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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春秋

中 国 木 刻 版 画
已 有 上 千 年 历 史 ，
自 二 十 世 纪 三 十 年
代 起 ，创 作 版 画 经
鲁 迅 先 生 提 倡 后 取
得 了 巨 大 发 展 。 内
蒙 古 科 尔 沁 版 画 继
承 发 扬 中 国 版 画 的
精 髓 ，兼 收 并 蓄 ，创
新 发 展 ，以 雄 浑 、纯
朴 、大 气 、高 雅 而 著
称 ，具 有 鲜 明 的 草
原 特 色 。

——编者

□李富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哈
达苏木境内的真寂之寺石窟，俗称召庙，是我国
已知仅存的一座辽代石窟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和艺术价值。

真寂之寺开凿在桃石山陡崖上，分南中北三
窟，中窟规模最大，又称涅槃洞，深 5 米，阔 6.5
米，高 3 米，中有释迦牟尼石雕卧像，身长 3.7 米，
薄衣赤脚，瞑目，髻螺。头脚旁立菩萨各一尊，15
名弟子肃立身旁，均作哀悼之状。壁面凿刻小佛
像 110 尊，俗称千佛像。南、北窟均阔 5 米，有天
王、释迦牟尼、普贤、文殊菩萨像等，保存完好。

真寂之寺的石窟及佛像开凿于什么年代？
这是专家学者们一直争论的焦点，有的认为是北
魏时期开凿的，也有的认为是唐代仪凤元年开凿
的等等不一而论。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辽金
史研究会会员、辽金史研究专家王青煜经过多年
研究，日前指出，真寂之寺石窟的开凿时间不在
北魏，也不在唐代，应该在辽代，距今千年。时间
的上线是太宗以后，下限在兴宗时期。也可以说
是在辽代中期，这时辽朝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也
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且佛教在辽地也发
展到了极盛时期，只有在这段全盛时期，才会有
充足的经济实力来开凿石窟，不惜重金来弘扬佛
法。

王青煜介绍说，真寂之寺石窟主要以南、中、
北三窟组成，中窟中间雕刻的是在众弟子的簇拥
下，释迦牟尼面东，一手托腮侧卧涅槃像，南北西
三壁面雕刻千佛像，中窟东面辟三门，中门较南
北二门宽。三门相间两根石柱，北门与中门相间
的石柱里面雕刻一身着铠甲的护法金刚，中门和
南门相间的石柱里面，壁面为素面，中上部靠中
门侧阴刻“太尉夫人“，四字上下还有字，只是已
剥落的无法识读。北窟为大小两窟，尽北端为大
窟，中间雕刻一佛二菩萨，释迦牟尼佛端坐在莲
台上，文殊乘狮、普贤骑象分列两旁。门左侧为
着铠甲的金刚。此窟与中窟中间是一小窟，南北
两座浮雕身着铠甲的金刚，西壁是浮雕佛、菩萨
以及供养人。南窟南北西三壁浮雕千佛像，中间
圆雕一佛二菩萨如北窟。中窟门顶上石壁阴刻

“真寂之寺”四字匾额。
在清代，在窟外又修建了喇嘛庙，名“善福

寺”，把石窟内的辽代雕刻的佛像，复塑了一层泥
皮，还施加了彩绘。王青煜对石窟寺的开凿时间
作五点分析。

第一，石窟中的佛造像面相丰腴，体态丰满，
这种人物造像是唐五代的造型特征，而北魏时期
的造像，一般身材都比较修长，面相瘦削。由此
可以看出石窟不是北魏时期开凿的，应该在唐五
代或以后。

第二，认为石窟开凿在唐代仪凤元年的学者
的根据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鸟居龙藏在
真寂之寺山谷中发现杂碎的经幢残片中，有“仪
凤元年”字样，其实仪凤元年是《佛罗尼经序》中
的一句话，原意是说佛罗尼经是在仪凤元年由一
高僧从西域带到唐地的。残石所记并非是石窟
的开凿年代，所以经幢残块儿的“仪凤元年”不能
成为石窟是唐代仪凤元年开凿的证据。

第三，窟内雕刻的金刚身上所着的铠甲是唐
五代时期的武士所披挂的甲与头鍪，虽然铠甲在
历代的演变中变化不大，但是年代越往后，在原
有的坚固防护功能以外，人们的审美观念增加，
头鍪、项顿都有细微的变化和美化。因此唐代的
铠甲和北魏时期武士所着的铠甲是有区别的，主
要在头鍪上表现的更为突出。与五代共始的辽
朝，它的军旅服装继承了唐代军旅服装式样和风
格，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石窟开凿在唐五代或以
后。

第四，在中窟门口石壁上刻有“太尉夫人”，
这“太尉夫人”应该是开凿石窟捐资的功德人题
记，此四字之上还有一字，四字下边似乎还可有
四字，但都漫漶不清，无法识读。太尉这一职官
的设立，应该在太宗耶律德光挥师灭后晋，穿“中
国皇帝服”在崇元殿受百官朝拜，从此以后，南北
面官确立，中原的文物典章辽尽采用。因此《辽
史·仪卫志》载：“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鴐，受文武
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是年北
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只有在这以后，辽朝
的南面官北面官的制度才进一步明确和趋于健
全，辽朝才会有太尉这一官职。这也从另一个侧
面说明了石窟开凿在辽代的太宗朝以后。

第五，石窟门上刻有匾额“真寂之寺”，四字
中有两字让人疑惑，其中“寂”字和现在的写法不
同，这是中古时期的一种别体字。而“真”字中间
缺少一横，是书法的需要还是书写者误写？还是
这个字也是当时的一种别体字？这三者都不
是。它是当时封建制度避讳的体现。在封建社
会，尊长的名字之中用过的字，晚辈和一般人是
不准使用的。中华民族在中古时期避讳制度的
严格，在中国北方辽国之中晚期，随着汉文化的
不断加深，也有着非常严格的避讳制度。凡与有
关人名、官称、族名、年号等，凡与官讳相碍的，都
必须用改字或缺笔的办法来解决。在辽上京周
边出土的很多墓志在犯讳的情况下，书写时都采
用了缺笔的方法进行避讳，如《辽耶律宗福墓志》
里的“明”字，为避讳太宗和景宗的讳，书写时就
把月字旁中的两横去掉；“贤”字去掉了“贝”字的
右下点，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就不一一列举。综
上所述，真寂之寺的“真”字中少一横，是避讳辽
兴宗耶律宗真的讳。也就是说，这个匾额的雕刻
时间应该在兴宗时期。

真寂之寺石窟的真寂之寺石窟的
年代判定年代判定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之科尔沁版画

邰永春作品

《清晨的喜悦

》
。

包丰华作品《牧羊曲》。

李凡艺作品《母亲》。

邰永春作品《祭树节》。

雕刻好的木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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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图 本报记者 徐跃

科尔沁版画，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同时也是科尔沁文化精品的重
要组成部分，被美术界称之为“科尔沁草原
雄风”。

画风粗犷、豪放、热烈

“ 科 尔 沁 版 画 ”的 前 身 是“ 哲 里 木 版
画”，起初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被称作“哲里
木版画”。直到 1999 年，通辽撤盟建市，

“科尔沁版画”的名称被确定下来，沿用至
今。

它的起源要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说
起。当时，一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
系的大学生来到科尔沁草原，在这里扎下
了根，也把版画的种子播撒在了这片土地
上，生根发芽，逐渐演变成了中国当代版画

的一个重要流派——科尔沁版画。
这片沃土独特而浓烈的草原风情、风

俗、风貌，为创作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活
素材，渐渐形成了“科尔沁版画”粗犷、豪
放、热烈的画风，在国内美术界影响渐远。
通辽也成为国家最早命名的四个“版画之
乡”中的一个。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科 尔 沁 版 画 不 断 演
变、发展，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根基越扎越
深，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一代代年轻画
家 的 加 入 使 得 这 个 画 派 的 内 容 更 加 丰
满。在继承发扬写实主义和民族风情的
同时，现代绘画思想也在影响着科尔沁版
画 ，画 家 们 开 始 了 更 加 自 由 的 尝 试 和 探
索。除了木版画，还有铜版、丝网、综合版
画等品种让科尔沁版画更加多姿多彩。

如今，科尔沁版画已经成为当地的一
张文化名片，名家辈出、享誉全国，作品在
国 内 外 受 到 了 广 泛 认 可 。《科 尔 沁 版 画》

《哲里木版画》《扎鲁特版画》等近 50 余种
各类书籍相继出版，一些作品被编入《中
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中国版画家新
作品》《黑白版画选》等代表我国当代美术
成就的大型画册当中。多次在中国美术
馆、民族文化馆举办过大型展览，还曾走
出国门到德国、挪威、韩国等地展示。近

几年，科尔沁版画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多
幅版画作品成为我国当代美术名画，其中

《乌珠穆沁的傍晚》曾获得第 13 届全国版
画金奖。

第二版是最好的

科尔沁版画具有刀木之美、力量之美，
刀法、意境、节奏、韵味贯穿创作过程的始
终。它通过巧妙的构图，以或丰满密集，或
简单萧疏的不同风格来衬托主题风格，运
用“留黑”、大面积阳刻等手法产生强烈的
艺术效果。

想要认识科尔沁版画，得先从印画的
载体——“板”说起。

科尔沁版画非遗传承人李凡艺说：“刻
制板面时，要反着刻，印制出来的版画才能
是正的。这是版画区别于其它画种的主要
特点之一。”

据李凡艺介绍，版画所用的“板”有木

板、石板、铜板几种，一般常用的是椴木板，
便于刻制，比较平滑。只要是密度大的木
材都可以选用。

除了“板”的材质，版画还有分版和独
版的区别。分版，是一个颜色一个版。独
版有黑白和套色之说。

我们平时最常见到的就是独版版画。
一张板子，黑白的可以印制多版，只要简单
的清理板面，印制上百张也不成问题，但套
色的却不可以。

套色，是印完一个颜色，就把那个颜色
抠掉，印第二个颜色，再把第二版的颜色抠
掉。为了更好理解，李凡艺给我们打了个
比方，假如印制 5 张套色的版画，印过之后
就绝版了，再也没有了，因为之前的颜色已
经抠掉了。

多次印制的板面，夹缝内会残留油墨，
需要用清理油渍的刷子沾上汽油进行清
洗。当然，一个板印出的版画达到一定数
量后，还要重新再刻。一般木刻板不能放
置在潮湿的环境里，容易损坏。用完的木
刻板也并非无用，大多被人收藏了。

版画是限量印制的，原创版画作品是
艺术家直接构思套印的作品，所以，版画作
品往往有艺术家的签名和发行数量的编
号，在角落处用数字标注。原创作品与复

制作品的价值也是绝对不同的。
每一次印制的作品，形状上多少会有

一些变化，价格也会随之改变。一般来说，
原创作品中印数越少，序号越靠前的作品
价值越高。

李凡艺说，以他多年的制作经验，他认
为第二版才是最好的，油墨不多不少，画质
最清晰完整。

灵感源于对生活的爱

“科尔沁版画”多取材于人民的生产与
生活，内容写实，风格质朴，线条粗犷，特色
浓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科尔沁版画，
大多是科尔沁艺术家的原创作品，内容饱
含着对生活的热爱。

在李凡艺的工作室，他向我们分享了
他的创作故事。一幅以齐·宝力高为主图
的版画，背景是奔腾的骏马，灵感来自于

《万马奔腾》这首曲子。版画《孝庄》是他发
现孝庄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于是
他上网查询资料找到孝庄的画像进行临摹
创作。还有一幅作品《摔跤手》，那是他参
加当地的那达慕大会，有一场激烈的摔跤
冠军争夺战，令他印象深刻。回来后，他将
参赛者博弈的场景和神情用手中的刻刀镌
刻下来，定格在了版画之中。

“作品《母亲》是为我的母亲创作的，
她是山东人，年轻时从山东到草原来，一
辈子很不容易。母亲的脖子上带着佛珠，
背景是蒙古族的风马旗，制作这幅作品就
是为了怀念她。还有一幅作品《父亲》是
以我的父亲为原型，老爷子现在已经不在
了 ，生 前 最 大 的 心 愿 就 是 回 到 山 东 看 一
看，但是身体已经无法行走，我用泰山作
为背景，不仅象征着父爱如山，更是表达
父亲思乡的心情，画中一位老者拄着拐杖
看向远方，一群大雁代替他归乡。”李凡
艺动情地说。

有很多科尔沁版画家和李凡艺一样，
他们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将经历与热爱倾
注于手中的刻刀，又拓印在宣纸之上，一遍
又一遍。如科尔沁版画一样，是限量的，也
是永恒的。

2017 年通辽市设置了“科尔沁文化政
府奖”，鼓励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
文学艺术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吸引了一大
批文化艺术创作者积极参与。科尔沁版画
艺术家邰永春的作品《祭树节》就荣获了首
届“科尔沁文化政府奖”，该作品是以祭树
民俗为主题进行创作的版画作品，表达了
作者崇尚自然、保护绿色的生态理念。

近年来，科尔沁版画知名度逐渐打开，
科尔沁少儿版画在当地的普及度也非常
高。从 1985 年通辽市少儿版画协会成立
开始，通辽市各中小学就开设了相关课程，
并获得国家颁发的“少儿版画艺术之乡”的
荣誉称号。截至 2019 年，通辽市科尔沁区
已成功举办过十五届“科尔沁少儿版画艺
术节”。

科尔沁版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向
前，但是永远不变的是扑面而来的草原风
情和淳朴与自然。

拓拓 之美印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