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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 林磊 整理
周建平 摄影

恐龙诞生之

李倍雷 东南大学艺术
学院美术系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全国艺术学学会
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
员。

从事油画艺术创作与教
学以及艺术史论研究。主持
国家课题、教育部课题、省
社科课题8项，发表学术论
文140余篇。出版《西方美
术史》《中国美术史》《国宝
春秋·书画篇》《中国山水
画与欧洲风景画比较研究》
《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反
思》《中国当代艺术研究》
等专著 10余部。举办个人
画展 2 次，多次参加省级、
全国性美展与国际性美展并
获奖。

金幸生 浙江自然博物
馆研究馆员、副馆长，浙江
省古生物化石收藏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浙江省文物鉴
定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理
事，亚洲恐龙协会副秘书
长，日本福井县立恐龙博物
馆客座研究员，是国内恐龙
蛋与恐龙化石研究方面的专
家。

首先要分享的是关于《兰亭序》
的版本问题。《兰亭序》是“书圣”王
羲之的墨宝，根据文献记载，真本已
入昭陵，今所见者为唐人临摹本。昭
陵是唐太宗及皇后的墓，唐太宗生前
喜欢书画，《兰亭序》可能是他最喜欢
的，所以把它作为殉葬品带入了昭
陵。不过这种说法也遭到个别专家
的质疑，认为可能是清人杜撰的。

根据清代史料记载，唐太宗得
到《兰亭序》真本后，不轻易示人。但
是，他又希望有更多人看到这一旷
世奇珍，敕令侍奉宫内的拓书人赵
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各拓
数本，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和
近臣。于是，当时这种“下真迹一等”
的摹本亦“洛阳纸贵”。此外，还有欧
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家临本传
世。

根据清代吴升的《大观录》记

载，当时《兰亭序》有冯承素、虞世
南、褚遂良几种版本传世。其中虞世
南版本是白牙紫色本，前后有格水，
还有很多收藏人的钤印、题款。虞世
南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的徒
弟，智永毫无疑问得到王氏书法的
真传，虞世南是跟着他学的，也可算
是王家谱系里的。但虞世南的字，稍
稍有点紧，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采
用的是双钩填墨法，这是唐代包括北
宋的基本临摹方式，就是先用线勾勒
出来，然后再用毛笔把空白处填满。

褚遂良的版本，有拓本、帖本、
镌本之分。今天我们看到的褚遂良
的版本也是有争议的，原因与北宋
书法家米芾有关。因为米芾经常临
摹《兰亭序》，临好后就把自己的作
品和别人的混在一起，以致当时就
有不少人搞混。所以，今天的一些收
藏家、鉴赏家认为，所谓褚遂良的版

本有可能是米芾的。观察这个版本，
会发现字体偏瘦。

很多后人分析认为，虞世南、褚
遂良不一定看过真迹，而冯承素的
版本应该是所有流传本中最好的，
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清
骨秀的艺术风采，为最接近原迹的
唐摹本。

概括来说，《兰亭序》流传至今，
最重要的版本有五种：

第一是“开皇本”，“开皇”为隋
文帝年号，一种刻本为“开皇十三
年”，另一种为“开皇十八年”。此刻
本字迹臃肿，因未见于宋人著录，后
人疑是伪造。

第二是“神龙本”，为唐代冯承
素摹写，因其卷引首处钤有“神龙”
二字，后世称其为“神龙本”。现藏于
北京故宫博物院。后人以此帖翻刻
较多，故成一大体系。

第三是“虞世南本”，传为初唐
虞世南所临墨迹，因其上面钤有“天
历之宝”印，又称“天历本”。

第四是“褚遂良本”，传为初唐
褚遂良所临墨迹，因有的字笔法形
态似宋代米芾，又称“米临本”，至今
尚未有定论。

第五是“定武本”，为石刻本，相
传是初唐欧阳修的临本，它有很多
字丢失了。

《兰亭序》历代相传的本子不下
百种，其他版本不一而足。

唐太宗是怎么得到《兰亭序》真
迹的？其中大有故事可讲，并且有不
少画家用作品加以体现。比如《萧翼
赚兰亭图》，描绘的是萧翼从智永和
尚的弟子辩才手中骗取《兰亭序》献
给唐太宗的故事。该画最早应为阎
立本所作，现辽宁省博物馆、台北故
宫博物院有宋人临本。

观察《萧翼赚兰亭图》，坐在椅
子上的人，就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
和尚的徒弟辩才，而坐在小低凳上
的就是萧翼。智永和尚活了近百岁，
膝下没有儿女，于是临死前把很多
宝物，其中就包括《兰亭序》，一并传
给了辩才和尚。

唐太宗素来爱好书法，之前已
搜集了王羲之、王献之的大部分作
品，唯独没有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
序》，故一直耿耿于怀。这时候，房玄
龄向太宗推荐说，有一个叫萧翼的
人，凭他的才智肯定能弄到《兰亭
序》。太宗就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萧
翼。

萧翼向太宗要了几幅王羲之平
常练笔的作品，然后装扮成一个商
人，找到辩才和尚后，吹嘘自己有几
幅王羲之的一流作品。一开始，辩才
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不肯承认自
己有《兰亭序》。然而在欣赏萧翼带
来的那些作品的过程中，辩才实在
忍不住了，直言自己手里的才是王
羲之最好的作品。就这样，萧翼让辩
才一步步入套，最后替唐太宗把《兰
亭序》赚到了手。

此外，巨然有一幅山水作品，名
字也叫《萧翼赚兰亭图》。巨然是五
代的山水画家，所以他的画作以山
水为主，要仔细看，才能辨认出图上
有辩才和尚、萧翼以及一些童子。但
它反映的是同一个历史故事。

中国书画的魅力，也许就隐藏
在林林总总的历史传说中。

“兰亭”倾倒百代人

《明皇幸蜀图》是一件很有意思
的作品，它不仅是青绿山水画的代
表作，还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安史之
乱”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明皇幸蜀图》相传是李昭道的
作品，李昭道为唐代山水画家，他的
父亲叫李思训，是青绿山水的创始
人。这幅作品反映的是“安史之乱”
时唐明皇跑到四川避难的故事。据

《旧唐书·本纪第九条玄宗下》记载，
唐明皇于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
756年7月驾车至蜀郡，随从的官吏、
军士等有 1300多人。其中就有李昭
道，他目睹了帝王避乱时声势浩大
又仓皇散乱的场面，所以《明皇幸蜀
图》是画家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幅画
有写实主义的东西在里面。李白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

《明皇幸蜀图》体现的就是人马行走
于蜀地崇山峻岭间的景象。画上，欲
过桥、穿红衣服的人就是皇帝，他的
马驻足不前，好像有点紧张。其他人
也停了下来，还有人甚至从马上卸
下包袱准备休息，这是一个很大的
场景。这种全景式的画法，在五代、
北宋的山水画里，已基本定型。

另有一幅出名的作品叫《溪山
行旅图》，人物、构图、反映的内容，
实际上与《明皇幸蜀图》基本一致，
后来一些史家也把这幅作品冠名为

《明皇幸蜀图》。
再来看《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

文》，一般简称为《祭侄文稿》，这是
颜真卿的书法代表作，反映的时代
背景与《明皇幸蜀图》一样，都是关
于“安史之乱”的。

颜真卿因为在朝廷上对杨国忠

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遭到排挤。后
来安禄山、史思明以讨杨之名举兵
叛唐，颜真卿和兄长颜杲卿以及侄
子颜季明挺身而出，抵抗叛军。战斗
的过程比较复杂激烈，叛军将刀架
在颜季明的脖子上，想让其父投降，
颜杲卿没有屈服，他们就把颜季明
杀掉了。最后城被攻陷，颜氏一门
30多人被杀，情状相当惨烈。

叛军被镇压三年之后，颜真卿
怀念侄儿，派人寻找他的尸首，只找
到一个头，加以埋葬。颜真卿就是在
这种悲痛、愤慨的状态下，写了《祭
侄文稿》。

在写前面几个字的时候，颜真
卿还略有理智，适当控制着自己的
情绪。但是越到后面，情绪波动越
大，血泪悲情无可名状。今天我们在
看《祭侄文稿》的时候，能深切感受

到文字节奏的变化。一些地方免不
了涂涂画画，这也是与作者当时的
心情有关的。颜真卿的这件作品，需
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看待，
只有这样，才可能准确加以解读。

《明皇幸蜀图》和《祭侄文稿》说
的都是关于离乱的故事，它们就像
同一个叙事中心里分出的不同的叙
事结构。（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
院·国学堂，有删节）

翰墨丹青诉离乱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了近
800 种恐龙化石，中国恐龙化石种
类很多，是命名恐龙化石最多的国
家。浙江省已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
石，是恐龙故乡之一。

什么是恐龙？我们见过甲鱼、鳄

鱼、蜥蜴等爬行动物，它们的四肢是
趴在地上的。而恐龙与这些爬行动
物不同，它的膝盖像人类一样，可以
支撑身体，生活在陆地上，而不是海
洋和天空。最新的观点认为，现代
鸟类是从兽脚类恐龙演变而来的。

2007 年，东阳的一位农民在
种植荞麦时，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石
头，后报到东阳博物馆。我们一行
人前往勘查，发现在土层中裸露的
三节红褐色“骨头”为恐龙椎骨化
石。

初步确认为恐龙化石后，进行
了抢救式发掘。首先判断恐龙化石
的范围，划定了一大片区域，为避
免损坏化石，决定将其整体搬迁。
先垫上帘子，然后像打绷带一样，
用泡在石膏水里的麻袋片进行加
固。下部挖空，再重复包裹、加
固。整体挖掘出来后，举行了隆重
的仪式，敲锣打鼓将出土物送回博
物馆。随后进行清理和甄别，剔除
非化石部分，整理出清晰的化石部
分。

此次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包括

10 个背椎、6 个荐椎、2 个前部尾
椎和腰带部分，化石呈自然状态连
接。非常幸运，保存下来的这些恰
恰是恐龙鉴定的关键部位。除了神
经棘缺失、左肠骨前突错位外，其
他部分均保存完整，是我国整体出
土最完整的恐龙骨骼化石。整理完
后，我们对它进行了鉴定、研究，
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恐龙种类，定名
为“中国东阳龙”。

一亿年前的浙江，植被茂盛，
水资源丰富，气候也比较温暖，适
宜各类恐龙的生存。

浙江是恐龙的故乡之一

浙江目前已经发现了 20 多种
恐龙蛋，说明很久以前这片土地上
至少生存着20多种恐龙。

恐龙蛋很难被发现，也很难和
具体的恐龙种类一一对应。不同的
恐龙蛋不仅在形状上不同，表面还
有光滑和不光滑的区别。不同的蛋，
蛋壳里的微细结构是不一样的。小
恐龙成长的时候，需要一个气孔，不
同的恐龙，气孔也是不一样的。

恐龙和恐龙蛋只有在发现胚胎
的时候，才能准确对应。科学是容不
得半点马虎的，如果没有绝对的证
据，那只能是猜测。但如果这只恐龙
正好处于产蛋期，那么两者必定是
对应的，腹腔内含有蛋的窃蛋龙化
石便是这样一个例证。

我曾经跟其他科学家一起在美
国蒙大拿州拿到两件恐龙蛋标本，
发现了它们“两个两个在一起”的排

列规律。为什么会两个两个在一起？
那位科学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推
测认为恐龙具有双产道。不像鸡的
蛋是一个一个成熟的，恐龙的蛋是
两个同时成熟的，所以它是双产道。
这位科学家在 1997 年做了这样的
推测，到了 2005 年，中国赣州出土
了一具恐龙化石，它的肚子里刚好
有两个蛋而且是同时成熟的。因此
科学家的推测有了实证。

目前全世界恐龙肚子里有蛋的
化石只有两件，一件标本在台湾，另
外一件非常珍贵，一只蛋在里面，一
只蛋在外面，这件标本由浙江自然
博物馆收藏。

窃蛋龙为什么被称为窃蛋龙
呢？因为最初发现时，那只恐龙的
化石骨架正好趴在一窝蛋上，好像
在偷蛋。后来虽然证实它只是在孵
化自己的蛋，可是恐龙一旦被命
名，名字就无法更改。窃蛋龙体型
很小，跟狗差不多。一窝蛋并非雌
性窃蛋龙一次所产，但是孵化很可
能是一起的，说明窃蛋龙很聪明，
它这样做有利于节省孵化时间。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标本，是

一只怀孕的翼龙，小翼龙还没有从
蛋里出来。此类标本世界上只有一
件，有幸被我们浙江省自然博物馆
收藏。这一标本还告诉我们辨别翼
龙雌雄的方式，雄的冠比雌的高，
跟鸡是一样的。

（讲演内容来自宁波博物馆·
东方讲坛，有删节）

（《恐龙诞生之谜》在宁波博物
馆一楼西特展馆展出，展期至9月2
日，这是国内首个关于恐龙繁衍的
大型专题展览。100 多件珍贵的恐
龙蛋和恐龙化石以及恐龙骨架模
型，配合科学复原图文，展示了恐龙
的生殖、产蛋行为、个体发育和孵
化、繁殖环境等。）

恐龙蛋里的秘密

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萧翼赚兰亭图》

21世纪应该是全世界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的一个世纪，作
为中国人，更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知根知底。譬如中国的很多
书法、绘画作品背后隐藏着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和作品本身一
样，值得细细体味。

《明皇幸蜀图》

腹腔内含两枚蛋的窃蛋龙化石 长形蛋在窝中排列很有规律 展厅里的恐龙骨架模型

（宁波博物馆供图）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