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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盛世修典——“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成果展的一个地方
特色板块，“大系”成果展·宁波
特展中的本土元素非常抢眼。
此次，借助这场“现象级”大展
来甬的机会，众多宁波古代书画
也一并出圈。

宁波等古港被誉为记载着
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
宁波因海道辐辏，物货丰衍，商
舶往来频仍，成为中国海上丝
路的三大主港之一，在中国对
外交通史特别是东亚交流史上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
宁波文化底蕴深厚，艺文名家
辈出。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
展的第四部分——“舶交海上
墨妙东传”，编入了许多宁波籍
或曾活动于宁波地区的画家作
品，其中相当一部分经由宁波
海港出口、流播海外。这个板
块汇聚了180余件（套）与宁波

相关作品，为第一次集中展示，
部分作品还是首次亮相。

南宋时期，曾任於潜（今属
杭州）县令的宁波士人楼璹，于
任上体察农桑，创作《耕作图》
《蚕织图》与诗作，深得宋高宗
赞赏。此作记录了当时耕夫、
蚕妇的劳作过程，被后世誉为

“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
的画卷”“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
册”。虽然这件经典之作早已
佚失，但幸运的是，另有宋代佚
名画家和传为元代程棨的临摹
本流传至今。

除了世俗绘画，当时宁波
还聚集着一批杰出的职业画

师，他们主要绘制供给日本、高
丽的舶载宗教画，代表人物有
周季常、林庭珪、金大受、陆信
忠等，其笔下画作多为“罗汉
图”“十王图”“高僧像”“观音
像”“弥勒经变图”等题材的佛
画。与这些作品同时东传的，
还有一些宫廷画家作品和禅宗
主题绘画。

“罗汉图”和“十王图”是两
宋时期明州佛画中最具代表性
的题材。这些画作主要售给日
本、高丽等国以供佛事法会张
悬。笔墨工谨、设色雅艳，画面
突出情节性，具有宣教、劝谕的
庄严格调。

为什么说宁波（明州）是唐
代高僧鉴真东渡的“缘地”呢？
在这场大展中，你也可以找到
答案。

其一，根据史籍记载，真正
打动鉴真决心泛海传法的是一
句偈语：“山川异域，风月同
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这
十六个字曾在疫情早期日本捐
赠给我国的防疫物资包装上出
现，感动了许多国人，而追溯到
唐代，它们被绣在日本长屋王
（约684-729）赠送给唐朝僧侣
的1000件袈裟上，这些袈裟则
是717年由遣唐使阿倍仲麻吕
（晁衡）等送来，登陆地可能在
明州。36年后，阿倍仲麻吕随

鉴真东渡，行前留下《明州望
月》一诗，盛传至今。

其二，鉴真第二至第六次
东渡的实际筹备工作主要在以
阿育王寺为中心的宁波地区完
成，邀请并协助鉴真东渡的遣
唐使荣睿、普照等人也在宁波
生活较长时间。宁波富饶的经
济条件、先进的航海技术、深厚
的文化积淀，为鉴真东渡成功
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精神
支持。比如鉴真第二次东渡，
刚一出海遭遇大风，飘至舟山
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被救，
转送明州阿育王寺安顿。第三
次东渡从舟山出海。从其第六
次东渡所带物品清单中的“如

来肉舍利三千粒”及“阿育王塔
样金铜塔一区”可知，鉴真非常
重视宁波的舍利传统，并最终
将其带至日本，影响了日本佛
教的舍利信仰。

唐宋元时期，前后有三十
二批日本僧人到明州天童寺参
禅求法，十一批中国僧人赴日
弘法传教。现存日本的出自中
国画师之手的“高僧像”，基本
都是这些中、日僧侣从宁波携
带去的。这些肖像具有礼敬
祖、师的偶像崇拜意义；有的也
是日僧来华修行，师徒授受的
传法凭证。

这些精品佳作，见证了宁波
昔日艺术品出口贸易的繁盛。

“万画墙”“镜厅”适合打卡

本次大展，值得打卡拍照的地方很
多，在此记者推荐两处。

户外展区，为了营造展览氛围，宁波
美术馆在广场入口处露天走廊两侧设立
了“万画墙”，采用矩阵式排列展览方式，
密集展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书页面，
给观众带来巨大视觉冲击。这是观展前
的“开胃菜”，从各种角度拍摄都很美。

走进展览，位于中央展厅的“镜厅”，
更是运用镜面反射原理，采用计算机视
觉、虚拟现实等技术，将静态的山水画作
以动态的方式投射在高低错落的“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书籍上，营造出无边无际
的空间效果。这个点位，也非常适合打
卡、拍照。

本次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成果展·宁波特展的逛展推荐，到此就
告一段落了。特别提醒的是，本次展览将
持续至10月7日，观展时间很宽裕。

相信这场值得花半天时间去品味的
大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视角，希望
大家在观展中，能去探寻优秀传统文化
瑰宝的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厚重底蕴，读懂中华民族的精神气度
和风骨气节。

对宁波这座城市而言，通过展览的成
功举办，对开拓艺术视野、推动文化传承
创新，提高宁波美术整体创作水平具有重
要价值。本次展览，也将有效激励宁波艺
术家扎根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出更多艺术
精品，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和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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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180余件与宁波相关作品

宁波是鉴真东渡的“缘地”

宁波美术馆外的“万画墙”成了网红打卡点。 观众在参观“舶交海上 墨妙东传”展品。

为什么说鉴真东渡
“缘地”在宁波？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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