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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咪佳

“震撼！”这是首波探访山西铁佛寺的游客，

观后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长期关闭的山西铁佛寺于8月24日起，开

始实行有限式开放参观，首度开放就经历了“出

道即巅峰”，未来一周线上预约已全部约满。

当下，中国传统艺术的热潮正在持续发酵，

更多的传统文化正在被看见。

而上线两周的中国3A游戏《黑神话：悟空》

成为一个爆点，一骑绝尘的市场成绩带动了“黑

神话经济学”，更让人激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这款游戏里实现的一次复兴。

半个月来，全国30多个地区的72处古建筑

（雕塑）竞相展示；百度指数平台数据也显示，

“山西旅游”词条的资讯指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3178%，同时浙江省内的杭州灵隐寺、丽水时思

寺排名飙至第5位和第17位；还有浙江文旅官

方微博先后发布30余条博文，推荐时思寺等更

多同款场景，多条视频播放量破万⋯⋯

这一幕似曾相识，让人想起去年夏天《长安

三万里》引发的效应，只是“悟空”更甚。中国的

游戏、动画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合理

的想象下，向年轻人展开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

图景，远到汉唐，近到明清。

这让专业领域的学者、教师倍受鼓舞。雕

塑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前院长杨奇瑞教授，建筑史研究者、浙大城市学

院建筑系主任周淼，他们都在山西、浙江的山

区，做过大量考察与调研，而一些民间建筑、晚

期雕塑因不在主流艺术史之列，这些研究一直

是无人问津的冷门，但在“黑神话”效应下，它们

以独特的样式与造型之美，带着神秘的色彩，走

到这一代年轻人跟前。

一个重新认识古代艺术的时候，来了。看，

它们都妙极了。

【留点时间，读书读报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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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开放就经历“出道即巅峰”

山西铁佛寺何以惊到当代雕塑艺术家

游戏只复刻了原型的
三成神韵

《黑神话：悟空》火爆以后，杨奇心心念念的

铁佛寺一下子跃升为全网都在推的文旅热门。

多年前，他在中国美术学院上学时，曾经看

过一本铁佛寺造像的画册，被其中明代二十四诸

天这组造型精美、风格独特的彩塑震撼。

几年前，在《黑神话：悟空》的制作阶段，美术

总监杨奇和团队终于有机会去了一趟铁佛寺所

在的山西高平市，但是他们竟然一下子没能找到

这座寺庙。

按照地址，铁佛寺位于米山镇的米西村。“我

们问村民铁佛寺怎么走，很多人都不知道。”大家

绕了很久，最后走到村子的一个角落才恍然大

悟，“它居然就是面前这个很小的民宅院落。”

走进去别有洞天：这座村庙坐北面南，单进

四合院布局。尤其是正殿（1536年），不大的空间

里容纳了近 30 座彩塑：中心佛台上有释迦牟尼

佛、水月观音和文殊、普贤菩萨像；主要分布在东

西两侧的二十四诸天，也就是护法天神，有男有

女、各司文武，挤挤挨挨实在是壮观。

每一尊天神站在台基上都有 3 米多高，个个

前倾，以便与信众眼神交流。你一抬头，就与一

副副咄咄逼人的神态相遇，简直惊心动魄：他们

又像人，又像鬼神，穿越了五百年，仍然目光炯

炯、孔武有力。

杨奇一行人看得沉醉不舍得出来，很想做实

景扫描用于日后游戏场景的创作，“但室内环境

过于狭窄，做系统数据采集的风险太大，最后还

是决定放弃。”

后来团队依据当时拍的照片，在游戏中一笔笔

地将诸天的形象“雕刻”出来。但是杨奇始终有遗

憾，“与实景（的神韵）相比，最多只还原了三成。”

游戏里只展示了三成，那十成的二十四诸天

是什么样的？

2015 年，中国美术学院的杨奇瑞教授第一

次走进铁佛寺，心里也是一惊。这位雕塑艺术家

早已在全世界见识过各个时代、各种风格的雕塑

艺术，但眼前的二十四诸天仍是前所未有的。“它

们呈现出来的艺术张力与强度，完全媲美西方，

也比肩现代。”

现代雕塑起源于西方传统，造型基于人体科

学。而中国古代雕塑讲求神韵、心性，塑形的标

准，是将佛教本土化以后形成的中国审美。

铁佛寺完工的明嘉靖十五年，西方正处于文

艺复兴的巅峰期：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矗立在佛

罗伦萨市政厅正门口刚30年。

这尊大理石雕刻的大卫，代表了西方男性美

的极致：身形比例完美，神态机警又从容，他正思

索着将要面临的挑战：如何杀死歌利亚——以至

于鼻孔张开，眉头皱起，脖子紧绷，大腿肌肉鼓

起。所有的细节，都遵循人的生理构造。

铁佛寺里的诸天，反驳这些规范：它们同样

强悍，却是通过韵律——这些韵律，是由线条和

轮廓表达出来的内在生命的感觉。

比如诸天里最红的造型，也是《黑神话：悟

空》里赤尻（kāo）马猴的原型——铁佛寺二十四

诸天中的散脂天：他满头红发竖立，双目圆睁，呲

牙裂嘴，全都由线条勾勒，淋漓尽致如全息般多

维，站在面前能听到他发出威慑的怒吼声。

线条的精神与情感，在中国艺术的萌芽阶段

就已表露无遗。中晚唐水墨山水画出现前，中国

绘画里全是线条的盛宴。这组雕塑是中国古典艺

术塑绘一体的传统，与西方文艺复兴的作品相比，

诸天完全不讲理：比如手指的比例肯定不对，但它

准确传递出了力量感；磅礴的肌肉，散脂天的腹肌

却是绕着肚脐圆着长，数数远不止八块。

很有意思的是，诸天也偏离了中国的传统，

在整个中国传统艺术形态中都非常少见，他们夸

张的形象，除了表情、动作的表达外，还归因于繁

密的装饰。

“一般来说，繁复容易削弱雕塑的整体感。”

但是杨奇瑞找不出这组雕塑的毛病，“它有一套

内在严密的审美逻辑，完全达到超现实的表现

力。”把人的能量无限放大，早于漫威 500 年，中

国明朝人已经完成了超人精神。

8 月 24 日，铁佛寺开放有限参观，预约后可

探访诸神，又一场游戏与古代艺术的梦幻联动。

其实，从一款游戏出发打卡原型的 72 处古

建筑（雕塑），还是太局限了，我们可以把眼光放

得更远，看到更多的古代艺术。

仅仅拿明代雕塑来说，除了铁佛寺，还有没

有好东西呢？有，非常非常多。

中国的佛教艺术始于汉代，魏晋隋唐达到极

盛，到宋代渐渐衰退。正史上，让中国比较骄傲

的，不断被传播、被评论的雕塑，大部分集中在先

秦末年和两汉、魏晋、唐宋。但中国人的雕塑，差

不多从辽代以后，已经比唐宋以前的雕塑有了更

多的写实手法；到了明代就更成熟了，而且已经

做到至今无可企及的地步。

铁佛寺的超现实雕塑是一种。山西的村庙

里，还有另外的一种写实雕塑，也非常珍贵。

著名的山西佛光寺，在现存的唐代遗构东大

殿的佛台上有一组唐代雕塑。如果你看过敦煌、

云冈和龙门，这组雕塑会显得并不那么的精彩。

但让人惊讶的，是东大殿的四周、围栏围起来的

五百罗汉——它们是明代的雕塑。

这五百位罗汉就像在开会一样，层层叠叠分

三、四排坐在那里，有主要的和尚，有信众，信众

当中有老年，有中年的，也有少年和儿童。

在他们的脸上，我们完全能看到今天你在上

班途中、午间休息时碰到的人，只是“服化道”跟

他们不一样。

也就是说，在公元 13~15 世纪，即西方从中

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的这段时期，中国的工匠已

经能够做出这样大规模的、生气勃勃的人物形

象，跟意大利 14、15 世纪工匠的雕塑水准完全齐

平——它们已经非常完美成熟，能够呈现百分百

的中国人的脸，包括神态和气质。

面对它们的那一瞬，就像面对沉睡的灵魂醒

来，你能听到工匠的心跳，感知到古老的传统。

今天，山西大量的庙宇都对外开放了，大量

未曾被真正关注过的精彩的中国雕塑，他们在太

行腹地、在乡村田野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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