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中华 5 000 年文明看山西。悠久的历史、深厚

的文化底蕴是山西建设文化旅游强省最具吸引力和

感召力的旅游资源。作为中华文化的聚宝盆，众多

文物古迹遍及全省，寺观壁画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就目前所知，全省的寺观壁画达25 000多m2，

其年代从东汉延至清代，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众多、

艺术之精湛，在全国独占鳌头。

寺观壁画绘于道观和佛教寺庙的墙壁上，是随

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

中国传统壁画的一个主要类型。在这些寺观壁画

中，很多都是保存完好、艺术价值极高的作品。其中

比较著名的有：芮城的永乐宫壁画、五台山的佛光寺

壁画、大同的华严寺壁画、新绛的稷益庙壁画、洪洞

的广胜寺水神庙壁画、稷山的青龙寺壁画、汾阳的五

岳庙壁画、高平市的万寿宫壁画等。其中五台山的佛

光寺壁画是全国仅存的唐代壁画，虽历经千年，画面

残损，但线条流畅、肌肉圆润，唐韵显著，弥足珍贵[1]。

芮城的永乐宫壁画是现存最完整也是水平最高的

元代壁画，现存壁画1 005.68 m2，其中三清殿和龙虎

殿为大型人物画，重阳殿和纯阳殿是连环神话故事

画[2]。三清殿壁画《朝元图》为罕见的元代原作巨制，

气势磅礴、布列得当、色彩浓丽、运笔精练，在元代画

坛上独树一帜，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

寺观壁画是基于宗教道德宣扬和教化的目的

而创作的，通过对系列神祇形象的描绘和刻画，反

映了现实中大众的认知观念和价值取向，起到警世

劝善和安抚人心的作用[3]。山西寺观壁画的题材多

数为宗教，另外还有民间社会风貌、社会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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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描绘。构图恢宏、风格强烈、技法精湛、笔触遒

劲，承载了当时社会历史、人文、自然等信息，是山

西 5 000年文明深厚积淀的集中体现[4]。

1 山西寺观壁画开发意义

山西寺观壁画是中华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其壁

画内容广博、序列完整、品质高雅、特色鲜明，其文

化内涵丰富，涵盖考古、建筑、民俗、宗教等方面，是

一份值得深入探究和总结的宝贵遗产；是我们了解

山西古代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生产、风俗风尚

及文化艺术的珍贵的实证资料[5]。只有对寺观壁画

加以全面了解、保护和开发，深入挖掘和展示山西

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才能将这项极具中华传统文

化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扬。这也正是旅

游业发展的根基所在。

近年来，随着山西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的实施，

围绕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山西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积极推动文旅深度融

合，把文化旅游业逐步培育成全省战略性支柱产

业，着力建设有魅力、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强省[6]。因

此，如何从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开发山西寺观壁画就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山西寺观壁画保护开发现状

作为寺观壁画的主要载体，古建筑的保护开发

对于寺观壁画的保存至关重要。山西作为全国古

建筑存量最多的省份，由于历史久远，半数以上存

在着不同程度的破败和损毁，大量具有文化艺术价

值的古建筑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保护。依附于

其上的壁画更是岌岌可危，面临着诸多自然、人为

的破坏隐患, 安全状况令人担忧，保护任务繁重。

虽不断加大投入，但维修保护资金、人才、技术仍极

度匮乏。面对遍布全省的珍贵遗产,作为古建筑古

壁画大省的山西，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维修与保护,如

何才能坚守住中国这一厚重的文明，引发社会的广

泛关注。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家喻户晓，中国敦煌

的壁画保护开发也做得很好。山西古老辉煌的寺

观壁画，在对传统文化历史底蕴深层次挖掘和宣传

力度方面都还不够，至今仍然不被大众了解，目前

仍处于相对初级的市场开发阶段，文化旅游产品结

构单一、产品老化、资源开发层次低等问题不断显

现。比如没有衍生出与壁画文化相关的特色产品，

降低了其原有的文化品位与吸引力；没有充分考虑

到现代游客注重参与互动、追求体验经历的旅游需

求；没有开发出具有地域文化的特色旅游商品，从

而影响旅游消费体验。还有，旅游从业者目前多数

知识水平较低, 解说质量欠佳，而寺观壁画欣赏的

专业性较强，涉及历史宗教、艺术绘画等多知识领

域, 而旅游者的知识面有限, 如果解说、服务不到位

会导致消费者文化旅游体验度的下降，那也就更谈

不上对文物的展示欣赏和教育传播功能的延伸了。

3 山西寺观壁画的开发建议

3.1加强寺观壁画的保护与管理

山西寺观壁画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全人类的珍

贵遗产，要坚持壁画保护与资源开发并重的原则，

提高文旅保护意识，加强壁画的保护与管理。成立

专门的壁画管理机构，进行科学规划，制定具体的

保护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经费投入。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合理保护开发壁画资源。比如对

于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壁画进行

重点保护，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保障，加强对

壁画的数字化采集、日常监测及宫殿建筑的维修等

多项保护工程；对于散落在全省各地的众多小庙壁

画的破坏、流失问题，也应该广泛宣传，调动当地政

府和民众的保护意识，积极参与保护。还可以建立

壁画博物馆，对其抢救修复、异地揭取集中在一起

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由于壁画保护修复作为一项

专业性、技术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注重传统

工艺的发掘传承和高新技术的吸收运用，引进、培

训高水平的壁画专业技术人员就尤为重要，使这些

厚重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及时的抢救和保护，同时

也为山西乃至全国的壁画保护提供人才和技术上

的储备。文化旅游部门更要大力宣传壁画及其衍

生产品，提高大众的文化认知水平，激发，当地人的

文化自信，促进壁画艺术的传承发展。

3.2 创立核心景区，注重品牌营销

文化旅游业作为山西省头号战略性支柱产业，

是山西进行经济转型和复苏的重要力量。山西寺

观壁画的题材文化内涵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受

众，具有极大的开发空间。对山西寺观壁画进行科

学合理的文化旅游开发，可以形成以旅游开发促进

保护、保护扩大旅游开发的良性循环。为充分激活

山西本地厚重的文旅资源，可以与国际、国内社会

各界以更加市场化和专业化的资源配置进行深度

合作，在合作中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文化与旅

游的深度融合。拓宽壁画旅游景区（点）的产品开

发投资、营销渠道，开发几个有代表性、潜力大的景

区 (点) , 创设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和特色文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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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牌。比如在最具代表性的永乐宫，就打造了集

研究、临摹、收藏、保护、研讨、巡展等功能于一体的

国家级的壁画临摹基地，主要进行山西古代壁画和

世界壁画名作的仿真原大复制件的制作、收藏、巡

展，致力于山西古代壁画的保护修复、发展传承。

因此，我们可以结合永乐宫的文化、艺术特点，深度

挖掘文化遗迹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开展永乐宫

系列文化产品的研发，加强有效的品牌营销，树立

起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旅游形象，让这些元代壁画“活

起来”，使得永乐宫壁画为更多人熟知、欣赏，从而逐

步带动起整个山西寺观壁画旅游市场。同时，对文

化旅游消费诉求及认同度较高的客源市场进行重点

培育，加强文旅产品的提档升级和市场宣传，完善壁

画旅游景点的配套设施建设，加大管理力度、提升服

务水平，满足旅游者消费需求，展现深厚文化底蕴，

促进山西文旅融合和经济的转型发展。

3.3 寺观壁画的宣传变革

对于山西丰富的壁画宝藏，目前绝大多数普通

的旅游者对于它们的艺术价值还没有一个准确而

清晰地认知。因此，对于山西省壁画旅游资源的优

势，需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及微博、微信等现代网

络平台和有关寺观壁画的主题活动等多渠道加大

推广宣传，将原本仅为专业研究人员等“小众”群体

关注的实物史料变成公众熟知的对象。2019年，山

西省就精心打造了以芮城永乐宫《朝元图》壁画为

核心的“山西国宝三绝”项目，目的就是通过以点带

面展现山西文物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促进文物

保护，引领文化旅游。

壁画的尺寸很大，一般的高度都接近3 m，长度

则更长。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渠道来进行宣传

时，这些传媒方式受限于它们的版面，不仅根本无

法展现壁画的全貌，而且很多细节也是难于呈现。

所以，利用电视和网络等进行宣传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并不是壁画传播的最佳方式。壁画的最佳传播

方式应该是壁画的复制品。因此首先要通过专业

人员对壁画进行临摹，当然有条件的话可以原大临

摹，没有条件的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临摹，

然后再利用各地进行巡展的方式来扩大山西寺观

壁画的影响。例如临汾的梅莹女士就耗费了3年半

时间把洪洞水神庙的壁画全部临摹了下来，在洪

洞、临汾等地进行了展览[7]，最后还在中国美术馆也

举办了展览，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好评[8]，对推动山

西壁画的宣传做出了很大贡献。

另外，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

息方式的改变，可以采用灵活的展示方式，利用先

进的数字、多媒体技术，通过三维数字扫描、数码影

像彩色复原及近景立体拍摄等技术，将大殿结构与

壁画内容原大复制，搬到展厅内，使每个大殿的壁

画都能以全景、近景的方式呈现，从而全方位增强

游客的现场体验感。或者化静为动用观众喜闻乐

见的动漫形式表现出来[9]，在解读图像的过程中引

领游客寻求文化享受，提升游客的艺术审美能力。

或类似于敦煌壁画网站，对壁画进行数字扫描，建

立壁画信息库和数字化图像档案，提供一个研究者

和大众进行学习和欣赏的资源共享平台，从而扩大

山西寺观壁画的影响，以开启世界了解山西、认识

山西的又一通道。

3.4 壁画旅游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

壁画旅游管理人员是旅游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他们应该掌握有关壁画的基本知识。欣赏壁画不

同于欣赏其他旅游资源，例如欣赏名胜古迹的风

光，导游只要稍加介绍一下有关的人文历史就可以

引导旅游者进行欣赏。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

组成部分，壁画作品则相对较为复杂。由于中西方

绘画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不同，欣赏西方传统绘

画，只要带上大自然给我们的眼睛就行。而中国传

统绘画追求以形写神，以线造型，所以必须要有一

双经过训练的眼睛才行，专业的导游人员需具备专

业的壁画知识。首先他们要懂得中国画的线描发

展史，这是一项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掌握线条作为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本造型语言，是描绘物象的

结构骨架，是表达主观意识、情感的重要手法[10]。其

次还要懂得壁画的发展历史、构图方式、制作方法、

设色方法等，只有具备了这些专业知识，才有可能

看得懂壁画，只有自己懂了，才能够进行正确的引

导赏析。最后导游人员还需要一些相关的宗教知

识，尤其道教和佛教的知识，因为大多数的寺观壁

画基本都是围绕宗教题材进行绘制的，它们或者反

映道教内容，或者反映佛教内容。因此，如果旅游

管理人员对壁画作品有全面和深层次的理解，当引

导游客欣赏时，就不会把它仅仅看成是博物馆的陈

列品，而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活着的文化资源。

3.5 利用壁画复制品让旅游者参与绘制或修复

让观赏者从以往只能用视觉进行单纯欣赏壁

画的方式变成可以亲身参与体验，这样不仅可以增

加旅游者对山西壁画的全面认知，还可以调动旅游

者的积极性并且带动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销

售。以往临摹壁画只是从专业人员从事学术研究

和壁画保护的角度去进行，而没有从旅游者的角度

去思考临摹与复制的问题。让欣赏者也能参与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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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临摹与修复的互动中来无疑大大有利于寺观壁

画的旅游消费。因此可以让参观者也成为壁画临

摹或复制的亲身实践者，让他们亲身感受寺观壁画

的制作方法，从墙面的处理、线条的勾勒、色彩的调

配等方面进行实践。如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人

员就制作了一些壁画的仿制品，可以提供给参观人

员进行壁画修复的练习。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复制

品，让参观者参与进来，让他们在上面进行壁画的

勾线和填色；还可以专门提供一些壁画的临摹场

所，供旅游者进行临摹壁画。

3.6 壁画主题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销售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旅游部门可

以通过与高等院校的文创专业、社会文创公司的合

作，对壁画包罗万象的内容、图案甚至色彩的提取，

进行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设计；拓宽文创产品开

发投资、设计制作与营销渠道，为市场提供更多更

优质的文创产品。寺观壁画是绘制在墙面上的，属

于平面的绘画艺术，因此制作文创产品更方便、更

出效果。结合不同壁画的特点，可以因地制宜地制

作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创产品。比如首先可以制作

一些方便悬挂和清洗的壁画纺织装饰品进行销售；

其次对壁画中的形象进行卡通变形，创作出符合时

代感的壁画新形象；再次利用壁画中不同性别形象

开发一些文创产品，如提取永乐宫壁画的侍女图案

元素给女性制作一些饰品或者有实用价值的服装、

手提袋等；最后还可以结合壁画中描绘的人物形象

或者使用的道具进行创意。永乐宫壁画中雷公的

人物形象就手持有雷鼓，我们可以按照图像中雷鼓

的样式制作一些工艺品，型号可以按照大小多制作

几种，材质也可以有木质的、金属的等不同材质，方

便消费者购买收藏。这样设计出的具有鲜明地域

特色的文创产品，对于提升旅游区吸引力，以及拉

动本地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4 结语

综上所述，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山西寺观壁画

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对山西

寺观壁画进行开发，需加强寺观壁画的保护与管

理；创立核心景区，注重品牌营销，加大壁画旅游景

区的旅游开发力度；加强对壁画宣传方式的变革，

由过去主要依靠网络、电视、报纸的宣传变成依靠

壁画复制品的传播等一系列多效传播方式；培养专

业的寺观壁画的旅游管理人员，让其真正掌握有关

壁画的基本知识；利用壁画复制品提供让旅游者参

与绘制或者修复壁画的亲身体验，让观赏者从以往

只能用视觉进行欣赏壁画的单纯方式变成可以亲

身参与体验；利用旅游产业带动相应的文创产品的

制作与销售。通过对山西寺观壁画旅游资源的开

发，挖掘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讲好山西故

事，助力山西从文化旅游大省走向文化旅游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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