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梁有福） 为更好
地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推动云
冈石窟大景区全方位发展，进一步展
示云冈石窟的良好形象，满足广大网
友了解云冈文化的需求，经过精心策
划与设计，云冈石窟官方网站在牛年
新春来临之际完成升级改版，现已投
入试运行。这是该网站创建以来进行
的第二次改版。

云冈石窟研究院网络中心担负着
云冈大景区的对外宣传工作，下设云冈
石窟官方网站、官方认证的微博和微
信。云冈石窟官方网站始建于 2005 年，
2012 年该网站首次进行改版，分为综合
网和旅游网。该中心始终坚持党管新
闻的原则，注重舆论导向，传播正能量，

建立了一整套审稿签发制度。云冈石
窟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雁翔主抓对外
宣传工作，亲自担任编审，对上线的每
一篇稿件都要进行严格细致的修改审
核，编撰标题，并经常为网站撰写稿件，
推荐优秀网络作品，邀请名家撰稿。采
编人员节假日很少休息，每逢重要活动
全程参与，现场录音、拍摄，利用吃饭休
息的时间撰写稿件，不遗余力地宣传云
冈，成绩斐然。2016 年，该中心与新浪
网合作开展“云冈盛宴·红包驾到”活
动，云冈视频宣传片点击量近 40 万人
次；2016“云冈钟声·祈福大同”活动，正
月初八行禅活动与元宵节供灯活动报
道反响巨大；《云冈石窟窟前考古有重
大发现 20 窟 9 米多高的西立佛有望重

现风采》《留不住的永恒——流失海外
的云冈石窟造像》《1907－1938 年：用镜
头记录云冈的外国人》等作品，《“云冈
人”的一天》《最美云冈》系列、《我眼中
的云冈》系列、《云冈故事》系列、诗词散
文系列、云冈实时消息等都深受网友追
捧；《锦绣未央说哪里 北魏平城拓跋情
——1600 年前大同的故事》点击量突破
38 万；《粲然一笑逾千年——云冈石窟
惊现露齿供养菩萨像》引起中央、省、市
各级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云冈“萌菩
萨”成为当时的全国热点新闻。

此次改版后的云冈石窟官方网站，
主要呈现以下四大亮点：

亮点一、用户访问更加便捷。进入
以 下 链 接 即 可 访 问 ：http://www.yun⁃

gang.org/ ，在网页直接搜索关键词“云
冈石窟”，看到云冈石窟官方网站后点
击进入；手机版访问进入，实现了手机
与网页互通，浏览更加便捷。

亮点二、内容定位更加清晰。此
次改版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分为“大
众版”“学术版”“青少年版”以及“英文
版”四个版本，用户可以更加精准地定
位并找到所需内容，获取信息更加快捷
高效。

亮点三、设计风格更加简洁，主题
更加明确。四个版本的网页根据不同
主题进行风格定位，在视觉设计上进行
了全面升级，既简洁大方又不失云冈特
色。在细节处理上也有许多创意设计，
用户可以进行互动体验，可谓处处有惊

喜。
亮点四、内容更加丰富。改版后的

四个版本中，内容更加细化合理。大众
版除了给用户提供基础云冈的游玩信
息之外，还增设了“典藏云冈”栏目，展
示云冈石窟的典藏图片；“体验”栏目，
通过视频、全景 VR、图片、美文等提供
互动体验；还有“展览”“文创”等更多丰
富有趣的内容。

学术版在云冈学术内容分类上更
加专业合理，及时全面地展示云冈石窟
研究院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为广大
用户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学习研究资料。

青少年版以手绘动态效果呈现，
色彩丰富，风格统一，内容生动活泼，
寓教于乐，能够充分激发青少年对石

窟艺术的好奇心，使青少年在浏览网
页的同时，了解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
文化。

英文版版式内容简洁清晰，栏目
分配合理，打开方式也更加国际化，为
世界各国人士了解云冈石窟文化艺术
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窗口。

王 雁 翔 表 示 ，新 春 新 气 象 ，希 望
新 改 版 的 网 站 为 大 家 提 供 更 多 有 创
意 、有 温 度 ，更 专 业 、更 丰 富 的 内
容 。 由 于 新 版 网 站 尚 在 试 运 行 过 程
中 ，难 免 存 在 不 足 之 处 ，欢 迎 广 大 网
友 点 击 访 问 并 提 出 改 进 意 见 和 建
议 ，以 利 进 一 步 扩 大 云 冈 石 窟 的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 ，让 这 一 北 魏 巨 观 走
向更广阔的世界。

网上看云冈 新春新气象

云冈石窟官网全新改版上线试运行

踏遍青山方识君
—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忻州吕梁石窟寺专项调查记（一）

石窟寺是我国重要的文物类型，分
布广泛，形式多样，题材丰富，内涵深
厚，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
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国石窟
寺文物保护工作。2020 年 5 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并作出重要指示：云
冈石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
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人类文明的瑰
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
研究利用好。在现场聆听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后，云冈石窟研究院上下深受鼓
舞，倍感振奋，更强烈地感受到守护好
云冈的使命感与重要性，同时，也要努
力为山西石窟寺，乃至全国石窟寺的保
护贡献更多的云冈力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
窟寺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国务
院关于加强石窟寺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专题会议部署，全面掌握我国石窟寺现
状，2020 年 10 月，国家文物局下发通
知，决定组织开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
工作。11 月 13 日，山西省文物局召开
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动员会暨
培训班会议，标志着我省石窟寺专项调
查工作正式启动。根据省局的具体安

排，我院承担大同、朔州、忻州和吕梁 4
市石窟寺调查工作。

为有效完成调查任务，该院组建 3
支石窟寺田野调查组，分别负责同朔

（大同、朔州）、忻州和吕梁 4 市的石窟
寺调查。2020 年 11 月 30 日，该院召开
石窟寺专项调查动员会，安排此次调查
工作的具体任务及注意事项。12 月 1
日，3 支调查组分别奔赴朔州、忻州和
吕梁 3 地展开调查。截至目前，调查工
作已持续两月有余，3 支调查组均已完
成相关野外调查工作，当下正集中进行
室内资料整理与调查报告的编写。经
过细致缜密的田野调查，对山西北部地
区石窟寺形成了整体性的初步认识。

新发现与新收获——大同（朔
州）石窟调查记

大同（朔州）组调查工作为时 2 个
月，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该组完成了
全部 39 处石窟野外调查任务。这其中
有 5处新发现，忻州静乐县 1处，朔州市
1处，大同市 3处。

一、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
熟时——大同（朔州）调查纪实

调查中大同（朔州）调查组认真核对
三普资料，做好石窟复查工作。在三普
资料中，石窟大多没有编号，调查中大同

（朔州）调查组制定了编号原则和顺序，
对每一处石窟都如实、详细地进行编号，
便于调查，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对
石窟中未录入的信息，尽量做到真实、详
细，有据可查。如灵鹫岩摩崖石刻三普
资料中只提到一处题记，但是在此次调
查中，小组队员在崖壁上又发现了 2处题
记，调查组立刻拍照、量尺做记录，补充
和完善了石刻题记信息，为以后的研究
工作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

小组队员深入到每个县区，认真查
找资料、询问文保员和当地村民，完善
相关资料，探寻新的石窟。本次调查的
工作成果是喜人的，共发现 5 处新石
窟。如在忻州静乐县悬鈡庙遗址中，在
附属文物中发现了 3 个石窟；大同云州
区琉璃洞，三普时被归入古建筑类，此
次调查重新将它“拉”回石窟队伍里，没
有埋没它的 4个洞窟和曾经的辉煌。朔
州市白殿沟村西侧山崖上，又发现了规
模较大的 3个洞窟，虽无造像，但崖壁上
雕凿着淳朴笨拙的佛龛，昭示着这里曾
有过开凿和信徒膜拜的痕迹。走访大
同市左云县当地村民，小组队员找到了
刁落寺石窟和石厂村石窟。周围的村

镇都已经搬迁，石窟也已经荒废。但刁
落寺石窟有 13个洞窟，东西长约 260多
米，这是大同（朔州）调查组此次新发现
规模最大的一处石窟了。

二、石窟千古事，皆为人所为

大同、朔州地区石窟多处于偏僻的
山区，用最朴素的话来说，正因为石窟
偏远，一般人去不了，它才能保存到今
天。也正因为如此，可以想到我们石窟
野外调查工作的艰辛。调查组的同事
们为了御寒，穿着厚厚的衣物。攀爬中
行动很是不便。年近 60 岁的范晓东老
师却苦中作乐，他说爬山是锻炼身体，
每次翻山寻找石窟，范老师都是精神抖
擞地带头走在前面，当我们气喘吁吁停
下来休息的时候，有说有笑为我们鼓劲
加油！

这个冬天，每日迎着朝阳，吐着“蒸
汽”，小组队员踏上寻访石窟的征程。
每次去的地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和挑
战在等待着我们。

七岔石窟是忻州静乐县西北部最
为偏僻的一处洞窟，当小组队员驱车半
小时，停在山路旁，望着前面满是荆棘
的山路，无从下脚。尹航老师双手一
背，拿着他的记录本，向前方走去。搞
地质的都是这么沉稳吗？前行，开拔，

不能落后啊！七岔石窟要翻过
几个山头，听向导说这里只能冬
天来，夏天植被茂盛，根本看不
到山路，非常容易迷路。踩着半
腿高的树叶，深一脚浅一脚，虽
是寒冬，没一会儿每个人都已是
满头大汗。大约走了一个半小
时后，终于看到石窟的面目，那
一刻，我们都满怀欣喜。顾不上
休息，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忙完
工作都已经过了饭点，掏出冻得
结结实实的面包，大家还开心地
相互“碰杯”。饭后，队员俞有文
躺在松软的落叶“席梦思床”上，
笑说“晚安”。欢快的笑声总能
冲走疲劳。对大家来说，风餐露
宿比起保护文化遗产带来的喜
悦根本不算什么。

最欣喜莫过看到独特的石
窟。宋家沟就是其中一处。虽
然规模较小仅 1 个洞窟，但是它
将殿堂窟表现得淋漓尽致。洞窟
距地面 3 米多高，为了看清每一
处细节我们都费劲心机。没有梯
子，队员们搭人梯！为了拍照也
是拼了！俞有文为了看清窟顶，
站在岩壁边缘，让人胆战心惊！由于过
于专注，在-18°的天气里，观察的时间
长，鼻涕流出来都不自知，破“涕”成冰，还
直呼我没看清！

穿过荒废的村子，拨开荆棘，找到尘
封的石窟，匆忙有序地工作，实地测绘、野
外绘图、考古记录、拍摄照片、探究石窟病
害。空旷、寂静的空间里，不时传来几句
探讨声、测绘数字的喊声，队员们融入到
石窟中，聆听文明的呼吸，感受曾经的辉
煌。伴随着落日的余晖我们匆匆离去，片
刻间石窟又恢复了它的那份宁静、孤寂。

调查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吕梁石窟调查记

吕梁石窟田野调查历时近两月，寒
冬腊月，艰辛而繁琐的田野调查不仅是
调查队员自身能力的锻炼与提升，也是
对所调查石窟寺更详尽全面的认识与
了解，更是对吕梁 10县（市）别具特色的
风俗民情等的领略、体会与感动。一路
的调查，一路的故事，更有一路的感悟。

一、车到山前必有路

吕梁地区大多石窟都有相应道路
可驾车到达附近区域，仅步行数里便可
来到石窟近前，特别是本世纪初完成的

“村村通”工程，更极大地便利了此次田
野调查。但吕梁地处山区，较多石窟分

布在深山峻岭之中、悬崖峭壁之上，因
而，“攀援”便成为此次调查的醒目标签。

此次调查的第一站即为吕梁枣庄
则石窟，位于黄河东岸崖壁之上。幸得
石楼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干部李大勇老
师曾多次前往该石窟巡查，熟悉线路，
即使如此，在其带领下，吕梁调查组依
然十分吃力地才“攀援”至石窟近前，完
成了相应的调查工作。原以为这已经
是调查工作的极限操作，但之后不久前
往的交口石室寺石窟、中阳仙境洞石窟
与刘公洞，更刷新了队员对“艰辛”路途
的认知。

2021 年 1 月 4 日，吕梁调查组前往
文水隐唐洞石窟进行调查。此次调查，
峭壁攀援之艰、之险，达到了此次吕梁
石窟调查的“巅峰”。隐唐洞石窟开凿
于子夏山东南侧山腰崖壁之上，垂直距
地面近 400米。小组队员在隐唐洞文物
保护员的带领下，先爬缓坡，后攀近 90°
的峭壁，才到达隐唐洞石窟。感谢古人
在峭壁之上留存下可供攀援的石阶、抓
手，为我们留下此唯一的路径。俗语
道，“上山容易下山难”，隐唐洞这近 90°
的峭壁攀上去容易，但攀下来却难上加
难。幸有文物保护员熟悉这下山的技
巧，才战战兢兢、双腿抖擞地下得山来。

总稿：闫宏彬、王家鑫
执笔：康敬亭、解华、范晓东、李敏、范

潇、王家鑫

2021年 2月 19日 星期五7走进云冈走进云冈Email:fz80008@163.com
责编/梁有福 版式/赵喜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