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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 珏

文旅课堂

时值周末，在前往灵隐寺的路上，车水马龙。

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来自于哪里，又将去往哪里。而将人抛向这浩瀚的历史，从哪儿来？去往哪里？却成了我们亘

古思考的问题。于是，这条通往灵隐寺的路，似乎与我们走过千千万万条路，是有一些不同的，人们在前去与归来的路上寻找一种信仰。这种信

仰是历史的沉淀，是文化的指引。那么，对于一个由人聚集而成的城市而言，历史与文化又给予他什么信仰呢？

摩崖石刻不是一部静止的历

史，无数的人加入到这个历史中，用

他们的脚步形成飞来峰新的文化。

也许，正如纪录片《两只金狮

子》中所说：“观看，也是一种创造方

式。”

导演陆易在直播间是这样解读

这个纪录片的，她说：“这个纪录片

的片名本身来自于双关语，两只金

狮子（两浙金石志），它象征着历史

的真相与一代代人对历史解读的错

位。”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纪录

片，一方面看到摩崖石刻不同的历

史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一群人对于摩崖石刻的痴迷与保

护，或许历史文化血脉的传承。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

术学院教授潘汶汛，则更进一步段

阐述了这种传承关系。她说，就像

绘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对飞来峰

摩崖石刻的研究也是如此。生于杭

州，长于杭州，对于这样一个印刻着

杭州文化历史的名山，对于无数历

史文人共同铸就的这样一件伟大作

品，有个自然而然的向往。

如果说飞来峰是一本敞开的

书，那么，透过艺术家对摩崖石刻的

解读，我们也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

原本的样子。

杭州西湖摩崖题刻研究者与发

现者奚珣强把这些“文字”一一呈现

在我们面前。

去探索，去发现，成为一座山与

一个人的关系。在奚珣强的随身包

里，放着急救包、望远镜、手电筒、登

山杖、笔记本等，当然还有《两浙金

石志》。就是这些简单的工具陪伴

着他十余年来寻访着这些历史遗落

在山间的瑰宝。

从文字到研究 ，浙江省博物馆

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魏

祝挺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

授谢继胜说：在我们浩瀚的历史中，

没有一颗细微的尘埃是孤立的。每

一块摩崖石刻的背后，都是历史的

凝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最

终留下了某一些印记，再留待某一

天由某一个人重现。魏祝挺述说着

这些故事，让这些“某某某”，有了更

具象的生命。

而谢继胜从元代造像的艺术特

征，给我们翻开了一部浩瀚的艺术

史、宗教史、民族发展史。“从文化融

合的角度，飞来峰的摩崖石刻构建

了杭州的多元文化，在中国多民族

共同创造中国文明史这一点上，飞

来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正是因为有这些学者的脚步，

让我们越发靠近历史。

正如陆易说：“这是逐渐认清的

过程。就像我们发现很多摩崖有自

然风化的痕迹，那很多信息就消亡

了。然后 ，有一些部分被人为破坏

了，信息就会有错误的部分，所以才

会 有 后 代 的 人 ，像 阮 元 一 样 去 寻

找。而这个行为本身是很重要的，

是不同年代的人在靠近历史。”

文化解码系列报道（一）文化解码系列报道（一）

飞来峰：山中一日，世间千年
灵隐寺所在的飞来峰上，有很多的石头。这些石

头与其他石头是不同的，因为它们镌刻历史的语言，

描绘了文化的图腾，他们是摩崖石刻。这些石头与其

他石头也是相同的，他们站立在这片土地上，走过了

无数个春秋，与这座城市共历繁华。

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一群人聚集在这里，解读了

一部石头上的杭州史。摩崖石刻上传承了千年的文

化，也许正是这座城市的信仰。

飞来峰与杭州当我们和王安石站在一样的高度

去看杭州城，会不会发出一样的感慨：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一个城市日新月异，但是对于一

个城市的山来说，这些变化就如草木

的一岁一枯荣，最终会沉淀在大山里，

成为大山更为广阔的胸怀。

所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郑嘉励说，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

看，山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城市不动的

地标。以山为坐标去看待城市的发

展，更能读懂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而

这些需求恰恰是推动我们文化历史文

化前进的动力。

“再说到飞来峰，不仅仅是视觉上

的震撼，更多的是这种山水的审美，影

响到我们传统园林中的造景，更是成

为古代文人对于山水审美的范本。”对

于文人来说，在表达胸中丘壑之时，又

如何离得开这大山的熏陶呢？

石不能言，最可人，这是一种文人

的审美。而一座山对于一座城来说，

也许也是一种审美的基调。

这个基调是飞来峰的奇石，也是

无数文人对飞来峰的吟诵，还是在岁

月里留下来的摩崖石刻。

杭州风景名胜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邵群作为飞来峰现在的“守山人”，对

于飞来峰上每一块石头，对每一块摩

崖石刻都熟记于心。对于她来说，这

些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历史人文景

观，让岁月在天地中有了另一种生命，

让时光与时光之间有了另一种牵扯。

在邵群对于飞来峰以及飞来峰上

摩崖石刻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山上石头与石头的关系每时每刻都

有着细微的变化，我们还可以了解到

这些摩崖石刻的产生、破坏与再现，这

让这些摩崖石刻的形态与价值也跟着

发生变化。所以这些摩崖石刻既有历

史文化的脉络，也有天地变化的印记。

“飞来峰上这些摩崖石刻，可以是

一部书法史，也可以是杭州的文化史，

还可以是杭州的城建史。”

昨日之新闻，今日之历史。所

有的历史沉淀着无数的当下。而每

一个当下，恰恰又是无数历史的承

托。

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姜青青曾写了《我读杭

州石头记》：“我在读这些摩崖石刻

的时候，我就在想：杭州为什么是杭

州？”他从历史、文化以及人物的各

个维度去解释了，杭州之所以为“杭

州”的历史文化积淀。

正如世间所有的因果一样，杭

州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杭州，是数千

年时光的堆积。而我们行进在历

史 之 中 ，必 然 也 会 是 历 史 的 一 部

分。

关于飞来峰，关于飞来峰的摩

崖石刻，邵群作为“守山人”之一，有

着今时今日的认识与责任。“现在要

让文物活起来，让我们的中华文脉

能够不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面。像文物所包含那些审美，都要

深 入 到 我 们 现 代 人 的 生 活 当 中

⋯⋯”她还例举了很多关于现代科

技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推动。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但是

一颗向往美好的心是不会变的，而

这种美好的堆砌正是数千年来人们

对于传统文化追求的共同认知。

就像奔赴在路上的人们，来自

何方，去往何处，其信仰的核心不外

乎是这种共同认知背后的生命哲

学。一座城市的信仰，不外乎是这

些个体信仰的集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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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时到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