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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云冈石窟研究院在线上
召开共青团云冈石窟研究院委员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云冈石窟
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雁翔，共青团大同
市委员会副书记王文婕参加，会议由云
冈石窟研究院副院长、院党总支青年委
员何建国主持。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形
式差额选举产生 5 名委员，并由新一届
委员会等额选举产生书记 1名，副书记 2
名，宣传委员 1名，组织委员 1名。

新当选的云冈石窟研究院团委书
记董凯告诉记者，近年来，云冈石窟研
究院团支部在院党总支指导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努力发挥好
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结合青年
特点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利于提升专

业水平、增强青年凝聚力和向心力的
活动。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4 月
30 日上午，云冈石窟研究院团支部和
大同市艺校团委联合举办《我和我的
祖国》云冈石窟快闪主题活动。大同
市艺校的 100 多位师生及云冈石窟青
年参加此次活动，献上了舞蹈、器乐、
武术表演等精彩文艺节目。云冈石窟
研究院团支部在节目策划、人员组织、
场地安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9 年 6 月 3 日，按照云冈石窟研
究院党总支的安排，该院团支部组织
开展了每天 15 分钟广播体操活动。通
过此次活动，增强了团员青年的身体
素质，为做好本职工作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2019 年 6 月 30 日，市委统战部举

办全市统一战线“同心同行七十载，携
手奋进新时代”趣味运动会。云冈石
窟研究院团支部从青年团员中选出 12
名 队 员 参 加 ，大 家 团 结 一 致 ，奋 力 拼
搏 ，以 总 分 第 一 的 佳 绩 夺 得 一 等 奖 。
此次活动不仅锻炼了身体、磨砺了意
志，而且增强了团员青年的合作精神
和集体荣誉感。

2020 年 11 月 27 日，云冈石窟团支
部组织青年团员赴大同北魏文化园参
观“ 云 冈 杯 首 届 全 国 魏 碑 书 法 双 年
展”。参展作品既有以“平城十二品”
为基调的精品，也有取法北朝造像、摩
崖、墓志、碑碣书风的佳作，充分体现
了“用墨迹展示魏碑书法高度、以精品
阐释魏碑独特美学”的办展目的。通

过组织参观学习，团员青年对魏碑书
法有了全新的认识，纷纷表示，要更加
深入地挖掘云冈石窟的魏碑书法艺术
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内涵，
让“天下魏碑出大同”的理念进一步深
入人心。

系列活动的开展，使团员青年树
立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激发了广大
团员青年岗位奉献的信心，形成了勇
于担当、合作共进的良好氛围。

董凯表示，为进一步加强共青团
组织建设，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
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利用工作做出更
大贡献，2021 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团委
将 继 续 组 织 开 展 一 系 列 有 意 义 的 活
动，充分发挥团员青年的生力军作用，

争创更加优异的工作业
绩。

我 省 今 年 将 开 展
“青春兴晋”向上操挑战
赛 活 动 ，用 团 员 青 年 喜
闻乐见的形式，展示各行业青年岗位
奉献的青春风貌。云冈石窟研究院团
委将认真组织排练，力争在活动中展
现“云冈青年”的风采。

组织开展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体
验活动。文物是可触摸的历史，文物
修复是传承文明的重要手段。保护修
复体验活动将通过现场教学和体验等
方式，让更多的青年人了解文物保护
知识、参与文物修复过程，感受文物修
复工作者的艰辛付出和工匠精神。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展
示“云冈人”文化艺术水平，陶冶干部
职工情操，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营造云
冈学研究文化氛围，该院计划于 2021
年春季举办“习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
一周年暨云冈石窟申遗成功 20 周年书
法绘画摄影雕塑展”。云冈石窟研究
院 团 委 将 组 织 广 大 团 员 青 年 积 极 参
加，激发青年的创作热情，提升他们的
艺术水平和鉴赏力，进而对云冈石窟
文化艺术内涵有更深的理解。

发挥纽带作用 绽放青春活力
—云冈石窟研究院共青团开展系列活动巡礼

本报记者 梁有福

肃穆庄严合指掌，闲看生灵来往。
武周山下的云冈石窟是弥散在众多

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历史的厚度
使云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气息，佛家的
虔诚让云冈散发着动人的旋律。佛，在
这儿合什诵经；菩萨，在这儿敛眉闭目；
金刚力士，在这儿力扛千钧。

石窟中的造像题材内容丰富，栩栩如
生，有庄严肃穆的佛像、怡然自得的菩萨
像、憨态可掬的弟子像和独具特色的护法
像。其中，菩萨像在石窟中的表现方式有
很多，除弥勒菩萨作为主像外，云冈北魏
造像还出现了胁侍菩萨，思惟菩萨，供养
菩萨等。菩萨的全译是：“觉有情”，“道众
生”，“觉悟的众生之意”。根据这个词意，
中国古代翻译的佛经中，还把菩萨译为

“开士，大士，圣士，法臣”等名称。在佛教
初创的小乘时期，仅为释迦牟尼累世修行
的前身和尚无成佛的悉达多王子称为菩
萨。大乘佛教创立后，根据“人人具有佛
性，人人皆可成佛”的理论，把凡是立下宏
愿，上求佛法，下化众生者都称之为菩萨。
后来这个名称更加扩大化、世俗化，人们都
把那些精通佛法的寺院高僧和在家居士
也称为菩萨。

云冈的菩萨莲纹珠冠，面庞娇美，俯
视人间，莞尔一笑，尘世间喧嚣顿息，会
心抒怀……

特别是云冈的供养菩萨，头戴莲花
纹三珠冠，冠下束发垂肩，面容丰盈秀
美，眉眼细长清秀，鼻翼俏媚，薄唇含笑，
面相优美；衣着亦十分飘逸，可以看到薄
如蝉翼的帔帛，细腻精致的璎珞，清健优
美的肌肤，既能赏其态，还能感其神。从
菩萨的造型看，瘦骨清像，飘逸典雅，堪
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之精华。

虽为菩萨，也可显现出“现实之美，世
俗之态”，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艺术史
上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云冈石窟
菩萨的雕刻方式，显示其特有的艺术风
格，虽为石雕，却如血肉之躯，显现出鲜活
的生命气息。而这神行兼备，优美无双的
菩萨像，面世一笑，足以让观者“度脱一切
痛苦”。

云冈石窟佛教艺术继承了秦汉雕塑
艺术的俊秀传统，并汲取北方各民族和
外来佛教的成分，经过发展、融合、变革
和创新，在武周山上谱写了华彩乐章，它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世界石窟文化艺
术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昙曜五窟的营造分第20窟、第19—
16窟前后两个阶段；五窟从西向东依次
排列，分别对应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
景穆太子、文成帝；具体的营造次序为第
20—17—19—18—16窟。这一营造次
序既遵循也反映了昙曜五窟的营造理
念，其核心内容是以西为上。

由于在昙曜五窟开凿之前，文成
帝有在平城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
铸金像一事，学界皆认为昙曜奏请文成
帝开五窟，乃铸五帝金像一事的翻版。
因此，昙曜五窟具体为哪位北魏皇帝所
开，即昙曜五窟的皇帝比定是一个真实
问题。如何比定与昙曜五窟的营造理
念和营造次序有关联。营造理念方面，
以往诸家之中，以昭穆说颇具统摄性，
并在营造方面提出第 16窟本居第 20窟
之西（即今第 21 窟所在位置），后鉴于
第20窟前檐崩落，而迁于今第16窟所在
位置的推测。本文以为，昙曜五窟工程
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有一定的营造
次序，这在五窟今存崖壁表面也有迹象
可寻。五窟营造上的孰先孰后与所比定
皇帝地位的轻重有关。具体到每一窟的
营造次序则以洞窟主尊（在三壁三佛洞
窟中，三佛都应视为主尊）为主，即主尊
是洞窟优先设计和优先完成的部分。就
主尊而言，主尊的题材、姿势是优先考虑
和确定并且难以改变的部分，佛装、背光
则是相对次要和可以改变的部分。本
文就此推测昙曜五窟的营造次序可分
为第 20窟、第 19—16窟前后两个阶段；
五窟从西向东依次排列，分别对应道武
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太子、文成帝；

具 体 的 营 造 次 序 为 第 20—17—
19—18—16 窟。这样的营造次序
既遵循也反映了昙曜五窟的营造
理念，其核心内容是以西为上。下
文先论营造次序，次论营造理念。

一、营造次序

本 文 所 拟 议 的 第 20—17—
19—18—16 窟的营造次序，可从五
个方面予以说明：

1. 第 20窟和第 17窟可能是开
凿年代最早的洞窟。第 20 窟三佛
与第 17窟左侧佛尊（以面向窟门为

准，下同）袈裟的衣纹都是凸起的条带，
上有刻划线，且泥条头部尖细，具有很
强的塑像效果。这种条带装饰是对犍
陀罗雕像的模仿与改造。云冈石窟的
这种装饰，可能通过两种途径传入，一
是直接从印度、中亚和新疆传达，一是
从印度、中亚和新疆传到河西后以泥塑
形式表现，又从河西传播到中国内地
后，再被应用于石雕。当然，几地条带
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当是在传播过程
中进行了改造。在云冈和中国内地其
他地区的石窟和造像中，以这种泥条装
饰的不多，且年代也都较早，如敦煌莫
高窟第 275窟西壁弥勒、张掖金塔寺东
窟中心柱南面下层主尊或被认为都是
北凉之像，蔚县黄梅乡榆涧村石峰寺朱
业微背屏式石造像有太平真君五年

（444）铭刻。昙曜五窟中，只有第 20窟
和第 17窟以这种方式装饰。第 19窟中
间主尊和左侧佛尊袈裟皆为阶梯状宽
带，右侧佛尊已是年代较晚的褒衣博带
式。第 18窟中间主尊为千佛袈裟而难
以类比，但两侧佛尊袈裟皆为阶梯状宽
带。第 16 窟仅有主尊，袈裟为褒衣博
带式。此外，第 20 窟和第 19 窟佛尊袈
裟前胸衣缘都装饰 Z 字纹，但第 19 窟
佛尊袈裟的 Z 字纹立体感不及第 20窟
的，也是年代较晚的证据。上述诸项特
征在云冈造像类型或样式研究中被划
分到不同期别，但这些特征既连贯又交
替，反映石窟开凿过程中佛装形式得到
了适时调整。因此，第 20 窟与第 17 窟
同是最早开凿的洞窟。但二者相比，第
20 窟佛尊袈裟的泥条更圆鼓，第 17 窟

的相对扁平，所以第 20 窟的装饰面貌
相对原始，年代可能也更早一点。

2. 第 20 窟和第 17 窟都是开凿有
明显失误的洞窟，暗示二窟开凿年代可
能较早。第 20窟开凿的明显失误表现
在前檐塌落，并伤及右侧立佛。引起失
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云冈岩性了解不足，
没有将山体表面脆弱部分清除后再行
开凿，致使前檐很快崩落，而且造成第
20 窟位置比其他四窟靠前，今日看来
第 20窟显得较浅也是此故。第 20窟居
前的具体情况可由早年日本学者所绘
平面图和后来发掘出土且保存较好的
第 20 窟前“三道宝阶”得到充分证明。
第 20 窟地面明显高于其他四窟，也可
能是虑及了进一步下凿带来的安全隐
患。将这种情况理解为石窟开凿早期
的不成熟现象较为合适。第 17窟开凿
的失误体现在洞窟地面被迫下凿，此由
第 17 窟主尊交脚弥勒比例控制不当。
结跏趺坐佛尊双腿的厚薄即使有轻微
失误也不易被观察到。交脚像与此不
同，其头、躯体、双腿比例很严格，特别
是双腿既引人瞩目，其斜度和长度又难
以调整。可以说，从头部开始，弥勒的
总高度就已经确定，但第 17窟的计算明
显有误，从而被迫降低洞窟地面以容纳
双腿，从而造成此窟与其他洞窟的明显
不一致。而同样以巨大的弥勒为主尊
的第 13 窟就没有重蹈覆辙，这是第 17
窟较早开凿的证据。第 17窟吸取了第
20窟过于靠前的教训，但洞窟高度没掌
握好，这是佛尊袈裟泥条装饰带之外，第
17窟要晚于第20窟的又一证据。

3. 第 20 窟和第 17 窟较早开凿有
其合理性。道武帝为包括文成帝在内
的五祖之首，理应最先为其造窟，时代
最早的第 20窟可因此拟定为道武帝之
窟。景穆太子为文成帝之父，又有特殊
的护法之功，也应优先为其造窟，时代
次早的第 17窟可因此拟定为景穆太子
之窟。景穆太子与弥勒菩萨身份的相
合，已为学界所公认。所谓昙曜五窟，
并不意味着五窟同时、大规模的等速营
造。昙曜五窟可理解为由昙曜提出，并
得到文成帝诏准的一项倡议并付诸了
实施，昙曜和文成帝不可能不对营造的
先后次序有所考虑，这在工程上也有其
必然，留存至今的五窟样态则支持当时
有所考虑之推想。可以设想，大概先确
定了五窟的排位，并划分了五窟的大致
位置，甚至有粗营窟门等外部形态之
举。或许昙曜五窟本来都可能像第 20
窟一样靠前，但惩于第 20窟之失误，其
余四窟遂进一步向内斩山，但这不改变
原来四窟的位置和次序，并且第 17 窟
得到了优先加快开凿的机会。至于将
道武帝安排在最西的位置上，事涉昙曜
五窟的营造理念，即不仅由于其居五祖

之首，可能还与拓跋鲜卑以西为上的习
俗有关，详见下文。

4. 第 19窟的营造要晚于第 20窟，
不仅有佛装方面的指征，还有营造方面
的迹象。第 20窟之外四窟基本位于一
线，但第 19窟主洞又明显后缩，这可以
理解为鉴于第 20 窟窟檐崩落，所以需
将紧邻第 20窟的洞窟即第 19窟多退后
一段距离，现存第 19 窟西耳洞前部的
崩落或可说明这种理解并非虚妄，进而
可因此推测第 19 窟的营造晚于第 20
窟。现在第 20 窟东侧壁面，即第 19 窟
西耳洞南侧外壁面不是第 20窟当时的
前壁。以第 19 窟为准，以第 20 窟前内
壁距离主尊膝盖前端 1米左右计，再加
上 2米左右的窟门厚度，当时第 20窟前
壁所在位置至少需要提前两米左右，这
更说明第 19窟等东部石窟有意识地后
退。就是说第 19窟以东四窟均非第一
次拟开窟壁面，鉴于第 20窟崖壁不佳，
四窟壁面都已向内退缩，第 19 窟因紧
邻第 20 窟，所以后退更甚。第 19 窟结
跏趺主尊与两倚坐佛尊的组合形式并
非仅见，但这种主尊单独一大洞，左右
佛尊各一小洞，在云冈乃至中国石窟中
都为仅见，由此可窥知三洞分开以降低
窟顶崩落风险之用心。第 19窟由三洞
组成，给人以体量特别巨大之感，并容
易引发其地位特殊之想，但如仅就第 19
窟中间主洞而论，体量与第 18窟也差强
相近。第 19窟之所以要作成三洞，除安
全方面的考虑外，东、西耳洞佛尊为倚坐
式，也颇不便于纳入主洞之中。因此，第
19窟可能并无特殊地位，不过是鉴于之
前第 20窟窟檐之崩落，因而别作构造，
从而显得更为宏大，但实际上并不特殊，
且年代既晚于第 20窟，也晚于第 17窟。
晚于第 17窟的原因上文从衣纹上已进
行了分析，不赘述。不过，上述迹象和
用心也可见第 19窟之大规模营造并不
很晚，大概在第 20窟、第 17窟主体完成
之后就展开了。

昙曜五窟的营造次序和理念（上）
韦 正

莞尔之相逾千年
晓 柒

心向云冈（组诗）

在云冈，我看到了佛
但佛是否读懂了我呢
在云冈，我读懂了佛
但佛是否曾经看到我呢
还好，在与佛相对的时候
我还是我，佛还是佛

（三）（一）

很远。我能平视一座绵延的山冈
很远。我便看见有人面南而坐
保持心平气和的气度，用所有智慧
迎接来来往往的脚步或是目光
很远。我有无穷无尽的想象
想象那一刀一锤的威力
想象一如来一世界的博大
想象一花一叶的真实与恒美

很近。我已经深入到了窟的内部
很近。我已经听到了衣袂飘飘的声音
很近。我已经闻到了天女散花的花香
很近。我已经触摸到了石佛的体度

在佛间行走。在佛间穿行
仰望之间，有手拈莲花的动人影像
正从悠久的历史深处向我走来
低头之时，有与自己一样心怀梦想的凡夫俗子
正端坐在威严的佛像背后，手握刀凿
细心雕刻自己如花的内心

（二）

吴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