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同位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
交界地带，内障中原，外接朔漠，是一座
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名城。置身大同，
随处能感受到“汉化了的胡文化”“胡化
了的汉文化”，特别是在名胜古迹和出
土文物中，更有深刻的反映。

为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云
冈石窟的文化内涵，今年秋天，云冈石
窟研究院与“晋行记”联合推出“全方位
阐释大同、见证雄浑壮美的北魏、遇见
民族融合的辽金、体味九边重镇的明

清”云冈石窟研究院研修班，面向全国
招募学员，进行古建筑、佛造像、壁画、
文物修复研修学习。

在 9 月 10 日举行的首期研修班上，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主讲了《东方
佛教第一圣地——云冈石窟》。在近两
个小时的时间里，张焯围绕云冈石窟开
凿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和对中国乃至
世界佛教的重大贡献，作了深入的解
读。张焯从佛教东传的波浪式轨迹、云
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因缘、东方佛教艺术
的旷世绝唱、平城时代对中国佛教的重

大贡献四个层面，详细讲述了佛教艺术
如何东传来到中国、扎根平城，最终影
响到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学员们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历史和造像
雕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提问，张
焯一一作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研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
除了聆听专业讲座，还沉浸式体验云冈
石窟，聆听专家实景解析来自中原和西
域的不同艺术风格。

在云冈石窟研究院实操工作室内，
学员们接受专业瓷器修复老师手把手
的 指 导 ，让 破 损
的 瓷 器“ 复 活 ”。
瓷 器 修 复 之 前 ，
由具有多年可移
动文物修复经验
的老师讲解瓷器
修复的方法与步
骤 ，并 在 修 复 老
师们的陪同下拼
对 粘 结 瓷 片 ，进
行修复。

在 华 严 寺 、
大 同 博 物 馆 、阳
高 云 林 寺 、应 县

木塔等处的实景教学中，合掌露齿菩
萨、辽代天宫楼阁、壁橱，大量馆藏北
魏、辽金时期的出土文物，完整的金刚
殿、大雄宝殿、天王殿、壁画，被吉尼斯
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高木塔”应县
木塔等，让学员们对大同和周边地区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了感性而深刻的
认识。

按照计划，云冈石窟研究院研修班第
三期将于 10月 15日至 18日、第四期将于
11月 12日至 15日、第五期将于 12月 24日
至12月27日举办，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

—云冈石窟研究院研修班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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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推动学习《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活动走深
走实，9 月 28 日，云冈石窟研究
院在文保中心报告厅召开党员
干部职工大会，该院党总支书
记王雁翔宣讲《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副院长崔晓霞参加。

会上，王雁翔以“听党话、
感恩党、跟党走——学习《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为题，
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出版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
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工作
实际，讲述了具体学习方法。

王雁翔指出，学习宣传贯彻
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是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重要举措。要围绕全书

19个专题、92篇文章，在学好弄
懂上下功夫，要在学以致用上
下功夫，要在学习推广落实上
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的行动自觉，真正以理论学
习的新提升，贯彻落实好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不断开创云冈石
窟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以
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把党的创
新理论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发
展的内在动力，深入挖掘云冈石
窟的文化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
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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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修云冈堡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所修云冈
堡系在旧石佛寺堡基础上草创而成，
因 此 ，时 隔 不 久 就 不 能 满 足 军 事 需
要。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在原来的
基础上予以重修。关于这次重修，《重
修云冈堡记》载该堡“累年风雨推坏，
操守吴公殚厥心思，随其规模，委把总
陈公，用本堡军士，河南运土，修造堡
门一□、□楼一座，筑堡东面敌台三
座，上盖城楼□间；修公馆二所；修塌
堡墙一面，周围栏□墙，挑洗壕堑；修
盖披塌营房百间，改□□装，什物鲜
明；要路挑挖，赚窑三百余个；□饬火

路烽火候、墩台十
座。公早兴晚休，
□□不问巨费，区
处 捐 财 ，不 时 犒
赏 ，始 终 勤□，一
一修饬。”

嘉靖四十三年
对 云 冈 堡 的 重 修

由操守吴公、把总陈公任总指挥，在原
来规模上用本堡军士取十里河土加以
重修。“修造堡门一□、□楼一座，筑堡
东面敌台三座，上盖城楼□间。修公
馆二所。同时休整了坍塌墙体一面，
并且在堡墙四周挑壕堑一道。”敌台、
城楼的修建，完善了云冈堡的防御功
能，而挑壕堑，更是形成纵深两条防御
带。同时“修盖披塌营房百间，改□□
装，什物鲜明；要路挑穵，赚窑三百余
个；□饬火路烽火候、墩台十座。”此次
重修，不仅加固云冈堡墙体，而且堡内
营房也修葺一新，重要交通道路也增
加防御设施，堡外亦修建墩台。经过

此番整治，加强了云冈堡的整体军事
防御力量。

三、另筑新云冈堡

据光绪《左云县志》载：“云冈堡东
至大同，西至高山，各三十里；南北俱
村，接火墩八座。新旧二堡：旧设崖
下，嘉靖之戊午也；因北面受敌，议移
岗上，万历之甲戌也。旧者仍留，以便
行旅；新者尚土筑，女墙系包砖，共高
三丈五尺，周围一里五分，下有寒泉，
皆佛窟，亦灵境也。”嘉靖戊午即嘉靖
三十七年，该年所修之堡即旧堡也称
下堡，位于崖下，嘉靖四十三年予以重
修。其位于大同通往左卫（现左云）的
交通要道，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但因“旧城地形卑下，北面受敌”，即
于崖北创筑一新堡即上堡，并移官军
于此，这一年是万历甲戌年，也即万历
二年（1574 年）。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
二年仅仅十一年的时间，崖前之下堡
因地形低下，不易防守，遂于崖上新建

一堡，改变了旧堡地形低下，容易受敌
的囧势。

新堡“女墙砖砌，通高三丈五尺，
周一里四分零，设操守官一员，所领见
在旗军二百一十八名，马一十二匹，火
路墩八座。”从此，“新堡既筑，有险可
据，且镇 城 万 姓 所 用 煤 炭 皆 仰 给 于
此，有警据险、固守亦足保障。”云冈
堡不仅位于大同通往左云的交通孔
道，而且处于大同煤炭中心。其东为
晋 华 宫 国 有 煤 矿 ，西 面 为 吴 官 屯 煤
矿，周围则遍布小煤矿。因此，云冈
堡的修建不仅是控制交通要道，而且
也是为了保障镇城百姓所用煤炭。

据实地调查，云冈上堡略呈方形，
周 520 米。堡墙高约 9 米，墙顶宽约 4
米，除南堡墙的西部坍塌，其余保存相
对较好。该堡开南门，门洞墙基处外露
石条 5 层，外有呈半圆的瓮城，开西门。
堡门外西南残留有玉皇阁台基，玉皇阁
位于二十窟窟顶，其下为著名的露天大
佛。

揭开云冈堡的神秘面纱（二）
李海林

10 月 2 日上午，云冈石窟
研究院召开安全工作紧急会
议，贯彻落实省、市相关领导
的 批 示 精 神 ，认 真 吸 取 太 原
台 骀 山 景 区 火 灾 事 故 教 训 ，
对云冈石窟景区节假日安全
生 产 工 作 进 行 再 动 员 、再 部
署。

云 冈 石 窟 研 究 院 院 长 张
焯，党总支书记王雁翔，副院

长卢继文、何建国、崔晓霞出
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市相关领
导的批示精神，要求全院上下
要以山西太原台骀山景区火
灾事故为警示，不能产生任何
麻痹思想，全面抓实景区安全
运营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会
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景区安全

责任制，确保节假日期间景区
用电线路安全、消防安全、交
通安全、用水安全以及人员设
备安全，对封闭型场馆、景区
办公场所、工程工地、停车场、
安全通道等重点场所的安全隐
患，要做到全面排查和整改，保
障广大游客的安全，营造一个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赵永宏

9 月 27 日 ,2020 年大同市首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恒宗忘忧茶杯”
乒乓球赛在市体育中心训练馆落
下帷幕。云冈石窟研究院代表队
获得 50 岁以上组和 50 岁以下组团
体亚军，并获优秀组织奖。

由市政府主办 ,市体育局、市体
育总会、市乒乓球协会承办的此次
比赛 ,旨在推进全民健身运动广泛
开展 ,创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 ,促
进我市乒乓球运动繁荣发展。来
自全市的 62 支代表队的近 300 名
运动员参加了这次比赛。赛场上，
各队选手削球、侧旋、上旋、下旋、孤

圈等攻防技艺“轮番上阵”，不时赢
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此次比赛设混合团体、男子单
打和女子单打等项目 ,按年龄设 50
岁以上组和 50 岁以下组。其中团
体赛采用斯韦斯林杯赛制 ,第一阶
段为分组循环赛 ,第二阶段为交叉
淘汰赛；单打比赛采用淘汰制。

乒乓球运动一直深受云冈石窟
研究院干部职工的喜爱。近年来，该
院各项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干部职工
的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促进了
各项工作的开展。

梁有福

““云冈人云冈人”“”“恒宗忘忧茶杯恒宗忘忧茶杯””
乒球赛获佳绩乒球赛获佳绩

云冈石窟研究院强化云冈石窟研究院强化““双节双节””安全管理安全管理

真容巨壮 付洁 摄

云冈随拍

云 冈 石 窟 ，举 世 闻 名 ，若 仔 细 聆
听 ，你 会 发 现 ，石 头 在 说 话 ，窃 窃 私
语，娓娓动听。

自拓跋濬开始，十万石工就一斧
一 钎 在 山 石 上 叮 叮 当 当 创 造 着 神
奇 。 或 许 在 许 多 人 看 来 ，那 是 噪 音
与 苦 痛 ，但 在 文 成 帝 心 中 ，那 或 许 是
在 叩 谢 天 地 的 厚 爱 。 60 多 年 绵 绵 不
绝的敲击声，45 个洞窟、252 个窟龛、
59000 余 尊 造 像 ，天 地 间 赫 然 伫 立 起
一 道 蔚 为 壮 观 的 石 头 景 观 。 庄 严 雄
伟 ，大 气 雍 容 ，高 挑 峻 拔 ，壁 立 千 仞 ，
特 别 是 第 五 窟 的 三 世 佛 ，大 耳 垂 肩 ，
形 态 端 庄 ，威 仪 堂 堂 ，使 人 不 由 赞
叹 ：怎 样 的 规 划 、设 计 与 辛 苦 付 出 才
能开凿出如此光辉伟岸的形象！

对 人 类 而 言 ，石 头 是
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从生
产 工 具 到 建 筑 材 料 ，从 奇
珍 玉 石 到 石 雕 石 刻 ，无 不
昭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和勤劳仁厚。在云冈的土
地 上 ，石 头 似 一 条 血 脉 ，
搏动人类文明进程。千年
间 ，拙 朴 的 石 头 既 为 佛 教 营 造 了 殿
堂 ，又 引 来 五 湖 四 海 、络 绎 不 绝 的 访
客 。 可 以 想 象 ，在 某 一 个 清 晨 的 某
一 个 洞 窟 边 ，一 位 帝 王 沐 浴 晨 光 ，张
开 双 臂 ，伸 着 懒 腰 ，深 深 吸 气 ，安 静
四溢，宁静沁心，那是何等的醉人！

这 里 的 石 头 不 是 金 刚 石 、翡 翠 、
软 玉 ，也 不 是 玛 瑙 、珊 瑚 、琥 珀 ，但 有

着 这 些“ 高 贵 ”品 种 都 难 比 拟 的 拙 朴
沉 稳 和 向 好 向 善 之 心 。 在 战 火 纷
飞 、朝 代 更 迭 的 南 北 朝 ，一 个 由 马 背
民 族 建 立 的 王 朝 大 举 大 建 、不 遗 余
力 开 凿 石 窟 ，其 统 一 思 想 、缓 和 矛 盾
的 主 旨 非 常 明 确 。 拓 跋 珪 、拓 跋 焘 、
拓 跋 濬 、冯 太 后 、拓 跋 宏 ，这 些 耀 眼
的 名 字 在 持 续 开 创 平 城 百 年 繁 华 的

同 时 ，创 造 性 地 为 鲜 卑 民
族 装 帧 了 绚 烂 的 彩 页 ，也
为华夏文明垫上了一块永
不磨灭的垫板。

站 在 这 些 石 头 前 ，我
慢 慢 明 白 了“ 凿 石 造 佛 ，
如 我 帝 身 ”的 深 广 内 涵 。
帝 佛 合 一 ，昙 曜 五 窟 中 ，

那 佛 像 极 目 远 眺 、从 容 不 迫 的 面 部
表 情 ，那 英 气 飒 爽 、睥 睨 天 下 的 神 采
气 度 ，无 可 阻 挡 地 透 射 出 舍 我 其 谁
的 英 雄 气 魄 。 抚 摸 这 些 石 头 ，我 想
到 了 一 种 书 法 ——“ 魏 碑 ”。 朴 拙 险
峻 ，舒 畅 流 丽 ，刚 健 有 力 ，上 承 汉 隶
传 统 ，下 启 唐 楷 新 风 ，既 像 这 里 的 石
头 ，又 像 鲜 卑 的 足 印 ，悠 悠 地 散 发 着

独 特 的 魅 力 。 欧 阳 询 、虞 世 南 、褚 遂
良 ，哪 一 个 不 是 取 法 于 魏 碑 或 汲 取
其精髓？

游走在石崖下，我的耳边回响起
秋风萧瑟，骏马奔腾，牧笛悠扬；又似
乎听见石头们在述说风吹草低，牛羊
肥 壮 ，木 兰 还 朝 。 我 深 深 地 感 到 ，这
里的每 一 尊 石 像 ，每 一 座 莲 台 ，每 一
座 楼 阁 ，每 一 根 廊 柱 ，甚 至 每 一 条 裂
缝 都 是 有 生 命 的 ，都 在 扮 演 着 举 足
轻 重 、无 可 替 代 的 重 要 角 色 。 我 像
是 遇 到 久 别 重 逢 的 故 友 ，无 所 顾 忌 、
推 心 置 腹 地 与 石 头 交 流 着 ；又 像 是
摸 到 了 石 头 的 脉 搏 ，听 到 了 它 们 忘
情 的 歌 唱 ，最 后 彻 底 被 它 们 的 庄 重 、
典 雅 、质 朴 、沉 静 所 征 服 。

云冈的石头
高进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