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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浙江民间美术灿烂盼文化i宝库中，古戏曲壁画是最富
特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通过对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文昌

宫、水星庙等的清代戏曲壁画进行了全方位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在～

昔日富甲三省边境的浙江廿八都古镇，清营驻防，商贸繁荣、庙会热
闹和戏班斗艳，故至今还蕴藏了许多清代乾隆、嘉庆、同治、宣统年

间的古戏曲壁画。笔者深入探究文昌宫和水星庙等的清代壁画约有
400余幅，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古朴奇秀、特色鲜明、底蕴深厚。据

笔者所考。除了道教题材壁画(《文昌帝君》等)、忠孝故事壁画
(《王祥卧冰》等)、山水花乌壁画(《猫蝶图》等)之外，其中浙

江戏曲壁画约有60余幅。这些戏曲壁画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民间独有
的审美特征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而且独具魅力，生动展现了浙江悠久

辉煌的历史文化，提供给人们历史、文化、生活、民俗等多方面的知

识，为浙江民间美术和民间戏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同时也具有
很高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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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民间美术灿烂的文化宝库中，古戏曲壁画是最富特
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通过对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又称

“二十八都”)文昌宫、水星庙等地的清代戏曲壁画进行了科学
地、系统地、艰苦认真地实地调查研究，深入发现和探究文昌
宫和水星庙等地的清代壁画有400余幅，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古
朴奇秀、特色鲜明、底蕴深厚。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写
道：“戏曲文物是存留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有关戏曲的历史

文化遗物。包括墓葬遗物、‘碑铭题记、绘画雕刻、手写的和版刻
的剧本、戏台建筑或遗址等。这些实物资料，有的已经发现和出
土，有的则尚待发现和发掘。考察这些实物资料，对于认识戏曲
发展的历史面貌，探索戏曲艺术形态的历史成因等，具有重要
的意义。”¨1这些壁画中，除了道教题材壁画(《文昌帝君》
等)、忠孝故事壁画(《王祥卧冰》等)、山水花鸟壁画(《猫

蝶图》等)之外，据笔者所考，其中浙江戏曲壁画约有60余幅，
均属于中国“戏曲绘画文物”。据江山廿八都古镇上老村民讲
述，当地民众酷爱戏曲，尤其是浙江婺剧，每逢节日庙会，婺剧
戏班斗台争艳，延续至今，仍然枝繁叶茂，深入民心。婺剧是浙
江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拥有400多年的历史，包括高腔、昆腔、
乱弹、徽戏、滩簧和时调这六大声腔。被誉为“中国南戏的活化
石”，流行在浙江金华(婺州)、义乌、衢州、江山、江西东北

部和福建西北部等地。2008年2月婺剧被国务院文化部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值得一提的是，婺剧中的昆腔又
属于2001年5月18日世界非物质遗产(中国昆腔)的一部分。目
前，江山市婺剧团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发展成为浙西的龙
头剧团，演出遍布江山等省内各地，以及江西、福建等一带。据

的羌族地区，仍然存在许多视羊为血缘关系形式的崇拜。“羊头
图案”是最强的民族特征，羊头往往作为图案的中心被重点表
现，悬挂在羌民居住的房屋屋顶、门上等显著地方用来祈拜。羊
与羌无论是在生活方面还是字义内涵上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羊图腾崇拜是羌族先民较普遍的一种崇拜形式，至今仍然在羌族
聚居地存在有许多遗存，是羌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古代“羊”和“祥”是通假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宇》
中：“羊，样也。⋯‘祥，福也。从示，羊声。”羊对服饰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服饰图案的羊角纹上。“羊”元素被演绎成形式多
样的图案。在这些寓意吉祥美好祥和的图案中，羌民运用自己的
智慧将羊的自然形态采用提炼、概括夸张、变形的，形成装饰性
很强的纹样，如在“四羊护宝图”中，“羊就被艺术地概括成几
何方块的阳面图形，羊角则变形成螺旋状的阴线纹样，四羊组成
菱形状围护着中间的宝物，装饰感极强。”④还有由羊角花演变
而来的羊角纹，在羌族被女子当做定情信物送给与自己相爱的男
子，羊角纹被视为幸福婚姻和美好爱情的象征；羌民的服饰图案
中还大量使用云纹，云纹与羊角纹在形似上较为接近，都与羊角
的形状相接近，体现了羌民对大自然和幸福生活的憧憬，对吉祥
美好的未来的渴望。在释比服饰也有羊角纹、火纹等图案纹样，
都是羌族羊崇拜在服饰上的映射，是一种虔诚的崇拜体现。这些
纹样被羌人错落有致的排列在服饰上，装饰味道浓厚。这些图案
主要运用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形式，且多为对称结
构，结构完整，绣在头帕、衣襟、围腰、鞋面等明显易看到的服
饰部位，构成了多种多样的带有浓厚羌族色彩的装饰图案。“羌
族图案是羌文化的一种影迹。每个图案造型、纹样组合，都是羌
族文化发展、演移的折射；是羌族个体与群体智慧的总汇；是形
象化的愿望和意识，艺术追求及审美观的综合反映；也是羌族物
质与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羌族崇羊习俗的展现以及羊文
化对羌族服饰的深远影响。

结语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羌族的地位相当于动物界的大熊
猫，植物界中的珙桐树，是一枚唯一遗存的古老民族的‘活化
石’”。②羌族的地位非常重要，从迁徙到最后定居在不断与其
他民族进行着交流，吸收着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又保持着自
己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羌族的羊文化源于古羌，其重要性体现在羌民物质和精神文
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漫长的历史中，羌民创造了有着本民族特
征和丰富内涵的羊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虽受到外来因素和
文化的影响，仍然能保持自身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特色，在今天，

承袭着民族服饰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的羊皮褂和寓意着幸福婚
姻和美好爱情的羊角纹依然流传在相传在羌族人民的服饰中，见
证了羌族羊文化厚重的历史与积淀。

注释：

①王立松四川羌族服饰图案文脉解读【J】兰台世界，2叭2．06月
②贾银忠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民族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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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考证，廿八都文昌宫、水星庙等的清代戏曲壁画题材有许多
描绘了昔日浙江婺剧中的高腔、昆腔、乱弹、徽戏等在当地古戏
台上演出的剧目。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古镇(又称“二十八都”)，从唐朝开始
发展，冠名于南宋，当时江山境内有十二个乡，自东北开始按顺

时针方向排列，划分成为四十四个都，廿八都刚好排到第二f八
位，故此得名。廿八都古镇2007年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地处浙、闽、赣三省边界，位于江山市西南端。因其特殊优越的
地理位置，旧时在经济上主要得益于浙、闽、赣三省的商贾往来

和当地浙闽枫岭营总府驻军的光顾消费，特别是到清代进入鼎盛
时期，廿八都作为三省边境重要的商贸集镇和土特产货物集散交
易中心，可谓商贾云集，过往客商熙熙攘攘，南来北往；商业繁
华，饭店客栈红红火火，商铺林立；宫庙殿堂，善男信女祈福吉
祥，香火兴旺，富甲三省边境。中国建筑科学院原院长汪之力曾
夸赞说： “这里的明清古建筑群，如此集中而完整，全国不多，
廿八都称得上一处。”昔日经济繁华、庙会热闹和戏班斗艳的古
镇至今还蕴藏了许多清代乾隆、嘉庆、同治、宣统年间的古戏曲
壁画。这些戏曲壁画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民间独有的审美特征和
浓郁的地方特色，正如彭吉象说道： “正是这种植根于民族文化
的美学理想，形成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和艺术特色。”“1这些
独具魅力的戏曲壁画生动展现了浙江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提供
给人们历史、文化、生活、民俗等多方面的知识，为浙江民间美
术和民问戏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
值。

一、江山廿八都清代民问美术中的戏曲壁画的来龙去脉
(一) 江山廿八都不仅是浙、闽、赣交通便利的商业之

都，清军驻地，而且是庙台众多的戏曲之都。据笔者实地所考，
廿八都古镇有十三座宫庙寺观，内有固定戏台和临时搭戏台，这
在全国古镇中实为罕见。在这里，庙宇中大都设有戏台，形式多
样，风格各异。当地的民众和商贾、文人对戏曲情有独钟，把酬
神演戏看作是最时尚的娱乐，浙江婺剧中有句行话： “商路就
是戏路，庙会就是戏会。” 每当庙会期间，戏班云集，争相斗
台，主要有浙江婺剧名班演出，还有江西赣剧和福建闽剧等前来
参演。此外，廿八都当地的木偶班的表演也十分精彩(已列入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因为当地戏曲氛围浓郁，加上商业

发达，经济繁荣，清代浙江龙泉县八都人吴兰亭等民间画师们才

能在廿八都古镇的宫庙寺观中描绘出如此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
民间戏曲壁画。当地老村民形象生动地说： “一幅壁画一出戏，
高昆乱徽多剧种，台下看看三分钟，台上演演三个钟。”

(二)据笔者重点对江山廿八都文昌宫壁画考证，文昌宫坐
落于廿八都得里村的西北隅，于清代宣统元年(1909)竣工，由当
地富绅姜迂鸿等捐资建造。为祭祀文昌帝君(文昌本为古代的星

官名，是斗魁(魁星)之上六星的总称，在明、清时期，文昌帝
君被世人尊奉到同孔子齐名的地位)，和培养当地读书子弟，此
外，也作为调解当地家族之问纠纷的议事厅。文昌宫占地1500余
平方米，建筑面积1198．8平方米，为三进三层歇三顶楼阁，四面
重檐24个飞檐翘角，气势壮观。文昌宫内清代戏曲题材壁画有40
余幅，由浙江龙泉八都著名画师吴兰亭等40余人精心绘制，历时

一年多。又考，水星庙戏台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
后曾几度修复。水星庙戏台上有戏曲题材壁画20幅，1994年由台
湾商人出资全面修缮。

二、江山廿八都清代戏曲壁画的审美特征
(一)戏曲壁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弘扬正气，主题深邃

的内容美。笔者探究江山廿八都文昌宫、水星庙等的古建筑中的
天花板、裙板、梁枋、戏台藻井、壁板等构件上的戏曲壁画，为
便于阐释和解读，笔者从戏曲壁画的题材内容上，将其分为六部
分，1-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有志者事业竟成。如，婺剧昆腔戏

曲壁画《传胪记》又名《梁状元不服老》等。2．爱国尽忠，鞠躬
尽瘁，名士芳名传千秋。如，婺剧昆腔戏曲壁画《牧羊记·苏武

牧羊》等。3．求贤若渴，爱才惜才，善用人者得天下。如，婺剧
徽戏戏曲壁画《渭水访贤》等。4．向往自由，渴望幸福，追求美

好的理想。如，婺剧昆腔戏曲壁画《孽海记·下山》(又名《僧
尼会》)等。5．主持公道，行侠仗义，惩恶扬善得人心。如，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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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徽戏戏曲壁画《义侠记·武松打店》(又名《十字坡》)等。
6．神话故事，民间风俗，吉祥如意保平安。如，婺剧昆腔戏曲壁
画《封神榜·雷震子救父》等。

这些戏曲壁画在题材和内容上表现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神，体现了清代民间艺术家注重观察生活，积累素材，匠
心独运，运用线条、笔墨、色彩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具有典
型意义的戏曲人物形象，着力贴近百姓生活，喜闻乐见，通俗易
懂，雅俗共赏，寓教于美，寓教于乐。画面散发出浓郁的当地民
俗和民风的气息，个性显著，表现出民间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智
慧，同时体现了民问淳朴百姓的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以及对真、
善、美的追求的真实写照，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地方性特征。

(二)戏曲壁画构图精美，形象生动，色彩鲜明，雅俗共
赏的形式美。江山廿八都清代戏曲壁画在绘画语言上，借鉴清代
文人画的笔墨章法，抒情达意，蕴藉含蓄的特点；又融合民间民
俗画以写实为主，戏曲人物情态逼真，神气宛肖，表现生活情趣
的特点，雅俗共赏，受到民众的喜爱。画面构图精美，格调古
朴，和谐统一，人物造型刻画地栩栩如生，形神皆备，富有感染
力，引发观赏者的共鸣。戏曲壁画中心人物占据画面主要位置，
主要运用白描、写实、写意、皴、擦、点、染等技法，运笔讲究
粗细、顿挫、方圆、疾徐等变化，兼工带写，线条流畅，疏密有
致，层次清晰，色彩鲜明，以朱砂、石青、石绿、赭石、钛白等
为主，设色艳丽而雅致，具有强烈的形式感、韵律感和装饰感。
戏曲壁画中的人物的神情、形体、姿态和服饰等，绘声绘色，形
神皆各，颇具戏台上的演员正在上演好戏的情景的意味，令观赏

者仿佛身临其境，拍手叫绝，同时表现了画家对民问戏曲的真挚
情感和高超的绘画技法。如，戏曲壁画《传胪记》又名《梁状元
不服老》， 壁画现存于江山廿八都文昌宫，绘制于清代宣统年
问。主人公粱状元骑着高头大马，身披红袍，鹤发童颜，目光炯
炯，前呼后拥，春风得意。画面中的人物形象饱满，以线造型，
刚柔相济，富有结构感。在色彩上配置朱砂、石蓝、石青、赭石
等渲染，对比鲜明。壁画人物的面部、手腕、脚踝等轮廓线条用
墨线勾勒，面部肌理效果运用朱色、白色、藤黄等精心调和上
色，富有质感。画中人物组合前后呼应，协调统一，令人赞赏。
又如，戏曲壁画《婺剧三跳-天官赐福》， 壁画现存于江山廿八

都文昌宫，绘制于清代宣统年间。画中精心描画了中国民问传说

中的天官福神，画面内容丰富，设色富丽，勾勒精细，人物线条
劲健畅爽，以形写神。画中在松树下端坐在靠椅上的福神，头戴
官帽，身着喜庆红袍，上深下浅，富有层次感，手执如意，正慈
爱地看着一旁与仙鹿玩耍的孩童，一大一小，一静一动，主次分
明，动静皆宜，相得益彰，立意精妙，充分表现了民间画师的想
象力，采用了象征手法和暗示形式，寓意深邃，令人悦目赏心。
正如，刘道广在《中国民间美术发展史》专著中说：“民间美术
的表意方式大量运用了象征的暗示形式，这种手法运用的结果，
恰恰是更大地发挥了人所有的形象联想能力，也发展了形象思维
的创作力度，这也就是所谓‘艺术’的真谛”。【31

浙江民间美术中的江山市廿八都镇清代戏曲壁画艺术研究，
力图将不同艺术门类(美术和戏曲)进行交叉综合研究。既为浙
江民间戏曲深入研究开辟了新途径，通过探究和阐释江山市廿八
都古镇清代戏曲壁画，又为浙江民间美术中的戏曲壁画研究提供
了有力的实证，同时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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