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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壁画》是怀履光主教于 1944 年编著完成的学术著作。这本著作的研究中心，是

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三幅中国传统寺观壁画。这些中国寺观壁画来自于

山西南部地区，即今天山西省的临汾、运城两市。这三幅收藏在多伦多的晋南寺观壁画，

在给西方观众带来惊奇的同时，也为西方学术界带来了研究中国传统寺观壁画的契机。

      自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乱世时代。一方面，大量绘制精美

的寺观壁画蒙受天灾人祸的劫难，其中的一部分已被毁坏消失。另一方面，国内的不法古

董商与国际文物贩子一道，将众多恢弘的巨幅壁画盗卖出国，使这些中国文化的瑰宝漂泊

异乡。这些往事，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特别是在加拿大、美国的博物馆中，收藏有极为珍贵的晋南寺观

壁画精品，这当中包括：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两幅元代壁画《朝元图》，出

自山西省平阳府（今临汾市）某道观 ；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一幅元代壁画

《弥勒佛说法图》（即《弥勒的佛国净土》），出自稷山县兴化寺后殿；美国堪萨斯城纳

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元代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出自洪洞县广胜下寺后殿；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壁画《药师佛佛会图》；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

两幅明代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和《药师佛会图》，出自晋南某佛寺；美国波士顿美术

博物馆藏元代壁画《姨母育佛图》，传出自洪洞县广胜下寺后殿；美国辛辛那提市博物馆

藏元代壁画《文殊伏案图》，传出自广胜下寺。这些精美的宗教壁画，因其绘制年代相近、

形制类似、风格统一，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之为“晋南寺观壁画群”（The Southern Shanxi 

Monastery Wall Painting Group）。西方学者围绕这个壁画遗存群落，作了大量的研究，不

断发表相关的各类著作与论文。这些研究的基础性参考文献之一，就是怀履光主教的《中

国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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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壁画》一书早已成为海外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寺观壁画的基本文献，但是

中国国内的一般壁画研究学者却无缘见到这本书。《中国壁画》一书中介绍了三幅壁画，

其中的一幅来自稷山兴化寺后殿西壁，另两幅也来自平阳府（今临汾市）地区。《中国壁

画》里的研究工作虽以三幅壁画为中心的，却涉及历史、雕塑、天文、古物等多个领域。

此外，还有怀履光的两位中国学生对稷山兴化寺、洪洞广胜寺的考察记录，这次考察活动

恰好是在兴化寺塌毁前三年，所以《中国壁画》保留了兴化寺的原始资料。当然客观评价，

出版于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壁画》一书中不少的观点和看法已经明显滞后了，但是它保留

的原始考察资料可以为现代学者了解当年壁画在殿宇内的情况提供第一手的依据。  

       对于《中国壁画》一书的翻译，基于以下三点希冀：第一，因为地域交通和语言沟通

的原因，中国国内的学者极少有机会对海外收藏的晋南寺观壁画进行直观的考察，而本书

恰好弥补了这样的缺憾。第二，中国国内的研究学者，可由此书了解西方学者对晋南寺观

壁画的解读，以获得更多不同的见解和思路。第三，本书还保留了怀履光的两位学生对汾

河流域古物实地考察的记录。然而时过境迁，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只有遗址，所以本书中第

一手考察记录的珍贵性也就不言而喻。

       《中国壁画》一书的翻译由孟芸亦和姜帅两位共同完成。其中孟芸亦翻译完成《中国

壁画》由第 1 页到第 118 页的部分；姜帅翻译完成《中国壁画》由第 119 页到第 236 页的

部分。本书的出版还仰赖编辑的认真审阅，在此一并感谢！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壁画研究者、

佛教考古学者桌案上的实用书籍。

                                                                                                       乙未年仲春记于杭州滨江

 序 言

        本书是博物馆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三卷，研究的中心是三处大型寺观壁画。现在，这些

壁画已经归入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这些寺庙壁画，最初来自于山

西省南部，据考证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13 世纪。

        我们有必要重申，这些研究的基础，正是博物馆中的收藏品实物。为了让大多数的普

通观众能看明白，技术性的资料、外延性的脚注和参考标记，都尽量缩减到最少。但这种

处理方式，可谓是给专业人士的批评开了口子。但是如果西方大众能在大致准确的方向上，

领会博物馆中的藏品所蕴含的背景和关联性，并被激发出兴趣，从而向更深、更广的方向

研究，那么这个大众化的目标和方法就是值得的。

        我们不难发现，研究中所汲取的素材，几乎都来自于西方书籍和期刊。而我们国家的

图书馆也能获得这些材料，那些也想进行研究的读者，可以自己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基于这个原因，本书的任务主要包括收集和重新整理已有的资料信息，避免资料浪费

和对此类主题的不必要重复。主要资料来源的名称已经在本文中给出，我们要借此机会衷

心地感谢这些给予我们帮助的作家们和提供这些信息的其他人员。

         本文无意从艺术的观点对壁画进行研究—这必须留给更有能力的人去做。

        我们深深地感谢如下几位的建议，和他们对各类问题的帮助：（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天文学院的米尔曼博士（星座图 27 和日晷图 21A）；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哈梅尔博士；

（美国）堪萨斯城威廉姆·洛克希尔·尼克松画廊的劳伦斯·西克曼先生；（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出版社主编休伊特夫人；（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对于复制 I.L.N 1938，10，22

彩色版的许可）；（美国）纽约山中公司总经理塔纳卡先生，以及其他提供无私帮助的人们。

        卷首插画的上色工作以及其他彩色版均由博物馆员工桃乐茜·马克唐纳女士完成。此

外，封面、扉页、地图、大多数的素描（图 18，图 19C，图 24，图 26，图 31，图 4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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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堪萨斯城威廉姆·洛克希尔·尼克松画廊的劳伦斯·西克曼先生；（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出版社主编休伊特夫人；（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对于复制 I.L.N 1938，10，22

彩色版的许可）；（美国）纽约山中公司总经理塔纳卡先生，以及其他提供无私帮助的人们。

        卷首插画的上色工作以及其他彩色版均由博物馆员工桃乐茜·马克唐纳女士完成。此

外，封面、扉页、地图、大多数的素描（图 18，图 19C，图 24，图 26，图 31，图 4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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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也是由她设计和绘画的，她的帮助和建议极具价值。

       我们同样怀着感激之情鸣谢如下各位对插图所做的贡献：劳伦斯·西克曼先生（图

3A）; 主编托德（图 3B）；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图 21A ，图 21 B）；进士（图 19A ，

图 19B，图 22A）；英国博物馆（图 25）；小冢，东京（ 图 17）；博物馆职员尼德勒女

士（图 32，图 46，图 52）。

       尽管两个山西学生的报告在翻译上有些错误，也许我们没有必要给出报告的概要，但

是在报告中，他们对于所见的寺观的描述，和所附的照片是有价值的（图 1，图 2A，图

2B，图 4，图 5，图 6）。

      此部分由 R.G. 和巴滕（音译）有限公司所作，有色页面均由米尔恩·宾汉姆（音译）

打印工艺有限公司印制，排版、印刷和装订则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新闻社完成。

                                                                                                             

                                                                                                         威廉姆·查尔斯·怀特

                                                                                                           （中文名：怀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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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介绍 003002  中国壁画

第一章  中国壁画

公元前 518 年，那一年孔子正好 33 岁，他强烈地表达出要到周王朝领地内访问的意愿。

当时，周王朝的都城是洛邑（即今日河南省洛阳市）。他准备来到这里，向道家的创始人，

当时还担任着朝廷守藏室史的老聃（老子）请教。孔子向鲁国的国君提到出访的请求，国

君应允了，并且为他更换了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孔子即刻启程前往洛邑。

孔子在鲁国的朝廷中独来独往，他主要关注于研究礼仪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以及王朝

创建者的箴言与功绩。孔子拜访了老子以后，老子留给他一个困惑。“世上有龙”孔子说，“但

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乘着风，穿越云层一直飞到天上。今天我见到老子，就觉得他好似龙一

般神妙莫测。”[1] 另一方面，孔子在处理宫廷礼仪及相关必备知识方面的经验和启迪对他

的这次访问有很大的帮助。他探察了为祭祀天与地而预设的祭坛 ；勘察光之殿堂 [2] 的布

局—大殿的使用者都是帝国的君主 ；观察所有供奉祖先神祠庙宇的布置情况，与平日里

重大朝会的举行。以上事件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他长叹一声，“我终于知

道了周公 [3] 高深莫测的智慧，以及周王朝的宫殿为何能达到如此宏大的规模。”

在光之殿堂的墙上，画着自尧、舜以来从古至今的君王，他们的外在形貌折射出他们

内在的品德特征，上面题写着表达赞美或引以为戒的文字。同面墙上还有一幅周公（其采

邑在周地，爵位为上公，故称周公）的壁画，还是婴儿的侄子（即周成王）被他抱在怀里，

给人一种欣喜的感觉。随后他对他的追随者说 ：“在这里你们看到周国变得如此强大。是

因为我们以史为镜，我们必须向先人学习来掌握我们目前的状况。”这是中国最早寺观壁

[1] 原句是：鸟，吾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吾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
     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吾所见老子也 , 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 , 志趣高邈而难知 ; 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
     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2] 即明堂。
[3]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曾辅佐周武王伐纣，制礼乐；在周武王死后辅佐武王之子周成王，
     后还政于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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