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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数百处文物受损，电话采访时仍有余震

“汉艺精粹”地震中受伤
古城芦山国宝受损

采访中余震发生

芦山县是一个有着2300多年历
史的古城，拥有“中国汉文化之乡”
美誉。县域之内就保存有三处全国
重点保护文物：当地人祭祀蜀汉大
将军姜维的平襄楼，号称全国保存
最完好、雕刻最完美的汉代石阙樊
敏碑阙以及四川少见的元代木构建
筑芦山龙门青龙寺大殿。4月23日上
午，记者拨通了芦山县博物馆副馆
长吴伟的手机，吴伟此时正与同事
们一起抗震救灾。据吴伟介绍，发生
地震后，他们对受损文物进行了清
查。始建于北宋、重建于元代的古建
筑平襄楼受到损害，包括佛图寺、姜
维墓等在内的十多个省级重点保护
文物也都不同程度受损。两座汉阙
樊敏阙和高颐阙也受到损伤，其中
樊敏阙阙身被震断，阙基下沉；另有
消息称，高颐阙在地震中受损，部分
构件震落在地。

据吴伟介绍，目前文保人员正
在排查受损建筑并及时对危险文物
建筑进行临时加固处理，做好损坏
文物构件的收集、登记工作，以待专
家评估后修复。在采访中，记者突然
听到吴伟在电话中喊起来：“又来
了！又来了！”正在诧异之时，吴伟解
释，刚才又来了一次余震。据称连日
来余震不断，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文
保专家就是在余震中进行文物的清
点和排查工作的。

“古代建筑活化石”

高颐阙构件震落

说起汉阙，总让人想起“西风残
照，汉家陵阙”、“汉阙青门远，高山
蓝水流”的诗句。阙属于“宫门”的形
制，即建在宫门或陵墓等建筑群左
右对称的威仪性建筑物，汉阙集建
筑、雕刻、文学、书法艺术于一体，是
研究汉代地方文化及地方史的珍贵
实物资料。汉代石阙，是我国现存的
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表
建筑，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被
称作“古代建筑活化石”，堪称国宝
级文物。

据介绍，此次受损的芦山高
颐阙，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文化
价值，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历史
学家范文澜、美学家王朝闻等，都
从自己学术研究的角度在著述中
对高颐阙有过高度的评价和肯
定。有消息称，高颐阙在地震中受
损，部分构件震落在地。

高颐字贯方，曾任益州太守等

职，因政绩显著，卒后，汉皇敕建阙
以表其功。高颐阙建于汉献帝建安
十四年(公元209年)，共有东西二
阙，相距13 . 6米。东阙仅存阙身，阙
身北面刻有隶书铭文“汉故益州太
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
君字贯□(方)。西阙13层，高5.86米，
阔1 .63米，阙用红砂石英岩石叠砌，
阙顶仿汉代木结构建筑，有角柱、枋
斗，阙座四周雕蜀柱斗子，阙顶正脊
当中雕(朱雀)口衔组绶，此浮雕影
像清晰，想象丰富，动态鲜明，形状
壮美，层次处理得宜，为古浮雕中杰
作。阙身有三车导从，车前为伍伯、
骑吹、骑吏等马车出行图。其上为五
层，第一层南北两面各浮雕一饕、
餮，转角大斗下均雕一角神；第二层
浮雕内容有“张良椎秦皇”、“高祖
斩蛇”、“师旷鼓琴”等历史故事，
以及神话故事传说中的九尾狐、
三足鸟等；第三层内为人兽相斗
的图案；第四层向外倾斜，浮雕有

“天马”、“龙”、“虎”等；第五层四
面雕成枋头24个。整个阙的轮廓
曲折而有变化，雕刻华丽细致，是四
川雅安诸阙的代表作。

被誉“汉艺精粹”

樊敏阙阙身震断

另一座受损的汉阙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樊敏阙及石刻”，樊

敏阙阙身被震断，所幸石碑完好。樊
敏阙建于东汉建安十年(205年)，位
于四川省芦山县芦阳镇黎明村。阙
及石刻均为东汉巴郡太守樊敏墓的
地面建筑石刻遗存，现存左阙、碑、
石兽三具，兽胚一具，石龟一具及右
阙部分残件。

樊敏阙原阙为有扶壁式双
阙，右阙已废，现仅存左阙。现存
左阙为1957年修复，阙体呈西南
向，由结构基本相同的主(母)副
(子)两部分组成，自下至上为座、
壁、楼(斗拱层)、檐、顶五部分。自
座以上，主阙由十三层石料、副阙
由七层石料仿木结构镌刻叠砌而
成。主阙全高5 . 32米，子阙全高
3 . 31米。主阙为四阿式层顶，脊部
作扁圆筒状，脊顶为一半圆雕之
含绶雄鹰，姿态威猛，令樊敏阙平
添几分凛然之气。

阙檐为汉代出檐式筒瓦建筑
形式，椽头刻瓦当，檐下斗拱层上
浅浮雕“象戏”图案。盖下面刻日
月星辰。楼部转角处刻圆雕角神。
由于部分原件未得，楼部素面无
画像者为修复时配置，但西南正
面保存画像石原件一幅，据著名
学者邓少琴判识，定名为《哀牢夷
九隆氏龙生十子图》，内容是汉代
云南永昌郡古哀族的族源神话
(《后汉书·哀牢夷传》有载)，反映
了樊敏曾任永昌长史的从政经

历，在汉画像中是独特的题材。此
外，主阙楼下正中浮雕饕餮含蛇
图像，子阙正背面楼下分刻西王母
和玉兔图像，均为珍贵的汉画像作
品。樊敏碑阙被著名美学家王朝闻
誉为“汉魂”、“汉艺精粹”。据吴伟介
绍，修复这些受损的文物肯定有相
当大的难度，但在现代高科技的帮
助下应该没有问题。

“如莲花出水，明月开天”

樊敏碑出现裂缝

著名的樊敏碑位于樊敏阙
后，据吴伟介绍，樊敏碑也在地震
中出现了裂缝。

樊敏碑碑身为整块红砂石，
高3米，宽1 . 26米，厚0 . 27米，嵌植
于一巨形昂首行进状的石龟背
上，连座通高3 . 4米，为汉碑成熟
期的巨形作品。碑形圭首圆琬，上
削下丰，自穿以上正面刻双虬交
结环护之圆顶碑额，偏左浮起如
圆顶碑形之平面题额，双行篆文
额题“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
碑”12字。额下中部有圆穿，穿下
刻碑文汉隶21行558字，虽经1790
余年的风霜剥蚀，至今仍可通读。
东汉樊敏碑隶书大字朴厚雄健，
为汉碑名品之一，宋以后曾长期
佚失，清道光年间重新访得，为刘
盛刻，息喿书。

碑文记述，樊敏祖先与先秦
周族同宗，西周建立后分封晋国，
战国时韩、赵、魏三家分晋，樊氏一
族流徙入“华南西疆”，定居青衣县
地；其后记述樊敏自东汉元初六年
(119年)出生至建安八年(203年)寿
终，84年间的生活、从政经历及相关
史事，对补充和印证东汉后期历史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樊敏碑为四川境内所存罕见
汉碑之一，碑文涵义深广，有较高
的研究价值。杨振方《碑帖叙录》
评曰：“石质粗而锋芒多杀，无从
定其高下，而一种古穆之气终不
可磨灭。”康有为赞其曰：“虚如娟
妙，如莲花出水，明月开天，甘露
之上上品。”樊敏碑书法结体丰
茂，笔兼方圆，体极匀整，沉厚大
气，端庄高古，法度苍浑，遒劲刚
利，章法自然，高雅渊厚，古色古
香。劲利之中出于古厚，顿挫节
制，神采焕发。无怪乎后人言其

“高出吴魏时梁鸿、皇象、苏建诸
家之上，唐人楷隶之祖，实以是为
俎豆”。北宋以来，赵明诚、杨升
庵、孙星衍、康有为、郭沫若、任乃
强等名人学者对此碑备加赞颂。

本报记者 张向阳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有清拓东汉樊敏碑册页，这是
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曾任故
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捐
赠品。

故宫所藏《樊敏碑册页》，
墨拓，剪裱册页二十一开，每开
纵34厘米、横38厘米。此本即为
原石重现后不久所拓，字迹较
一般旧拓本清晰。第十六行“楷
模”之“楷”字、第十七行“大选”
之“大”字不损，即世所谓“大楷
未损本”，较为珍贵。此册页封
面有马衡先生题签，每页上裱
边有马氏隶书释文。册后缀马
氏二跋：辛亥(1911年)十一月跋
云，此碑系“道光初年北平杨海
琹于芦山荒郊中访得原石”。据
拓本可以补正宋代洪适《隶释》
所录碑文中“阙者三字”和“误
者五字”。壬子(1912年)孟冬跋
云，徐紫珊木刻双钩《樊敏碑》
的底本号称“宋拓孤本”，实为
覆刻，而此本方为原石拓。

平襄楼与姜维“胆墓”

相传姜维在成都被曹魏乱
军杀害后，又遭“五马分尸”剖
腹取胆，但见姜维“胆如斗大”，
敌军很是惧怕。姜维的部下冒
死从成都将姜维的胆抢回芦
山，葬于城东的龙尾山上，所以
姜维墓又称“胆墓”。芦山县芦
阳镇南街汉姜侯祠，始建于北
宋，是为纪念三国时期蜀国镇
西大将军平襄侯姜维而建造。
县民历代崇祀姜维，“平襄”二
字，正是姜维封侯之号。平襄楼
在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第六批
文物保护单位。

格相关链接

马衡先生曾捐赠

清拓樊敏碑册页

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文物受灾最新情况，截至4月26日，

雅安震区共有38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受损。仅在芦山县就

造成东汉樊敏阙中部断裂，始建于北宋、重建于元代的平

襄楼也受到损害。此外，包括东汉高颐阙、佛图寺、姜维墓、

王晖石棺等在内的10个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均不同程度受

损。本报记者4月23日上午通过电话采访了芦山县博物馆

副馆长吴伟，就在采访时，芦山又发生了一次余震。

清拓樊敏碑册页

樊敏阙

雅安地震馆藏文物损毁一角

樊敏碑 拓片

高颐阙
局部


	C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