上姥娘家大

门口的石头上，远远望着大寺旁的参天杨树和寺内的古松红墙，想像着神仙自由快乐的生

活。夏日傍晚太阳掉入大寺背后的树林，我想像着太阳去了山的那边。那边的人肯定吃得

饱，穿得好，过着童话里、电影中的幸福生活。岩山寺的神秘，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无

限遐想。

岩山寺是神圣的，一草一木都有灵气。一般人不可摞动半分。只有每年正月元宵节前，

河东的五道庙、河西的上街要搭两座牌楼。牌楼上必须装饰大寺院内的松树枝。上树砍剪

松树枝是个特殊工作，必须是享有祭祀资格，可以在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的特定人员才有

此殊荣。搭牌楼掉下的小树枝，孩子们争相捡抢，然后飞跑回家，让大人插在自家门上。

那不是一枝普通的树枝，那是神圣，那是运气，那是一家人一年的平安幸福。

岩山寺是神奇的，岩山寺壁画被喻为挂在墙上的清明上河图，享誉海内外。为什么一

个普通的山村会有那么多的庙寺、传说？为什么金代的那个叫王逵的宫廷画师，别处不去，

而到了岩山寺？是天岩村的什么东西吸引了王逵，让他到此之后再无他求，气定神闲全身

心投入，历经数年，倾尽心血画下了如此不朽之作……对古人的生活我们无法复印，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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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想我们更无从猜想，只能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神奇。

岩山寺壁画是国宝，震惊世界是1973年，之前连近在咫尺的天岩村人也无人谈起。据

说是抗战中，一日本军士（入伍前是美术学院教师，专修壁画）偶然去了天岩，看过一眼

岩山寺壁画，便终生难忘。战后，该军士侥幸活着回国继续从事美术教学研究。岩山寺壁

画一直让他放不下。1972年中日建交后，该学者向日本方面提出想再去岩山寺看一眼。他

说不清岩山寺的具体方位，只记得是在山西北部。我国政府才得知有这样一件珍宝藏于民

间。经排查确定天岩村的岩山寺就是日本画家说的那个神圣的地方。于是中央美院教授潘

挈兹带领弟子学生一行数十人来到天岩村安营扎寨，清理寺院，临摹壁画。

天岩村沸腾了，村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北京人，第一次见识了日光灯（天岩村直到

20世纪 80 年代才通电），第一次发现用铅笔可以画相片（素描，速写）。我们一群学生娃

更是被突然涌入的大量外来信息冲击得神魂颠倒，一下课便跑到大寺门前的河边，坐在石

头上看北京人画画、洗衣，听北京人说好听的普通话。如果有幸被哪位教师学生看中，还

可以当一回人体模特，摆个姿势一动也不敢动，好奇地瞪圆双眼，等待着画画，享受着被

画，当然画是会送本人的。双手轻轻地捏着素描纸的两个角，激动得心快要跳出嗓子眼，

拿回家贴在自家墙上，会招来左邻右舍几番赞叹。自己更是一有时间便悄悄端详画像，心

中涌出无限向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了北京，如何才能用一支普通的铅笔画出眼中的世

界，心中的美好。也许当年的王逵画的就是天岩村人，也许墙上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祖先，

也许……

岩山寺壁画至今没有一本论著。世人对它的认知了解只有文物部门简短的说明“岩山

寺创建于宋代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短短百余字，说清了历史渊源，道明了地

位特点，但我总觉得太过粗浅、简单、呆板，丝毫反映不出岩山寺的内在蕴涵，常乐先生

的《岩山寺详释》弥补了这一空白，为岩山寺制作了一张“个人简历”。你要想了解一下岩

山寺壁画，请先看常乐先生的书。你要想领悟岩山壁画的真谛，那么请你必须来天岩村，

只有身临其境，零距离观赏接触，用心去感悟，才能体会到她的神秘、神圣、神奇，触摸

到她的心跳血脉，勃勃生机。天岩村除了岩山壁画，还有那山、那水、古堡、夕照、梯田，

传说……

中共繁峙县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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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岩山寺详释

在五台山东台的北麓有一座千年古寺——岩山寺。她位于繁峙县城东南四十公里的东山乡天岩村

（北纬 39°13′45.5″，东经 113°39′2.2″，海拔高度 1409 米）。原名“灵岩院”、“灵岩寺”等。

始建于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以前。因寺内南殿（也叫“过殿”、“文殊殿”）内的金代壁画被

专家、学者誉为“亚洲第一壁画”，而闻名于世。

据岩山寺金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无题碑”碑阴题名，可知在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寺

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修缮和绘制工作。到了金代，岩山寺成为五台山真容院（今称“菩萨顶”）

的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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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山寺现存的山门、钟楼、东西配殿、南殿等，在元、明、清历代均有修葺。1973 年岩山寺壁

画被发现，1974年国家组织专家临摹。1982年3月12日，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国家拨款按原样修葺了东、西配殿。1999年国家拨款对东院进行了全面维修。2001年国家拨

款对南殿进行了落架大修。2012 年国家拨款对院内地面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全面硬化和修缮。

为何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建造如此宏大精美的寺院，从地理位置看，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的天岩村很偏僻，而在明代以前，到了盛夏朝台的季节这里很繁华。那时，现在朝台的通道

——羊眼河畔，每到汛期，河水上涨，无法通行，或者随时都有暴发山洪的可能，行人没有安全保障。

天岩（明代之前叫“天延”）村南面最高的山叫天山。沿天山山脉可直达鸿门岩（当地老百姓称

之为“黄毛野梁”）去往台怀镇。也可以从仿城沟村，到达茶坊村，去往台怀镇。

为了安全，“走梁不走沟”是古人出行的基本理念。这样，天岩就成了通往台怀镇“走梁”的通

道。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地信徒来这里布施呢！（现存的铁钟、罄上的铭文为证）

在进入五台山地区的北门口，建造一座寺院，迎接四方的信徒。到了金代被扩建修缮得如此精美

宏大，也就理所当然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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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正隆三年（公元 1158 年）“无题碑”碑阴题名中记载，岩山寺水陆殿壁画绘制任务是由“御

前承应画匠王逵”携“同画人王道”等人来共同承担的。在南殿西壁壁画的南侧上部有“大定七年前

□□二十／八日画了灵岩院普□□／画匠王逵年陆拾捌／并小起王辉宋琼／福喜润喜”的字样。大定

七年（公元 1167 年）王逵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岩山寺南殿西壁上。这两处题记告诉我们，岩山寺壁

画的创作和绘制都是由“御前承应”画匠王逵领导着画工们完成的。

从“无题碑”碑阴题名中“御前承应画匠”可以得知，王逵在金朝宫廷中服过役。按照当年的吏

制，王逵这位隶属于少府监图画署的“图画匠”，也在“宫中诸局分承应人”范围之内。

从南殿西壁壁画题记“画匠王逵年陆拾捌”中，可以推知王逵应出生于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

年），北宋灭亡时（公元 1126 年），他应该是 27 虚岁，学业初成的年轻人。

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汴京聚集着大量宫廷画工，金人攻陷汴京后, 曾把这

些画工和其他的艺人及手工业者大都掳走，王逵也是北宋画院入金的画家，只

因他不愿侍奉金主，才返乡作画的。这种观点略显牵强。

首先，在大金建国（公元 1115 年）之前，王逵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正处在学艺阶段，不可能被征调到北宋的画院。从大金建国的公元

1115 年到北宋灭亡时的公元 1126 年这段时间内，北宋忙于征讨

以宋江、方腊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征伐辽朝，重武轻文

（特别是书画），是必然的现实。在这段时间内，年仅

20多岁，学业初成的王逵，被征调到北宋画院的

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其次，如果王逵 27 岁前就入北宋画院，被

掳到金朝后，不愿侍奉金主，返乡作画，他就不

是金朝的“御前承应画匠”。如果他是北宋的“御

前承应画匠”，在隶属于金朝统治的繁峙，书写

人张圆、李琮题名时，就不会，也不敢题“御前

承应画匠王逵”。

南殿一角斗拱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二、王逵及其岩山壁画
⊙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12345678901234



004 岩山寺详释

再次之，据史料记载，金太祖完颜 在位期间，因战事繁忙，并未修建宫殿。第二代皇帝金太宗

完颜晟继位后，于公元 1124 年，命汉人卢彦伦主持修建都城，历经金太宗、金熙宗两代才建成，称

之为上京会宁府，亦称上京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上京城为我国中世纪最北部的都城大

邑，也是金朝第一都。公元 1142 年 8 月会宁府的宫殿工程已经基本建成，但祭坛、庙宇等设施仍在

继续修建。

从金天会二年（公元 1124 年）到金皇统二年（公元 1142 年），在这 18 年间，正是金朝大修上京

会宁府的时候，需要大量能工巧匠，此时的王逵（25 岁— 43 岁），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

内的某一年，他被征调到大金画院，成为御前承应画匠，彩绘新修的上京会宁府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公元 1149 年，金朝内部发生了宫廷政变。完颜亮（金熙宗完颜 继父之子）联合亲信将金熙宗

完颜 杀死，自立为帝，称为海陵王。海陵王继位后，为了掩盖其杀兄、弑君“同室操戈”的矛盾，

就以上京会宁府偏于东北一隅，物质运输与公文传递有违误等理由，于公元1153年将金都迁往燕京。

大金迁都燕京后，海陵王为了掩盖自己弑君的罪行，不留有金熙宗统治的痕迹，消除金熙宗的影

响，巩固自己的皇位，于正隆二年（公元 1157 年）下令毁上京，将上京城的宫殿、宗庙等夷为平地。

同年八月，海陵王下令撤销上京留守衙门，罢上京称号，只称会宁府。至此，上京会宁府不再有往日

的繁荣景象。

参与修建上京的工匠虽然不至于像毁掉宫殿、宗庙那样被“毁”掉，但也绝不会让他们再留在上

京，更不会将他们带到燕京。更何况这些工匠大都年逾花甲，像王逵这种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也到了

告老还乡的年龄。

据此推理，王逵应该是在这次（公元 1157 年）“毁京”事件中，或者是在迁都（公元 1153 年）

时，被告病或告老还乡的。根据我国古代的“告老还乡”、“告病还乡”制度可以推断，王逵是现在

的繁峙县，乃至就是天岩村人。

据岩山寺“无题碑”所记，“御前承应画匠王逵，同画人王道。小木匠人都料王敏、檩明、苏明。

书写人张圆、李琮。”可知，在金正隆三年（公元 1158 年）画正殿壁画时，王逵已 59 虚岁。书写人

张圆、李琮题名时，仍将王逵称为“御前承应画匠”。据南殿西壁壁画题记，于大定七年（公元 1167

年）画南殿西壁壁画时，王逵已 68 虚岁，其署名应该是王逵本人所题，自称“画匠”，而没再题“御

前承应”。这也和时下的习俗一样，某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别人仍习惯或敬称其在任时的官

衔“某局长”等，而他本人不再以领导身份自居。

这应该就是在金正隆二年（公元 1157 年）离开上京还乡的王逵，在“无题碑”（公元 1158 年）

和“壁画题记”（公元 1167 年）中署名时出现“御前承应画匠”和“画匠”差异的原因。（实际就是

“别人题名”与“自己署名”的缘故）

再说，“御前承应画匠”也不是专门的职称或官衔。“承应”是指歌伎、舞伎等艺人应宫廷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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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召表演侍奉。“御前承应画匠”就是应宫廷之召，侍奉皇家的画匠。王逵还乡只是不再“应宫廷

之召，侍奉皇家”而已。

据岩山寺“无题碑”可知，正殿的壁画《水陆画》竣工于金正隆三年（公元 1158 年）。在当时，

《水陆画》有现成的范本或蓝本，像王逵这样的大画家，早已不知画了多少遍，无需构思创作。更何

况有“同画人王道”的协助，所需时间，也不过一两年。

据南殿西壁壁画题记可知，南殿壁画竣工于大定七年（公元 1167年），与正殿的壁画竣工时间相

差了 9 年。南殿所画的内容，给了王逵很大的发挥空间。在这 9 年中，王逵可能只画了一座南殿。近

100 平方米的壁画，耗时 9 年，可见工程之大，绘艺之精。其中最耗时费力的应该是构思、创作的复

杂与精妙。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岩山寺最为珍贵的是南殿的壁画。由于王逵学徒在北宋末年，所以从岩山壁画的画风上来看，和

北宋工笔画派很接近，这反映出北宋乃至更早的绘画特点。壁画中出现的人物无论是君王、太子、嫔

妃、 女，还是下层百姓都穿宋朝汉人的服装。

这是因为，金熙宗即位前曾受学于汉人文士韩 。他能用汉文赋诗作词，喜雅歌儒服。即位以

后，尤勤于汉文典籍的学习。公元 1135 年，他对女真旧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勃极烈辅政制，

采用辽、宋的汉官制度。天眷元年（公元 1138 年），金熙宗又作进一步改革，正式颁行官制及换官格

（即将原女真、辽和宋的官职依照新制统一换授），按功勋授予女真贵族以不同的勋爵和封国，进一

步加强了相权，并规定了百官的仪制与服色。从此以后，大金官员与百姓的风俗、服饰等逐渐汉化。

从学艺有成的某一年被招进宫服役到公元 1153 年（或 1157 年），王逵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留

在了“上京会宁府”。他亲眼目睹，并亲自参与了上京会宁府都城的修建和彩绘工作，可以说上京会

宁府都城凝聚着他大半生的心血和汗水，整个都城的繁华盛况他是了然于胸。公元 1157 年，海陵王

下令把“墨迹未干”的上京城毁掉，并将在上京城工作、生活了 30 多年（最少也有 20 多年）的工匠

都遣散回乡。王逵等工匠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王逵有了这段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经历，在绘制岩山寺南殿壁画时，就把珍藏于心中繁华的

上京会宁府，通过神秘的佛传故事巧妙地留在了岩山寺的墙壁之上；西壁上绘的是金都上京会宁府

宏观的整体视图；东壁、北壁等处绘的是金都上京会宁府宫殿、寺庙、祭坛等主要建筑的视图。同

时，他把大金的城乡社会风貌，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大事，通过佛传、佛本生故事都“记”在了岩

山寺的墙壁上。有了如此的良苦用心，才创作出这些比其他单纯佛教题材的壁画更生动的惊世之作。

因此，岩山壁画从美术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可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媲美；从“纪实”的深

度、广度等历史价值来看，要远胜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在我国古代壁画中，建筑图案多是以衬景来设计的。而在岩山壁画中，建筑图案却大大超过了衬景

的范围，成为壁画的重要内容，其篇幅占到画面的一半以上。这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而且富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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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价值，同时透过画面可以窥视作者的人生阅历，以及创作者的“别有用心”和构思的精妙独到。

岩山寺南殿的整个壁画布局合理，气势恢宏，勾线重彩，沥粉堆金。连壁大幅的宏伟构图,人物、

山水、界画等描绘技巧，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虽然表现宗教内容，但是画中人、神、佛摆脱了佛

教神秘虚幻的印象，都用社会生活中，众多的人物形象来表现。其画面，不单有恢宏的宫殿庙宇，还

有市井乡野的百姓生活场景。无论是人物、建筑，还是场面、情节都刻画得准确生动，细致入微，可

谓是大家手笔。

岩山壁画简直就是一幅表现宋、金时期的都市风情画卷。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各个细部，又独立

成幅，呈现为结构奇特的巨幅画和连环画。如果不是画在寺庙大殿的墙壁上，如果不是有那些具有佛

教色彩的榜题作提示，那么，便是一幅反映当时生产生活的连环画，是一部记录宫廷与民间生活现状

的“史书”。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所绘的是汴京盛况，那么岩山寺南殿壁画所绘的就是上京会宁府的盛况，

应称其为《岩山上京图》。 通过这幅壁画，我们可以看到文献中记载的上京会宁府宫殿、寺观的辉煌

及其市井的繁荣。

因此，这幅极为精彩的岩山壁画，不仅是研究宋金时期宗教、建筑、美术的宝贵资料，而且是研

究上京会宁府都城弥足珍贵的稀世史料。

岩山壁画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佛教题材的壁画都是画匠按照自己学徒时所学

的蓝本而作，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根据墙壁面积的大小取舍不同而

已。岩山壁画，则是宫廷画师在这偏远的山村无拘无束地作画，摆脱了蓝本的约束，尽情地挥洒，创

作出了这些具有“自主版权”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佳作。

金正隆三年（公元 1158 年），岩山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修缮和绘制工作。这次修缮不但有严

格的组织和规划者、管理者，而且在施工中，木匠、泥匠、瓦匠等一应俱全，同时内檐装修、画壁等

项目分工细致。为何会有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全面修缮呢？

王逵还乡，虽然不是正常的告老或告病还乡，但是有着“御前承应”这段历史背景，自然也是衣

锦还乡，在乡里可谓是德高望重，一呼百应。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造福乡里，周边乡民定会奔走相

告，积极参与。王逵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大规模的修缮工作中，他虽然不会担任“领导”职务，也

不会具体去组织，但建言献策那是必然的。对于他的建议乡民们定是言听计从。因此，在他的建议

下，把事情做得有条不紊、尽善尽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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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山寺的院落坐北朝南，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占地 4000 多平方米。现存建筑有东门及其上面

的钟楼，垂花门 1 座，东配殿 7 间，西配殿 3 间，僧舍 3 间，南殿 5 间，以及于 2001 年在西北角修建

的 8 间房屋（供管理人员居住），南门 1 座。

院内有正隆元年（公元 1156 年）由天延村李旺、李记二人所栽的松树 4 棵，2010 年 7 月测量，

距地 1.3 米处的围粗分别为 242、198、197、182 厘米。这是繁峙境内唯一有树龄的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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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岩山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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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存实物

刻于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的

石香炉身1尊。其身为八棱柱形，高32

厘米，每面宽11厘米。（现在的天岩村，

历史上叫天延村，何时由“延”变为

“岩”，因何而变，无从考证）石香炉身

上刻有院内四棵松树的栽种时间和栽

种者的姓名。

莲花香炉 1 个（年代不详）

莲花香炉

石香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