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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开厚重朱门，两个黄铜门扣在隐隐亮光中与你对
望，虽烙上岁月的印迹，但其工艺之精美仍清晰可见。门
扣主体为立耳鼓眼的狮头，圆脸、圆眼、圆鼻、圆额，虎牙
衔着圆环，独具匠心的圆桃形、涡旋纹的颈毛，围狮头一
字排开，底座为刻着S连续纹样的圆盘，威武而庄重。

圆，在中国古典建筑中较为常见，《说文》中写道：“圆，
全也。”在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文化中，圆是智慧融
合和流畅贯通的象征，与中国人崇尚的“天方地圆”“万物
皆禀天地之气以生，生生不息循环交替轮回”的朴素辩证
法思想相契合，故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圆”，北京天坛、客家
围屋、龙门石窟的石雕莲花都是闻名遐迩的圆形建筑。巴
南彭家大院的门扣、石缸、门廊窗棂、浮雕驼峰等建筑，不
断闪现着圆的倩影，这一个个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符号，蕴
含着坚强壮美的中国精神和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门扣是建筑“门文化”的一部分，又叫铺首或门钹，民
间称作响器。门扣起源于汉朝盛行于明清，其修饰和美
化大有讲究，既象征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又展示其文化
修养和审美情趣。有《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
王府、公侯、一品、二品府第大门可用兽面及摆锡环；三品
至五品官大门不可用兽面，只许用摆锡环；六品至九品官
大门只许用铁环。”自唐代起，精美的门扣就只能是王公
贵族和富绅宅邸的专属，平民家的门上是不允许有任何
装饰的。彭家大院的黄铜狮头门扣就是鲜明的个例，她
忠实守护于大门之上，见证了彭氏家族的百年兴衰，见证
一代代彭家子孙从奋发崛起，到最后的奢腐衰落。于门
扣的方寸之间，我们管窥中华传统建筑的艺术大观，解析
古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密码。

中国建筑文化充满神奇和奥妙，渗透着中华美学的灵
魂，对其有深刻描摹的是清代文人沈复。他在《浮生六记》中
这样描写道：“廊或者它完全透空的部分，作为虚的要素可与
实的墙面构成强烈的对比关系。介于虚实之间的隔扇、漏窗
等，作为半虚半实的要素，则可起调和或过渡的作用。”虚和
实是哲学概念，它们是物质的对立，又是事物不可缺少的本
质所在，如今已广泛运用到美学的各个领域，在建筑设计中
更是必不可少。例如：彭家大院的雕花石缸与一汪清水、悄
然绽放的睡莲，就是静与动、真与幻、虚与实的对比与衬托。
高宽厚实的防火围墙，与玲珑剔透的雕花木刻门窗，构成封
闭与透空，稳重与灵动，虚实对比的建筑风景线。

(二)

《老子》道：“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既谈到古代建筑中的虚与实，

就不能不提到斗拱。
斗拱是连接屋檐（横梁）与立柱的承重抗震部件，别

名：斗科。民间也称“牛脚”。相对于屋顶和立柱，它为
虚，在千姿百态的木刻雕工世界里，斗拱木雕给建筑空间
增添力量与和谐之美，书写出一方深邃广阔的文化内涵
空间。彭家大院陈列着一对清代金漆木雕斗拱，是我们
探寻到的第二个历史密码。其上中下三部分的构造，形
成虚实对比和互为衬托的关系。主体为二狮玩球造型，
上下各匍匐着一条金鱼。作品在保留木料本来色泽之上
薄施金箔，使原木本身的纹理和颜色自然显露，给人以清
淡古朴之感。斗拱虚实结合、构图饱满、线条流畅、层次
分明。大量运用螺丝纹、波浪线、弧线和交叉线纹，且以
立体圆雕、精微细雕和透空雕相结合的工艺制作而成。

“二狮争球”斗拱寓意权利和力量，还有事事如意的祈祷
和祝福。

彭家大院的斗拱形象丰富多彩，多以花卉、植物、动
物和人物歌舞为题，雕刻工艺赋予巴县老宅浓郁的古典
优雅气息，同时又增添了生动浪漫意味。

巧夺天工的木雕凝聚着中国工匠的智慧巧思，然而
精雕细琢、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才是老祖先留给我们最
宝贵的财富。千百年来，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改造了世
界，建立了一个富强的泱泱大中国。由此，我们联想到了
历史文物的传承与创新。

(三)

“800年重庆，3000年巴县。”厚重的文化底蕴不仅赋

予彭家大院传统文明的灿烂瑰丽，也有红色抗战革命的
血脉赓续。在阁楼的狭小空间，我们探寻到彭家大院的
另一处历史密码：抗战教育基地。

自1938年起，这里相继成立过立人中学和中央抗
战学院，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关键的转折点，发挥了重
要的教育宣传作用。烽火燃遍九州，“抗战救国”的革命
浪潮在这里风起云涌，一群人为民族崛起而奔走呼号、抛
洒热血。彭家大院分别陈列着革命烈士江竹筠、廖宗先
等人参加西南学院的学生运动始末介绍，董必武、罗广
斌、杨益言从事革命的记录。还有彭氏家族成员彭敏俊
等人，曾在抗战时期秘密运送枪支弹药，传递情报的地下
革命工作讲解，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被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深深打动，由衷地爱上了这座英雄的巴县老宅。

清清花溪水蜿蜒向东流，亲吻巴南广袤而肥沃的土
地。彭家大院是集民族传统艺术、革命历史教育和科学
考古价值于一身的珍贵文物，在这里，我们不仅领略到民
族文化的瑰丽隽永，中国工匠精神的博大精深，更感受到
红色经典传承的恢宏壮阔。在新重庆现代化建设中，传
统文化犹如涓涓清流滋养心灵，又如黄钟大吕振聋发
聩。正是这样一批有辨识度、有影响力的“渝字号”文物
精品，使山城的“文、城、景”一体化呈现更加完美精彩。
如何传承和保护巴县老院子，让历史文明闪耀光彩，走出
一条弘扬文化遗产的新路呢？必须注意在原有基础之上
革旧创新，还要因地制宜保护文脉资源，建立当地独特的
文化风格，绝不能千篇一律。另外，盲目地搞旅游开发也
有可能会造成古村和老院子的破坏。

如今，巴县老院子有20余个，是一道壮阔绵长的旅游
风景线，我们坚信，只要把普及乡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教
育工作常抓不懈，打造各种文化旅游村，将沉浸式观赏与
现代化信息技术融入古文化建设之中，巴县老院子的古
代文明和历史密码终将大放异彩。

（作者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到葡萄牙旅游，最让我意外的是，在遥远的波尔图，看
到了铺天盖地的青花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
大阵仗的青花瓷，以至于我一时有些恍惚。

耸立在波尔图老城区的圣灵教堂，外墙被蓝白相间的
青花瓷覆盖，直逼双眼，虽说没惊掉下巴，也是张大了嘴巴，
鼓圆了双眼，傻傻地仰望：由几十块、几百块、几万块……小
方形青花瓷组合的墙面，呈现出一幅幅巨大的画面，描绘的
都是圣经故事，圣人、圣母、圣子、小天使、圣徒、天上飞的、
凡间走的……如真人般大小，栩栩如生，仿佛可以从画壁上
翩然而下，仿佛可以与我们跨越时空互动。这么庞大的拼
图工程，不得不佩服，甚至冒出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词
句。立马打住并责备了自己。不过，用这么小块小块的青
花瓷，拼接组合成如此规模的大型壁画，真的是很考验绘画
水平，更考验分解技术，然后是烧制，最后是组合上墙。

步入教堂，走廊照壁露台墙壁也全被青花瓷覆盖，明媚

的太阳透过廊柱拱顶、圆窗，使青花瓷图案明明暗暗，越发
显现出神秘的东方神韵，让人心生自豪与欢喜。教堂中心
神位顶上，也镶嵌着青花瓷。

老城区的卡尔莫教堂、圣伊尔德丰索教堂、会众教堂
等，也是用青花瓷大面积装饰，座座清爽典雅，百看不厌，彰
显出青花瓷的独特魅力。

葡萄牙人对青花瓷的喜爱，可以上升到“盘”和“把玩”
的境界，不仅教堂如此，连公共设施都不放过。一走进波尔
图的圣本笃火车站，以为走错了地方，整个站内从下及顶，
三壁都是青花瓷拼接的大型壁画，如果不是闪耀着火车时
刻表的显示屏，透过拱门肉眼可见的火车轨道、进出站火
车、上下车旅客，真的会让人感觉进入了艺术宫殿。

这里，原本是座废弃的16世纪古老教堂，19世纪末重
新启用，整修为火车站。大厅装饰，请的是该国瓷砖画大师
豪尔赫·科拉索。火车站青花瓷壁画描摹的是凡间故事。
进门左侧墙上部是11世纪著名的华迪维斯之战，是葡萄牙
为独立而战的英勇激烈场景；右侧墙上部描绘的是，13世
纪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在波尔图迎娶英格兰公爵女儿的喜
庆场面，这次政治联姻，获得了两国长时间的和平。

进入站台那面墙，因拱门被分成四部分，讲述了信徒去
圣地朝圣和朝圣者营地，还有牲畜集市等。中间拱门四周
瓷砖画，一看就明白，描摹的是葡萄牙乡村田园故事。右侧
上方有农人在收割，有牛车在运输，下方是水源丰沛的河

流，有水车正在撩水转动；左侧上方农妇们在摘葡萄、选葡
萄、运葡萄；下方是村民们在湛蓝的杜罗河上，划着两头翘
的帆船，将酿制好的葡萄酒运向山外。

据说，整修装饰这座火车站花费了11年光阴，烧制了2万
多块青花瓷，慢工出细活，100多年过去了，画面依然光鲜如
昨，散发出蓝莹莹的光泽，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游人前来打卡。

拜谒了青花瓷教堂，进入了青花瓷火车站，走过了青花
瓷街道，观赏了鹅卵石上的青花瓷图案，游览了青花瓷住宅
……才知道葡萄牙人对青花瓷的痴迷是全方位的！在众多
的外来艺术中，为什么独宠青花瓷？是宽阔靛蓝的杜罗河
和天空白云沉淀了他们审美的底色？还是觉得青花瓷与波
尔图黑白石头的地面、红色的屋顶很般配？

不管葡萄牙人怎样把青花瓷发展成葡萄牙蓝，但发源地
还是在我们中国景德镇。15世纪前期，随着海上新航线的开
辟，葡萄牙商人在澳门设立贸易站，把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
各国，其中的青花瓷受到王公贵族的超级喜爱，供不应求。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各国相继建立瓷器厂，对
我国瓷器进行仿制，但技术图案品相相去甚远。直到18世
纪中后期，欧洲瓷器技术得以进步，图案开始融入本土审美
元素。葡萄牙工匠擅长兼收并蓄，不仅从中国，还从荷兰、
西班牙、阿拉伯人那里学习瓷砖烧制技法，形成了锡釉陶
器，被美国和荷兰考古学家定义为“万历设计”“青花设
计”。显然受了中国青花瓷的影响。葡萄牙人选择这种高
古清雅的艺术，将国家历史绘制其上，这些由蓝白两色组合
的青花瓷壁画，是一卷卷经久耐看的坚实绘本。

中国青花瓷，葡萄牙蓝，这就是艺术感染力之传承与融
合。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巴南彭家大院的历史密码
□张晓梅

公元1822年，彭氏一族在巴南南温泉的白鹤林兴木拱土，立
起一座宏观而精致的建筑，这就是彭家大院，又名彭氏民居，占地
5320平方米，四面高墙合围颇有气势，前、中、后三个递进式四合

院，其间10个回廊、12个天井、50间正偏室，结构井然有序，工艺古朴精巧。
据说这座典型的家族式民居，是清代大盐商彭瑞川率百余名工匠的得意

之作，如今走过186年的风雨历程，彭家大院伟岸如故，这里的一瓦一砾记录
着时代变迁，隐藏着神秘而隽永的历史密码。

青花瓷与葡萄牙蓝
□朱一平

波尔图
圣本笃
火车站

彭家大院

巧夺天工的木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