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好
书
选
读
：《

护
生
画
集
》

作
者
：
丰
子
恺
、弘
一
法
师
等

推
荐
理
由
：

《
护
生
画
集
》
是
一
部
老
少
皆
宜
的
心
灵
丛
书
。

《
护
生
画
集
》
由
弘
一
大
师
和
他
的
学
生
丰
子
恺
共
同

酝
酿
于1 9 27

年
秋
，
丰
子
恺
作
画
，
弘
一
大
师
题
写
诗
文
。

他
们
本
着
以
艺
术
作
方
便
，
以
人
道
主
义
为
宗
趣
的
理
念
，

意
在
提
倡
仁
爱
、
劝
人
戒
杀
从
善
，
建
立
人
与
动
物
平
等
的

观
念
，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发
展
。19 29

年2

月
，《
护
生

画
集
》（
第
一
集
，5 0
幅
）
由
开
明
书
店
出
版
，
马
一
浮
作
序
，

影
响
深
远
。

1 9 3 9

年
，丰
子
恺
作
护
生
画
第
二
集
《
续
护
生
画
集
》（6 0

幅
）
。
弘
一
大
师
见
画
稿
后
，希
望
能
将
绘
作
护
生
画
的
计
划

继
续
下
去
。
于
是
他
给
丰
子
恺
写
信
，曰
：
﹃
朽
人7 0

岁
时
，

请
仁
者
作
护
生
画
第
三
集
，共7 0

幅
；8 0
岁
时
，作
第
四
集
共

80

幅
；9 0

岁
时
，作
第
五
集
，共90

幅
；
百
岁
时
，作
第
六
集
，

共
百
幅
。
护
生
画
功
德
于
此
圆
满
。﹄
收
到
恩
师
之
函
，丰
子
恺

回
信
曰
：
﹃
世
寿
所
许
，定
当
遵
嘱
﹄
。
弘
一
大
师
自
知
不
能
亲

见
后
几
集
护
生
画
的
出
版
，为
顺
利
实
现
此
计
划
，他
于1 9 4 1

年
给
李
圆
净
和
夏
丏
尊
写
了
语
重
心
长
的
信
，详
细
交
代
如
何

协
助
丰
子
恺
提
前
完
成
作
画
，再
依
时
陆
续
出
版
。
他
认
为
护

生
画
前
两
集
出
版
流
布
之
后
﹃
颇
能
契
合
俗
机
﹄
，﹃《
护
生
画
》

续
编
事
，关
系
甚
大
。
务
乞
仁
者
垂
念
朽
人
殷
诚
之
愿
力
，而

尽
力
辅
助
，必
期
其
能
圆
满
成
就
，感
激
无
量
。﹄

为
了
弘
一
大
师
的
嘱
托
，
为
了
护
生
护
心
的
慧
业
，
丰

子
恺
在
此
后
的
岁
月
里
，
历
经
时
代
沧
桑
，
先
后
于195 0

年

2

月
出
版
《
护
生
画
三
集
》（70

幅
）
，19 6 1

年
出
版
《
护
生
画

四
集
》（8 0

幅
）
，19 6 5

年9

月
出
版
《
护
生
画
五
集
》（9 0

幅
）
。﹃
文
革
﹄
期
间
，
丰
子
恺
在
一
无
资
料
、
二
无
自
由
的
情

况
下
通
过
﹃
地
下
活
动
﹄
于1 9 7 3

年
完
成
了
《
护
生
画
六
集
》

（1 00

幅
，1 97 9

年1 0

月
在
香
港
出
版
。
丰
氏
已
于1 9 75

年

去
世
）
。
这
种
不
为
环
境
的
挫
折
而
停
顿
，
不
为
病
魔
的
侵

扰
而
退
馁
的
精
神
感
动
了
海
内
外
无
数
的
读
者
。《
护
生
画

集
》
全
部
六
集
的
创
作
，
从19 2 7

年
始
创
至1 9 7 3

年
完
成
，

历
经
了4 6

年
；
其
从19 2 9

年
出
版
第
一
集
至1 9 7 9

年
最

后
第
六
集
出
版
完
成
，则
整
整
半
个
世
纪
！
是
一
部
历
久
弥

新
的
艺
术
文
化
瑰
宝
。

《
护
生
画
集
》
堪
称
艺
术
文
化
之
精
品
。
为
其
作
序
、跋
、

题
字
、写
文
的
就
有
弘
一
大
师
、马
一
浮
、夏
丏
尊
、李
圆
净
、

章
锡
琛
、叶
恭
绰
、虞
禺
、朱
幼
兰
等
知
名
大
家
。
它
的
意
义

早
已
超
出
佛
学
范
围
，在
诗
、文
、书
、画
等
方
面
也
有
其
特
殊

的
艺
术
地
位
，更
为
和
谐
世
界
的
人
文
建
构
提
供
了
不
可
多

得
的
经
典
范
例
。
画
集
中
的
每
一
笔
每
一
句
都
如
冬
阳
，让

读
者
从
内
心
里
得
到
启
示
，获
得
温
暖
。
诚
如
马
一
浮
在
《
护

生
画
集
》
序
中
云
：
﹃
…
…
知
生
，则
知
画
矣
；
知
画
则
知
生

矣
，知
护
心
则
知
护
生
矣
，吾
愿
读
是
画
着
善
护
其
心
！
﹄

自
古
以
来
，
佛
教
的
中
心
思
想
都
离
不
开
﹃
慈
悲
﹄
二

字
，
这
种
慈
悲
超
越
了
种
族
，
升
华
为
对
万
物
的
悲
悯
。
印

光
法
师
有
云
：
﹃
天
地
之
大
德
曰
生
，
如
来
之
大
道
曰
慈
。

人
物
虽
异
，心
性
是
同
。
举
凡
三
乘
六
凡
，如
来
视
之
，皆
如

一
子
。
何
以
故
，
以
其
皆
具
佛
性
，
皆
堪
成
佛
故
…
…
良
以

诸
物
与
我
，
同
生
于
天
地
之
间
，
同
受
天
地
之
化
育
。
而
且

同
知
贪
生
，
同
知
畏
死
。
仁
人
于
枯
骨
，
尚
且
掩
而
埋
之
。

于
草
木
，
尚
且
方
长
不
折
…
…
人
惟
欲
眷
属
团
聚
，
寿
命
延

长
，
身
心
安
乐
，
诸
缘
如
意
。
正
应
发
大
悲
心
，
行
放
生
业
。

使
天
地
鬼
神
，
悉
皆
愍
我
爱
物
之
诚
。
则
向
之
所
欲
，
当
可

即
得
。﹄
诗
人
白
居
易
有
诗
曰
：
﹃
谁
道
群
生
性
命
微
，
一
般

骨
肉
一
般
皮
。
劝
君
莫
打
枝
头
鸟
，子
在
家
中
望
母
归
。﹄
古

代
仁
人
，都
经
常
强
调
护
生
爱
物
的
重
要
性
。

在
科
技
不
断
发
展
的
现
代
社
会
，人
类
与
动
物
共
同
生

活
在
这
片
更
加
科
技
化
的
环
境
下
，我
们
更
加
需
要
用
包
容

慈
爱
的
态
度
，
对
待
身
边
的
一
切
生
灵
，
爱
护
赖
以
生
存
的

自
然
。《
护
生
画
集
》
虽
然
距
今
已
有
近
百
年
，
但
正
是
现
代

人
应
该
认
真
学
习
的
一
本
必
读
图
书
。

芦
菔
生
儿
芥
有
孙

秋
来
霜
露
满
东
园
，

芦
菔
生
儿
芥
有
孙
。

我
与
何
曾
同
一
饱
，

不
知
何
苦
食
鸡
豚
。

（
宋

苏
轼
诗
）

干
戈
兵
革
斗
未
止
，

凤
凰
麒
麟
安
在
哉
！

吾
徒
胡
为
纵
此
乐
，

暴
殄
天
物
圣
所
哀
。

（
唐

杜
甫
诗
）

儿
戏
（
其
一
）

！
！
！

麟
为
仁
兽
，灵
秀
所
钟
。

不
践
生
草
，不
履
生
虫
。

繄
吾
人
类
，应
知
其
义
。

举
足
下
足
，常
须
留
意
。

既
勿
故
杀
，亦
勿
误
伤
。

儿
戏
（
其
二
）

教
训
子
女
，宜
在
幼
时
。

先
入
为
主
，终
身
不
移
。

长
养
慈
心
，勿
伤
物
命
。

充
此
一
念
，可
为
仁
圣
。

由中国壁画学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

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山西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的《另眼识家珍》——

山西省百处古代壁画遗址掇英展暨武普敖

先生山西古代壁画摄影展于 2013 年 5 月 19

日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本届展览由侯一民先生担任总策划

和展览总设计，图片拍摄全部由中国摄影

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

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士、中国百姓摄影协会

常务理事长、山西省企业摄影协会常务副

主席武普敖先生完成。

武普敖先生自幼生活在山西，是三晋

大地和父老乡亲养育了他，是华夏文明的

发源地——山西这个全国著名的、丰富的

地上文物资源和艺术熏陶了他。在拍摄

这些古代壁画的过程中，武普敖先生付出

了巨大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甚至还经历

了因病痛导致的生命危险。而每当他到

达拍摄地，看到那些栩栩如生却已开裂或

即将倒塌和消失的壁画文物时，一种强烈

的保护责任便油然而生，他便抱着抢救文

物、传承华夏文明的坚定信念急切地投入

创作，不顾一切地开始拍摄。

本次办展的主旨是“ 从绘画再赏传

统，从保护关注当今”。摄影家武普敖先

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这一精神，用他的

摄影作品唤起更多人参与保护传统文化

和弘扬当代文明。正是基于保护和发扬

光大华夏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本次展览

受到多方的广泛关注，艺术界人士，还有

全国和地方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军队和

企事业等单位人员纷纷参与。仅开幕式

当天，参展人数已逾千人，足以体现展览

的影响力量。

离石安国寺 5 60×206cm

另
眼
识
家
珍

武
普
敖
先
生
山
西
古
代
壁
画
摄
影
展
开
幕

万荣关帝庙 1 45×80cm

山阴龙王庙 5 60×106.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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