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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是藏文音译，指绘
制在丝绸、绢面或布面上的
一种藏族特有的卷轴画。绘
制唐卡的颜料十分名贵，传
统上全部采用金、银、珍珠、
玛瑙、珊瑚、绿松石、孔雀石、
朱砂等珍贵的矿物宝石，以
及藏红花、蓝靛等植物为颜
料，以示其神圣。这些天然
原料让绘制的唐卡虽历经风
霜，仍然色泽艳丽明亮，璀璨
夺目，因此被誉为中国民族
绘画艺术的珍品。

川 博 讲 解 员 张 若 微 介
绍，从苍茫巍峨的昆仑山，到
迤逦万里的喜马拉雅山周边
地区，到处都流传着一首不
朽的诗篇，名叫《格萨尔》。
传说中的格萨尔王，是藏族
人民心中的旷世英雄，护佑
着雪域高原。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
体创作的一部伟大英雄史
诗，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
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
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
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

它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
的最高成就，是研究藏族社
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国
际学术界有人将它称作“东
方的荷马史诗”，给予很高的
评价。

与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
的英雄史诗相比，《格萨尔》
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它世
代相传，至今在藏族群众、尤
其是农牧民当中广泛流传，
是一部活形态的英雄史诗。
其次，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
部英雄史诗，有120部、100万
诗行、2000多万字，仅就篇幅
来讲，比古代巴比伦史诗《吉
尔伽美什》、古希腊的荷马史
诗《依 利 亚 特》和《奥 德 修
记》、古印度的史诗《罗摩衍
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
还 要 长 ，堪 称 世 界 史 诗 之
最。这与《格萨尔》赖以产
生、演变和发展的藏族的社
会历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
等客观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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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石经中有十三部石经，刻成
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之中，所以又
号称“石室十三经”。它是儒家“十
三经”的首次结集，对儒学“十三经”
的正式定型，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文
献典范”的形成，都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

后蜀石经的存在，充分证明了
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绝
非徒有虚名。石经还首次在典籍之
外，将注释同时刻于石碑之上，方便
公众阅读理解，同时还是中国历代
石经刻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因
此被学者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的
壮举。

蜀学兴盛的见证者
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

定儒家经书，被称为“石经”，对于统
一文字、推广教育有重要作用。一
般来说，石经要在内部环境相对稳
定，国家经济条件相对富庶的环境
下，才会被刊刻。

五代是唐宋之交的“大乱斗”时
期，后蜀是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国家，
以成都为国都。身处战火纷飞的五
代，为什么偏偏后蜀能刊刻石经呢？

在冷兵器时代，为后蜀提供了
防御属性加成，让后蜀有了可以稳
定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四川盆
地水土丰饶，为发展生产和耕作提
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此外，当时
的后蜀，境内很少发生战争，也没有
大的动荡。所以，天时地利之下，让
四川成为了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发达
地区。

前后刻了230多年
自东汉以来，计有东汉熹平石

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孟
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
兴石经、清乾隆石经，即七朝石经。
川博馆藏的蜀石经，就是其中的“孟
蜀广政石经”。

只有经济基础不够，还要当时
的统治者重视才行。后蜀皇帝孟昶
和宰相毋昭裔都很重视教育。“孟蜀
广政石经”的成碑，得益于后蜀宰相
毋昭裔，他是一个有文韬武略的谋
臣，也是颇具盛名的刻书家。孟蜀
广政初年（938），他发起了将儒家经
典镌刻于石碑的浩大工程。直至徽
宗宣和五年（1123）席贡补刻《孟子》
入石，最终形成“十三经”才竣工。

蜀石经为文近20万言，是历代
石经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
种。一般的石经刊刻都不过数年，
最多也不过20年而已，而蜀石经的
形成却断断续续绵延了 230 余年，
贯穿四个朝代，时间之长为历代石
经所罕见。

这部蜀石经长期收藏于文翁石
室中学，它是最早汇刻于一处的十
三部儒家经典，也是最早获得“十三
经”称号的儒学丛书。

《论语集注》用蜀石经
在古代，刊刻石经是帝王文治

的一种手段，客观上它有规范汉字
字体、字形的功能，作为儒家经典的
重要载体，它是汉、魏、唐、蜀、宋、清
钦定的官方文本，起着标准教科书
作用。

蜀石经采用初唐书法大家欧阳
询和虞世南的书法体，共刻有一千
多块石碑，规模之大堪称历代石经
之冠。这种异代同工的刻经过程，
史无前例。

一般的石经都只有经文，而蜀
石经却独具特色，不但有经文，而且
还有双行注文，经注并刻，可谓空前
绝后。这样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
解，所以不少宋人以蜀石经本为标
准著书，如大学者朱熹著《论语集
注》，就用的是蜀石经本。

川博讲解员张若微介绍，蜀石
经是历代石经中最早镌刻《孟子》
的，并首次将儒家“十三经”全部汇
集一堂，对儒学“十三经”的正式定
型和对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
有极重要的影响，决定了后来中国
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央视《国家宝藏2》开播之前，
曾经放出关键词，让大家预测国
宝。其中，川博的一件文物的关键
词是“声”，很多网友猜测为川博馆
藏的唐代古琴、战国铜编钟、东汉
说唱俑等等。直到答案揭晓，熟悉
格萨尔唐卡的朋友才觉得，这个关
键词原来很贴切。

在手抄本和木刻本出现之前，
《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主
要依靠民间艺人的说唱而得到广
泛的流传。为了加强说唱时的效
果，加深艺术感染力，也为了招徕
更多的听众，一些聪明的民间艺人
就以格萨尔为题材，绘制人物画和
故事画，说唱时把它们悬挂起来，边
解释边演唱。久而久之，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唐卡类型，称作“仲唐”。

而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一套格
萨尔唐卡共有11幅，是迄今保存
下来为数不多的仲唐中的精品，也
是现存唯一一套保存最为完整的
格萨尔系列绘画。

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
油、盐、酱、醋、茶”。盐是人类生活的必
需品，被称为“食肴之将”。入选央视

《国家宝藏 2》的东汉制盐画像砖，现在
正在四川博物院汉代陶石馆展出。

这块出土于四川邛崃的画像砖，栩
栩如生地刻画了东汉时期四川人制盐
的场景，层峦叠嶂的山间，有人在汲卤、
烧灶、背柴，还有人狩猎，一派繁忙的劳
动景象，真实记录了2000多年前四川人
如何制盐的工艺。

三块东汉制盐画像砖
川博文博副研究员何先红介绍，川

博馆藏了3块东汉制盐画像砖，其中的
明星文物是这次入选《国家宝藏》的那
块，民国时期出土于四川邛崃花牌坊地
区。这块东汉制盐画像砖，形象地再现
了汉代四川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起
伏的山峦间，左边是一高大井架，四人
在汲卤，有槽将盐卤引入右下角的灶锅
内，有三人在灶旁操作，山间另有五人
在背柴和狩猎。

画面上群山耸立，植被繁茂，其间
歇息着禽类和哺乳动物，还有猎人追射
的场面；左下角是一盐井，井上有高架，
架上挂着吊桶，四人站在架上正用滑车
和吊桶汲取卤水，用竹子管道运送到灶
房。右下角设有灶台，长方形灶上有釜，
两人于上下照料，一人灶口扇火，其背景
为重叠起伏的山峦中二人似运输盐包。

此外，1972 年，四川省大邑县安仁
古镇也曾出土一方制盐画像砖，但是画
面比较模糊。

而郫县出土的东汉制盐画像砖不
仅画面完整，而且内容丰富，山林间有
飞禽走兽，画面左下角的高架上，有4个
人正在用轱辘上下交替汲卤。高架旁
还有一个盛放卤水的槽，并用一个竹笕
经过山谷，将卤水引入右边的长方形灶
上。而灶上正放着5个釜，灶的左边是
火门，门前还有一人架柴煽火，制盐的

场景十分生动。

《蜀都赋》记载制盐盛况
远古时期的四川盆地，曾是一个巨

大的内陆咸水湖，随着气候的变化，湖
水逐步得以蒸发减少，积存在盆地的低
洼地带，并被封存在地下，形成一个巨
大的地下卤水层，这给四川人提供了丰
富盐业资源。

根据盐的来源，中国古代的盐可分
为海盐、湖盐、井盐、岩盐。井盐则主要
产于川滇地区，尤以蜀地井盐闻名全
国。晋朝左思的《蜀都赋》称“家有盐泉
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反映了当时的豪
门巨贾制盐的盛况。而川博馆藏的
3块画像砖，刚好可以佐证文献的
记载。

公元25年-220年是中国东
汉时期，那个时候“盐”不仅是
生活必需品，更是重要的商
品。然而，产盐的地方并不多，
其中四川盆地的自贡和临邛
（今邛崃）所产井盐品质极高，
可以为井盐“代言”。

东汉制盐画像砖上描绘的
蜀人治盐场景，不仅反映了秦汉
时代四川人民的生活，还从侧面
反映了蜀地当年的富庶太平，更

“秀”出了早期蜀人在能源利用方
面取得的灿烂成就。

蜀人用定滑轮汲卤水
井盐的生产，需先凿井取卤，而

后设灶煎制。从这块画像砖可以看
出，东汉人制盐已经科技范儿十足。
首先，当时凿井技术有所进步，已经出
现了“深六十余丈”，约合 138.24 米的
盐井；其次是采用楼架方式，安装定滑
轮汲取卤水，提高采卤效率；再次是在
煎盐时采用温锅热卤水以蒸发水分，节
约燃料。

“一泉吐白玉，万里走黄金。”这是
古代诗词中对井盐业的描述，人们把从
井中汲取的盐称为“白玉”，认为其价值
堪称“黄金”。在古代中国，盐的开采和
经营是富可敌国的暴利行业。在汉代，
盐业是政府三大重要赋税之一，政府在
主要产盐地区设立盐官。可以想象，在
四川一带，源源不断的井盐给当地人带
来了巨额财富。

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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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制盐画像砖拓片。

川博馆藏的 11 幅唐卡，
分别展示着围绕格萨尔王故
事的 11 个人物，在人物四周
都配以相关的故事情节，以
神子诞生显示神通、赛马称
王降妖伏魔、铁马金戈南征
北战、安定三界重返天国为
线索，完整地描绘了藏族史
诗英雄格萨尔波澜壮阔的一
生，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格萨
尔王传》中的精彩场面。

这些仲唐有个共通的特
点，单幅作品能表现《格萨
尔》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具有
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汇
总起来又能体现《格萨尔》的
基本思想和主要情节，成为
一部《格萨尔画传》。

尤为珍贵的是画面中的
每个场景都有详细的藏文题
记，对正确辨识画面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学界
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具
有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美
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早期的唐卡绘画比较粗
糙，但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
丰富，绘画的技艺越来越成
熟，也出现了许多真正的艺
术精品。

川 博 这 套 唐 卡 绘 制 精
美，构图巧妙，色彩细腻，弥
足珍贵。这套完整的系列绘
画，内容丰富，11幅唐卡描绘
了格萨尔从天界到降生人
间，从诞生后七天的功业到
十三岁赛马称王，从征服魔
地、霍尔等地到地狱救妻、返
回天界，数百个故事场景被
巧妙地安排在一套唐卡中。
更难能可贵的是，每幅画面
都有详细的题记，对画面进
行解说，对正确辨识画面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艺术
价值与美学价值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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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格萨尔唐卡。

东汉制盐画像砖。

后蜀残石经。

更多国宝解密，
扫码上封面新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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