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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由于疫情的关系，今年，大英博物馆

从 3 月 18 日起暂停对公众开放。而在此

前一天，邱锦仙刚修复完明末清初恽寿

平的一幅花卉作品。她决定先不拍浆上

板，因为“闭馆期间无法确定古画上板后

的状态，等博物馆重新开放，再去上班的

时候，就可以把它贴到板上了。”邱锦仙

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修复古画的工作，邱锦仙已经做了

47 年，单是在大英博物馆就有近 33 个年

头。她的一生都在进行着中国古画的修

复和装裱工作。

抢 救 中 国 文 物 ，让 古 画
重放光芒

邱 锦 仙 1972 年 进 入 上 海 博 物 馆 裱

画组，在那里工作了 15 年。其间，她先后

师从扬帮裱画的徐茂康和苏帮裱画的华

启明两位师傅，深入掌握了中国传统的

古 画 修 复 手 法 。1987 年 ， 邱 锦 仙 经 由

同事引荐来到伦敦，为一位台湾古董商

人 修 复 古 画 。 当 时 她 “ 只 想 来 英 国 看

看，了解一下外国裱画业的情况”，所

以她跟上海博物馆约定，两年以后一定

回去。碰巧这个时候，英国著名的汉学

家、敦煌学和中国艺术史学者韦陀教授

正 在 上 海 访 问 ， 得 知 邱 锦 仙 来 到 了 伦

敦，立刻返回伦敦与她会面，并极力邀

请她去自己的东家——大英博物馆演示

裱画和修画技艺。邱锦仙演示的是修复

一幅傅抱石的画，是韦陀教授买来的，

据说是从火里抢出来的作品。“当时那

幅画有好几个大破洞，在英国专家看来

是不可能修复的。”

在仔细检查了这幅画作，确认不掉

色之后，邱锦仙使用中国传统的修复方

法，先用开水在画卷正面洗了 5 次，洗

完后把画卷背后的覆褙纸揭掉，重新找

到补纸，重新托，重新补，补好破洞再

全色。修复后，破洞的地方跟原来的画

心 颜 色 非 常 接 近 ， 很 难 看 出 修 补 的 痕

迹。英国人从来没有用热水在正面洗过

画，邱锦仙的演示让他们都看傻了眼。

当时，大英博物馆里只有日本和英

国修复师，他们没有任何修复、装裱中

国古画的经验。由于这次演示，大英博

物馆馆长大卫·M·威尔逊和东方部主

任罗森当即力邀邱锦仙留下，在平山郁

夫东方古画修复室专门负责修复馆藏的

中国古画。邱锦仙接受了这份工作。

两年后，邱锦仙面临是否回上海博

物馆的抉择。罗森竭力挽留邱锦仙，任

翻译的同事也很愿意协助 她 办 理 工 作

签 证 和 其 先 生 的 探 亲 签 证 。 他 们 的 热

情 感 染 了 邱 锦 仙 ， 那 些 依 旧 “ 暗 无 天

日 ” 的 中 国 古 画 更 令 她 不 忍 一 走 了

之 。 回 忆 起 这 段 往 事 时 ， 邱 锦 仙 说 ：

“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这些文物可能

就毁掉了。我修一幅画，就让一幅画重放

光芒。这样，古画可以展出，可以供学者

研究，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

化。这些古画原本是中国的，我这也是在

抢救中国的文物。”

于是，在大卫·M·威尔逊委托下，

罗森给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写了一封

信，感谢对方同意邱锦仙继续在大英博物

馆工作，并希望和上海博物馆建立良好的

合作关系。在获得上海博物馆的许可后，

邱锦仙在伦敦留了下来，继续进行中国古

画修复工作，并且一做就是 30 多年。

拯救《女史箴图》

大 英 博 物 馆 收 藏 的《女 史 箴 图》唐 摹

本，是《女史箴图》现存于世的最早摹本，也

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而《女史箴图》

能够重见天日，回到公众视野，要完全归功

于邱锦仙的巧手匠心。

邱锦仙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女

史箴图》距今已有 1600 年的历史，当时八

国联军攻占北京，英国军官克拉伦斯·约翰

逊获得了这幅作品。1905 年，约翰逊将《女

史箴图》带到大英博物馆，想要卖掉画上的

玉扣。在博物馆工作的历史学家西德尼·考

尔文等人意识到这幅画的价值，用 25 英镑

买下了这幅《女史箴图》。

由于年代久远，《女史箴图》 在修复

之前，画卷上的丝绸已经皲裂，僵硬而脆

弱 ， 绢 变 成 了 一 丝 丝 ， 马 上 要 脱 落 的 样

子。大英博物馆一直在考虑如何修复这幅

画 ， 但 修 复 方 案 却 迟 迟 没 有 确 定 。2013
年夏天，大英博物馆召开研讨会，邀请世

界各地的学者和专家讨论如何修复 《女史

箴图》，最后决定不能重新装裱，只能在

原画的基础上进行加固。邱锦仙根据过去

的修复经验，提出使用由淀粉糨糊和化学

糨糊混合起来的混合糨糊进行修补，这样

既能保证合适的黏度，又不会留下糨糊的

痕迹。

为了谨慎起见，大英博物馆将这种混

合糨糊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发现这种糨

糊非常理想。于是邱锦仙和她的助手们就

用这种材料在显微镜下为 《女史箴图》 进

行修复，每天不停地工作，在放大镜下三

寸三寸地添糨，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终

于将 《女史箴图》 修复完毕。邱锦仙还为

《女史箴图》 进行了全色，这是只有技艺

高超的古画修复师才能完成的工作。她用

藤黄、朱砂和墨调配出适合的颜色，将残缺

破洞处补好，也重描了一些褪色部分，颜色

和原画本色就拉平了。

邱锦仙说，现在的《女史箴图》非常牢

固，再放上两三百年都没有问题。如今，《女

史箴图》保存在两个由德国公司设计和制

作的价值 10 万英镑的恒温恒湿的展示橱

中，每年只有在中秋节、春节以及亚洲艺术

节等重要日子，观众才得以一睹其真容。

除了《女史箴图》，邱锦仙修复的中国

古画还有明代朱邦的《紫禁城》、元代赵孟

的《双马图》、盛懋的《雪景图》以及明代张

翀的《瑶池仙剧图》等等。迄今为止，她已经

修复了三四百幅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古

画，其中大约有一半是中国历代古画，另一

半则是来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绢画。现在，

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敦煌绢画已经全部被

邱锦仙修复完毕，只留下了一幅，这是邱锦

仙的主意，为了留给世人看看，这些敦煌绢

画在修复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艺术和匠心的传承没有国界

68 岁的邱锦仙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可

是大英博物馆却舍不得让她退休，她也不

忍心扔下那些残破的古画不管。她说：“如

果可以，我希望一直将这份工作做下去，希

望能修复更多的中国古画，让全世界都看

到中国有这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知道中

国在艺术领域是多么领先。”

她还收了两个“洋弟子”，跟她一起在

东方书画修复室修复中国古画。其中一个

叫作瓦朗蒂娜的女弟子已经跟随了她 15
年，另一个叫作卡罗的女弟子也跟她学习

了 9 年。“她们从裁纸、打糨糊、练棕刷刷墙

开始学习，天天练习，直到手上有了老茧，

手腕有了软硬劲道，才算完成基本功。她们

现在还不能算出师，我希望再带她们几年，

能让她们把中国传统的修复方式学成。”邱

锦仙说。

瓦朗蒂娜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学

习中国传统古画修复方法非常不容易，为

了保持手腕的灵活，她们每天都要进行“刷

墙练习”。此外，还要学习欣赏中国古代艺

术，只有理解了古画的韵味，才能更好地进

行古画修复。她说：“邱老师是古画修复的

第一代艺术家，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第二

代，将中国古画修复技艺传承下去。”

大英博物馆闭馆以来的这段时间，邱

锦仙在家中休息，心里仍然放不下那些古

画。她对记者念叨，除了那幅恽寿平的花卉

作品，还有一幅明代倪端的山水画也差不

多修复好了，另外，等着她修复的还有一幅

画工非常精妙的花鸟画，“虽然署了宋徽宗

的名字，但其实是明代的作品”。邱锦仙说，

这 3 幅作品是美国一个基金会指定请她修

复的。这个基金会在大英博物馆看到那些

“重生”的中国古画，看到邱锦仙的修复工

作，看到她让那些“一塌糊涂”的古画“起死

回生”，很为她的技艺所折服，也被她的匠

心所感动，于是向大英博物馆捐赠了 5 万

多美元，指明这笔经费专门用来支持邱锦

仙的古画修复工作，资助她购买宣纸、颜料

等古画修复所需的材料。

邱锦仙回忆说，这些年来，她得到的捐

赠 有 很 多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 中 国 、 英 国、

美国的学术机构、企业或个人都曾向大英

博物馆捐赠过不小的金额，专门用于资助

她进行中国古画修复工作。前不久，有一

位美国女士向大英博物馆捐助了 4000 英

镑，希望她用这笔资金修复一幅溥儒的手

卷画。邱锦仙说，等前面那 3 张画修复完

毕之后，她就接着修复这幅手卷画。手卷画

用两个月就可以修复好。

让 世 界 看 到 更 多 中 国 古 画
——访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画修复室裱画师邱锦仙

□ 吴 冰

惠 州 西 湖 的 鸟 岛 ，名 不 虚 传 。一 大

早，百鸟齐鸣，仿佛大合唱，把我从睡梦

中唤醒，把一个生态朦胧的西湖热闹地

唱到眼前。

当地人说，不看西湖，不算到惠州。

看西湖则绕不开苏东坡。全国西湖有 36
个，与东坡先生有关的西湖不少，“东坡

到处有西湖”，杭州、颍州、惠州三处

的西湖最为著名。对杭州和颍州西湖，

东坡先生已有诗相媲美：“大觉起灭一

尘 里 ， 未 觉 杭 颍 谁 雌 雄 ”， 写 此 诗 时 ，

他尚未看到惠州西湖。

在我看来，东坡先生一生涉足的这

3 个 西 湖 均 蕴 含 了 “ 两 个 意 境 ” 的 西

湖，即“庙”之上的西湖与“江湖”之

远的西湖。

惠 州 西 湖 ，承 载 着 东 坡
曲折甘苦的诗意人生

深邃的南海、奔流的东江、温婉的西

湖，这些不同形态的水系，为惠州平添了

几分侠骨柔情。惠州西湖也有九曲桥、苏

堤、孤山，自然少不了东坡寺。

惠州西湖，承载着东坡曲折甘苦的诗

意人生。走近西湖，孤山脚下，可见九曲桥，

青石雕栏，凌水蹈波。水静、湖美、桥曲。清

晨的微光，漾在桥上，细细的露珠，散落青

石 。晨 练 的 人 ，轻 捷 地 走 在 湿 润 的 石 板 路

上。桥，连接点翠阁，曲曲折折，蜿蜒湖面，

宛如东坡曲折冷暖的一生。登阁远眺，清风

徐来，水波不兴。

苏轼曾两次在杭州为官。第一次是宋

熙宁四年（1071 年），因主张关爱民生 ，与

王 安 石 政 见 不 合 ，外 调 地 方 官 ，为 杭 州 通

判 。第二次是元祐四年（1089 年），又因为

民辩护，与司马光政见不合，外调杭州做太

守。他在杭州救济灾民、创设医坊、兴修水

利、治理西湖，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留下

了千古佳话。

5 年 后 ，宋 绍 圣 元 年（1094），苏 轼 因

“乌台诗案”被贬英州。在赴英州的途中，再

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初到惠州的东坡，受到惠州百姓“父老

相携迎此翁”的热情欢迎。惠州太守詹范，

安排其在官府的接待客栈合江楼居住。

一切看上去还不错，然而，16 天后，上

面严责，令其搬迁到条件恶劣的嘉祐寺居

住。在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其表兄）的关

心 下 ，詹 范 又 安 排 苏 轼 于 绍 圣 二 年（1095
年）四月搬回合江楼居住。绍圣三年（1096
年）四月又复迁嘉祐寺，寺中居住 10 个月

后迁入白鹤峰新居。

在 惠 州 ，居 无 定 所 ，搬 来 搬 去 的 苏 东

坡，不忘造福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如出资、

募 捐 助 建 东 新 桥 和 西 新 桥 ，推 广 水 碓、秧

马，解决驻军占用民房问题等。

东坡先生与惠州人民

和杭州一样，惠州西湖亦有孤山。

孤山下有巨石，上刻“东坡园”3 个大

字 。距 石 刻 不 远 处 ，有 一 座 铜 铸 的 秧 马 雕

塑。雕塑概括了东坡先生寓惠期间的事迹。

居中者，乃东坡先生。先生左起往右，依次

是骑秧马插秧的老农，手抓草药的村姑，双

手举犀牛腰带的孩童，肩挑稻谷的农夫，还

有田头的水碓。

东坡遭贬途中，路过湖北时，见当地农

民骑在一种叫“秧马”的农具上，倒退着插

秧 ，省 时 又 省 力 ，便 把 这 种 农 具 介 绍 到 惠

州，画图仿制。孩童手中的犀牛腰带，则是

指东坡捐资修西湖的故事。田头的水碓，自

然是东坡从江南引进的先进灌溉农具。农

妇手握的草药，记载了东坡寓惠时，在瘟疫

来临期间，自制草药方帮助百姓治病的事

迹。肩担稻谷的农民雕塑，生动表现了东坡

为惠州农民争取赋税钱粮两便或按低粮价

收税的政策，大大缓解了农民负担。

在《惠州东坡祠艺文志》中，有盛世则

修东坡祠的记载。仅元、明、清以来，东坡祠

有记录的重修就有 10 余次，每次都有重修

祠记，足见其在惠州人民心中的位置。

惠州西湖的孤山，还有东坡先生的红颜

知己王朝云像。此西湖，有朝云生死相随的

倩影，波光粼粼处珍藏着苏公的感情牵挂。

朝云墓已经有 900 多年历史，墓碑上

刻着“苏文忠公侍妾王氏朝云之墓”。墓前

立六如亭，墓旁丈余，有王朝云手持经书的

石雕坐像。

墓碑上“侍妾”两个字，表明墓主的身

份，这是时代的特色。巧合的是，陪伴苏东

坡的 3 位女性都姓王。原配王弗，30 岁前病

逝 。苏 东 坡 为 怀 念 她 ， 写 过 一 首 《江 城

子》，“ 十 年 生 死 两 茫 茫 ， 不 思 量 ， 自 难

忘”。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陪伴

东 坡 25 年 ， 是 东 坡 的 贤 内 助 。 王 朝 云 ，

字子霞，杭州人，歌女出身，聪明俊秀。

12 岁 时 被 在 杭 州 任 通 判 的 苏 轼 收 为 婢

女，19 岁在黄州时纳为妾。

1096 年 夏 季 ，惠 州 瘴 疫 流 行 ，死 了 很

多人，其中就包括年仅 34 岁的朝云。苏东

坡悲痛万分，按照朝云的遗言，把她埋葬在

丰湖的栖禅山寺旁边。

在苏公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中，王朝

云一直陪伴在他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

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

神安慰。正如苏东坡所说，朝云对他是“一

生辛勤，万里随从”。

此墓保存完好，长期为游人纪念。即使

“文革”时期也未遭损坏，对爱情不渝的王

朝云始终被惠州人民厚爱珍藏着。墓前数

十米处，有“东坡书迹”园，满墙镌刻东坡先

生的诗词墨宝，浸润着东坡先生的精神。不

远处，东坡园正门则是先生站立的雕像，与

墓前的朝云，朝夕相望。

惠杭两苏堤，一花两世界

“ 半 城 山 色 半 城 湖 ”，惠 州 的 美 ，在 西

湖。

这里原本称丰湖，是东坡先生来之后

改的名，可见杭州西湖在他心中的牵挂。这

似乎成了他的习惯，两年 7 个月之后，被贬

往儋州，途中路过湛江，虽只停留了两天，

也把当地罗湖改名为西湖。

惠 州 西 湖 ，飘 荡 着 东 坡 诗 文 的 灵 魂 。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诗中的西湖夜

景令人痴醉。惠州西湖著名景点中的鹤峰

返照，苏堤玩月、玉塔微澜、六如禅悟、西新

避暑，都与东坡有直接关系。

与杭州西湖相比，惠州西湖面积不及

杭州一半。湖中也有苏堤，堤长 300 多米，

比不上杭州苏堤的 2700 米。杭州苏堤，是

杨柳依依，婀娜多姿。惠州苏堤，除杨柳外，

还有榕荫拂水。古榕魁伟，气根悬空，千丝

万缕，美若长髯。其如云树冠，苍劲挺拔，风

雨中愈久弥坚，姿容盛仪，如老之东坡。

夜游惠州西湖，对我是第一次，有格外

宁静的美。

湖畔干净、清新，空气中漾着花香的甜

味儿。疫情期间，游人稀朗，都自觉戴着口

罩。湖中彩船灯火，波光粼粼。榕树垂髯，幽

邃洞开。长堤路上，不断闪现投影，交替出

现红荔枝、木棉花和东坡先生的诗。游人们

低头寻觅诵读着这些诗句，口中念念有声。

东坡先生，恐怕怎么也想不到，900 年后，

他的诗会以声光电的形式，闪现在苏堤的

石板路上，像草种一样飘散开去，被惠州人

民如此喜爱。青石路面和墙上，到处都镌刻

着他的诗。可以说，抬头望西湖，低头读东

坡，已成为惠州独有的文化之美。

惠杭两苏堤，一花两世界。杭州叫“苏

堤春晓”，见出勃勃生机。惠州则称“苏堤玩

月”，一个“玩”字，道出风情万种。

有为的杭州西湖，他是苏轼，是通判，

是太守，是人生的上升期，是甜剧热播。修

建苏堤，身为执政官，一声令下，动员聚集

10 万人清湖淤，堆泥成堤。百姓抬猪前来

感谢，太守则令人烧制成“东坡肉”，分发百

姓，与民同享，其乐融融。

无为的惠州西湖，他是东坡先生，出演

人生的下半场，是苦剧热播。58 岁，他被贬

寓惠时，已“不得签署公事”，薪水也只发一

半，是戴罪的看客。修堤搞水利，只能和泗

洲寺的希固和尚商议了。苦剧，东坡也要主

演，他不仅捐出自己的犀带，还动员弟媳捐

出朝廷所赐的银子来助修西湖。吃不到东

坡肉，也要买个羊脊骨，涂酒烤“羊脊骨”来

啃。两年后，再贬海南时，则只有熏鼠、烧蝙

蝠和薯芋吃了。

寓惠的东坡，无权无钱，只能“明月几

时有，把酒问青天”，赋诗“玩月”。但你

若以为东坡就此沉沦西湖山水之中，你就

错了。寓惠期间，东坡先生给其表兄程正

辅的书信来往，为民请命、为官纾困的文

字比比皆是。

只有西湖的水天一色，波光粼粼，春

和 景 明 ， 才 装 得 下 东 坡 的 胸 襟 和 诗 意 盎

然。在他眼里，西湖的天光湖色，寄托着

他的“庙堂”和“江湖”，进退之间，两

个西湖的人生际遇，仍不舍“三立”的理

想抱负。东坡先生的西湖情节，虽难逃中

国士大夫的窠臼与宿命，却也是千百年来

中国文化的生命张力所在。

不能不 感 谢 东 坡 先 生 ， 只 有 游 了 西

湖 ， 领 略 读 懂 了 东 坡文化，才算到了惠

州。

苏东坡的“两个西湖”

□ 辛酉生

到各大博物馆去参观，相当多的展品

是墓葬中的出土物，如果说古墓是博物馆

最重要的藏品来源，不知是否恰当。不仅

墓葬出土物是文物，墓葬本身也是文物，

从其设计、建造、装饰到防盗，都是历史

的 见 证 、 文 化 的 表 现 、 风 俗 的 展 示 。 所

以 ， 许 多 古 墓 在 发 掘 之 后 都 建 成 了 博 物

馆，比如明十三陵、清东陵等。观者可以

一窥定陵地宫的精妙宏大；也可以站在慈

禧墓中追想孙殿英轰然一炸带来的举国哗

然；醉心于历史者更可考察明清葬制，也

可将其当作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标本。

要在一个博物馆中同时看到数个王朝

的墓葬，就比较难，除非跨越几百上千年

的古人都一致判定某地风水奇佳，一定要

将墓修在这里。

埃及帝王谷，三四百年间，法老都认

为此处为安息最佳之所，纷纷用麻布把自

己缠好安放在此处。现在去参观，如果时

间充裕，可以看到十几处不 同 时 期 的 法

老 墓 葬 。 在 国 内 ， 要 找 一 处 历 代 帝 王 贵

胄 、 显 赫 人 物 都 趋 之 若 鹜 的 葬 地 ， 首 推

洛阳北郊的邙山。自东周迄五代，40 多

个帝王埋骨在此，葬在此的达官贵人更多

达千余名。

不夸张地说，生得不够早，想在邙山

求一处坟茔，只能挖浅一些，躺在别人墓

葬上面；再晚到几百年，抱歉，此处已满

员 。 明 代 大 才 子 杨 慎 著 名 的 《廿 一 史 弹

词》 中，除“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外，还留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

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

斗”的感慨。而在这邙山之中，就有一处

与古墓有关的博物馆。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洛阳古代艺术博

物 馆 ”， 更 看 不 出 它 和 古 墓 有 什 么 关 系 ，

那只能说对这个博物馆还是想简单了。这

座博物馆 1987 年开馆，当年叫“洛阳古

墓 博 物 馆 ”， 这 个 名 字 一 直 使 用 到 2008

年。博物馆依托北魏宣武帝景陵，迁建复

原自西汉到宋金 9 朝 25 座古墓，据称是世

界 第 一 座 古 墓 博 物 馆 。 2009 年 ， 据 说 有

游客因为避讳馆名，博物馆更名为“洛阳

古代艺术博物馆”。

这座一直不太出名，位置偏僻的博物

馆，若不自驾前往，参观时要算好时间，

否则可能错过返城末班车；在网上找不到

官 网 ， 只 能 通 过 官 方 微 博 、 微 信 了 解 动

态。但在博物馆爱好者心中，它却是宝藏

一样的所在。它能满足你对考古的爱好，

也能满足你对古墓的猎奇，甚至单纯找刺

激，也会让你感到不虚此行。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由三部分构成：

历代典型墓葬展、北魏皇家陵园、古墓丹

青精粹展。历代典型墓葬展，仿汉式三座

大殿外立着镇墓的天禄辟邪，中间大殿介

绍 洛 阳 地 区 古 墓 分 布 情 况 ， 两 侧 配 殿 有

“夏商周典型墓葬模型”“汉代帝王出殡仪

式群塑”等展览。草草看过，能对洛阳地

区古墓有个初步了解，也觉得平平无奇。

莫失望，殿后玄堂会为你打开宝藏之门。

通过玄堂可以进入迁建的 25 座古墓的地

下展厅。想想在 1980 年代，能想到把几

十座古墓迁到一处，还把展厅建在地下，

意识可真前卫。

穿行在两汉、魏晋、唐宋、综合四座

大厅，其间幽微的灯光变幻着色彩。昏红

灯光中，三彩陶器镇墓兽、天王对闯入者

怒目而视，仿佛怪罪你打扰了墓主人的安

宁。蓝色灯光下是一座石棺，棺中已空空

如也。再向前行进，巨石仿制的飞檐斗拱

闪着清白色光芒。这些殉葬品、墓室有着

怎样的意义，建于哪朝哪代，每处墓葬都

有详细的展牌说明。

回到地上，若觉得看复原墓不过瘾，

可以去景陵地宫看看。北魏宣武帝元恪，

十几岁登上帝位，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开

疆 破 土 ， 后 来 外 戚 专 权 、 国 事 昏 暗 ， 33

岁 一 命 呜 呼 。 穿 过 神 路 ， 进 墓 道 ， 下 地

宫，青砖砌成的墓室涂抹着黑色颜料，显

得肃穆庄重。景陵经历多次盗掘，待到考

古工作者进入时，只有几件青瓷器物和石

灯、石帐座，算是盗墓者的劫余。

走出景陵，来到古墓丹青精粹展，一

幅壁画中，墓主人高居主位，歌姬舞女身

姿曼妙，厨师烹饪着美味佳肴。另一幅壁

画里，墓主人外出行猎，在仆从拥簇下恣

意放纵。又一幅壁画，墓主人死去，各路

鬼怪张牙舞爪、表情狰狞，环伺左右，墓

主 人 乘 坐 的 车 帐 试 图 冲 出 恐 怖 的 黄 泉 地

府。终于，仙乐导引，仙人迎接，墓主人

成 功 升 入 天 国 。 壁 画 描 绘 的 有 对 生 的 留

恋、对死的恐惧、对来世的幻想。

25 座 复 建 古 墓 中 有 一 座 宋 人 墓 ， 在

图绘着墓主人今生富贵的墓室最后，雕刻

着一扇门，一位妇人从门缝中探出半个身

子，面带诡秘微笑，导引着墓主人向门后

走去。来吧，到门后来，里面是来世无穷

的荣华。带着今生的财富去来世，就这样

一世一世，长乐无极。然而这般美好的终

局，只是梦幻泡影。事实是，墓主人最后

的庇护所，经过历代盗掘，其一生积累的

财富，早已成了盗墓者的财富，甚至尸骨

也已无存。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一座座空空如也

的 古 墓 后 面 ， 你 看 到 的 是 满 怀 执 念 的 古

人。参观结束，不知你是否多了些对生命

意义的思考，还是被古墓所震撼，来不及

多想。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今年开始闭馆修

缮，并向公众征集新的馆名，这样一个充

满生命哲思的博物馆该叫什么呢？您也可

以到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微博去投一票。

邙山有座古墓博物馆

惠州西湖。 罗 询/摄

上图：邱锦仙与她的两名女弟子，左为瓦
朗 蒂 娜 ，右 为 卡 罗。身 后 是 修 复 好 的 张 翀 的

《瑶池仙剧图》。 林卫光/摄

左图：邱锦仙（中）正带领助手修复明代
朱邦的《紫禁城》。 大英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