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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寺观壁画》特点为：一　此书是系统记录山西古代寺观壁画现状的资料性图集。
全书以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后获得的文字资料为主，配有反映各个时代壁画风貌的彩色图版。
　　二　文字部分由全面论叙山西古代寺观壁画演变的总论、按时代论叙历代寺观壁画的分论和具体
论叙每个时代典型作品的专论组成。
同时，还配有记录有关数据的图表，以资参照。
　　三　彩色图版精选每个时代的典型作品，用以展示其艺术风格和绘画技巧。
为配合读者欣赏，还配有翔实的图版说明。
　　四　文、图的编排在基本框架上以时代的先后为序，每个时代的作品又根据其艺术价值、保存状
况的优劣进行编排。
　　五　图版说明中标注的画面尺寸，是此书经过剪裁后画面的实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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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壁画的迁移保护永乐宫原址在芮城县城西面20公里的永乐镇，距黄河北岸500米。
公元1958年，治黄水利工程开始兴建以后，永乐宫原址恰好在淹没区内。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的政策，经过有关方面实地勘察研究，决定迁移保存。
永乐宫迁移工程主要是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把全部建筑、石刻以及相关艺术的构件拆除后迁至新
址，恢复原状；另一方面则是把全部壁画揭取后搬到新址，进行加固，原位安装。
对于实施这样一项规模巨大的文物保护工程来讲，尚无先例可循。
具体从这组建筑的迁移来看，虽然艰巨庞杂，经过努力，总是可以完成的。
问题是附属于这组建筑上的壁画，绘制在砂泥涂抹的墙壁上，本身结构脆弱，又经历了六百多个寒暑
，粘力和刚度大减，极易损坏。
如何把这些壁画剥取下来，再搬到25公里以外的新址(即山西省芮城县城北面3公里的龙宗村东隅)加固
复原，确实是一个难题。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试验以后，
组成了永乐宫迁建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经过实地考察、测绘和反覆试验以后，制订出迁移保护工程方案。
全部工程自公元1959年开始，到公元1965年竣工，迄今三十余年，工程质量仍保持良好。
永乐宫壁画的迁移、保护分揭取、搬运和加固安装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中，又有若干道工序和工艺过程。
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迁移、加固和保护方法。
永乐宫各殿墙壁，皆在下肩上用土坯砌筑，表层用麦稭泥和棉花砂泥抹成平面，然后将壁画绘制其上
。
每面墙壁数十平方米结成一体，形成一个略近方形或长方形的壁面。
若整块揭取，面积甚大，加之局部已酥碱，必然导致破碎。
若分块揭取，又要顾及到如何避开壁画中人物密集的地方以及每个人物头、手、冠戴等精致部分。
经过实地测量、设计和试验，在尽量不损坏书面的前提下，将其割开3毫米的裂缝，然后分成若干昼
块，大者6平方米，小者3平方米。
与此同时，还要预制成与画块相等的木板(壁板)，并在其下端安装90’的角铁。
把壁板靠近画壁的外侧，根据墙上凸凹不平的状况，用旧棉花和细纸加以铺垫，然后将壁板依附于昼
面上，再加以固定，从而使揭取下来的画块被壁板托住而放下。
在揭取壁画以前，首先应将画面上的污尘洗净，接着刷胶矾水一道，用以封护表层，防止画面颜色脱
落。
同时，还应在壁画的残洞和裂缝处用胶矾水贴细纸和棉布各一层，避免揭取和搬运时有所震动而使壁
画遭到损伤。
揭取壁画的具体方法有偏心轮机锯截取、拆墙剔取、双边拉大锯割取和长柄平面大铲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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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山西寺观壁画的研究工作是从公元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
俞剑华先生所撰的《中国壁画》一书，就涉及到山西省境内的一部分寺庙壁画。
此后，芮城县永乐宫壁画、洪洞县水神庙壁画、繁峙县岩山寺壁画、新绦县稷益庙壁画、汾阳县圣母
庙壁画、稷山县青龙寺壁画、汾阳县五岳庙壁画等都先后被公诸于世。
山西古代寺观壁画的价值遂受到各级政府、学术界和国内外各方人士的广泛重视。
由于山西古代寺观壁画分散于全省各地，很不集中，故而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并不是短时间
能够完成的。
笔者从事山西古代建筑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工作逾四十年。
在勘察和保护古代建筑的过程中，同时注意调查绘制于寺观殿堂内的壁画，从而得益不少。
近些年来，笔者对调查过的壁画，区别时代，分寺排比，将其中的三十一处寺观、五十一座殿堂内的
壁画列为典型研究项目。
此间，笔者曾再度实地勘察，稽考年代，抄录题记，测量面积，详究画题，赏其风格，进而评价其历
史与艺术价值。
经过长期而细致的工作，现将初步的研究成果撰成专文，汇集成册，16时还将唐、宋、元、明、清已
知的寺观壁画分别列出统计表和分布图，以资参考。
为使鉴赏方便，书中精选各处壁画的彩色照片，共计三百七十四幅。
读者翻阅这些图版，犹如身临其境，藉以领略匠师的造诣，品赏壁画的神韵。
在编着这本图集的过程中，山西省文物局的有关领导曾给子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太原市文管会、晋
祠博物馆、佛光寺文管所、高平市博物馆、大同市佛教协会、永乐宫文管所、广胜寺文管所、太谷县
博物馆、繁峙县博物馆、崇福寺文管所、霍州市文管所等单位都曾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
在勘察过程中，抄录榜题和测量尺寸的工作由常亚平、李玉明、任毅敏、刘秉娟、王凤岐、郝启德等
同志分别承担或参与合作。
另外，郑庆春同志根据搜集到的普查资料，编制了历代寺观壁画统计表，绘制了唐、宋、元、明、清
寺观壁画分布图；张恩先、李非、张崇岩、王德玲等同志帮助考订了开化寺、多福寺的画题内容；高
礼双、陈晋乎同志拍摄了部分彩色照片；协助拍摄照片的还有刘宪武、张殿卿、张杰等同志；姚雅欣
同志翻译了英文目录、图版目录和内容提要；邢爱萍同志帮助复印丫有关资料。
可以说这本图集的出版，是上述单位和各位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此，笔者特致以诚挚的谢意!在质地考察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认识到：山西古代寺观壁画是我国古
代绘画宝库内的一笔巨大财富。
由于大多数壁画散置于各县、市的寺观内，故而要对其进行全面地调查研究，就需要制定周密而可行
的规划，并组织专门人员逐步实施。
这本图集的出版，如果能够引起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对山西古代寺观壁画的调查研
究和保护工作，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研究寺观壁画，涉及到众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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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西寺观壁画》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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