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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北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内涵，创作表现北魏历史题
材的影视精品，绕不开对云冈石窟雕
刻艺术的研究。云冈石窟规模宏大，
造像内容丰富，雕刻艺术精湛，形象生
动感人，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
作，代表了五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
高水平。其诞生并非偶然，它是诸多
历史必然性的归结。

第一，礼帝为佛的新思维，是引领
北魏佛教兴盛的法宝。道武帝建都平
城，“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
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
门座，莫不严具焉。”约此同时，任命赵
郡（今河北赵县）高僧法果为道人统，
管摄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
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
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
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在此之前，西
域 胡 僧 入 华 ，奉 敬 其 佛 ，无 须 礼 拜 皇
帝；而东晋十六国以后，出家汉人成为
主流，原本是天子的臣民，现在变为释
迦门徒，因此沙门拜不拜皇帝？即是
否承认和接受国家管理？成为南北佛
教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隐居庐山
的慧远和尚著有《沙门不敬王者论》，
代表了南方释子的立场；法果的言行，

则表明了北方僧人的
态度。同为佛图澄的
再传弟子，他俩选择
的方式截然相反，南
北佛教所走的路也明
显不同。法果所言，
虽涉阿谀，又似诡辩，
汲取的却是佛图澄依
国弘法、以术干政的
成功经验，遵循的竟
是释道安“不依国主，
则 法 事 难 立 ”名 训 。
盖佛教离不开人主，
人主也需要神化。法
果将帝佛合一，提出
皇 帝 就 是 当 今 如 来

（活佛）的新理论，巧
妙地将释迦信徒转回
到天子门下，迎合了
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
求，使宗教行为上升
为国家意志，从而奠
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

基础。后来的北魏僧统师贤为文成帝
立像“令如帝身”，昙曜在武州山为五
位皇祖开窟造像，实属法果理论的再
创造和付诸实施。武州山石窟寺因此
列入皇家工程，成为几代皇帝自建家
庙的自觉行动。

第二，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使大
规模像教建设成为可能。从道武帝建
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群雄割据的局
面，北魏推行的掠夺与徙民政策，使平
城这座昔日的边陲小县迅速跃升为北
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随
后对西域的征服，又将平城推向东方
国际大都市的新高峰。在各国各地贵

族官僚、儒道沙门、能工巧匠、租赋商
贩、金银财富汇聚平城的同时，佛教信
仰 也 日 益 升 温 。 特 别 是 太 延 五 年

（439）灭北凉，《释老志》称：“凉州自张
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
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
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
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凉州（治姑
臧，今甘肃武威）所辖河西走廊，自古
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也是西域胡僧
进入中土的第一站；四世纪初，张轨任
凉 州 刺 史 ，河 西 奉 佛 已 成 民 风 。 417
年，东晋大将刘裕攻灭姚氏后秦，长安
僧众奔逃四散，河西佛教遂为中华一
枝 独 秀 。 太 武 帝 徙 凉 州 吏 民 三 万 户

（包括参与守城被俘的三千僧人）于京
城，如同河西佛教整体搬迁，平城随即
成为中华佛教的新中心。曾经目睹天
竺、西域佛事，参与敦煌莫高窟、武威
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河
陇石窟开凿、禅修的凉州僧匠，成为未
来平城佛寺与石窟寺建设的主力。

第三，太武帝灭佛，从反方向刺激
了北魏佛教的迅猛发展。凉州僧团的
东迁，在促成平城佛教骤盛的同时，也
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道之争。
受嵩山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影响，
太 武 帝 于 真 君 七 年（446）诏 令 灭 法 。
一 时 间 ，北 魏 民 间“ 金 银 宝 像 及 诸 经
论 ，大 得 秘 藏 。 而 土 木 宫 塔 ，声 教 所
及，莫不毕毁矣。”然而，毁之愈烈，求
之弥切。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
濬即位甫尔，在群臣的请求下，宣令复
法。“方诏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毁，谓木
有时朽，土有时崩，金有时烁，至覆石
以室，可永无泐。又虑
像小可凿而去，径尺不

已，至数尺；数尺不已，必穷其力至数
十尺。累数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坏，使
见 者 因 像 生 感 。”（朱 彝 尊《云 冈 石 佛
记》）。于是乎，昙曜五佛应运而出。

第四，追仿释迦鹿苑旧事，再造东
方佛教圣地。鹿苑，全称鹿野苑，即释
迦牟尼“初转法轮”的说法成道处，在今
印度贝拿勒斯城郊。北魏鹿苑，在平城
皇宫北，道武帝天兴二年（399）起筑，

“ 东 包 白 登 ，属 之 西 山 ”（《魏 书?高 车
传》）。苑之西山，道武帝时，封山禁樵；
明元帝拓跋嗣时，奉武州山为神山，筑
坛祭祀；太武帝平定凉州以后，逐渐成
为西来沙门采石雕佛、开窟修禅之所。
于是平城鹿苑与印度鹿苑，在凉州僧众
的心目中自然成双，产生共鸣。特别是
昙曜五佛的横空出世，极大地鼓舞了年
轻的献文帝拓跋弘，坚定了他追仿西天
胜迹，建立东方鹿野苑的信心。高允

《鹿苑赋》云：“暨我皇之继统，诞天纵之
明叡；追鹿野之在昔，兴三转之高义；振
幽宗于已永，旷千载而有寄。于是命匠
选工，刊兹西岭；注诚端思，仰模神影；
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即灵崖
以构宇，疏百寻而直上；絙飞梁于浮柱，
列荷华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
永；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途迥。嗟
神功之所建，超终古而秀出。”武州山石
窟寺建设全面展开。

第五，西风东渐，共铸辉煌。北魏
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
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作为
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迅速成
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
之风，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

城而特盛，进而流布中华。武州山石
窟的创作，最初是凉州僧匠带来了西
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然后是古印
度、师子国、西域诸国的胡沙门带着佛
经、佛像和画本，随商队、使团而至，再
后是昙曜建议征集全国各地的宝像于
京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
佛事。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艺匠
精工，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创造出云
冈石窟一座座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

作为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
窟群，武州山石窟寺的壮丽与辉煌，在
震惊当世的同时，成为引领和推动北
朝石窟佛寺建设高潮的样板。向东辽
宁义县万佛堂石窟，向南洛阳龙门石
窟、鞏县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邯郸
响堂山石窟等，向西甘肃泾川南石窟
寺 、庆 阳 北 石 窟 寺 、天 水 麦 积 山 石 窟
寺、永靖炳灵寺、敦煌莫高窟等等，无
不受其影响。从北魏昙曜开窟至初唐
道宣遥礼，近二百年间，无论政治风云
如何变幻，代京灵岩始终是中华僧徒
心中的圣地。对华夏石窟寺的推广、
雕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从佛
法东传的时代背景分析，凉州僧匠最
初带到平城的只能是凉州模式或西域
样式，而凉州模式实际上就是西域南
北两道佛教的混合艺术。新疆式的犍
陀罗艺术甚至马土拉艺术，移花接木
般地在云冈石窟翻版，应当属于历史
的 必 然 。 尤 其 是 大 乘 佛 教 盛 行 的 于
阗、子合等地像法。从云冈石窟的工
程本身分析，凉州僧匠是规划设计的
主体，其所依凭的佛像、画本及其造像

法则，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模
仿西域，但设计蓝图必定是经过
北魏皇帝、有司会审批准的，鲜卑
与汉民族的审美愿望自然渗透其
中。而开凿洞窟的工匠，包括部
分凉州僧人，但主体是来自中原
各地的汉人，因而大量运用的是
中 国 传 统 的 雕 刻 技 艺 和 表 达 方
式。我们讲，西式设计与中式技
艺是云冈最大特点。当然，越往
后来，中华传统的份量越重，自主
创新的意识越强。这就是为什么
云冈造像艺术并不简单雷同于印
度、中亚、新疆的原因。

作为西来像法在中华大地绽

放出的第一朵奇葩，云冈石窟一改葱
岭以东石窟寺泥塑、壁画、木雕为主的
艺术模式，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
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
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同时，广
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兼容并蓄，
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
集大成者。云冈石窟开凿大致分为三
期，即三个阶段。早期为文成帝时昙
曜 五 窟 的 开 凿 ，中 期 为 献 文 帝 、冯 太
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晚
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云冈造
像分为两类：前则西域风格，后则华夏
新式。集中展现了西来像法逐步中国
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堪称中华佛教
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在云冈石窟中，汉民族意识的觉
醒，我们说不清经历了多长时间。但
是，深受西域佛教、像法影响的凉州僧
团的领导地位，大约从太和五年（481）
开始动摇了。随后，徐州义学高僧接受
了孝文帝的邀请，率徒北上，“唱谛鹿
苑，作匠京缁”（《广弘明集·元魏孝文帝
为慧纪法师亡施帛设斋诏》），代京平城
的佛学风气为之一变。到在太和十三
年（489），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登上了
云冈第 11窟外壁的佛龛，并从此成为时
尚。如果说云冈第 6窟中最早出现的褒
衣博带式佛像，尚未脱离“胡貌梵相”，
那么第 11、12、13 窟外壁众多龛洞的造
像则是完全“改梵为夏”了。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依然为
北都，云冈的皇家工程基本结束，但民
间盛行的开窟造像之风犹烈。尽管大
窟减少，但中小窟龛却自东迄西遍布
崖面。这些数量众多的晚期洞窟，类
型复杂，式样多变，但洞窟内部日益方
整。塔窟、四壁三龛及重龛式的洞窟，
是这一时期流行的窟式。造像内容题
材，趋于模式化、简单化。佛像一律褒
衣博带，面容消瘦，细颈削肩，神情显得
飘渺虚无；菩萨身材修长，帔帛交叉，表
情孤傲。给人以清秀俊逸、超凡脱俗的
感觉，显然符合了中国人心目中对神仙
形象的理解。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纹越
来越重叠，龛楣、帐饰日益繁杂，窟外崖
面的雕饰也越来越繁缛。上述风格与
特征，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同出一
辙，标志着中华民族对西来佛教像法的
引进与吸收过程的初步终结。

专业比赛 展示才艺
为强化讲解员的服务意识，提高

讲解员的业务技能，云冈石窟研究院
定期举办讲解员大赛，同时为讲解员
搭建展示才艺的平台，营造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的比赛氛围，努力让讲解员
发挥出最佳水平。

2015 年 6 月 13 日 上 午 ，为 迎 接
2015 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山西主场活
动在云冈石窟的举办，由市文物局主
办，该院承办的大同市首届文博系统

“云冈杯”讲解员大赛汇报演出暨颁奖
仪式在云冈石窟演艺中心举行。此次
比赛共吸引了全市文博系统 14 家单位
的 66名讲解员报名参赛。比赛从 6月 6
日开始，历时 3 天，经过初赛、复赛、才
艺展示，共评选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6 名，以及 27 名优秀奖和 14
家单位组织奖。云冈石窟研究院共有
12名讲解员报名参加了比赛，经过复赛
和才艺展示比拼，该院王国华荣获一等
奖，姚乐清、赵润芳获得二等奖，李梦
远、张莉华获得三等奖，充分展示了该
院讲解员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

“2016 云冈石窟讲解员业务技能
比武”大赛于当年 12 月 26 日进行了初
赛，比赛分专业讲解和才艺展示两个
环节，最终从 80 多位讲解员中甄选出
20 名优秀讲解员，在 29 日进入决赛。
进入决赛的 20 位讲解员从不同角度诠
释了对云冈石窟不同的理解，其中，王
国华、李梦远、张莉华、刘超、李文婷，
分 别 以《魏 碑—— 一 个 王 朝 的 呐 喊》

《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超凡脱俗的第
十 八 窟》《雕 像 艺 术 瑰 宝—— 云 冈 石
窟》《魅力云冈》为题，通过对云冈石窟
地域文化、景点概况、艺术特色等内容
的提炼整合，展现出各自的职业素养、
表达技巧和讲解能力。鉴于参赛讲解
员多为年轻人，大赛组委会还专门设
置了讲解员才艺展示环节。舞蹈《月
亮》《傣族长甲舞》《鸿雁》，歌曲《男人
花》《外面的世界》，小品《对对联》《航
空之旅》等节目，不仅让人们感到了讲
解员们的多才多艺，也为紧张的比赛
增添了欢乐轻松的气氛。

“2019 年云冈金牌讲解员大赛”历
时 3 天，最终从 78 名参赛者中评选出
特等奖 1 名、最佳风采奖 1 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奖 10
名及纪念奖 16 名。经过初赛、复赛、才
艺展示和知识问答的比拼，云冈石窟
研究院讲解员王国华荣获特等奖，刘
超、李超获得一等奖，贡思洋、张婷婷、
李鹏飞、荀静获得二等奖，赵润芳、马
园园、刘晓燕、高亦欣、张莉华、庞慧宇
获得三等奖，展现出云冈石窟研究院
讲解员不俗的实力。

运动健身 增强体质
在云冈石窟研究院，不仅可以感

受到浓厚的学术氛围，而且可以明显
感受到运动健身的蓬勃气象。这里不
仅有露天篮球场、羽毛球场，还有室内
运动健身场地。干部职工踊跃参加各
种日常健身运动和研究院组织的各类
比赛，还积极参加市直机关举办的各

项 体 育 竞 赛 活 动 。 在 各 项 体 育 竞 赛
中，云冈石窟研究院的乒乓球队尤为
活跃，在全市也较有名气。

2015 年 9 月 14 日至 16 日，由市直
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主办的
大同市直机关迎国庆第四届“银星杯”
乒乓球比赛拉开帷幕。来自市直机关
30 多个单位的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团
体赛采用斯韦斯林杯赛制，单打赛采
用单淘汰制。云冈石窟研究院代表队
分别参加了领导干部组单打、男女团
体、男女单打比赛。参赛选手在比赛
中勇于挑战，奋力拼搏，打出了“云冈
人”的风采，充分彰显了云冈石窟研究
院的团队精神，取得了优异的战绩。

2016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在全市
第八届职工文化博览会职工乒乓球比
赛中，云冈石窟研究院派出四支代表
队参赛，并获得四个奖项及体育道德
风尚奖。2017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在
大同市第九届职工文化博览会职工乒
乓球比赛中，该院又有三支代表队参
加比赛，并获得两个奖项及体育道德
风尚奖。

2018 年 5 月 20 日，在全市职工乒
乓球比赛暨大同市参加第 15 届省运会
选拔赛中，长胶大联盟云冈石窟俱乐
部代表队夺得 50 岁以上组团体赛第五
名，王培忠获得男子单打 50 岁以上组
第三名，云冈石窟研究院获得优秀组
织奖。
2018 年 9 月 7 日，在市直机关迎国庆第
七届“银星杯”乒乓球比赛中，代表云

冈石窟研究院参赛的王雁翔获得领导
干部组单打亚军，云冈石窟研究院获
得优秀组织奖。2019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在中国阳高“杏花杯”乒乓球邀请
赛暨大同市乒协乙级联赛中，云冈石
窟俱乐部代表队晋级甲级联赛。

今年 9 月 27 日,大同市首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恒宗忘忧茶杯”乒乓球比赛
在市体育中心训练馆落下帷幕。王雁
翔带领云冈石窟研究院俱乐部代表队
参加比赛，获得 50 岁以上组和 50 岁以
下组团体亚军，并获优秀组织奖。

通过开展文体活动，丰富了“云冈
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了干部职工
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养，增强了团队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现在，云冈石窟
研究院干部职工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
运动带来的健康乐趣，艺术带来的精
神享受，研究院上下呈现出一片生机
勃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 报 讯（记 者
梁有福）11月4日，山
西文旅微信影响力排
行榜出炉，云冈石窟
官微获得 10 月山西
省旅游景区微信影响
力榜单榜首的佳绩，
这是对云冈石窟研究
院网络中心云冈石窟
官微工作人员辛勤付
出的充分肯定。

在 刚 刚 过 去 的
金秋十月，国庆节、中
秋节、红叶季接踵而
来，云冈石窟官微制
作出一批既走心、又
好看的微信作品，及
时推送三大石窟“掌
门”论道、外国使节参
访等各类热点信息，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云
冈、关注云冈，进一步
提高了云冈景区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在文旅融合、全
域 旅 游 迅 速 发 展 的
背景下，云冈石窟研
究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导，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积极
发挥新媒体优势，强化动态新闻
第一时间发布意识，规范完善采、
编、校、发、技术维护等运行机制。

云冈石窟官微 2014 年上线，
至今已有六年多时间。这六年是
云冈石窟官微不断成长的六年，也
是不断思考、不断尝试的六年。云
冈石窟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雁翔
主抓此项工作，亲自把关每一篇稿
件，坚持内容的真实性、创新性与
时效性，不断推出具有研究性、可
读性、趣味性的佳作。六年来，云
冈石窟官微累计发布文章近 3500
篇 ，原 创 内 容 1500 余 篇 ，合 计 约
500多万字，期间的每一个“第一”，

都值得被纪念——
官微开通第一天：2014 年 1 月

18 日；第一篇推文：《云冈石窟洞
窟简介》；第一篇原创：《叮~你有
一封来自云冈的邀请函》；第一首
歌：《云冈石窟版——南山南》；第
一 个 视 频 ：《云 冈 石 窟 的 多 彩 四
季》；第一篇新闻：《云冈石窟“让
红包飞”精彩启幕》；第一篇条漫：

《小冈游云冈——小编的一天》；第
一篇 10 万＋：《“锦绣未央”说哪里
北魏平城拓跋情——1600年前大同
的故事》；第一篇“调皮”推文：《家有

“丑”娃，萌态十足》；第一篇音频：《一
片冰心在玉壶——八十二年前的云
冈日记》；第一个专栏：《历史上的今
天》第一篇连载：《云冈日记——战

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第
一辑表情包：《修短合度 骨像
应图——春节云冈动漫表情
包系列》……

王雁翔表示：“这次荣登山
西文旅微信影响力排行榜榜
首，不仅是荣誉，更是挑战，我
们将以世界的眼光、国际的水
平，不断要求自己，继续为读
者朋友提供更高质量的文章，
更好地弘扬博大精深的云冈
文化艺术，进一步促进国际国
内文化交流，并促进‘云冈学’
不断发扬光大。”

北魏民族融合的历史丰碑—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 张焯

运动带来健康乐趣 艺术增添精神享受
—云冈石窟研究院以文体活动促本职工作提升纪实（二）

本报记者 梁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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