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 NINGBO DAILY讲堂 2018年12月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顾玮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主 讲 人 名 片

汤丹文 张璐易

12月1日至4日，“2018木构建
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
会”在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举行。

在参会者中，中日古建筑专家
有着很多共同语言：因为在古代木
构建筑的发展史上，东亚诸国以海
上丝绸之路为纽带，在建筑文化和
建筑技术上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而
对海上丝绸之路线路上为数不多的
早期木构建筑，如中国宁波的保国
寺、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大殿等，研
讨会的三位主讲者在保护、研究、
利用等方面也有着各自的见解。

■目前，东亚各国学者正在合
力构筑东亚建筑史，中日的木构古
建筑有怎样的渊源？

王贵祥：历史上，中国江南特
别是浙江、福建等地的古建筑风
格，与日本有较大的关联性，其

中，中国的“大佛样”“禅宗样”
这两种建筑样式是最具代表性的。

“大佛样”是日本镰仓时代也
就是 12 世纪末，渡宋日僧重源从
中国福建沿海一带传到日本的建筑
技术与样式，这一样式用于 1180
年东大寺大佛殿的再建。近年来，
日本建筑史家称之为“大佛样技
法”，传承者以宋人工匠陈和卿为
代表。现存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
堂、奈良东大寺南大门和开山堂都
是大佛样的代表作。镰仓时代，由
渡宋日僧荣西、道元和南宋蜀僧兰
溪道隆等人传入日本的另一种建筑
技 术 与 样 式 ， 则 被 称 为 “ 禅 宗
样”，它是根据南宋江浙地区“五
山十刹”等禅宗重要寺院模式而建
的。

无论是“大佛样”，还是“禅
宗样”，它们的建筑风格、构架方
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的“和

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全新的
建筑样式。

藤井惠介：研究历史上中国建
筑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学者首先感
兴趣的是镰仓时代中国建筑形制第
二次被引入日本后的情形。当时，
中国的建筑有北方和南方两个体
系，日本学者经常与中国学者探讨
这个时代的某个古建筑风格是从中
国的哪个地方传来的。

其实，中国建筑对日本的影响
更多的是从文化方面来实现的。比
如，历史上有很多日僧到宁波留
学，他们把禅宗文化带了回去，中
国的“五山十刹”就对日本佛寺建
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今在日本
学界，探讨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
响，绕不开对宁波的研究。在日
本，有十来位学者正在研究与宁波
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是各自
领域的顶尖学者。

■宁波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城市，它在东亚各国的木
构建筑交流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
置？

王贵祥：历史上，中日之间的
木构建筑交流，并不是单向的。留
学中国的日本僧人荣西返国后，对
宁波天童寺 （当时称景福寺） 重建
千佛阁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

“航木为助”之事，在中日交流史
上留下了佳话。

包慕萍：所谓荣西“航木为
助”，说的是他为天童寺营造千佛
阁助力之事。1193年，已返回日本
的荣西从周防国渡海运送了“百围
大木”，用于天童寺千佛阁的维
修，这些木材有 40 多根，每根高
10多米。重修千佛阁一事在当时文
士楼钥的 《天童山千佛阁记》 和

《宝庆四明志》 里也有记载。据记
载，千佛阁“三年阁成，梵宇宏
丽，遂甲东南。”

1195年，荣西在九州博多创建
圣福寺，开创了日本禅宗建筑类型
的先河。荣西在日本主持佛寺、佛
殿营造活动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
是第一次留学回国之后；第二时期
是第二次留学回国之后，得到了镰
仓幕府政权支持，以营造京都建仁
寺为代表；第三个时期为出任东大
寺“劝进职”，为东大寺再建出力。

可以说，荣西奠定了日本初期
禅宗寺院的宋式布局模式。那么，
荣西的“宋式”又是从哪里来的？

1202年的建仁寺是荣西创建禅
宗寺院的集大成者。建仁寺的特
点：一是中心殿堂遵守宋式的中轴
对称布局，并绕以回廊。二是重视
法堂建筑，这也是宋代禅宗寺院的

根本所在。
比较荣西留学停留过的天台山

万年寺和宁波天童寺，可以发现万
年寺无回廊，而天童寺有。所以，
建仁寺的总平面布局应是以天童寺
为参考。

另外，荣西在建仁寺中建造了
“重阁讲堂”，也就是“两重”高的
法堂。两重可以理解为两重檐，或
者两层楼阁。而参照京都东福寺所
藏 《径山寺法堂断面图》可知，法
堂是两层建筑。加上荣西的助建千
佛阁事迹，无论从布局模式，还是
楼阁建筑的类似性来看，荣西的宋
式禅宗寺院范本出自宁波的可能性
更大。

■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有什么
特点？日本的木构古建筑给人的感
觉是很新很干净，在保护上有什么
经验？

藤井惠介：文化遗产保护，在
日本称为“文物管理”，我本人就
是日本文物管理专家委员会的 5位
成员之一。5 位学者分别是建筑、
无形财 （非物质文化遗产）、美
术 、 历 史 和 文 化 遗 产 方 面 的 专
家，是日本文物管理专业上的权
威。

日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被称为
“国宝”和政府重要文化财。保护
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原则是维护原真
性。比如，日本的古建筑要落架修
理，首先整个过程要进行严格的记
录，其中遵循的原则是建筑必须恢
复到落架前的样貌。如果木构建筑
中有整根木材不能用了，就要把这
根木材完全替换掉，但必须是同一
树种、粗细相似。如果只是木材的
某部分坏了，那么坏的那部分将被

替换。
日本的古代木构建筑显得新，

是因为它们经常性地进行小修小
补。日本地震多发，因地震掉落的
瓦片须及时修补，三五年一小修，
对日本的木构古建筑来说是常事。
而一旦决定落架大修，那么必须保
证维修后50年不再大修。

■在保国寺遗产保护和“海
丝”研究方面，有什么看法和建
议？

王贵祥：2003年，清华大学建
筑系曾与宁波保国寺保护管理机构
合作举办了纪念宋 《营造法式》刊
行 900 周年和宁波保国寺大殿建成
99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当时就
提出，保国寺是中国尚存两宋辽金
遗构中与 《营造法式》最为接近之
实例，在建筑史上具有很高的历史
研究价值。据我了解，近年来保国
寺古建筑博物馆对大殿及各部件做
了积极的监测和深入研究，并通过
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筑系设立
教学基地、定期开展学术探讨会等
形式，与建筑学界保持着长效的良
好的沟通与交流机制。在全国众多
国保单位中，保国寺在这一方面表
现得非常突出。

我认为，作为江南保存较为完
整的宋代建筑，保国寺应在加强保
护的基础上，适度对北宋大殿周边
的建筑环境及历史地层做一些考古
性质的探寻，看看能否发现宋元时
代的建筑遗址，从考古学上去印证
历史上曾经影响中日建筑文化的

“五山十刹”建制，这不仅是对保
国寺自身价值的再度挖掘，而且对
东亚建筑史的构建也具有积极意
义。

日本宋式禅宗寺院建筑风格源于宁波？
——中日专家对话海丝之路上的古建筑渊源

讲起年画，一般人会想到北
方 的 杨 柳 青 ， 其 实 南 方 也 有 年
画，苏州桃花坞就很出名。现在
出名的年画，包括天津杨柳青、
苏州桃花坞、河南坞墙、河北朱
仙镇、四川绵竹等，都是以地方
来命名的。

以前，很多人认为上海不产
年画，因为上海是城市，而年画
属于乡村。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张 伟 通 过 文 献 研 究 ， 认 为 这 个
观 点 是 错 误 的 。“ 从 21 世 纪 开
始，特别是 2012 年一整套 《全国
木版年画集成》 的出版，使上海
小校场成了全国 22 个年画主产地

之一。”
集成里的 《上海小校场年画

卷》，被业内公认为是这次全国木
版年画普查最大的收获。上海小
校场年画表现了城市生活，表现
了当时的租界生活，表现了大量
的新闻时事，也表现了当时的时
尚人物，通过这些年画，能够了
解社会风情，这是它与其他地方
年画不一样的特点。上海小校场
年 画 的 另 一 个 特 点 是 存 世 量 极
少，比宋元版本的古籍还少，仅
存 1000 幅左右，其中国内有四五
百幅。

据张伟介绍，上海的年画源

自苏州桃花坞年画。1860 年，太
平天国的主要阵地南京和苏州相
继失守，苏州城更是被一把火烧
得 精 光 。 一 些 苏 州 人 逃 到 了 上
海，其中包括掌握桃花坞年画技
艺的匠人，虽然木版画在战火中
被毁，但手艺不绝。上海豫园一
带，当时叫小校场，从苏州逃过
去的难民，就集中在那里生活。
过 了 十 来 年 ， 这 些 艺 人 重 操 旧
业，开始生产年画。由于主要店
铺集中在小校场一带，所以年画
亦以此命名。

刚开始，他们的年画还是维
持了原来桃花坞的风格，但是生
意不好。分析原因发现，上海是
一个大城市，中外交汇，容纳了
很多摩登时尚的元素，原先“多
子多福”之类的传统年画显然不
太 受 城 市 老 百 姓 的 欢 迎 。 于

是 ， 年 画 艺 人 很 快 进 行 了 革
新 ， 新 版 的 小 校 场 年 画 重 在 表
现 新 事 、 新 物 、 新 景 ， 尤 其 加
入 了 新 闻 时 事 的 内 容 ， 如 甲 午
海 战 、 中 法 战 争 、 发 明 火 车 、
发 明 电 报 等 。 这 些 作 品 体 现 了
人 们 对 当 时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急 剧
变 化 的 敏 感 ， 展 现 了 这 一 特 定
时 期 的 社 会 风 貌 ， 小 校 场 年 画
也 因 此 成 为 人 们 了 解 西 风 东 渐

的一个窗口。张伟说：“上海小
校 场 年 画 在 特 定 历 史 情 境 中 崛
起 ， 自 然 有 许 多 和 其 他 各 地 传
统 年 画 不 同 的 地 方 ， 如 在 题 材
内 容 上 ， 热 衷 于 表 现 新 鲜 事 物
和 新 闻 事 件 。 而 在 绘 画 风 格 等
方 面 ， 则 往 往 顺 应 社 会 情 境 的
变 迁 和 书 画 买 家 的 好 恶 ， 更 倾
向 于 世 俗 的 一 面 。 城 市 化 和 商
业性是它的最大特色。”

海派年画 与众不同

上海小校场年画：

中国传统年画的最后一抹辉煌
顾玮 吴央央

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

馆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

设计学院兼职教授，木版年

画研究学科带头人。从事近

代 文 献 整 理 与 研 究 逾 30

年，相继主持“上海年华”

“民国电影”“国际名流与近

代上海”等多个学术项目，

耕耘于图像文献和城市文

化史等领域。著作有 《满

纸 烟 岚》《遥 望 土 山 湾》

《西风东渐》《风起青萍》

《晚 清 都 市 的 风 情 画 卷》

《纸边闲草》《近代影剧说

明 书 探 幽》 等 ， 并 主 编

《中国与世博》《中国近现代

话剧图志》《上海图书馆藏

历史原照》等。

小校场地区位于上海新北门
之内，是开埠以后连接租界洋场
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商品交流
的繁荣之地。年画商人选择于此
集中开店，可以说既享有地利之
便 ， 又 获 得 了 商 业 上 的 集 聚 效
应，实在是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

张伟介绍，飞影阁是小校场
地区最主要的一家年画作坊，重
要成员来自苏州，如吴友如、周
慕桥等。小校场年画中最精彩的
作品，很多出自这个群体。飞影
阁 的 创 办 人 是 大 名 鼎 鼎 的 吴 友

如，他先创办了 《点石斋画报》，
后又创办了《飞影阁画报》。

还有吴文艺、赵一大和筠香
斋，也是比较出名的年画店，艺
人们赋予了传统年画更多时代特
征 。 如 筠 香 斋 的 《海 上 第 一 名
园》 所绘是“张园”，这个公园位
于 南 京 路 上 。 画 面 的 近 景 是 马
路，路上华洋杂处，人来车往，
从侧面说明这是当时上海一个具
有殖民色彩的区域。稍远处的张
园 内 ， 游 行 、 演 讲 、 聚 会 、 照
相、看电影，热闹纷呈，说明这

里是老百姓公共活动的场所。“以
前中国的园林都是私家园林，公
共开放的园林很明显是由西方引
入的。”张伟说，“张园是中国近
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男
人剪小辫子、女人放脚、妇女上
学堂、秋瑾的追悼会，还有讨论
辛亥革命筹款的重要会议以及孙
中山、黄兴到上海的演讲等，都
曾在这里进行。”

沈文雅和孙文雅也是两家年
画名店，出品的 《中外通商共庆
大放花灯图》 表现的是百年前中
外各界人士上街巡游情景，而《蚕
花茂盛》则将湖州特有的采桑、织
绸生产场景搬上年画。湖州是中国
丝绸的主要产地，这说明小校场年
画虽以上海地区为主，同时也辐

射到苏浙等周边地区。
还 有 一 家 叫 文 仪 斋 的 年 画

店，创办于 1876 年，是当时资格
最老的。它出品的 《西国车利尼
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 年画，描
绘的是意大利一个著名马戏团在
上海的演出，马术、空中飞人等
画面动感很强，是小校场年画中
的精品之作。

铭香斋出品的 《曾国藩庆贺
太平宴》，反映的是当时清政府庆
祝打败了太平天国，打下南京的
清 军 首 领 曾 国 荃 是 曾 国 藩 的 九
弟。这是一个典型的新闻事件，
小校场年画非常热衷于表现此类
题材。

王礼记是桃花坞年画在上海
开设的分店之一，其出品的 《长

门报捷》 描绘的也是一个新闻事
件：日本人侵占台湾岛，刘永福
率当地清军反击。

还有一些年画作品表现的是
当时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今
天的人们反倒觉得新鲜，比如看
西洋镜、摇拨浪鼓等，一共有几
十幅。

“上海小校场不仅为一般居民
购买年画提供了方便，而且，随
着大量客商的频繁出入，这里逐
渐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年画批发
市场。”张伟说。1900年前后，上
海周边地区的年画商除了来沪批
发外，还经常翻版摹刻小校场的
作品，上海也因此在清晚期成为
继桃花坞之后江南一带最大的年
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

店家林立 各有千秋

上海小校场年画的黄金时期
只有短短 30年，即 1880年至 1910
年，在这之后，就很少能看到原
创的木版年画了，让它退出市场
的是月份牌的兴起和石印技术的
广泛使用。

所谓月份牌，就是添加了商
业信息的石印年画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逐步转化为胶印）。由于
其出产迅速，产能巨大，加上色
彩鲜艳，成本低廉，很快就使传
统的木版年画相形见绌。1900 年
之后，月份牌渐渐占领了日益衰
落的木版年画市场，不仅遍及全
国各大城乡，还远销海外华侨聚
居的国家。到民国初期，月份牌

已基本取代传统年画而一花独放
了。

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其
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力度要远远超
过其他一般城市，各类新鲜事物
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城市轮番引领
风尚。一种新鲜事物在上海的流
行，也就二三十年的光景。城市
化进程的速度愈快，这种现象就
愈甚。就小校场年画而言，目前能
够看到的作品，绝大多数是1890年
至1910年期间印制发行的，这从年
画的绘制年款和作品反映的内容

可以大致推定。这是小校场年画
的迅速发展期，也是中国传统木
版年画最后的繁荣期。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后，随着
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月份牌技术的
进一步成熟，传统木版年画的生
存空间愈来愈窄，并且迅速走向
衰落。张伟说：“我们可以从现存
作品得到印证——在小校场年画
中，很少有反映民国时期社会生
活的作品。这说明，那时的年画店
庄已没有很大热情去从事传统年
画的生产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

潮流和咄咄逼人的印刷新技术，
传统年画只能扯起白旗投降。”

在乡村等变化慢的地方，一
种生产关系可以维持几十年、几
百年甚至上千年，譬如一些乡村
至今还有小幅的木版年画生产，
成为非遗产品。然而，上海是一
个飞速发展的城市，传统的木版
年 画 在 上 海 诞 生 最 晚 、 消 亡 最
快。上海小校场年画成了中国传
统木版年画的最后一抹辉煌。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

诞生最晚 消亡最快

包慕萍（日本东京大学生产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

王贵祥（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
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藤井惠介（日本建筑史学会会
长 东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文仪斋出品的《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大战》年画
（张伟 供图）

（（汤丹文汤丹文 摄摄）） （（汤丹文汤丹文 摄摄））

（（保国寺古建筑保国寺古建筑
博物馆供图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