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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悬垂半空；半空，轻吹晚风 ;
晚风，扫拂野垅。蓬草荡，纤萝萦，更有
那古堡称雄。气如虹，势如龙，石窟藩
屏，驿道交冲。看脚下群雕硕宏，览谷
底一水长横。何曾记？关塞中。狼烟
骤起急飞鞚，旌旗猎猎杀声动，巍巍一
堡西京控。而今仙乐罩祥和，笙歌箫鼓
禅音送。 党新库（大同）

草芽，数株紫花；紫花，一坡细沙；
细沙，几枝嫩芽。云若絮，天空挂，远远
的落幕红霞。昨光华，那名家，古堡遗
风，故事群葩。明杨督边防设衙，那女
墙烽火留疤。台阶下，杏树呀。冲沟伏
着如蛇耍，祭台静立如炉架，山头旁有
通门插。石条墙壁拢红阳，迎曦怀远祥
和话。 卓 群（广州）

日朗，风柔气爽；气爽，荫浓草芳；
草芳，水悠曲长。放眼望。流云荡。大
佛顶古堡城墙。几沧桑，又风霜，遥想
当初，明戍边防。狼烟起鼓擂号响，马
蹄疾尘土飞扬。山无恙，民泰康。硝烟
淡去风和畅，残垣零落蒿苍莽，烽台雄
踞空悲壮。巍然矗立诉辉煌，雄浑塞北
谁遗忘？ 郝利平（大同）

上堡，高居窟顶；下堡，毗邻壁径；
两堡，巧联力并。防外侵，城民幸，粮炭
足古道安宁。广屯兵，众防城，要镇边
陲，良策先旌。四角台百般寂清，八字
墙双臂欢兴。冲沟现，裂隙呈。堡墙枯
草迎风劲，堡门碹顶抛生命，堡城烽塔
行天令。雄风已去再无回，临崖且沐斜
阳静。 钱淑梅（大同）

寨营，刀枪戟缨；驻兵，卒丁马鸣；
戍境，据凡固屏。墩堡联，烽燔令，连环
蓄势御敌兵。紫荆荆，草菁菁，鹊鸟调
琴，垂柳摇旌。隐现了刀光剑影，昭示
了阻隘原形。蒙绥径，茶道荣。夹墙竣
事谋供应，峰台犹记狼烟盛，千年夯土
峥嵘亘。一隅断壁轶千秋，万寻孤堡边
城幸。 梁东风（大同）

土墙，云冈堡墙；堡墙，边形四方；
四方，御敌设防。新旧堡，宜相望，相呼
应抵御豺狼。筑高墙，护家邦，军堡巍
峨，百姓安康。几百年经风历霜，留下
了满目沧桑。烟云荡，岁月长。战争远
去尤难忘，疤痕历历无言状，本来天下
应无恙。民安国泰运昌隆，太平盛世人
崇尚。 麻振福（大同）

堡容，石痕克隆；克隆，戎韬妙工；
妙工，北延史踪。韵笔修，奇恒世，细端
详几处相同？树葱笼，草茸茸。乡土浓
浓，雁语长空。隐言中追寻古踪，望云
风千褶苍容。时来重，古堡宗。烽台铭
记狼烟痛，城连几处桥连洞，诗言新曲
词言共。千年夯土代天功，风吹叶露新
荣颂。 林暮雪（大同）

古堡，雄崌莽原；壁龛，连绵谷川；
旱杨，威武戍边。烽火台，如珠串，报敌
情守护家园。话当年，起烽烟，铁马金
戈，旗鼓喧天。勇杀敌立功送匾，守古
堡屯垦荒垣。时空变，境已迁。国家统
一民良善，和谐共处如亲眷，康庄大道
同心建。非遗文物广宣传，旅游遗迹常
常转。 王晓瑞（赤峰）

岁遥，苍穹云浩；云浩，沧桑梦飘；
梦飘，思绪寂寥。古堡辽，残垣吊，斜阳
里再忆前朝。迈城壕，跨鞍雕，频点烽
烟，勇击狼刀。望家园青川碧草，浴沙
场将帅征袍。云冈顶，史迹凋，愁颜绿
树风沙暴，连营恶战风旗啸，围墙八字
弥经道。沙蒿黄土枕晨昏，大佛旭日
迎光曜。 直 珍（新乡）

武周，窟崖上头，上头，残墙土丘，
土丘，观台望楼。明古堡，防蛮寇，威
凛凛护我田畴。历春秋，谱风流，百载
千年，遗迹存留。峰火台险情迅投，杀
虎口商贾通邮。荒衰久，深涧沟。瓮
城墙体形依旧，听凭冷雨狂风骤，金戈
铁马书成就。沧桑阅尽岁悠悠，几多
故事藏身后。 李祚彪（大同）

武周，云冈窟倚；佛龛，匠心堡启；
梵宫，钟声古寺。始北魏，东西壁，八
字城墙顶崖危。岁争时，剑光挥，烽火

台遗，鼓角鸣追。怀远迎曦兵踏威，沙
场铁衣戟戈驰。明倾覆，清入骑。土墙
旧堡屯军弃，草堂上古题诗醉，将军僧
侣交言瘁。时空召唤逆翻云，沧桑古堡
新章记。 夏 敏（信阳）

彩虹，斜阳古松。古松，硝烟数逢。
晚风，悠悠暮钟。石窟有，如来供。山顶
上墙壁纵横。雨朦朦，树葱葱，十里长
河，十里恢宏。想当年战争路封。而如
今四处相通。风雷动，岁月匆，烽烟刀影
山河弄，佛光鼓乐梵音颂。闲云碧水青
灯奉。凄凉一抹已归尘，空余古堡沧桑
重。 刘 峰（大同）

一座座远峣，裹一层层雾绡，一层
层雾绡，隐一排排洞寮；一排排洞寮，有
一尊尊玉雕。循古迹，环军堡，佛龛顶
史漾旗旄。镇山皋，锁贼枭；南北呼和，
上下拼搏。二营盘神添气魄，百佛龛灵
漫峦涛。荒墩堡，休剑刀。旧营上下添
夕照，慈佛远近凭风啸，华居前后欣晨
耀。惟修史迹古风存，崇弘文化新篇
造。 章明程（宜春）

大美云冈—古堡沧桑

佛 祖 静 坐 莲 花 台 ，飞 天 衣 袂 飘
舞 ，伎 乐 天 人 手 执 乐 器 ，箜 篌 穿 云
裂 石 ，排 箫 余 音 绕 梁 ，鸠 摩 罗 天 乘
孔 雀 飞 来 ，摩 醯 首 罗 天 骑 神 牛 西
去 ，护 守 云 冈 ，缤 纷 世 界 在 此 华 丽
演 绎 ……

云 冈 第 8 窟 前 后 室 间 ，高 约 5.8
米 、宽 约 4 米 的 窟 门 上 层 ，对 称 雕
刻 佛 教 中 八 部 护 法 神 的 首 位 护 法
神 像 —— 即 鸠 摩 罗 天 与 摩 醯 首 罗
天 。 这 是 云 冈 中 期 石 窟 佛 教 造 像
中 出 现 的 新 形 象 ，两 像 造 型 奇 特 ，
雕 像 的 立 体 感 即 鲜 明 的 浮 雕 轮 廓 ，
是 古 希 腊 雕 刻 作 品 的 特 点 。 镌 刻 的
线 条 粗 犷 时 任 运 ，细 腻 处 动 人 ，神 韵
耐 人 寻 味 ，是 云 冈 石 窟 中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上 乘 艺 术 珍 品 ，也 可 说 是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艺 术 史 上 的 罕 见 造 像 。

窟 门 西 侧 鸠 摩 罗 天 高 1.5 米 ，面
似 童 子 ，五 个 脸 部 均 圆 润 丰 满 ，以
中 间 较 大 头 者 为 主 ，面 带 微 笑 ，另
外 四 个 口 微 张 或 露 齿 ，笑 容 满 面 ，
天 真 无 邪 ，这 一 洋 溢 于 外 的 表 情 与
肃 穆 的 佛 像 形 成 强 烈 的 对 比 ，这 对
于 特 定 的 佛 像 庄 严 形 象 来 说 ，却 能
给 人 以 内 在 愉 悦 欢 快 的 精 神 面
貌 。 鸠 摩 罗 天 即 毗 纽 天（或 称 那 延

罗 天），为 世 界 之 守 护 神 形 象 ，为 五
头 六 臂 乘 于 朱 雀 背 上 ，手 持 日 、月 、
弓 和 飞 鸟 。 就 面 貌 而 言 ，五 首 面 部
流 露 笑 意 ，皆 呈 现 童 颜 ，鸠 摩 罗 天 是
较 特 殊 的 ，长 发 卷 曲 披 肩 ，这 些 特 征
与《大 智 度 论》云“ 鸠 摩 罗 王 ，秦 言
童 子 ”和“ 发 垂 两 肩 ”相 映 照 。

窟 门 东 侧 摩 醯 首 罗 天 高 1.6 米 ，
容 貌 方 正 ，眉 、眼 、鼻 、唇 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中 间 的 面 部 圆 润 、弯 眉 细
长 、双 唇 丰 满 ，鼻 高 挺 ，下 颚 圆 ，目
光 俯 视 ，充 满 慈 爱 ；两 侧 的 细 眉 、双
眼 突 出 ，面 含 微 笑 ，下 颚 尖 ，特 别 是
鼻 子 高 大 而 弯 曲 ，表 现 出 西 域 人 物
的 形 象 特 征 ，显 得 强 悍 而 威 严 。 摩
醯 首 罗 天 即 湿 婆 天（或 称 大 自 在
天），在 印 度 神 话 中 为 护 法 神 形 象 ，
三 面 八 臂 骑 卧 牛 的 神 像 ，手 执 累 累
硕 硕 的 葡 萄（象 征 丰 收）、弓 矢（象
征 破 坏）、日 月（象 征 法 力），这 葡 萄
的 图 像 意 义 ，亦 是 用 于 象 征 与 葡 萄

一 样 多 子 的 愿 望 。 摩 醯 首 罗 天 三 面
中 间 的 头 像 ，头 戴 高 宝 冠 ，面 部 丰 润
含 蓄 ，与《迦 楼 罗 及 诸 天 密 言 经》
云 ：“ 天 女 形 、貌 美 ”相 吻 合 。

佛 教 艺 术 内 容 最 为 有 趣 之 处 也
许 就 是 吸 纳 周 围 众 多 的 神 灵 ，鸠 摩
罗 天 与 摩 醯 首 罗 天 是 外 道 的 神 ，表
现 在 这 里 则 变 成 了 佛 教 的 护 法
神 。 但 它 们 不 是 佛 教 中 最 高 的 神 ，
而 是 八 部 护 法 之 一 ，是 作 为 佛 的 翊
卫 身 份 出 现 的 。 第 7 、8 窟 窟 门 两
侧 出 现 的 多 个 脑 袋 和 手 臂 的 天 神 ，
源 于 印 度 题 材 。

在 印 度 的 民 间 宗 教 信 仰 中 ，鸠
摩 罗 天 不 仅 有 护 法 能 力 ，并 能 降
魔 ，又 是 主 司 人 类 生 殖 的 人 种 神 ，
有 着 保 障 众 生 、镇 国 护 民 的 作 用 ；
摩 醯 首 罗 天 是 一 位 丰 收 神 ，在 远
古 人 类 的 观 念 中 ，丰 收 的 含 义 里
也 有 生 殖 的 意 义 ，所 以 摩 醯 首 罗
天 也 具 有 生 殖 神 的 意 义 。 后 来 佛

教 将 之 纳 入 天 部 ，把 外 教 的 天 神
当 作 佛 的 护 法 人 物 ，变 成 佛 教 的
护 法 神 ，就 在 于 其 具 有 创 造 生 命
和 护 法 的 意 义 。 所 以 在 佛 教 石 窟
艺 术 中 ，通 过 多 头 多 臂 的 艺 术 变
形 来 表 现 护 法 神 的 超 人 能 力 ，并
借 助 牛 、孔 雀 的 坚 实 有 力 ，用 以 夸
张 护 法 的 威 力 ，而 且 他 们 手 执 日 、
月 、金 翅 鸟 等 ，表 示 法 力 无 边 ，存
在 于 任 何 空 间 ，既 能 摧 毁 一 切 ，又
可 以 创 造 一 切 。

因 此 这 种 作 为 佛 的 护 法 形 象 出
现 的 多 头 多 臂 的 鸠 摩 罗 天 和 摩 醯
首 罗 天 ，是 智 慧 和 力 量 的 象 征 ，被
尊 为 佛 教 界 的 神 灵 。

云 冈 石 窟 雕 刻 中 出 现 的 这 种 形
象 ，就 是 当 时“ 护 法 思 想 ”之 寓 意 ，
这 无 疑 是 将 人 们 的 美 好 愿 望 和 真
诚 情 感 融 于 一 体 ，反 映 了 人 们 对 太
平 盛 世 的 祈 望 ，也 反 映 了 拓 跋 鲜 卑
族 渴 望 繁 盛 、祈 求 蓄 衍 的 愿 望 。

云冈第云冈第 88窟摩醯首罗天与鸠摩罗天窟摩醯首罗天与鸠摩罗天
华子

8月 4日、8月 10日、8月 18日，云冈研
究院分别召开科研专家座谈会、青年学者
座谈会和美术人才座谈会，强调科研立院
宗旨，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学
研究高地。

座谈会上，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就
科研课题和项目建设、学术会议召开、
成果出版、科研奖励、学术刊物国际化、
人才培养、美术展览等议题，听取了专
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杭侃充分肯定
了大家多年来的勤奋努力。他指出，云
冈研究院未来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全体
科研人员要坚持科研立院的宗旨，持续

推动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和云冈学研究
工作，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
学研究高地。同时，云冈研究院将进一
步加强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努力为青年
学者的成长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持续加
强对青年学者的精准扶持，帮助大家找
准科研方向，为把云冈研究院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的石窟科研机构奠定坚实的人
才基础。

学术研究 成绩斐然

近年来，云冈研究院坚持以保护、研
究以及弘扬石窟文化为中心，全面展开

各项科研工作，成绩斐然。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介绍说，

“十三五”期间，云冈石窟学术研究成果
颇丰。在《考古学报》《文物》《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刊》《中国文物报》《敦煌研究》
等国家级刊物发表《云冈石窟窟顶西区
北魏佛教寺院遗址》《从考古角度谈<
续高僧传>中云冈石窟的记载》等论文
共计 50 篇。另有 3 篇发表于海外学术
期刊如日本的《佛教艺术》《国华》等。
主持或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
国都城的演变》、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基于丝肽——氨
基酸的脆弱丝织品接枝加固技术研究
与示范应用》、山西省教育厅《云冈石窟
丝路文化研究——以高僧昙曜生平为
主线》等课题。

最值得骄傲的是 20 卷本大型学术
专著《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成为中国
人研究云冈的争气工程。该出版项目
2017年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9年荣获“第七届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21年摘获我国出
版界最高荣誉“中国出版政府奖”。

该院还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青岛 1:
1原大复制了云冈第 3窟，参观游客最高
峰日达 9 万人次，复制了第 12 窟、第 18

窟，备受世人关注。由爱奇艺独播的首
档实景文博节目《博物奇妙夜》云冈石
窟谈话，收视率逾百万。今年，“K40 复
刻云冈石窟第十窟中的须弥山造像，用
科技展现人文艺术之美”登上微博热搜
榜；人民网微博上新云冈石窟，“超凡超
俗的国宝奇旅：一路探寻，与巍峨庄严
的云冈石窟相遇”阅读以及话题已超
100 万+；新华社客户端“我在云冈修文
物，只为古老石窟留住”浏览量达 136.9
万人次，“新眺云冈 遥瞰世界|《中国与
世界》系列特展开展”新华社客户端阅
读量达 113.1万，并被多家媒体转载。

今年 5 月“山西省文化遗产保护院
士科技创新中心”落户云冈研究院。中
心以解决石质文物病害和风化治理为
主线，聚焦山西省文化遗产科技保护突
出问题，开展创新型研究，为全省文化遗
产科技保护汇智聚力，同时为云冈研究
院引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研发文物保护领域核心技术和
标准体系提供支持。

此外，山西省科普基地项目也正在
申报中。

课题项目 硕果累累

云冈研究院科研办主任、文博副研
究员赵昆雨介绍说，云冈科研工作正处

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全速期，2020 年申
报省级科研课题 13 项，目前，又有 15 项
课 题 通 过 2022 年 度 省 级 科 研 课 题 审
批。此外，云冈石窟博物馆于今年 6 月
推出的“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聚焦云
冈石窟历史文化与世界意义，推动文化
遗产当代价值的阐释与实现，展览深受
公众喜爱，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云
冈院史馆《圣地重新——云冈百年复兴
展》也传佳音，入选国家文物局 2021 年
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

记 者 了 解 到 ，在 保 护 研 究 方 面 ，
2016 年以来，该院加大了文物保护中
科技手段的应用，完成了第 14 窟防水
及危岩体治理工程设计、三维激光扫描
技术在云冈石窟数字化中的应用、石窟
寺文物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采集工程、
云冈石窟五华洞第 13 窟壁画泥塑抢救
性保护修复工作、鲁班窑石窟抢险加固
工程勘察设计等，还针对周边城市文物
进行保护性援助，如浑源悬空寺危岩体
抢险加固一期工程、恒山寝宫危岩体抢
险加固工程设计方案、天龙山 9 窟危岩
体抢险工程勘察设计、汾阳太符观彩塑
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均取得了良好效
果。 期间发表了保护性学术论文

《基于可见光谱的古代壁画颜料无损鉴

别方法分析》《云冈 9、10 窟列柱风化程
度环境磁学无损评价》等数十篇，其中，

《大型复杂文物信息流去与虚拟修复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中国测绘科技
进步一等奖。《基于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的山西遗产地多人虚拟展示传播系统
——以云冈石窟为例》被纳入高校文博
专业教材。

与此同时，云冈研究院还对第 5 窟、
第 7、8 窟进行日常保养工程，最大限度
地延缓石窟风化并防止裂隙的发展以
及其他石质病害扰动。研究人员通过
不懈的努力，还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如

“定量测量砂岩质文物表面份额化速度的
方法”“大同观音堂三维数据信息管理系
统”“云冈石窟博物馆虚拟展示系统”“云
冈石窟第 12窟虚拟系统展示系统”“云冈
石窟第 13窟虚拟系统展示系统”“卧虎湾
辽代墓葬虚拟展示系统”“大同长治大云
院三维数据信息管理系统”等。

该院开展的课题项目也全面深入，
如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课题

《云冈石窟大气中二氧化硫变化特征及
对石雕的影响研究》、山西省科技厅《云
冈石窟第 12 窟原比例 3D 打印复制》、山
西省科技厅《云冈石窟窟顶第四纪土壤
含水率实时监测系统建设及动态变化特
征研究》等。

科研立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学高地（一）
本报记者 梁有福

云冈晨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