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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县宫灯”，因产于峄县，由

峄县人制作而得名。今年 81 岁的

刘成德，是如今山东省唯一掌握

宫灯制作技艺的非遗文化传承

人。近日，记者得知，峄县宫灯已

成功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峄县宫灯是个什么样子，当

年为什么能得到皇家如此的眷顾

和青睐？这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如何，有没有失传的可能？

“峄县宫灯”
39道工序方可完成

“宫灯式样繁多，正统的宫灯

造型为八角、六角、四角形，而峄

县宫灯主要是‘六方宫灯’。尺寸

一般为高 70 厘米，宽 60 厘米。六

个面，各面画屏图案多为日月龙

凤、祥云海涛以及峄县的风土人

情、峄县名人、峄县八景和峄县石

榴等图案，取龙凤呈祥、福寿延

年、吉祥如意之意。”通过刘成德

的介绍，记者大概对峄县宫灯有

了个初步轮廓。

“你看，峄县宫灯就是这个样

子。”在枣庄市峄城区省级文化遗

产专项传承人、峄城区坛山街道

原文化站站长邵明思的引导下，

记者在坛山街道非遗文化传承园

培训教室内看到了刘成德从家里

带来的亲手制作的峄县宫灯。这

是个典型的六角宫灯，六个棱上

方各镶嵌着一个形象逼真的龙

头，龙嘴大张，吐着红红的舌信，

龙须细长，双眼如琉球；同时六棱

各悬挂一条丝穗，起到装饰美观

的作用；六个面各呈长方形，分别

绘 有 峄 县 石 榴 、峄 县 名 人 等 字

画。整个宫灯看上去，美观、大

方，制作精美，透着智慧。

据刘成德介绍，宫灯制作看

似容易，其实工序复杂，共需要 39

道工序才能完成。这其中包括剪花

样、糊龙头、添流苏等等，样样都靠

手工作业。制作要求精细，技艺全

面，雕、镂、刻、画，缺一不可。完整

地制作一盏宫灯，需要四五天的时

间。现在，在山东省已经很难看到用

传统工艺制作的宫灯了。

多项工艺
不识字刘成德无师自通

坛山街道民主街的一座老式

宅院，就是刘成德的家。他家客

厅东面的墙上，挂着刘成德亲手

制作的徐悲鸿《八骏图》的剪纸，

紧挨着悬挂的是老人的书法作

品，作品手法看上去行云流水，潇

洒有气度。

“其实，他不识字，是个睁眼

瞎。”刘成德的老伴指着桌椅上摆

放的老子、孔子、关公等栩栩如生

的泥塑说道。这些都是看戏、看

电视时默默记住，反复临摹学会

的。刘成德的作品曾多次在各项

比赛中获奖，还多次展览、展出，

泥塑作品《岳飞》还被收入《书画

奇石盆景民间工艺作品集》。

听完老伴白井英对自己的打

趣，现年 81 岁、胡须花白的刘成

德哈哈大笑，“这都是我平时的一

点爱好，干什么事情，首先是要喜

欢，喜欢了才能干好。”

环顾刘成德的家，摆满、挂满

了他制作的宫灯、捏的泥塑、写的

书法、闲来无事做的根雕。

据刘成德介绍，刘氏家族曾

在明代担当“侍御”一职，专为皇家

进献贡品。宫灯制作工艺是老辈

传下来的，刘成德的祖父刘学星、

父亲刘玉启都是宫灯制作高手。

生于民国年间的刘成德，自小受父

辈们的熏陶，心灵手巧，酷爱民间

工艺，从16岁就开始制作宫灯。

“当时，峄县有很多从事宫灯

制造的人家，但都已陆续消亡了，

只剩我们一家传承下来。做宫灯

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平时没事就

扎个，就这样做了一辈子。”老人

捋着雪白的络腮长胡，话语中透

着惋惜，“只可惜，文化大革命破

‘四旧’时，家里很多工艺品都被

拉走了，没有剩下一个老辈的工

艺精品，真是太可惜了。”

现今，刘成德虽然已经 81 岁，

但眼不花，耳不聋，笑声爽朗，还

有着一颗“老顽童”的心。刘成德

平时喜欢遛鸟，没事就摆弄摆弄

泥塑、画个花样剪剪纸等，活得洒

脱、逍遥自在。

心愿传承
宫灯制作技艺后继有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艺

术的瑰宝，一旦失传，这项艺术可

能就会永远消失。

“我虽然有四个孩子，但只有

大儿子大体掌握了做宫灯的技

艺，但也因为忙于生计，顾不上宫

灯艺术的制作和传承。我最大的

心愿，就是希望这项技艺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永不失传。”

如今，正赶上国家重视和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时期，刘

成德技艺传承万代的想法也得以

实现。

为了把刘成德掌握的宫灯制

作工艺传承下去，峄城区坛山街

道非常重视，不仅积极为其申报

了区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

在全市首创了非遗文化传承园，

在园区内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培训班，由政府出资购买原

材料、邀请传承人亲自授课，面向

公众免费开放。首期培训班已于

今年 6 月 25 日开班，聘请了刘成

德老先生免费对第一批以大学生

村官为主体的 13 名学员，进行了

峄县宫灯、峄县剪纸、泥塑三项市

级项目传承培训。

“ 老 人 非 常 认 真，这 么 热 的

天他都准时到，对技术毫无保留，

传授可以说做到了手把手。我们

对刘老的这种精神非常钦佩，所

以，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全面学

习和掌握好刘老传授的各项技

艺，并将它传承下去。”来自牌坊

社区的大学生村官蒋露莹，对于

自己能参加传承班的学习机会很

是看重。

作为刘成德徒弟之一的费红

磊，在基本掌握刘成德峄县宫灯制

作工艺的基础上，打算把宫灯做成

精品、收藏品，供世人欣赏、品味。

“我们开 发 的 宫 灯 ，完 全 恢

复以前皇家的工艺，采用楸木、

红木等珍贵木材，榫卯结合，不

用钉，不用胶，浑然一体。同时

宫灯上雕龙刻凤，装裱有名家字

画，应该是一个艺术的结合体、

集合体，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十几位学员已基本掌握了宫灯

的制作技术，峄县宫灯不会失传

了。”刘成德难掩非遗工艺得以传

承的喜悦之情。

汉代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语言与样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

期，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承前启

后的历史地位。汉代墓室壁画作

为汉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而

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时代特

征，其所创造的各种绘画技法、构

图法则、思想理念等，为中国绘画

奠定了基础和准则，影响至今。

2007 年发现于山东东平县

的汉墓壁画，是山东地区迄今发

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艺术

水平最高的壁画，填补了山东省

汉代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早期

绘画作品中的精品之作，在全国

极为罕见。

东平汉墓壁画于 2011 年被

专家学者与观众共同评选为“山

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目前，这些精美的壁画被置于恒

温恒湿的展橱中向公众展示。

考古新成果：
18座汉墓重见天日

2007年10月，在山东省东平

县一座汉代墓室中发现一组罕

见的色彩精美、保存完好的彩绘

壁画。在清理过程中，共发掘汉

代墓葬 18 座，其中包括一些较为

丰富的陶器、铜器和铁器等，发

现壁画的墓葬编号分别为 1 号

墓、12号墓和13号墓。

1 号墓墓葬结构规整，壁画

内容丰富，布局匀称合理，保存

完好。墓门西向，由墓道、双墓

门、前堂和 4 个墓室组成，使用

事先加工好的大石板构筑。

12 号墓亦西向，由墓道、双

墓门、前堂、双墓室组成，砖石混

合结构。北侧为石室，前堂和南

侧墓室为砖砌券顶。前堂门楣

上绘有青龙白虎和神人，墓门两

侧涂有白灰，墨线边框，图案漫

漶。东西壁绘有辟邪的神荼、郁

垒画像。

13 号墓的墓向、规格、形制

与 1 号墓近似，惟其只有中间两

个墓室，外则为凹字形回廊。前

堂石壁上有射虎图等。12、13 号

墓壁画保存现状不如 1 号墓，内

容题材也较为简单。

经考证，该处墓地是一处家

族墓地，在多座墓葬中，石椁和

砖砌券顶墓并存。依据山东地

区汉墓的特点，石椁墓是典型的

西汉墓样式，砖砌券顶和多室墓

又是东汉墓葬的特色，但是并没

有发现东汉晚期结构复杂的多

室墓，因此，墓葬的时代约为西

汉末年到东汉早期。这座汉代

壁画墓壁画内容较为丰富，既有

历史故事，又有礼俗记载，还有

民间娱乐场面。

学术价值：
重现汉代生活场景

保存最完好的 1 号墓南北

总宽 535 厘米、东西总长 366 厘

米，画像集中在前堂，在墓门立

柱、门楣、前堂南北两壁、西壁、

墓门内侧等部位。

壁画的石材加工平整，因此

只是在表面涂抹白地，直接绘

制。壁画墓白灰地极薄，不会脱

落，只是色彩鲜艳程度同样需要

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因此，这

次的发现非常重要。

壁画的内容十分丰富，墓顶

绘制云气纹和金乌，象征天空和

太阳。门楣、墓 壁 以 人 物 画 像

为主，间以鸡、狗等动物形象，

富于生活气息。有敬献、谒见、

斗鸡、宴饮、舞蹈等场面，各类

人 物 形 象 多 达 48 人 。 图 中 人

物多做稽首状，而且身带佩剑，

胡 须 纹 理 清 晰 ，面 部 表 情 丰

富。宴享图中有数人对饮，并

欣赏着下面的优美舞蹈，神情

怡然自得。

盘鼓舞图中一名女子在数

个 鼓 之 间 穿 行 跳 跃 ，长 袖 翩

翩。盘鼓舞为汉代著名舞蹈，

也叫七盘舞。舞者在七个盘鼓

上以不同的节奏，时而仰面折

腰双脚踏鼓，时而腾空跃起，然

后又跪倒在地，以足趾巧妙踏

上盘鼓，身体作跌倒姿态摩击

鼓面。敏捷的踏鼓动作，如飞

行似的轻盈舞步，若俯若仰、时

来时往的姿态和地位调度，与

音乐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

深邃的意境。其中，绘制于门

楣 内 侧 的 12 个 人 物 形 象 神 态

各异，眉须飘然，栩栩如生，描

绘出汉代的武士形象。他们著

短 褐 、草 鞋 或 者 赤 脚 ，须 发 皆

张，肌肉发达，表现出武士张扬

的个性和辟除邪恶的才能，被摆

放在门口，也是护卫墓主人、避

免打扰的目的。

斗鸡图中两只鸡四目相对，

一只鸡脖子上的羽毛直立，另一

只则昂首挺立。在画有斗鸡图的

石块上还有两只非常逼真的小

狗。壁画画面色彩艳丽，造型比

例匀称，线条简练流畅，刻画细腻

精美，形态生动逼真，反映出汉代

画匠高超的艺术水准和绘画技

巧。经过发掘，发现1号墓多次被

盗，随葬品几乎没有遗留，反而是

壁画保留了下来，成为汉代人们

生活形象而直接的描述。

艺术价值：
汉画写实性强画风泼辣

东平汉墓壁画在造型手法上

继承春秋晚期以来的写实而夸

张的传统，采用规整、均衡的图

案结构与写实形象相结合的手

法，主题突出，上下连贯，丰富而

又奇变动人。通过东平汉代壁

画的造型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

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和

汉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其人物造型均有一定规律，主要

表现在头像的造型。人物身体

无论正、侧，形态不论动、静，其

头部均为 3/4 侧面、1/4 侧面或

正侧面。

东平汉墓壁画的造型可分

为动态造型与静态造型两种，动

态造型又可分为人物动态和动

物动态。人物动态造型一般是

为了表现画面内容的情节，揭示

人物的内在世 界，表 达 人 物 的

身份特征。工匠把生活中的生

动情态通过艺术夸张，真实地

再现到壁画上，是汉代生活的

真 实 写 照 。 动 物 造 型 描 绘 自

然，细致入微地刻画出逼真的

形态，充分显示了汉代画工在

动态造型方面的高超技艺。

东平汉墓壁画以毛笔为主

要绘画工具，在绘制技巧上则

发展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宫廷壁

画和帛画上所见的墨线勾勒轮

廓再平涂施色的手法，构图以

密托疏，使用朱、绿、黄、橙、紫

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壁画色

彩历久不变，厚重沉稳、鲜丽夺

目而又谐调。

汉代以后的三国两晋是大

画家人才辈出的时代，相信这

些青史留名的画家的画技决不

会是无源之水，正是汉代绘画

工艺的成熟和积累造就了画家

们炉火纯青的绘画技法。东平

壁画墓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

天界中王母形象，与东晋大画

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的人

物形象极其相似，这就传达出

一种薪火相传的信息，而绝不

只是巧合。

东平汉墓壁画总体写实性

强，与中原地区彩色壁画浪漫

夸张为主的绘画风格不同，但

由于汉代人民对自然界和人生

的认识尚处于幼稚而又世俗的

阶段，从而其艺术风格也是朴拙

而稚气天真的。人与兽的造型，

所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动

态，手舞足蹈的大动作，单纯简

洁的整体形象。线条强劲有力，

粗犷流利，与粗轮廓的整体形象

相配合，构成一种飞扬快速的节

奏感，形成泼辣、野性旺盛的画

风，体现了艺术草创阶段古拙质

实的风貌。所以，汉代艺术蓬勃

旺盛的生命、整体性的力量和气

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为弘扬龙山文化，传承黑陶

艺术，进一步营造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良好的筹办氛围，8 月 10 日至

11 日，由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

省筹委会宣传活动部和中共章丘

市委、章丘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首届龙山黑陶国际创意设计大

赛作品专家评审暨山东章丘龙山

黑陶发展高峰论坛研讨会在山东

省章丘市举办。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美术家

协会、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以

及中国工艺美术进出口总公司等

单位的 10 余位艺术大师、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评判大赛作品，探讨

黑陶发展。

黑陶是一种文化符号

龙山文化以山东省章丘市城

子 崖 遗 址 所 在 地 龙 山 镇 命 名 而

来。上世纪初期，被黄沙掩埋了

4000 多年的龙山文化在章丘龙山

揭开了神秘面纱。它的发现，彻底

打破了当时盛行的所谓“中国文化

西来说”的谬论，证明了中国 5000

年文化史就植根于中国本土。而

在城子崖遗址发掘过程中，最突出

的代表成果便是造型独特、工艺精

美的黑陶。在城子崖之前，中国出

土的古陶器大都为含沙量极高的

彩陶和红陶，而以河泥为原料的黑

陶可以说是 4000 多年前东夷民族

所独有的创造。

“龙山黑陶是人类文明的结

晶，是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方

式，是一种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符

号。”在龙山黑陶发展高峰论坛研

讨会上，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何洁表示，追溯某种文化之源

是其发扬的基础。龙山黑陶作为

一种文化符号，集中表现了龙山

文化的智慧。

何洁指出，充分挖掘黑陶作

为一种符号的文化内涵是当务之

急，在考虑其发展之前，需做好抢

救性的保护工作，这样才能使黑

陶文化给人类带来启迪，给不同

的人带去不同的收获。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

孙旭光博士则认为，十七届六中

全会之后，全国各地挖掘本地文

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情空前

高涨，这对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帮

助。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特色文

化，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打造一张

有内涵的文化名片，是很值得研

究的。黑陶作为章丘龙山文化的

突出代表，其稀缺性和唯一性决

定了它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只

要予以充分的挖掘，黑陶文化定

能成为当地一张很亮、很有潜力

的文化名片。

师古而不拘泥于古

章丘市龙山镇的孙洪生自幼

便对泥塑情有独钟。凭着对黑陶

艺术的热爱，孙洪生在 1995 年创

立了自己的黑陶工作室，专门从

事黑陶的自行设计和研制开发。

“师古而不拘泥于古。”现任

龙山黑陶产业协会副会长的孙洪

生告诉记者，黑陶是老祖宗留下

来的宝贵遗产，只有勇于探索、大

胆创新，领略和掌握龙山黑陶的

艺术内涵和制作技艺，才能不断

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

风格，促进黑陶艺术的发展。

“任何文化的传承都不能仅

限 于 形 式 ，更 要 注 重 精 神 的 延

续。”何洁表示，龙山黑陶所蕴含

的 文 化 在 于 内 涵 ，而 非 外 在 形

式。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时代背景下，文化发展需要自信

和自觉，而黑陶便是龙山文化自

信的资本。

此外，何洁还指出，黑陶艺术

的发展不能单靠简单的复制，更

需要观念上的创新，并打造出属

于自己的文化品牌，带动当地经

济的发展。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

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正安

对黑陶艺术的发展有着更进一步

的思考。“龙山黑陶在中国陶瓷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

在学校授课时，经常会问学生们

一 个 问 题：黑 陶 为 什 么 是 黑 的？

结果很少有人能答上来，这让我

很失望。”李正安将欧美瓷器发展

史与中国瓷器发展做了对比。“欧

洲直到 300 多年前才出现瓷器，但

时至今日，欧美的诸多知名瓷器

品牌发展态势已出乎人预料。”李

正安表示，以英国的威基伍德为

例，其在观念、技艺、全程计划等

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当今世界

瓷器市场上，威基伍德等欧美品

牌占据了高端市场，而中国、印度

等国家则盘踞在中低端。

李正安指出，龙山黑陶应借鉴

欧美瓷器厂商的发展模式，创新观

念，创新黑陶造型，打造更好的视

觉效果。在保持黑陶传统文化内

涵的同时，增加它的“适用性”。

期待校地合作出成果

“现在很多学生放着自己家

门口的东西不做，却跑到南方去

研究陶瓷。”常年工作在教学一线

的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苗登宇教授

对于黑陶研发人才的缺乏有着深

深的忧虑。

“黑陶本身在当今并没有多

少实用价值，这一点我们必须承

认。”苗登宇表示，如何挖掘黑陶

的历史价值，让其提升老百姓的

文化品位，在更高的层次上了解

黑陶，是黑陶发展所面临的一个

重要课题。而不论是挖掘黑陶的

文化内涵，亦或是在旧有黑陶的

造型上进行创新，都需要有专门

的研究人才。苗登宇说，开展校

地合作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

径，开设黑陶研究实践基地，对于

学生了解黑陶艺术，进而传承黑

陶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

员会委员陆斌则表示，在全国各

地 文 化 事 业 进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之

际，打好文化这张牌，需要深入而

细 致 的 研 究 。 对 于 龙 山 黑 陶 来

说，在还原龙山文化原貌的同时，

如何在材料组成、制作工艺等方

面创新形式内容至关重要。在这

方面应多鼓励年轻人和高校生全

心投入进去，利用他们的新思维、

新观念介入黑陶研发，使黑陶技

艺的传承后继有人。

“ 只 有 走 出 去 才 能 有 大 视

野。”中国工艺美术进出口总公司

副 总 经 理 陈 烈 汉 在 研 讨 会 上 表

示，龙山黑陶艺术的发展，除了在

工艺、科学技术、审美、品牌上下

功夫之外，更要关注下一代。与

高校合作、定期举办培训班是出

人才的有效途径。陈烈汉说，校

地联合模式对于扩大黑陶文化艺

术受众面、提升黑陶影响力具有

重要作用，只有这样，黑陶艺术在

未来的发展才会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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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重现汉代生活原貌
——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东平汉墓壁画

山东博物馆 李晓洲

81岁高龄收徒13人

峄县宫灯 后继有人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通讯员 焦兴田 马天河

链接
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统一天下后，为了庆贺这一功业，

在宫廷里张灯结彩，大摆宴席，盏盏明灯，各呈艳姿。“宫灯”之名，由此

而生。隋炀帝大业元年正月十五，在洛阳陈设百戏，遍布宫灯，饮宴畅

游，全城张灯结彩，半月不息。隋唐之后，每逢元宵节，家家宝灯高挂，

处处明灯璀璨，人人提灯漫游，盏盏争奇斗艳。后来，宫灯的制作技术

传入民间。时至今日，宫灯在中国已经有近 2000 年的历史了，已经成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宫灯作为我国手工业制作的特种工艺

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其中尤以峄县宫灯最受追捧，据说当年曾经多

次被宫廷预定。

东平汉墓壁画 盘鼓舞

刘成德和他制作的峄县宫灯 焦兴田 摄

东平汉墓壁画 人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