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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18 年宁波市“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将举
行宁波天妃宫遗址碑揭幕仪式。

碑高 2.4 米，由青石制成，分
为基座、塔身、灯体和灯幢。雕刻
有妈祖像，所刻碑文介绍了天妃宫
遗址。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
圣母等，原本是北宋福建莆田湄洲
屿的一位普通女子，姓林名默，后
来逐步演化成为海上保护神和民间

吉神。
包含着海洋精神的妈祖文化传

播之广、影响之大，举世罕见。据
悉，全世界有 6000 多座妈祖庙，分
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早在20世
纪 8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授
予妈祖“世界和平女神”称号；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
过了关于“妈祖信俗”列入世界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决议。

江海联运的宁波，与妈祖文化
关系密切，南宋时福建商人即在东
渡门外建立“灵慈庙”（天妃宫）。
至晚清时，江厦街天妃宫成为宁波
城规模最大的妈祖祭祀及同业聚会
场所。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的庆安会馆，在历史上既是舶
商航工娱乐聚会的场所，也是祭祀
妈祖的殿堂。

一

设立天妃宫遗址碑源于致公党
宁波市委会副主委徐为民的一件议
案，他在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提出了 《关于天妃宫遗址设立标志
碑的建议》。“1996年，为了纪念宁
波历史文化名城公布 10 周年，宁
波诞生了第一批历史文化遗址碑，
位于海曙区东渡路与江厦街交叉
口，历经千年沧桑，与海上丝绸之
路密切相关的宋、元宁波天妃宫，
更是位居榜首。”徐为民说。

自北宋以来，妈祖从一个僻处
海隅的地方神祇，经历代封诰擢
升，至于举国共仰、统御四海的

“天后”尊位，并在政治、经济、
文化和百姓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极
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与妈祖

“行善救困、舍生取义”的大爱精
神密切相关，她既代表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真善美的化
身。在徐为民看来，作为港口城市
和历史文化名城，宁波肩负着传
承、提升包括妈祖信仰在内的历史
使命，“我们今天所承载的，不仅
仅是先人的遗存、经验和智慧，更
重要的还有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
尤其在当前发挥妈祖文化作用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显得十分必要
和及时。一个留住历史的城市，必
然会被历史尊重。”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
2017年8月10日答复了市十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第 645 号议案，认为在
天妃宫原址重置遗址标志碑的建
议，合乎历史文化遗址保护要求，
也体现了宁波对妈祖文化传承的重
视。同时落实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

所和海曙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共
同办理此事。

二

“宁波是最早接纳和传承妈祖
信仰的重要地区之一，天后宫数量
最多的时候有 200 多座。妈祖信仰
起源于福建，但妈祖从民间供奉走
向官定航海保护神，与宁波有关，
那是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明州港出
发的一次航海外交活动。”宁波市
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黄浙苏是妈
祖文化研究专家，她也是庆安会馆
馆长。

北 宋 徽 宗 宣 和 五 年 （1123
年），给事中路允迪等乘定海 （今
镇海） 打造的 2 艘“神舟”和 6 艘

“客舟”，从明州 （宁波） 出发奉使
高丽。回来时途经黄水洋，突遇狂
风巨浪，舵折船覆。危急时刻，路
允迪等求祷于妈祖，五昼夜后终于
顺利抵达明州定海。事闻于朝，宋
徽宗下诏封林默为“顺济夫人”，
赐庙额为“顺济”。“顺济”，即为
宋神宗元丰元年 （1078年） 招宝山
船场建造的一艘万斛大船的船名。

这是妈祖第一次受到皇帝册
封，从此之后，历代皇帝对妈祖的
褒封逐步升级。4个朝代 14个皇帝
先后对妈祖敕封了 36 次，从“夫
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
封号最长达 64 个字。清乾隆五十三
年（1788年），御敕妈祖庙春、秋两季
致祭，妈祖信俗被列为国家祭典，与
陕西黄帝陵祭典、山东祭孔大典并
列为中华三大祭典。由此，妈祖上升
为民族的神祇崇拜，妈祖信俗遂成
为一种文化现象。

黄浙苏说，宁波的妈祖信仰始
于北宋晚期，源自在宁波经商的福
建商帮，鼎盛于清中晚期。宁波首
个天妃宫，是南宋时期福建莆田船
主沈法询所造。沈法询在南海遇

险，因为及时祈求妈祖而化险为
夷。回到宁波后，他把自己东渡路
的住宅捐为庙宇，又增加了部分官
地，捐资募众，由此诞生了浙东地
区第一座妈祖庙 （天妃宫）。庙中
的妈祖神像，是从莆田湄洲祖庙分
炉而来。“天妃宫是当时船员祭祀
航海保护神妈祖及乡人聚会的场
所，也是宁波古代海外交通贸易的
历史见证。”

天妃宫于元皇庆元年 （1312
年） 重建，清康熙年间再建，雍正
五年 （1727 年） 敕号“天后宫”，
规模逐步扩大，建筑也更为雄伟，
甚至成为城中巨观。19 世纪中叶，
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来
到宁波，对天妃宫恢宏壮丽的建筑
风采和精美绝伦的雕刻神韵惊叹不
已，德国建筑师斯特·柏石曼还拍
下了极为珍贵的照片。1949年，天
妃宫毁于战火。

1982 年 8 月，文物部门对天妃
宫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宫
门、水池、石桥、正殿、厢房等元
明清时期建筑遗迹。

三

黄浙苏说，元代是妈祖信仰传
播的关键时期。庆元港既是我国对
日本和高丽贸易的主要港口，又是
北洋漕运的重要港口。元代以海漕
取代河漕，庆元港正是漕粮北运的
出发港。基于这种特殊的交通地
位，宁波的妈祖信仰特别受到重
视。也正是在元代，妈祖信仰在海
洋漕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双重带动
下，传播到更广阔的空间。

作为妈祖文化的主要发展地，
宁波舶商、渔民建造天后宫始于明
中期，盛于清中晚期。由甬籍北洋
舶商 （即“北号”） 建于清咸丰三
年 （1853年） 的甬东天后宫，是规
模最大、最为著名的天后宫，该天

后宫又称“庆安会馆”。其南侧另
有清道光年间甬籍南洋舶商 （即

“南号”） 所建的“安澜会馆”。两
个会馆每逢妈祖诞辰等重要日子，
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各类地
方戏剧奉于戏台。

庆安会馆是中国八大天后宫和
七大会馆之一，江南现存的两处融
天后宫与会馆于一体的古建筑群之
一。2001年，庆安会馆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014 年，作为中国大运河 （宁波
段） 的重要遗产，庆安会馆成为宁
波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点。

黄浙苏说，千百年来，妈祖信
俗在传播过程中，与各地的地方特
色融合，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
产。除了数量众多的妈祖庙宇外，
还包括祭祀仪式、建筑碑刻、绘画
等，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与民
情风俗等，内容涉及经济、文化、
科技、艺术等领域。

庆安会馆是浙东近代木结构建
筑典范。会馆坐东朝西，规模宏
大 ， 占 地 面 积 约 5000 平 方 米 。
中 轴 线 上 现 存 建 筑 有 宫 门 、仪
门 、前 戏 台 、正 殿 、后 戏 台 、后
殿、左右厢房、耳房及附属用房。
保存有 1000 余件朱金木雕、200 多
件砖雕和石雕工艺品，体现了清
代浙东地区“三雕”工艺技术的最高
水平。

庆安会馆还是全国首家海事民
俗博物馆，庆安会馆每年举办妈祖
祭祀活动，与福建、台湾等地开展
妈祖文化交流、妈祖文化工艺品创
意以及展示活动，推动妈祖文化的
弘扬与传承。5 月初，“两岸妈祖一
家亲”——妈祖诞辰 1058 周年祭
祀暨甬台两地文化交流活动在庆
安会馆举行，在传承妈祖信俗的
同 时 ， 积 极 融 入 和 谐 社 会 的 共
建 ， 继 续 推 进 文 化 遗 产 的 “ 活
态”利用。

重置天妃宫遗址碑的背后重置天妃宫遗址碑的背后

古 迹

B4 NINGBO DAILY记忆·讲堂
20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顾玮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主 讲 人 名 片

顾 玮 吴央央 整理

让我们像行家一样看画
——谈谈绘画的语言与趣味

万木春 中国美术学院

博士生导师、艺术人文学院

副院长，主要从事绘画史研

究，包括史学史、创作论和

鉴藏史等领域。著有关于明

代鉴藏家实践的专著《味水

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

兴的书画世界》，获2008年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译有瓦尔堡《波蒂切利的<

维纳斯的诞生>和<春>：意

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古物观

念》 等西方美术史经典著

作。

什 么 是 好 画 ？ 有 人 曾 经 说
过，没有办法谈论一张画而不同
时谈论整个美术史。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张画的时候，已经把它
和我们看过的所有画对比了一遍。

怎么区分画的好和不好？有
些属于技术的范畴。譬如 《蒙娜
丽莎》 画得很逼真，在文艺复兴
时期，能把一个人的肌肤画得像
真的一样，是非常难得的。但今
天的艺术家不太夸“画得像”这
个优点了，评价“画得像”，似乎
说明你不懂艺术，因为这对今天
的 艺 术 家 来 说 已 不 是 一 件 难 事
了。但如果从美术史来讲，“画得
像”是西方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

成就。“画得像”不是艺术的全
部，但又是艺术必不可少的东西。

在中国的绘画传统中，人们
意 识 到 还 有 比 形 准 更 重 要 的 东
西。中国绘画特别讲究线条的运
用，将线条提到很高的地位，甚
至 后 来 发 展 到 线 条 不 光 是 轮 廓
线，本身就成为风格。毛笔运笔
的 速 度 不 同 ， 在 纸 上 的 压 力 不
同，会形成不同风格的线条，不
同画家笔下的线条各有个性。线
条是不是跟形准有关系已经不太
重要了。

其实人对事物最初的看法是
三维的，从艺术学来讲，一般是
先有雕刻，再有绘画，因为雕刻

比较好模仿。如果给孩子一块泥
巴，不管捏得像不像，捏出的必
定是个三维的东西，而不会把泥
巴捶平，最后贴在一张纸上交给
你。这就证明人类的思维先天是
三维而不是二维的。

绘画是一种“翻译”，这不是
比喻的说法。学画画一开始是不
是 拿 一 个 杯 子 让 你 画 ？ 绝 对 不
是，刚开始是给你另外一个人画
的杯子，你照样子画。等你知道
怎么画一个杯子的时候，也就是
说学会二维的平面线条这个“语
言”以后，你再去临摹真杯子。
如果杯子换个角度呢？杯子每变
一个面，它的轮廓线就不一样，

就需要你动脑筋，灵活运用二维
平面线条这个“语言”。所以，绘
画是把三维的东西“翻译”成二
维线条的过程。

西方绘画的另一个特点是很
重视阴影效果，因为人们发现它
可 以 让 平 面 的 东 西 显 得 特 别 立
体。今天我们照相也是这样，希
望有侧影。但中国传统观念认为
脸上不应该有大面积阴影，阴阳
脸不好，不吉利。

来看看东西方不同的人物画
稿，一幅是 17 世纪荷兰画家伦勃
朗的画，一幅是南京博物院藏的
古代名人肖像。前者的阴影效果
一目了然，后者初看似乎没有阴
影，细看则不然。鼻梁两侧、眼
眶里不是阴影是什么？通过这种

不断染出层次的效果，中国古代
肖像画也可以画得很像。

并非中国人不擅长光影，而
是 中 国 人 的 线 条 发 展 得 特 别 出
色。这跟中国书法有关，我们常
说“书画同源”。中国画家习惯于
把书法态度放到线条里，在作画
的时候，线条除了完成形的作用
外，本身还必须具有意义。

郎 世 宁 来 到 中 国 宫 廷 的 时
候，一开始画的是西方像，但皇
上说你不能把我们画成阴阳脸，
必须改画风。所以郎世宁不得不
按 照 中 国 的 方 式 改 变 自 己 的 画
风 ， 但 是 仍 然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成
功，这些画今天在市场上也有很
高的价格。画家从技术上来讲，
是没有什么文化界限的。

绘画是一种“翻译”

把 绘 画 对 象 由 三 维 变 成 二
维，除了画得像不像外，还有一
个是比例对不对。在美术学院的
课堂训练上，经常会有这样的动
作：学生们拿着铅笔比划着模特
各个部位的比例。中国人画画也
有比例，并有一些口诀。

关于绘画的比例，有一个逐
渐发展的过程。古代埃及人画人
体时，会分格子，譬如分成 18 个
格子，胳膊肘画在第几个格子，
膝 盖 画 在 第 几 个 格 子 ， 都 有 规
定。在中世纪早期的伊斯坦布尔
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不再打格，
比例系统用的是圆规。古希腊的
一名艺术家定了一个原则，如果
雕一个站立的人，他的身高就是
头长的 7 倍。但之后不到 100 年，
另外一名艺术家提出应该按照 1：
8的比例来雕。可见比例标准是很
主观的，有时候人们觉得7个头的
比例更美，有时候觉得8个头的比

例更美，后期还出现过 12 个头长
的 比 例 。 这 一 方 面 是 技 术 的 问
题，但另一方面也是文化的问题。

一样东西，“它应该是什么样
的 ” 和 “ 实 际 是 什 么 样 的 ” 之
间，其实一直存在差别，这是很
怪的一个现象。

画一个人和画多个人是不一
样 的 ， 该 如 何 欣 赏 群 像 人 物 画
呢？其中最值得看的是画家怎么
组织画面。画家把一群人组织进
画面的手段是相当有限的，最基
础的做法是搭一个舞台。譬如有
一些油画家，会在家里预先做好
模型，用泥巴做成小人，然后用
小台灯去照，把窗帘拉上观察效
果，然后再画下来。

这种创作方法，欧洲人很早
就使用了，他们还花了很长时间
来研究怎么把舞台背景画深，于
是有了透视的概念。这样，人与
人之间有了空间距离，而且他们

之间的空间能够跟舞台背后的空
间 和 远 的 空 间 全 部 融 在 一 起 。
从 把 一 个 人 画 得 立 体 、 有 比
例 ， 再 到 把 整 个 画 面 组 织 起 来
形 成 完 整 的 空 间 关 系 ， 是 数 百
年 来 无 数 艺 术 家 共 同 探 索 的 成
果。

明朝有位画家叫王履，曾在
华山写生，下山后用很长时间完
成了一套 《华山图序》，有几十
页，如今分藏在故宫博物院和上
海博物院。从他的画可以看出，
山水景致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
是和当地的地理地貌有着惊人的
相似。但是，它们又不完全跟照
片一样，没有单纯遵循单点透视
的要求。中国画的空间是自由的。

中国的一些卷轴画很长，需
要一段一段打开，展开这段看不
见下一段，观画的感觉就像在山
里行走一样。这种技法后来对西
方绘画有所启发，有一些欧洲画

家看了中国同行的空间处理手段
后，运用到创作中，获得自己想
要的效果。

除了绘画语言外，绘画的风
格也很重要。比如中国的山水画
里有很多线条，可以用来表示事
物的形体，线条本身就具有独立
的欣赏价值。当我们面对一幅画
作 时 ， 归 根 结 底 并 不 是 欣 赏 山

水，而是欣赏画作背后这些技法
所呈现的风格。这才是行家看画
时 很 重 要 的 点 。 从 认 识 风 格 开
始，同样的山，在不同的画家笔
下是不一样的。这样，赏画就有
了一种别样的快乐。也就是说，
趣味在画外。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国学堂，，有删节有删节））

趣味在画外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东西方人物画对阴影的运用截然不同东西方人物画对阴影的运用截然不同 （（万木春万木春 供图供图））

不同画家笔下的线条体现各自的风格不同画家笔下的线条体现各自的风格 （（万木春万木春 供图供图））

位于江厦街的天妃宫遗址碑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