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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黎 本报实习生 陈叶雨

“今晚听众好像是最多的一次，可见石窟和摩崖的爱

好者数量之多。感谢读者们的厚爱，我们任重道远。”

8 月 25 日 22 点多，结束了一场钱报读书会，刚到家

的魏祝挺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个夜晚，弥陀寺公园里的晓风·明远 BOOK 搬出

了全部备用的折叠椅，两侧过道还站着不少人，很多人站

着听完了这堂两个多小时的“浙江石窟造像课”。

两个小时全是干货两个小时全是干货，，来的全是石窟和摩崖的爱好者来的全是石窟和摩崖的爱好者，，不少人站着听完不少人站着听完

这堂浙江石窟造像课这堂浙江石窟造像课
主题是主题是““读山读山””

岩壁上的三个小字

“读山——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是这场钱报读

书会的主题。

《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

社出版，是对浙江省石窟造像资源信息的首次全面披

露，共核定 1911 年以前开凿的石窟造像 87 处共

2485 尊，其中新发现 16 处。这个晚上，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

中心副主任魏祝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主

任崔彪、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助理研究员陈晶鑫

做客钱报读书会，跟大家聊了聊调查背后的故事。

“PPT 的英文是 PowerPoint，但我既没有权力

（Power）也没有观点（Point），就先来讲讲这本书的

诞生背景。”很郑嘉励的开场。

浙江省的石窟专项调查开始于 2020 年与

2021 年交接之时，到 2021 年 2 月中

旬，野外阶段基本完成。郑嘉励

想，是不是还能做些什么。“完

成一项工作跟把一项工作做

好，完全是两码事。检验我

们有没有把这项工作做好

的唯一标准，就是留下一本

白纸黑字的书。”2021 年 3

月开始，工作组又把全省的

石窟重新跑了一遍，重新走

访、采集、认识。“做书不是书斋

里的工作。”

郑嘉励特别提到了奚珣强等民间石窟爱好者的

新发现——九曜山造像性质界定的关键，“香严界”

的发现，是他经常要说的故事。老奚在一大片岩壁

上发现了三个小字“香严界”，证实了这里是吴越国

末代国王钱弘俶为高僧永明延寿大师所建的香严寺

遗址。

“这三个字如果就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都需要

仔细地辨认，可想而知，他们是怎样在一片岩壁的汪

洋大海里，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方，满怀希望地一寸一

寸摸过来，打捞出文字信息的小碎片。”他想到了李

霖灿找到《溪山行旅图》中的“范宽”名款，“把一个非

常偶然的瞬间定格成永恒的时刻”。

全面、系统三维数字化信息采集

浙江省的石窟造像分布并不均匀，杭州地区占

了大头，尤其是西湖周边的造像，作为最后一

批皇家造像，在整个中国石窟造像艺术

史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不过，杭州以

外的造像也有两个“最”，全省体量最

大的大像龛——大佛寺石弥勒像，

江南开凿最早的石窟——千佛寺

石窟造像，都在绍兴新昌。

此次石窟造像调查的“最全”，

不仅全在地点，还全在信息。工作

组的记录内容，除了造像的位置、年

代、形制、内容及现状、题记等基本信息

之外，还有主管单位、是否开放等管理信

息，以及病害情况等文物保护方面的信息。而且，浙

江是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对造像进行全面、系统三

维数字化信息采集的省份。

崔彪向观众展示了几组现场调查的工作照。去

山上的石窟点位要走野路，崔彪播了一个视频，人手

一个工具箱的他们排着队蹚水过小溪，“第一个湿鞋

的要出现了，马上第二个要来了。”“是不是有种你挑

着担、我牵着马的感觉。”

见到石佛造像后，要清理影响拍摄的植物、杂

草。对一尊造像进行三维信息采集，需要拍摄上千

张照片，现场工作时间大约是2~3小时。

崔彪是浙江省石窟造像专项调查温台组的组

长，兰溪的殿里红岩石佛和台州三门仙岩洞的文信

国公大忠祠，是两处他推荐寻访的造像。原因无他，

只是沿途风景和视野绝佳，又人迹罕至，属于“小众

中的小众”。到达殿里红岩石佛造像要走三个多小

时山路。而在文信国公大忠祠，你能见到抗日战争

时期塑的浙江省唯一一处“八仙”造像。

崔彪还负责对石窟造像保护状况做统计分析工

作。浙江地区多水，“都说水是生命之本，但是对于

石窟保护来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是万恶之源。”

水会导致岩石的溶蚀、可溶盐的结晶等病害，调查过

程中，崔彪发现，至少 77%的造像都在遭受水害。

如何更好地治理病害，保护石窟造像，是未来工作的

一大重点。

“我希望大家能以这本书为向导，走进湖山深

处，去感受杭州的历史和西湖山水的魅力。从这个

角度上讲，书是手段，体验才是目的。”郑嘉励说。

本报讯 在秋日到来之际，杭州大剧院重磅发

布了2024金秋演出季，从9月至11月，以“秋艺浓”为

主题，共 42 台、143 场演出，将涵盖话剧、舞剧、音乐

剧、亲子剧、戏曲等多个领域。王亚彬、赖声川、张震、

杨丽萍、谭盾、辛柏青等名家大咖，也将在杭州与观众

相遇。

9月27日~28日，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改编，大

型话剧《北上》将于杭州大剧院首演。《北上》以京杭

大运河为背景，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为切入点，还原

了运河图景和民族荣辱史。

10 月 6 日~7 日，即将亮相的则是音乐剧《大江

东去》，该剧特邀江珊为表演指导，张晓龙为礼学指

导，并由演员、歌手张新成献唱推广曲《一蓑烟雨》，

共同探索苏东坡的诗意世界。

10 月 24 日~27 日，辛柏青领衔主演，中国国家

话剧院、杭州演艺集团共同出品的原创话剧《苏堤春

晓》，将重回杭城，展现北宋气韵。

11 月 8 日~9 日，在《暗恋桃花源》首演 35 年后，

赖导亲笔回答“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电影演员

张震首次登上话剧舞台，携手萧艾献演《江/云·之/

间》，一起见证这四十年的生命咏叹。

王亚彬、杨丽萍、大朱、骆文博、朱瑾慧⋯⋯国风

舞蹈季也再度唯美袭来，舞剧与秋色和谐律动，重现

东方传统美学。

去年，舞剧《青衣》的绝美现场犹在眼前，从《青

衣》到《海上夫人》，你永远可以相信王亚彬和她的女

性故事。9 月 5 日~6 日，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经典

作品改编，不着一字，描绘一颗心灵的困惑、挣扎与

觉醒。看王亚彬导演、领衔主演舞剧《海上夫人》，演

绎平静生活下的汹涌暗潮。

9 月 14 日~16 日，杨丽萍总导演和谭盾音乐总

监的组合，原创舞台剧《荆楚映象》将登陆大剧院，还

原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屈原。

10月1日~2日，依旧是杨丽萍，由她担任艺术总

指导的原创舞剧《西施》展现雅俗共赏的中式新国潮。

10 月 12 日~13 日，中国杰出青年舞蹈家、亚运

会开幕式舞者骆文博首次执导的舞剧《大名狄公》，

亲自上阵的她，将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细腻的情感

表达，带领观众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而在 11 月 29 日~30 日，春晚同款、火出圈的

“青白转”——东方美学舞剧《唯我青白》，将舞动古

韵风雅，演绎千年文化传承。

除了满满国风，这个金秋同样是国际范儿的，从

9 月到 11 月，包括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室内乐团带

来的歌剧《卡门》、荷兰国宝级皇家百年老团“荷兰王

国 BLOW!交响管乐团”、比利时室内乐团“德斯金

弦乐四重奏”等，都将在杭州响起动人的“秋日乐

章”。 本报记者 陈宇浩

杭州大剧院金秋演出季
赖声川张震杨丽萍辛柏青都要来

岩壁上发现的“香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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