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宋 代

第一节 社会背景

宋太祖赵匡胤于 960 年建立北宋，970 年发十州兵会贺州城下伐南汉，次年南汉皇帝刘鋹

被俘，宋才统一了岭南。

北宋至道三年（997 年），岭南设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今广西大部属广南西路，这是广

西之称的由来。大观元年（1107 年）割广西北部的九州另置黔南路，大观三年（1109 年）合

并黔南路与广南西路，称为广西黔南路。次年又恢复旧名广南西路。广南西路大致包含如今的

广西地区，黔南、滇东南与广西相连的地带，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省。南宋时期，广南东路和

广南西路与北宋相比，辖地并无明显变化，广南西路辖静江、庆远两府和一些州、军。

两宋是明以前广西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由于宋朝的积极经营，广西的农业、畜牧业和手

工业有很大发展，尤以稻米种植、牲畜饲养、矿藏开采、海盐制取、布匹织造和陶瓷业的发展

最为突出。交通业和商业也颇为兴盛，形成了成熟的交通网络，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宋代的统治者对农业十分重视，两宋在广西实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各地的大量荒地被

开垦，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繁荣。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也相应增加，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年），广南西路的人口达 52 万户，比北宋元丰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北宋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

设，熙宁三年（1070 年）至九年（1076 年），全国兴修水利田达 10793 处。南宋在南方广修水

利，广西是重点地区之一。农业的发展和水利的兴修，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加强了地区之间的

交通联系。

在两宋统治的 320 年间，广西地区的手工业（包括矿冶业）获得了较全面的发展，手工业

门类比较齐全。手工业的全面发展，为交通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货物来源。

宋代的交通发达，桂州、梧州、邕州、柳州、郁林都是宋代广西重要的交通枢纽。此外还

开辟了一些新道。如开辟了至虔州（治今江西赣州）的陆上通道，此道开通后，广西进贡的金

银、名香、犀角和象牙等贡品可陆运至虔州再水运入京。广西的水运业也很发达，水运干线首

推灵渠。发达的交通，使广西的商品贸易也较前代更为活跃。钦州博易场、邕州永平寨博易场



是广西与交趾贸易的主要场所；邕州横山寨（今属田东县）、桂州、梧州、昭州、贺州、浔州、

横州也是有名的商贸市场，其中桂州、梧州分别是广西北部和东部商品集散的中心，从这里运

往外地的大宗商品有粮食、陶瓷和各种土产；郁林则是广西食盐销售重要的集散地。此外，宋

朝还在广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有博易场，以便利当地百姓交易。

宋代的海外贸易也十分繁荣。因采用指南针导航并解决了远洋海船制造的技术问题，同时

也受到南方社会经济繁荣的推动，两宋的海外贸易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钦州是著名的海外

贸易商港，是两宋商贸的重要口岸。

宋代广西的官员较为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州学、府学、县学在各地多有举办，有的官员还

亲自到学校讲学。此外，多所书院也相继出现，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的人数也较唐代有所

增加。但总的来说，宋代广西的教育，南部比北部和中部落后，桂南地区没有建立书院。

宋代的文献著作也有所增加，南宋前期任广南西道安抚使的范成大所著《桂海虞衡志》和

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是研究古代广西地方史的重要文献。而藤县人释契嵩是宋代有名的诗

文作家，著有诗文集《镡津文集》。宋代吟咏桂林山水的诗作也流传较多。

宋代广西社会矛盾时有发生，其中区希范起义、侬智高反宋和交趾大举入侵广西是较为重

大的历史事件。

第二节 美术概况

宋代，广西承继了唐代的造佛遗风，摩崖造像仍有流传，其中以桂林叠彩山风洞为最多，

而河池宜州会仙山白龙洞也有摩崖造像。与唐代相比，宋代广西摩崖造像的艺术性较为欠缺，

少有精品之作。其特征为：一是雕刻较浅，不像唐代近乎圆雕，宋代则至多为高浮雕；二是形

体较小，不如唐代巨大；三是衣纹刻凿较浅，以阴刻或浅浮雕为主，不如唐代具有较强的起伏

层次，此外，线条也以曲线为主，不像唐代方折有力；四是形制也不再如唐代一佛二胁侍菩萨

那样讲究，稍显随意。

而崖壁、碑石的线刻作品，是宋代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存至今的有桂林伏波山米芾自画

像、南溪山刘真人像，以及宜州白龙洞《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碑》和《供养释迦如

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简称《五百罗汉名号碑》）上的线刻。这些线刻作品，

造型准确生动，线条流畅精美，格调典雅高古，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宋代广西地区造瓷术的发展到达一个高峰。无论是制作还是烧造的规模和技术，都超过以

往各代以及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其成因主要为：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

口的增长，给制瓷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官府禁止百姓采铜，人们多用瓷器代替铜器作为日

常用具，日用瓷器被普遍使用而产生了大量需求；海外销售渠道的开拓也刺激了制瓷业的繁荣；

广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博易场也给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这些因素的

影响之下，广西的瓷器制造业在宋代崛起，其水平与同一时期景德镇等地出土的官窑制造水平

相当。

广西宋代窑瓷分布多而广，北起全州、兴安、桂林，东至藤县、容县、北流，南至北海、



东兴，以及桂中的柳城、宾阳、邕宁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宋代窑瓷遗址，窑场规模均十分庞

大。广西宋代窑瓷的分布比较有规律，可以分为两大区域：西江流域的北流、桂平、容县、藤

县等地为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以烧造青白瓷（也称影青瓷）为主，瓷胎精致细白，釉色晶莹细

腻，花纹装饰简朴；另一个区域是湘桂铁路沿线的全州、兴安、桂林、永福、柳城等地，这个

区域主要是烧造青瓷，属于耀州窑青瓷系统，瓷胎呈灰白色，略为粗糙些，但是器物的花纹装

饰比西江流域的器物花纹装饰更为丰富多彩。宋代广西青白瓷中的魂瓶（粮瓶），在造型和装

饰上具有较为浓厚的地域特色，为别地所不见或少见。

两宋瓷器中有较多精美的器物，其中永福窑田岭窑址出土的一件残瓷器高温铜红釉缠枝菊

纹盏，是中国已知古陶器史上仅存的宋代纯色红釉瓷；而较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品种是腰鼓。

宋代的银器，是广西中古时代出土文物中最为密集的文化遗存，其中南丹州为朝廷制作的

银器贡品，代表了当时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铜鼓的铸造到了宋代已渐趋衰落，然仍创造有新型麻江型铜鼓，另外遵义型和西盟型也继

续存在。

宋代广西美术主要体现在石刻艺术和瓷器艺术上。佛教石刻艺术虽然没有唐代鼎盛，但在

人物线刻艺术上有了发展并运用到了别的人物题材创作上。桂林伏波山米芾自画像石刻、南溪

山刘真人像等，就是代表作品。米芾自画像石刻应是至今广西发现的最早以名人画像雕刻的作

品，也是传世不多的米芾人物画作品。它不但让我们目睹了米芾高超的人物画艺术造诣，以及

他本人的风采，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一幅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经典作品，历史和艺术价值重大。南

溪山刘真人像，则是表现本地道教“仙人”的石刻作品。这两件作品是广西佛教雕刻艺术扩展

到表现其他题材石刻艺术的里程碑作品，包括罗汉碑刻，表明宗教艺术走向了平民化。宋代是

造瓷艺术高峰期，广西也与全国一样，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除在造型上有地方特色以外，有两

个方面在全国造瓷史上有特殊的贡献：一是永福窑田岭窑的瓷腰鼓，窑田岭窑是目前国内发现

的宋代唯一大量专烧腰鼓的窑场，在中国瓷坛和腰鼓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永福窑田岭

窑一次烧成白瓷胎高温铜绿釉特别是铜红釉器，是中国陶瓷技术的创新，为元代釉里红、明清

红釉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是广西为中国瓷器发展史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三节 具体美术作品

一、造像、石刻

1．桂林伏波山米芾自画像石刻。

伏波山现存石刻 108 件，宋刻尤多，多为纪游题字、菅缮纪事之作，而最为著名的是南宋

嘉定八年（1215 年）所刻的米芾自画像。

米芾(1052-1108)，北宋书画名家。初名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海岳外史、襄阳漫士

等，41 岁后改名为芾。首创以大小墨点画云山雨树的笔法，与其子米友仁被称为“米氏云山”。

书法自成一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宋徽宗时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

部员外郎。



◎米芾自画像石刻拓本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 年），米芾曾在桂林任临桂县尉。是年，米芾与当时临桂县令潘景

纯同游伏波山还珠洞，留下了一行字迹飘逸的题刻：“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

这是米芾在桂林留下的唯一书法真迹。南宋嘉定六年（1213 年），方信孺（字孚若，号紫帽山

人，福建莆田人）于桂林任官职期间游览伏波山还珠洞时，看到了米芾的题刻，甚为景仰并深

感可贵。恰好当时米芾的曾孙米秀实也在桂林任静江府官职，是方信孺的幕僚。米秀实藏有其

先祖米芾自画像真迹。于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 年)，方信孺从米秀实处借来米芾自画像，刻

在还珠洞米芾题字右边，并在米芾自画像下方刻《宝晋米公画像记》以记述此事。其全文如下：

“宝晋米公世居太原，后徙襄阳，自公始定居润洲，以宣仁后恩补秘书省校书郎、浛光尉。

□□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县。□监中狱庙，授涟水军发运司勾当公事拨发，入为奉常

博士，知常州，不赶。管勾洞霄宫，知无为军，复召为书画院博士，擢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

痒生于首，谢事，不许。卒于官。年月葬丹徒长山下。信孺顷遇浛光，访公遗迹，得《北山养

疾篇》及□□□石刻。□□来桂林，复得《僧绍言诗序》及伏波岩与潘景纯同游石刻。□□公

尝尉临桂，秩满寓居西山资庆寺，颇与绍言游，故有此作，其他踪迹则缺如也。至于《序》中

云书于桂林□堂，今亦失所在，岂旧尉口耶？公作画史□始尉官桂林，而是时文章翰墨已定高

跨千古。然蔡天启志公墓，书浛光不及临桂，岂所谓名□者临桂□□中耶？抑先临桂，后浛光，

天启所书略及之耶？公之孙□□公遗文如《北山养疾篇》《绍言诗序》等作皆逸焉。岂公时□

□次偶未见此□□耶？公□碑皆书熙宁七年，今去此且一百二十余载，□其声名与天壤相终始，

于□□先□游桂林者或未必知其详，信孺将漕于□□，公之曾孙□秀实为静江府□□支使，藏

公自作小像，有小米题字，盖其游山时□□□□□此□刻之，伏波岩公题名之左，且高宗御制

碑口像赞冠焉，并口公平口口口于下方口口口旧游，使来者尚可以想象其凌云御风之高致云。

嘉定八年八月旦，朝奉郎广南西路转运判官莆田方信孺记。”

自画像石刻高 1.2 米，宽 0.5 米。画中米芾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足着履，做行走之势。



左手握腰带，右手伸出两指，若有所指。从画像可以看出，其体态微胖，天庭饱满，头略向右

倾，眼向左下看，双目炯炯有神，垂胸的胡须随风飘逸，宽松的衣袍也迎风飘荡。米芾神态自

若，风姿潇洒，一副若有所思或陶醉于山水和书画之间的模样，显得沉静、慈穆。画中的线条

简练，然而却圆转流畅，劲挺有力，丝丝人扣地塑造了人物的形体和神态，显示出其书画用笔

的线条力度，线条的婉转疏密、粗细对比也组织得富于美感。据传，米芾爱作古代人物像，从

此幅自画像看，其人物画功力确实相当深厚。

米芾自画像的上方，刻有宋高宗赵构御书的赞语：“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

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奕然，纵览起予。”画像的右方，还有米芾长子米友仁的

跋语：“先南宫戏作此小像，真迹今归于御府。”据《海岳遗事》记载：“米芾的自画像，世上

有数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绍兴内府，有其子友仁审定的跋语。”由此可见，还珠洞米芾像

正是摹自此本，是有确切来源的。元代画家倪瓒有诗赞此画像：“米公遗像刻坚珉，犹在荒城

野水滨。绝叹莓苔迷惨淡，细看风骨尚嶙峋。”

米芾在桂林时间不长，但他热爱桂林的山水，曾遍游桂林山水，在任期届满后仍流连忘返，

寓居于桂林西山资庆寺，与和尚绍言谈诗论道，并为绍言写过诗序。据传，米芾还作有《阳朔

山图》，题曰：“拜石人，居岩壑。至奇之地，作宦佳处，无过于此。”可惜现已失传。米芾的

画作几乎无存。该画像是米芾唯一存留的画作石刻，是研究米芾乃至中国美术史的珍贵资料。

2．桂林叠彩山摩崖造像。

叠彩山摩崖造像主要在叠彩山风洞中，现存 24 龛 98 尊。据记载，风洞在唐代便刻有佛像，

唐会昌五年（845 年）武宗灭佛毁寺，佛像遭到破坏。现存佛像大多是在宋代佛风又盛时，在

原龛重刻的。佛像的头部在“文革”中基本被毁，现头部为 20 世纪 80 年代所重塑，所以多缺

乏整体美感。

◎叠彩山佛像 11 号龛



叠彩山风洞的这些宋代摩崖造像，已全无唐代摩崖造像的神采，其形制较小，刻像较浅，

造型朴拙，比例失调，衣纹塑造较为简单，且平面化，缺乏唐代浮雕的高低层次感。造像的面

部瘦削，神情哀戚。在造型特征上，其衣饰厚重，多以浅浮雕表现，较为平面化，线条以曲线

为主，有流动感。莲座低矮，莲瓣较浅，小而多，造型也较为简略。背光从唐代的莲瓣状演化

为椭圆形，这是典型的宋代广西摩崖造像风格。

西壁 11 号龛，构图较为特别。造像 8尊，佛结跏趺坐于六方复瓣莲花座上。像高 60 厘米，

坐高 40 厘米。高肉髻，低头俯视，神态忧郁悲愤。身穿波形广袖褒衣，袒胸露乳，衣褶阴线

刻出，较为简略，但有流动感。左手按膝，右手举掌胸前，掌心向外，拇指与中指、无名指扣

回掌心，余指微伸。两旁阿难、迦叶向内侧立，双手合十，神态拘谨。人体及衣服的表现较为

简单。佛的上方，有造像 5尊，均为跏趺于莲花座上的佛造像，呈弧形排列，造型较为简略。

12 号龛造型稍好，位于风洞南口东壁，坐东朝西，为拱楣式龛。高 90 厘米，宽 111 厘米。

造像 3尊，为释迦佛和左右胁侍菩萨。释迦佛，坐高 45 厘米，肩宽 15 厘米，结跏趺坐于须弥

仰莲座上，座高 22 厘米。高肉髻，螺发，身着通肩袈裟，左手按膝，右手屈肘向前，手掌向

上平伸向外，施无畏印。衣纹以线刻出，曲线为主，富有流动感。左右胁侍菩萨，身高约 50

厘米，肩宽 14 厘米，均侧身向佛，站立于莲花座上，座高 5厘米。头戴宝冠，身着通肩袈裟，

双手合十于胸前，态度虔诚。佛右侧有一题记为：“本寺尼志华舍衣钵钱请匠人镌造释迦佛堂

时号甲辰岁六月日记。”甲辰应为宋英宗治平甲辰，即 1064 年。因为 7号龛有造像题记为：“使

院都孔目官邓今舍财镌菩萨二龛，永充供养。治平元年六月四日庆记。”治平元年（1064 年）

即甲辰。12 号龛造像较为复杂丰富，衣纹表现飘逸流畅，线条干净利落，人物形体丰富，有

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叠彩山佛像 12 号龛 ◎叠彩山佛像 10 号龛

人物最多的是 10 号龛，位于风洞口东壁 9号龛右下，无龛框，共有人物 17 尊，计 3行，

有 3尊则跨两行。除了最左上为释迦三尊者，其余各像均为释迦佛的不同变身，有站像，也有

坐像，基本为高肉髻，双耳垂肩，着通身袈裟，衣着厚重，衣纹繁复，为曲线造型。其手印式

样各不相同，有结弥陀定印、转法轮印、无畏印、说法印、与愿印等。整体上看，人体结构和

衣纹组织的造型均较为简略，缺乏艺术感染力。



从现存的几方造像记和造像的造型风格来看，风洞造像基本为 1064 年前后的作品，虽然

其艺术水平不高，但仍是研究广西佛教史和宋代造像艺术的重要资料。

3．河池宜州会仙山石刻。

河池宜州位于广西中北部，于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置县建城，为历代州、府、郡治

所，是历代显要名流、迁客骚人任职、迁谪、考察、羁旅之地，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就

被贬谪羁管并殁于此。明代徐霞客曾在境内游览月余。

宜州白龙公园内有会仙山。会仙山又称“北山”，自古为岭南道教名山，与北流勾漏山、

融水真仙岩、容县都峤山、桂平白石山等齐名。相传唐末有个叫陆禹臣的人在北山修炼，后得

道仙去，加上北山生态环境绝佳，神秘虚幻，“常有紫云玄鹤乘空而下，如神仙之会，故名会

仙”。会仙山南面山腰的白龙洞中共有宋至民国石窟石刻 60 余面，其中属于宋代的有《婺州双

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碑》和《五百罗汉名号碑》，以及普贤菩萨造像、佛会造像。

《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碑》。石碑立于白龙洞口，刻于宋绍圣四年（1097 年），

比《五百罗汉名号碑》早一年。

◎《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碑》

善慧大士原名傅翕(497-569)，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省义乌市）人，字玄风，号善慧，

又称傅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士或乌伤居士，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

被尊为维摩禅的祖师，与达摩、宝志合称“梁代三大士”。相传他是弥勒菩萨在汉土的化身，

是南朝佛教界的神异人物。他在双林树下结茅苦修七年，最后感动释迦牟尼佛、金粟佛、定光



佛从东方大放光明。善慧大士留下很多偈诗，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

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这体现了他对佛性的理解。另有一首流传甚广的偈诗也出自他：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该碑有图 29 幅，以图文相间、图文相应的形式记录了善慧大士的各种事迹。图以人物为

主，兼有亭台树木及动物等，以阴线刻成。线条多以短促细线为主，用线较为简单，缺乏艺术

美感。由于幅面较小，人物面目简略，因此只能凭服饰、动态去表现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在这

一点上，其表现倒有可称道之处，所描绘的服饰体现了当时人物的身份，人物的姿态也较为生

动传神。

根据故事的不同，人物的排列组合以及配景均不相同，能较好地体现主题，而这些独立成

幅的图画，相连起来又能完整地表现善慧大士“化迹应现”的事迹，可以说这是古代的连环画

作品，它为我们研究古代如何运用多幅图画表现主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此碑所载为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可见这是由婺州传入，此类碑应有同定范例。

在传入佛教的同时，此碑也为广西带来了江浙的文化。

《五百罗汉名号碑》。碑刻于白龙洞内摩崖上，高 200 厘米，宽 110 厘米，记罗汉名号共

518 位。碑题额名为“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落款为“大碑题为‘宜

州会仙山保民寺罗汉峒新建五百大阿罗汉碑’”，下署“住持劝首沙门洪耀书额，桂林欧阳照书

丹，区炳刊”。碑末落款为：“都知兵马使莫之才、梁瑾，上名左都押衙曹寿、韦实，都孔目官

欧阳皋，教练使覃超，作院将李曼，修造覃通、罗师忠，通用官行首廖兴能，弟子徐怀辩、梁

鼎臣、魏添、徐益、秦汲、李公辅，指挥使李诚，女弟子谢氏二娘、王氏一娘、欧阳氏四娘、

吴氏四娘，以上施主每人各舍钱一贯文足，作生生不朽之功，结世世相随之果，龙华会上，同

为一会之人，佛法因中，□经如来之地。时圣宋元符初戊寅岁中元日设斋庆，杨记。大宋元符

元年八月秋日清信弟子龙管记。”宋元符元年即 1098 年，此碑比原认为现存最早的宋绍兴四年

（1134 年）十二月立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要早 36 年，是全国现存最早的五百

罗汉名号碑刻。

碑正中刻有佛教故事图画一幅，表现的是释迦佛讲经的场景。正中为释迦牟尼佛，他结跏

趺坐，左手按膝，右手竖掌于胸前说法，他的 10 多个弟子分左右两行环坐聆听，有重叠透视

之感。佛与弟子均头有圆形背光，上面两侧有祥云。图画以阴线刻成，多以圆转流畅的曲线造

型，线条精细，优美流畅，塑造物象准确生动，疏密组织富有美感，塑造的衣纹飘逸多姿，营

造出天堂说法的美妙图景，让人仿佛感觉那遥远时空的法会至今仍在进行。图画下面刻有铭文

11 行，为：“功德上祝当今皇帝龙图永同，圣祠遐昌，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文武臣僚，常居

禄位，次报四恩，下资三友，各愿此生他世，真性不迷，奉佛闻经，得无生忍，法界有清，供

沾利乐。”

罗汉的出身成分复杂，什么社会阶层都有，比起佛和菩萨更接近广大民众，易为普通大众

所接受。罗汉崇拜的兴起标志着佛教的民俗化。晚唐五代，广西塑造罗汉比较多。南汉时容县

都峤山灵景寺有泥塑的五百罗汉，博白宴石山铸过五百铁罗汉。而这些罗汉塑像无一能保存下



来。会仙山白龙洞的《五百罗汉名号碑》石刻，为现存最早的记载五百罗汉名号的碑刻，并刻

有释迦说法图，不仅对研究佛教的民俗化以及佛教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宋代线刻作品史料。

◎《五百罗汉名号碑》 ◎普贤菩萨造像

普贤菩萨造像。位于白龙洞内右壁，在《五百罗汉名号碑》的右上方崖壁上，为浮雕作品。

造像高 150 厘米，宽 200 厘米，有 5尊，正中是骑白象的普贤菩萨，高约 100 厘米。普贤菩萨

盘腿侧坐于象背，左手置于腿上，右手抚于胸前，头后有桃形背光。这是一头体形并不巨大的

象，外形曲线准确地表现了大象的结构，并且优美流畅。大象朝前扬的鼻子、向后摆的耳朵、

粗壮而稳健前行的腿、悠然下垂的尾，均能很好地表现出大象轻松自如前行的姿态，既是作品

的主要表现对象，又是作品的精彩之处。象后面立一侍者，戴着钢盔式的圆帽，络腮大胡，面

相粗犷，身材短粗，一副古代西域人的模样。在表现上显得头大身短，结构松散，动态呆板。

侍者上方有一骑鹿仙人，是白鹿大师，高约 50 厘米。他跨骑于鹿背，牵鹿扬手，头向后仰，

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鹿的表现则相对概括，但是它扬蹄前行的姿态倒是表现出了欢快的气氛。

大象左前下方有男女二供养人。男似做进献礼物状，女做揖礼状，显得虔诚温婉。供养人为高

浮雕，但塑造简略。

造像的左上角有一题记：

宜州街西居住□□行人龙管同妻罗氏九娘，于绍圣戊寅六月初八日往江北保民寺会仙山□

阁烧香，观洞中圣迹。当时同妻发心舍尽财，命匠人就石刻上普贤菩萨、白鹿大师从真口，并

管夫妻出身，请得开光，永世供养。□资荐亡父龙四郎，亡母刘氏八娘，道姑陈氏三娘等早超

生界，愿龙管夫妇合家四时□□□八节，常有人来之喜庆。大宋元符元年八月秋日清信弟子龙

管记。

宋元符元年即 1098 年，此石刻与《五百罗汉名号碑》同年而晚一个月。

这幅浮雕造像，注重，人物的前后安排，有大小变化。在形象塑造上，注重外形的概括能

力，特别是大象的塑造，外形简约概括，又较为生动传神，能表现出神象悠然漫步的神态。而



前面两名供养人，虽然小且无五官塑造，但形体圆润，概括简约，姿态自然生动，神态表现到

位，似不经意，但是具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从整体看，这幅造像不失为广西宋代雕刻艺术表

现的佳作。

佛会造像。位于普贤菩萨造像对面的石壁上，是一组高浮雕佛像。高 150 厘米，宽 250 厘

米，有造像 15 尊，为 1佛 14 菩萨。主佛居中，高 100 厘米，菩萨分上、下两列对称地站立于

主佛两旁，上列 8尊，下列 6尊，各高 70 厘米。菩萨的形象基本相同，个别有差异。其中大

多数头戴官帽，头部圆实，脸向主佛看，身体短粗，但有的双手持笏立于胸前，有的则是合掌

立于胸前。有的着宽袖长衫，有的则是武士打扮。中间一尊主佛，双腿自然下垂端坐于台上，

光头，顶有圆形头光，外披宽领大衣，衣领呈深“U”形下垂，内着僧祗支，衣纹较多，垂于

腿旁。左手置于腿上，右手已损毁。座前有一只狮子，左前腿撑地，右前腿扬起，做仰头怒吼

状，较为生动传神。佛经有云“说法狮子吼”，此处的狮子，是喻指佛法的威力。造像右上方

本来有题记，但已湮没不清，无法识读。

整组造像虽然是表现佛教人物，然而在形象塑造上却有着明显的现实生活气息。其人物形

象虽然都较圆肥，但显得局促，脸部神态也透露出愁容。从造像本身的造型，以及洞内所存的

宋代碑刻、造像来看，这组佛会造像应为宋刻。

◎佛会造像 ◎田东江城八仙山摩崖造像

4．田东江城八仙山摩崖造像。

田东江城八仙山摩崖造像位于离田东县城 50 公里的江城镇江城村八仙山东麓崖壁上，是

宋代的摩崖造像。造像宽约 300 厘米，高 90 厘米，有浮雕人像 9尊（连何仙姑所抱童子为 10

尊），人像高约 80 厘米。9尊人像中有 8 尊是我国民间神话传说中的“八仙”。八仙的造型严

格按照神话传说中的形象塑造，分别是手握葫芦的铁拐李、手持鱼鼓的张果老、手拿玉板的曹

国舅、脚踏荷花抱着散财童子的何仙姑、肩背宝剑的吕洞宾、手持笛子的韩湘子、手提花篮的

蓝采和、手抱芭蕉扇的汉钟离。八仙之外，左边有一人为牛头人身，当地人称其为“牛头仙”。

据当地民间传说，古时候，这里的古榕江经常发洪水，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众仙人知道后便

施法术赶山改流。玉帝见众仙赶山护民有功，便给他们封位。玉帝问牛头有多少个仙人，牛头

只报八个，忘了自己。玉帝把上报的八人加封仙位，牛头没能受封。后人为了纪念这个赶山有

功，却在功禄面前只记着别人而忘记自己的牛头，就称他为“牛头仙”，一同刻于崖上。雕像



布局除中间的何仙姑高出众人以外，其余均一字排开站立，左右各四人。人物的形象、神态、

动作、服饰等均各具特点，塑造简洁概括而生动传神。例如蓝采和提花篮的动态是弯腰前倾的；

韩湘子吹笛子，左肩下沉；张果老抿嘴，头向上仰，胡须迎风飘扬。人物的衣着体现了宋代的

特点，即上身着广袖袍衫，下身着裳（裙），内套裤子。衣服结合人物的姿态，表现出迎风飘

逸之感，衣纹的曲线塑造具有流动感。整体看所塑造的神仙形象既有人气而不概念，又能表现

出“仙气”，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牛头仙牛头人身的形象塑造，充满了艺术想象力。关于摩

崖造像的年代和雕凿情况，志书《向都江城广记》记载：“八仙山有八峰，其峰峻而齐齐簇立，

拔地而起，高逾 120 尺，峰前之崖如刀砍斧削。宋之时，土官姓黄名九宵，为此山所惑，以为

仙境，故请磨民
[1]
依山形雕凿之。”在广西宋代的摩崖雕刻中，此件作品可称精品。

5．桂林南溪山刘真人像。

刘真人像在桂林南溪山的刘仙岩上，属宋刻，画像为胸像，高 50 厘米。上有横额右起楷

书“桂林刘真人”，下有宋代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张孝祥的赞辞：“河目甚口，须髯怒张，人貌

而天者耶？其骨已朽，其人不死，与天地齐年者耶？山高谷深，变化成空，一笑相从，惟我与

公。历阳张孝祥赞。”

刘真人，名景，字仲远，桂林人。生于北宗乾德五年（967 年），卒于元丰八年（1085 年），

享年 118 岁，是桂林有史记载的第一高寿者。刘景原为屠夫，后得方士启示，有所感悟，放下

屠刀，上山修道，兼习医术，遍游各地，40 余年后回到南溪山采药炼丹，治病救人，后羽化

登仙。据传他是宋代道教南宗紫阳派鼻祖张伯端的师父。宋代的地方官员吕愿忠、张孝祥等人

考察过其年岁真伪，最后都认为是真实的，从而在刘仙岩上刻像以明示后人。

这幅画像所刻刘真人虽为仙人，然而并不神化，而是以其本来面目造像，看上去与普通人

无异。画像为四分之三侧面胸像，主要勾画出人物的面部特征：头戴道巾，面容清癯，眉骨微

突，颧骨较高，细长眼，鼻头圆隆，方口长耳，须髯垂胸，卷曲飘逸。人虽清瘦，甚至略带愁

容，但仍表现出仙风道骨。由此也可以看出，画像并非主观臆造，而是具体可感的。除了能很

好地表现人物的特征和气质，在线条的表现上，这幅作品也具有较高的表现力、感染力和艺术

水平。其线条以圆转的铁线描为主，细劲圆润，又富弹性。注重线条的起、行、转、收，讲究

方向变化和疏密组合。线条多尖人尖出，行笔迅捷，可让人体会到落笔呼呼生风之感。在以线

造型特别是以线塑造人物的结构上，非常简练而精准。例如人物脸部右侧的边线，只勾勒一根

细挺的线条，却表现出了微突的眉弓、圆润的颧骨，甚至从口轮匝肌到宽厚的下巴，均表现出

细腻的结构转折和人物的性格特征。其短粗的鼻梁、圆隆的鼻头，更是精准地表现了人物的突

出特征，非常传神。而长长的耳朵，富有肉感的耳垂，更是细腻地表现出了耳部结构，真可谓

观察人微，表现到位。整体来看，这幅人像在应物象形上刻画得人木三分，同时又具有线条自

身的审美价值，线条简洁而表现入微，富有力度而秀逸圆润，法度谨严而雍容沉静，为我们展

现了宋代人物造像的高超技艺，是广西不可多得的宋代人物造像艺术精品。
--------------------------

[1]磨民：古代打石磨石的工匠。



除了这幅刘真人像外，还有一幅刘真人的全身刻像，那是清代李秉绶画、姜朴同刻的，作

于嘉庆十二年（1807 年）。上有李秉绶、张鹏展、吴尊莱跋。李秉绶的刘真人像尺寸较小，高

10 多厘米，为全身像。身向左倾，动态生动，线条流畅有力，疏密得当，有吴道子遗风。然

而所造刘真人形象啤酒肚隆起，无仙道之气，在线条的表现性上，也无宋刻品格之高。

除了刘真人像，南溪山还刻有张真人像，在艺术表现上不及刘真人像。

◎桂林南溪山刘真人像 ◎《静江府城池图》

6．《静江府城池图》石刻。

《静江府城池图》又称《桂州城图》，是现知我国古代最大的城市平面图，镌刻在桂林市

城北鹦鹉山南山腰石崖上，绘于南宋咸淳八年（1272 年），同年刻石。绘图人和刻石人不详。

图高 340 厘米，宽 300 厘米。除少数部位剥落外，图中的文字和线条大都清晰可辨，是一

幅罕见的年代较早、富有特色、保存又较为完整的带有军事性质的大型城市地图，对研究宋代

城市建设、地方历史和军事布防以及中国地图学史具有重要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绘画研究价值。

该图在物象布置上，有如高空俯视图，而在山川、楼阁的描绘上，又如平视图，这种表现

手法，与古埃及的墓室壁画《内巴蒙花园》相似。图中城壕建筑、军营、官署和桥梁津渡等绘

制得比较详细，城门、城墙、城楼、官署、桥梁、山峰等均用写景法表示，形象逼真。其应物

象形主要用线描法表现，线有曲直、长短和疏密之分。城中建筑主要以平直的线条描绘，与存

世的宋代界画相似，不同的是城图只是以平面示意为主，无透视变化，画虽简单，但建筑结构

表现则较为清晰、准确。城中有树和山，树的造型一致，均以三五根竖线代表树干，以树杈形

下弯曲线代表树叶，虽只是示意，但仍有姿态，其造型相同而排列不一，如同现在电脑的复制，



别有意思。山峰的形状则各不相同，姿态万千，当是应物象形而作，均以长折线勾勒轮廓，短

线表示石头走向，简单明了。绕城者为河，河水以鱼鳞状表现，复以“S”形曲线加强浪势，

有波涛汹涌之势，极富气势。河外为远山，远山表现则相对简略。

这虽然只是一幅示意性质的地图，但仍能使我们从中看到其疏密布置、状物象形和线条表

现艺术方面的技巧，可以让我们从另一种角度了解宋代线刻绘画，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一定

的艺术价值。

二、瓷器

1．青白瓷窑址。

青白瓷，亦被称为隐青瓷、罩青瓷、映青瓷或影青瓷，是宋代陶瓷业创制后迅速发展起来

的新瓷种之一。广西烧造青白瓷的窑址有 12 处，大致分布于广西东南区域——桂平、武思江

上游和北流河域三个地区，北流河域是其中分布较为密集的。

北流河，地处桂东区域，是浔江的支流，中原地区通往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以及东南

亚其他地区的必经之地。在北流河及其支流沿岸的藤县、容县、岑溪等区域，聚集的宋代青白

瓷窑址约占广西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有藤县中和窑址、容县城关窑址、容县大化窑址、容县

龙殿窑址、容县大神湾窑址、北流岭垌窑址、北流碗窑村窑址、北流瓦响坪窑址、北流仓田窑

址、岑溪南渡窑址等，而以藤县中和窑址、容县城关窑址、北流岭垌窑址这三个窑址为代表。

藤县中和窑址。地处北流河下游，在藤县北流河东岸藤州镇中和村。

中和窑产的瓷器，其花纹装饰以印花为主，古朴清雅。装饰的花纹有海水摩羯纹、缠枝牡

丹纹、束莲纹、缠枝菊纹、攀枝婴戏纹、飞禽纹、缠枝莲纹等，其中，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的

珍珠地缠枝牡丹纹、海水摩羯纹、缠枝碟形叶纹、菱形锦地缠枝菊花（牡丹）纹、席地缠枝菊

花（牡丹）纹等在别的地区尚未发现。中和窑的特点是大批量地生产青白瓷印花器。此窑址先

后出土了碟、盘、盏、碗等各种瓷质的印花模具共 34 件，可见当时印花装饰的兴盛。目前该

窑址唯一有纪年的出土器物，是一件莲池鹭鸶纹盏模，背面落有“嘉熙二年（1238 年）戊戌

岁春季龙念叁造”的字款。据文献所载和实地考察，中和窑约创烧于北宋中后期，两宋时繁盛，

于南宋末年至元朝逐渐走向衰落。

容县城关窑址。地处北流河上游的容县县城东、西、南郊的绣江沿岸，窑址占地约 5 平方

公里。

◎容县城关窑烧制的瓷器



据考证，城关窑主要采用的是一钵一器的仰烧法。产品种类丰富多样，胎质莹润坚硬，制

作精美。釉以青白为主，另有白瓷胎单次烧成的高温铜绿釉、米黄釉、褐釉和窑变釉等。装饰

花纹的样式以刻画花最多，印花次之。花纹中又以海水摩羯、缠枝花卉等数种刻画花，印花结

合刻画花的海水婴戏纹最有地域特色。值得一提的是，高温铜绿釉为白瓷胎一次烧制而成，是

独创的新品种，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堪称宋代陶瓷烧造工艺技术之一大创举。由

其衍生而出的高温铜红釉瓷片标本的发掘，也为研究我国古代高温铜红釉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材

料。在容县西郊下沙窑区发现的有款缠枝菊花盏印花模具，是目前广西出土的所有宋代瓷窑中

印有确切年款的印花模具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年款为“莫八郎元祐七年（1092 年）三月……”，

为判断城关窑及广西地区的其他宋代瓷窑和白瓷胎高温铜绿釉的烧制年代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城关窑与中和窑的兴盛年代相当或前者比后者稍早，约始于北宋中期，于北宋晚期到南宋初期

达到鼎盛，南宋中期以后或因政治动荡而终止烧制。

北流岭垌窑址。窑址地处北流河上游的北流市平政镇岭垌村，分布在该区域的低矮丘陵地

带，如果子湾背、缸瓦窑、龙峙岭、老虎头山、圩头顶等，岭垌为这一地域的中心，窑址因岭

垌得名。出土的器具种类多样，样式丰富，胎质莹润细白，制作精美，质地较厚，釉色以青白

为主，另有烧制米黄釉和褐釉。除湖蓝色的青白釉外，釉色一般泛黄或泛灰。装饰花纹手法有

印花、刻画花、堆贴、镂空和点褐斑彩等，以印花为主。纹样丰富，有缠枝或折枝花卉纹、束

莲纹、缠枝碟形花叶纹、海水摩羯纹、飞禽纹、游鱼纹、攀枝婴戏纹等。在广西的所有窑址中，

该窑有绝对纪年的器物的出土数量目前仅次于藤县中和窑。

桂平窑址。位于黔江、郁江汇合口西岸，今桂平市西郊，是广西较早发现的窑址之一。当

地传有“九十九条窑”之美名。桂平窑多采用一钵一器的仰烧法。烧造的器具类型有碟、碗、

盅、盏、盘、杯、罐、渣斗、漏斗、壶、盒、炉、灯、钵等。器具稍厚，白胎雅致略带灰色。

青白釉或带灰，或泛黄，以素面为主，部分器皿有刻画花纹，如菊和莲瓣。窑址的出土器皿为

桂平窑址的烧制年份提供了证据。据考证，窑址兴起于北宋时期，推翻了过去断代为元、明时

期的结论。

伟杨窑址。窑址地处桂平市罗秀镇的丘陵土冈——赤泥岭、伟杨村下庙和马鹿塘一带。窑

址的规模和桂平窑址相当。烧造的器形有钵、盘、罐、盏、壶、碗、碟、瓶等日用品。器皿白

胎一般带灰色，质地细密坚硬，器壁厚实。青白釉或泛灰，或泛黄，同时也烧制黑釉和褐釉。

据出土器皿进行考察，伟杨窑址烧造时间与桂平窑址大致相当。

另外，武思江上游窑区位于贵港、玉林和浦北三县市交界处的武思江沿岸。有浦北县的土

东窑址、玉林市的平山窑址和贵港市的武思窑址等三处。

土东窑址。窑址地处武思江上游的浦北县寨圩镇土东村南江边，在当地的民俗文化中，有

着“七十二条窑”的传说。该窑址主要采用仰烧法，以烧造碟、瓶、碗、盏、罐、盘、壶等器

物为主。

平山窑址。位于玉林市西埌镇平山村武思江南岸，处于土东窑址的上游。该窑址主要采用

仰烧法，以烧制碗、盏、盘、瓶、壶、罐、魂瓶等器物为主。



武思窑址。位于贵港市木梓镇武思村武思江西岸，地处土东窑址下游。该窑址主要采用仰

烧法，以烧造碗、盏、盘、碟、罐、壶、炉、杯、魂瓶等器物为主。

2．青瓷窑址。

宋代广西的瓷窑，也出现了烧造青瓷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湘桂铁路沿线的全州、兴安、桂

林、永福、柳城等地，属于耀州窑青瓷系统。瓷胎呈灰白色，对比之下质地略显粗糙，但是在

器物的花纹装饰方面比广西西江流域的器物花纹装饰更为丰富多彩。其中以兴安严关窑址、永

福窑田岭窑址为代表。

兴安严关窑址。是广西宋代烧制青瓷的一个重要民窑，位于广西北部的兴安县。严关窑瓷

器细密清丽，以指叩响，声脆入耳，即便不彩釉，不用匣钵，单单以支钉或托珠叠烧，釉光依

旧华彩照人。此窑的瓷器在装饰类型方面，可归类为胎装饰、彩装饰和釉装饰三种。而最精美

的要算流淌花釉，即在施釉未干的器物上用不同色釉在局部进行多层次施加或用点、洒、浸、

荡等多种手法施釉，并任其自然流淌，互相渗透，人窑烧出兼有乳白、月白、土黄、茶黄、褐、

灰绿等色彩斑斓，如流云、海涛、礼花、菊花、钟乳石花、大理石纹、鹤鸽斑等自然生动、变

化万千的流淌窑变花釉。这种独特的彩釉装饰方法在国内也属首见，堪称广西宋瓷中的一朵奇

葩。

永福窑田岭窑址。位于永福县城南窑田岭洛清江东、西两岸的低矮土坡上，以东岸分布最

为密集。窑田岭窑址被专家誉为“中原文化南来的中转站”，可见该窑址的重要性。事实上，

窑田岭窑址不仅是中原文化南来的中转站，而且其产品也已经本地化，所烧制的产品虽仿烧耀

州窑，但不再局限于仿烧，而是融入地方文化，如大量烧制腰鼓，在技术上创烧了铜红釉瓷器，

纹饰上也有采用耀州窑青瓷折枝花卉纹与八桂地方器物上常用的水波纹组合，形成自己的特色。

3．具体瓷器作品。

中和窑影青模印花卉纹盏。年代为宋，高 5.6 厘米，口径 15.4 厘米，足径 5 厘米，1964

年藤县中和窑出土。敞口，斜弧壁，小平底，圈足。内印缠枝花卉纹，外壁饰三道弦纹。青白

瓷亦称影青瓷，创烧于北宋前期，成熟于北宋中期。此盏为中和窑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釉色晶

莹透亮，蕴润淡雅，造型优美。广西青白瓷师承景德镇，烧制虽晚，但是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

定窑、耀州窑、建窑等名窑所长并不断创新，从而迅速崛起，成为青白瓷的主要产地之一。

◎中和窑影青模印花卉纹盏 ◎中和窑影青模印缠枝菊纹葵口碗



中和窑影青模印缠枝菊纹葵口碗。年代为宋，1986 年发现于河池长老乡古马背村古马背山

一地窖内。六出花瓣形敛口，壁微弧，平底，圈足。底足无釉，露致密白色细砂胎，满施青白

釉，釉色泛黄，釉面开片。器内纹饰为席地缠枝菊花阳纹，但比较模糊。

中和窑莲池鹭鸶纹盏模。年代为宋，高 4.9 厘米，面径 9.7 厘米，柄长 3.6 厘米，1964 年

在藤县中和窑址出土。印模呈蘑菇状，背平，短圆实柄，瓷质坚实，呈白色，模面边缘刻一周

回纹，印面中间为莲池鹭鸶纹，顶端为一朵六瓣小花。背面刻文一圈，曰：“嘉熙二年戊戌岁

春季龙念叁造。”“嘉熙”是南宋理宗赵昀的年号，“嘉熙二年”即为 1238 年，“龙念叁”是该

窑工匠的名字。这也是藤县中和窑址出土的唯一有纪年的器物。

藤县中和窑址出土的许多器物、匣钵、印模上刻有刘、李、陈、梁、林、岑、覃、莫、欧、

龙、程等姓氏，其中岑、覃、莫是壮族大姓。这批文物的出土，表明当时当地人直接参与了瓷

器生产经营活动。此外，这些实物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地窑业的经营方式以及当时的社

会、经济、文化状况。

◎中和窑莲池鹭鸶纹盏模 ◎岭垌窑攀枝婴戏纹盏模

岭垌窑攀枝婴戏纹盏模。年代为宋，高 6.1 厘米，面径 11.8 厘米，柄径 3.9 厘米，1991

年在北流县岭垌窑址出土。印模呈蘑菇形，印面尖突，刻锦地攀枝婴戏纹，印顶刻团菊纹，实

柄圆柱形，印背刻“时号宣和三年辛丑岁仲秋念五日立”“岑八与岑七共使”字样。“宣和”是

北宋徽宗赵估的年号，“宣和三年”即是 1121 年。

严关窑酱黑釉盏。年代为宋，高 6.7 厘米，口径 10.9 厘米，足径 3.5 厘米，1963 年在兴

安县严关窑址出土。敞口，口边微束，斜腹较深，小矮圈足，足墙内旋去一周。内外施酱黑釉，

内壁口沿下黑釉流淌出一条条痕迹，外壁釉不及腹下部。足露灰白胎，内底心有垫烧痕。

◎严关窑酱黑釉盏



黑釉瓷是宋代新出现的瓷器品种，广西容县、永福、藤县的宋代窑址都有烧造。黑釉瓷中

的兔毫盏是当时最著名的瓷器品种。这种盏，口大，圈足底小，通体施黑釉，在黑釉中露出一

条条细长如兔毛并呈银色的纹路，故而得名。兔毫盏最早在宋代就广泛引起人们的审美兴趣。

广西烧造出釉色精美的兔毫盏，说明广西的制瓷技术已达到全国名窑的先进水平。黑釉瓷的流

行，是斗茶盛行的一种表现。

严关窑仿钧釉高足杯。年代为宋，高 7.9 厘米，口径 10 厘米，足径 5 厘米，1963 年在兴

安县严关窑址出土。敞口，弧腹壁，喇叭形高足外撇。通体施天蓝色仿钧釉，釉面有细小开片，

壁内外各有粘疤一处。钧釉最早是在今河南省禹州烧造，禹州在宋时属钧州，故而得名。钧窑

在后世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生产的釉瓷颇具特色。就目前考古资料得知，全国只有

广西的兴安、柳城、容县发现了宋时仿钧瓷窑遗存，别的地方尚未发现。

河南禹州宋代烧造的窑变釉瓷，分两次烧成，先将坯胎素烧，然后施釉，再回炉烧一次。

由于瓷坯胎是高温胎，需要 1200 摄氏度以上才能烧成，而窑变釉是低温釉，在 800 摄氏度左

右即可烧成，倘若温度过高就会走釉。广西各地烧造的窑变釉瓷，主要以月白色为多，也有在

天蓝釉中显现出茄红色或紫褐色的品种，颜色绚丽多彩，令人耳目一新。值得一提的是，广西

烧的钧釉，在工艺上突破了传统的二次烧法，都是一次性烧成。这种烧造原理，目前仍在探索

中。

永福窑青瓷彩绘花腔腰鼓。年代为宋，长 46.7 厘米，一端径 19.8 厘米，另一端径 11 厘米，

1979 年在永福窑田岭窑址出土。鼓腰身长而细，一端近球体，另一端为喇叭形。胎中部较厚，

表面施青釉，釉层稍薄；深灰釉下褐彩花纹。花纹为蜻蜒和螭蜉形象，以粗犷的线条绘制，形

象蜷曲，若隐若现于鼓面，富有绘画性，并有神秘感。

永福窑田岭窑烧制腰鼓有悠久的历史，宋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器》中载花腔腰鼓

“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细画红花纹以为饰”。宋代广西诸多瓷窑

竞相烧造腰鼓，除了腰鼓本身“最有声腔”，“众乐之际，声响特远”外，还与“广西诸郡人多

能合乐，城郭村落祭祀、婚嫁、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的风俗有关。宋

代，桂林一带盛行傩戏，并闻名京师，而作为表演傩戏的重要道具之一的腰鼓，鼓身绘制神秘

的蜻蜓和螭蜉，不仅体现了傩戏的民间信仰观，而且与民间其他祭祀、礼仪活动有关，至今在

永福的民间活动中仍有使用瓷质腰鼓的。永福窑田岭窑址出土的腰鼓残件大小不一，类型多样。

窑田岭窑址设有专烧腰鼓的窑场，遗存的腰鼓残件数量众多，可见它是目前所发现的宋代中国

唯一大量专烧腰鼓的窑场，在中国瓷坛和腰鼓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永福腰鼓 ◎永福窑铜红釉花卉纹盏



永福窑铜红釉花卉纹盏。年代为宋，有残缺，2010 年在永福窑田岭窑址出土。敞口，浅弧

腹，矮圈足。内壁模印花卉纹，饰一道弦纹。红釉系以含铜釉料在高温还原环境中一次烧成，

是中国独特的发明。考古资料表明，窑田岭窑生产铜红釉器物是自创的，符合技术发展规律，

并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宋代，窑田岭窑的铜红釉器物已经基本成熟，全色铜

红釉生活用具已供应市场，窑田岭窑应该是中国较早完全掌握铜红釉烧制技术的宋代窑址。

三、铜鼓：麻江型铜鼓

麻江型铜鼓自南宋初年至清代晚期均有铸造，数量最多。其鼓形矮小，常见者通高 26~30

厘米，面径 45~50 厘米，鼓底口径 46~51 厘米。麻江型铜鼓的重要特征是体形扁矮，鼓壁较薄，

发音效果好。在鼓面的同心晕圈中，铸有十二生肖、八卦、盘龙等多种浮雕纹饰，鼓面中心太

阳纹为 12 芒，饰有四圈线纹和两圈乳钉纹。鼓身有多种纹饰，图案精美。两侧有双耳。宋代

广西铜鼓铸造工艺精湛，饰纹丰富多彩，音响效果佳，其中麻江型铜鼓的铸造达到巅峰阶段。

四、银器

广西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金银器始于西汉，到了宋代，广西的金银产量已远超历代。据《宋

史·地理志》记载，宋代，广西向朝廷贡银的州府有 17 个，产金银多的地方还设有专门的管

理机构。其中南丹出土的一批摩羯纹银器，极为精美，应为上贡朝廷的存物。而兴安县、桂平

市等地也出土有宋代的莲花瓣银碟和银碗，兴安出土的刻有“桂州兴安赵昶”字样，桂平出土

的两个银碗分别刻有“张二郎匠”“观南丙辰”字样，工匠在器物上署名，应该已形成品牌，

说明当时广西的金银器制造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广西少数民族多喜佩戴银饰，并以民

族图案制作造型，形成富有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审美特征。

1．錾花镏金银摩羯。

这是 1992 年在南丹县小场乡（今小场镇）附城村虎形山出土的一批银器中最为精美的一

件，现藏于南丹县文物管理所。整体为摩羯造型，高 14.8 厘米，长 34 厘米，宽 9.2 厘米，重

0.8 千克。摩羯的造型又如篷船的形状，分上、下两截，中空。下半截主要是阴线刻鳞纹和须

纹，疏密、长短相间，极为精美，富有装饰性。中间鳍为齿轮状凸起，很有气势，以浮雕塑造

出高低起伏，并刻以阴线装饰。尾部造型富于流线性，非常优美。上半截前半部重点刻画了头

部，嘴巴、眼睛和触角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摩羯的形象，背部也以阴线刻画出纹路，线条细挺流

畅。后半部为船篷形状，细致地交代出竹编的穿插。这件银器造型富有想象力，雕刻技艺精湛，

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2．錾花摩羯纹花口高足银盘。

这是 1992 年在南丹县小场乡附城村虎形山出土的一批银器中较为精美的一件，现藏于南

丹县文物管理所。其精美主要在于线刻艺术上。银盘外沿为花瓣形状，富有曲线美。高 5.4

厘米，口径 15.7 厘米，足径 13 厘米。外沿为两方连续的花叶纹样，以阴线刻花叶，线条曲折

流畅，背景以细密的点状衬托出花叶，更能展现出花叶优美的姿态。盘壁上阴线刻六只摩羯，

姿态不一，间隔回环，顾盼有致，犹如凌空飞翔，让人浮想联翩。盘面外沿一圈饰波浪纹样，



中间为细密的旋涡状纹样，靠左下为一只飞翔的摩羯，摩羯伸长身体，形体舒展，腿部矫健有

力，尾巴卷曲。身体以各种纹饰表现其鳞纹，精致而优美。这件银盘，体现了制造工匠构思布

局、造型雕刻的高超技艺。同时出土的另外几件银碗也造型精美，雕刻细致。

◎錾花镏金银摩羯 ◎錾花摩羯纹花口高足银盘

第四节 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美术

一、范成人《桂海虞衡志》

宋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共分《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

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等 13 篇，记载了宋代广南西路的风

土人情、物产资源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情况，内容翔实，是研究广西少

数民族的重要资料。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于南宋孝

宗乾道八年（1172 年）至淳熙二年（1175 年）任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知府兼广南西道安抚

使，淳熙二年正月转任四川制置使。该书是他由广西入蜀道时追忆而作。其中《志器》篇记载

了宋代广西的一些特产器物如花腔腰鼓、戏面等，为研究宋代广西美术留下珍贵的史料。

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细画红花纹以为饰。

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

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其声全似鞞鼓。

铳鼓。瑶人乐。状如腰鼓，腔长倍之。上锐下侈，亦以皮鞔植于地，坐拊之。

卢沙。瑶人乐。状类箫，纵八管，横一管贯之。

葫芦笙。两江峒中乐。

藤合。屈藤盘绕，成柈合状，漆固护之。出藤、梧等郡。

……

蛮椀。以木刻，朱黑间漆之，侈腹而有足，如敦瓿之形。

……

戏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



二、周去非《岭外代答》

宋周去非撰《岭外代答》十卷，书与《桂海虞衡志》部分内容相近，然更为具体。书中卷

六《器用门》《服用门》、卷七《乐器门》等录有一些宋代广西的器物，可作为美术研究史料。

周去非，生卒年不详，字直夫，南宋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淳熙中，曾“试尉桂林分教

宁越”，在静江府任小官，东归后撰写此书。

096 蛮刀

瑶人刀及黎刀，略相类，皆短刃而长靶，黎刀之刃尤短。以斑藤织花缠束其靶，以白角片

尺许如鹞尾，饰靶之首。瑶刀虽无文饰，然亦锯甚。左、右江峒与界外诸蛮刀相类，刃长四尺，

而靶二尺。一鞘而中藏二刃，盖一大一小焉。靶之端，为双圆而相并。峒刀以黑皮为鞘，黑漆

饰靶，黑皮为带。蛮刀以褐皮为鞘，金银丝饰靶，朱皮为带。峒刀以冻州所作为佳。……

097 蛮甲胄

诸蛮甲胄，皆以皮为之。瑶人以熊皮为甲胄，其土有木叶似漆，以之涂饰，亦复坚善。瑶

人之剽掠，介胄者止数人，以为前行，其余悉袒裼，亦足见其易与矣。而静江乡民，未尝有甲，

所以望风而遁。其间一二团聚，有皮甲者，瑶人亦且避之。自瑶人而西南，如南丹州、邕州、

左右江峒溪，至于外夷，则甲胄盛矣。诸蛮唯大理甲胄，以象皮为之，黑漆坚厚，复间以朱缕，

如中州之犀毗器皿。又以小白贝缀其缝，此岂《诗》所谓“贝胄朱綅”者耶？……

……

108 蛮笠

西南蛮笠，以竹为身，而冒以鱼毡。其顶尖圆，高起一尺余，而四围颇下垂。视他蕃笠，

其制似不佳，然最宜乘马。盖顶高则定而不倾，四垂则风不能扬，他蕃笠所不及也。交趾有笠

如兜鍪，而顶偏，似田螺之臀，谓之螺笠。以细竹缕织成。虽曰工巧，特贱夫之所戴尔。

……

112 瑶斑布

瑶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熔蜡灌于镂中，

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

夫染斑之法，莫瑶人若也。

……

136 腰鼓

静江腰鼓，最有声腔，出于临桂县职田乡，其土特宜乡人作窑烧腔。鼓面铁圈，出于古县，

其地产佳铁，铁工善煅，故圈劲而不褊。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蚺蛇皮挽

之。合乐之际，声响特远，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

137 铜鼓

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如烘篮，又类宣座。面有

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

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

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



州县用以为更点。……

138 桂林傩

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

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

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

三、其他

根据《古今广西旅桂人名鉴》记载，宋代时，湖南人赵葵（字南仲），曾任广南西路宣抚

使五年，还作为枢密使到容州。他善于画墨梅，人称“画公”。陕西人张舜民（字芸叟），曾到

邕州任监察御史，他也极为喜爱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