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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剑川县石宝山碧空如

洗。记者驾车驶过九曲十八弯的山路，

再徒步穿过一段山野绿林，藏于我国西

南崇山峻岭中的石钟山石窟终于映入

眼帘。

石钟山石窟依着连绵不绝的峭壁

山石而建。据考证，石窟始凿于公元

850年，开凿前后相续320余年，迄今共

发现17窟，233躯造像。1961年，石钟

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同时被列为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剑川曾是南诏国、大理国

故地，位于“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

道”要冲，南北文化、中外文明在此交汇

碰撞，被金庸誉为“南天瑰宝”的石钟山

石窟由此诞生。

千年过去，曾经繁盛一时的南诏国

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但其王室的世俗

风采却在石刻中得以留存。第1窟和第

2窟便分别展示了南诏王议政、出巡时

的宏大场面。“石窟宏大的场面和严谨的

布局展现了南诏国时期宫廷生活的图景

及其佛教信仰的仪轨，独特的人物服饰

和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石钟

山石窟文物保护所所长段钟鹏介绍说。

拾级而下，便能看到第7窟的“甘

露观音”造像静立于侧。观音右手持杨

枝，左手捧钵，宝冠高耸，上穿半袖天

衣，下着高腰长裙，曲眉杏目，仪态沉

静。剑川县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董增

旭告诉记者，观音造像眉眼含笑，嘴角

隐隐泛起喜悦之情，白族所追求的优雅

与内秀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很多当

地文化学者将这一表情称为“剑川微笑”。

“观音仿佛一位穿越时空而来的丽人，给

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来自上海的游客

张女士驻足造像前，沉浸于其神韵之美。

“苍洱之间，妙香城也。”南诏大理

国曾有妙香佛国之称，佛事繁盛一时，

中原、印度以及东南亚等中外多元文化

都曾在石窟内留下交汇碰撞的痕迹。

段钟鹏介绍，第13窟的阿嵯耶观音造

像发髻高耸，臂钏饰有三角形花纹，其

面部鼻平唇丰，面相和善，与中原的观

音造像有所不同，又具有浓厚的大理地

方民族特色，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

“此外，第9窟内的波斯国人造像头戴

半弧形冠，双手握着上细下粗的卷曲器

物，脚穿靴，呈八字形，也是古代中国与

西亚等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

证。”段钟鹏说。

漫步石窟间，历朝历代游人题记尤

为瞩目。一路走过，汉文、梵文、藏文题

记兼而有之，明代、清代诗词接续出现，

历史的纵深感扑面而来。 据新华社

：千年古建烟雨梦

石钟山石窟：崇山中的“南天瑰宝”

黄山市黟县碧阳镇关麓村“关麓八大家”古民居群航拍。

“关麓八大家”折射文化观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关麓村是皖

南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在鳞次栉比的

建筑群中，八幢如迷宫般的徽派古民居

群——“关麓八大家”尤为突出。“关麓

八大家”是少见的联体徽派古民居群，

建于清朝中期，曾是一户汪姓徽商八兄

弟的住宅。民居由“吾爱吾庐”“春满

庭”等20幢建筑相连而成，数百年来一

直为村中后人居住，保留着徽州古民居

原生态的烟火气。

“八大家”并不仅仅是“八大间”房

屋，外人入宅宛如进入迷宫。记者看

见，每一“家”为一个单元，各有风格不

一的天井、厅堂、庭院等自成一体，“家”

与“家”之间又通过内门连接形成整体，

即便是在“家”中长大的人也很少了解

其全部结构，独特的建筑结构吸引了不

少建筑专家和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对于这样的设计意图也是众说纷

纭。黟县世界文化遗产事务中心四级

调研员金忠民认为，中国民居是一种独

特的文化载体，徽商讲究聚族而居，“关

麓八大家”的建筑布局实际上是徽文化

中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家族文化和治

理观念的体现。

民居内部的细节陈设更处处体现

徽派建筑元素的精妙。“春满庭”是“八

大家”中较早建成的一幢四合屋型建

筑，青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

建筑物融为一体，山水花鸟、飞禽走兽

等纹饰图案各选其美，有的工写兼得，

有的灵活有趣。而天花、窗裙、窗扇、

内壁上的彩绘壁画，则以流畅的线条

和多彩的染料描绘出“三娘教子”“郭

子仪拜寿”等历史典故，这在民居中并

不常见。

金忠民介绍，这些具有徽派风格的

木雕、石雕、砖雕被称为徽州三雕，是徽

派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之一，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工匠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

物、景、事加以创作，传递着徽州人的文

化观和审美喜好。

赋予文化遗产新的生命力

楹联是徽州家风文化的一种体

现。“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

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为报

本”……走进“八大家”中的一户，厅堂

两侧均悬挂着木制或竹制的楹联，或言

读书、或言农耕、或言修德、或言齐家，

蕴含着为人处世、教化育人、立志言身

的传统思想文化。居住于此的汪氏后

人汪永芳说，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家

训，也是家中每一代人都要遵从的做人

做事之理。

“徽派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重要的

流派之一，其一砖一瓦、一桥一亭，无不

显示着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思

想向建筑的渗透，是珍贵的文化遗

产。”金忠民说。2008年，徽派传统民

居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汤显祖曾言：“一生痴绝处，无梦到

徽州。”如今，栖居徽州古民居，读一本

书、煮一杯茗，品楹联、打食桃、绘鱼灯、

赏徽剧，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徽州之

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在

距离关麓村不远的碧阳镇石亭村，一家

由老宅翻新而成的特色民宿，成了住客

们感受徽文化的“窗口”。

明堂廊道、花窗园林、刻着木雕的

窗棂楹柱、木质榫卯结构……古老的徽

州元素在民宿里随处可见。在修缮中

用老材料、留原风貌、能保则保、修旧如

旧，是主理人黄智勇坚持的准则。在他

看来，这些是徽派建筑的灵魂，是传承

徽文化的特有载体，不可复制。“我一直

很喜欢徽派建筑的古朴静谧，住在这里

既有诗意，又能感受烟火气。”来自广东

的游客张女士已是第二次带着家人来

到黄山。

目前，黄山全市共有310处国家级

传统村落、653处文物保护单位、8032

处不可移动文物、4072处历史建筑，当

地政府正在多措并举对古村落和古建

筑加以保护利用。“古民居和新民宿互

相成就，活化利用好徽派建筑本身的文

化价值和传承价值，赋予文化遗产新的

生命力，是留住一个地方历史文脉的最

好方式。”黄智勇说。

文图据新华社

一蓑烟雨梦徽州，青砖黛瓦马
头墙。走进徽州，俯拾皆是美

景，徽派建筑则是秀美山水间最灵动的
一笔。

尽管已经入冬，皖南古村落却依然
保留着斑斓的秋色。2023 年 12 月初，
记者来到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阳镇关
麓村，粉墙黛瓦的层楼叠院、错落有致
的马头墙、巧夺天工的徽州三雕在秋日
的暖阳下相映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