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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有福

科研立院 人才为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取得成
绩的同时，云冈研究院也面临着学科
设置不尽合理，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科
研课题申报数量多，获批数量少；经费
需求多，配套落实较少；人才梯队建设
需要强化等问题。

该院原来的功能偏重于景区的管
理运营，这次升格后，设置了 10 个部
门，其中 7 个与研究有关。这种设置
的目的是通过机构调整，提高核心竞
争力，按照科研机构的管理模式运行。

杭侃表示，科研建院的核心竞争
力是科研人才。从全国来看，石窟考
古方面的专业人才非常短缺，他们在
知网上进行过一次统计，相关学位硕
士 论 文 总 共 才 有 65 篇 。 经 过 各 方 努
力，山西大学把云冈学列入考古学下
面的二级学科，教育部给了 13 个云冈
学专项名额（可喜的是云冈研究院有 4
人考入）。13 个名额是很可观的，因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生招收
名额也只有 18 名。下一步，云冈研究
院还将与浙江大学等高校形成联动，
他和北大的老师下学期要给山西大学
考古专业的学生讲课，北大也准备增

加 考 古 专 业 招 生 名 额 。 相 信 再 过 几
年，人才短缺状况会得到改进。

另 外 ，还 要 加 强 内 部 人 才 建 设 。
云冈研究院最近连续召开了几个座谈
会，高级职称专家、青年学者以及美术
人才的专业分布比想像得要好，特别
是美术专业人才，超过了 20 人。大家
都有干事创业的信心，云冈研究院会
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让他们
多出科研成果。

云冈成“学”前景广阔

随着云冈石窟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不断扩大，“云冈学”也越来越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关心云冈
研究为什么要提升到“学”的高度，“云
冈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就 此 ，杭 侃 告 诉 记 者 ，从 1902 年
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云
冈研究其实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其间虽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云
冈学”的影响力还没有达到显学的高
度。

杭侃说，“云冈学”的内涵非常丰
富，涉及考古、雕刻、民族、宗教、美术
等诸多方面，不论是石窟本体，还是它
的外延，可做研究的空间都很大。他

的导师宿白先生在代表作《平城实力
的集聚与“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说，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
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
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
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
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
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至辽
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
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
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
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山
西的近五百处石窟，许多都是在云冈
模式的影响下开凿的。另外，北魏影
响了东魏、西魏、北周，甚至隋唐，这些
都值得研究。鉴于云冈石窟和北魏平
城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巨大辐射效应，
可以说，云冈研究的深度，直接关系到
东方石窟研究的深度。

熟悉云冈的人都知道，相较敦煌
石窟和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的文字资
料极其稀少，这是否会制约“云冈学”
的发展，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杭侃告诉记者：“敦煌偶然留下一
个藏经洞，有 5 万多件文献资料，散布
在世界各地，它们是敦煌研究的宝贵
资源。云冈石窟并不是没有文字，文

字少主要跟石质有关，砂岩会风化，凿
窟时可能题词并不少。龙门石窟石质
好，题记多保留下来了。”

“文献少是我们的弱项，但我们的
考古材料是可以不断丰富的”。杭侃
透露，国家文物局原来有“三线两片”
规划，即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洛阳
片区、西安片区，后来又增加了成都、
荆州、郑州等大遗址保护片区。最近
修 订 的 大 遗 址 保 护 规 划 征 求 他 的 意
见，他提出，从盛乐到大同，是一个很
大的遗址片区，也应纳入全国大遗址
保护规划当中。

云 冈 石 窟 只 是 北 魏 平 城 的 一 部
分，云冈山顶上遗址考古发现的构件
跟平城发现的一样，在进行云冈研究
时可以相互佐证，所以要把大同盆地
当成一个整体去考虑。过去的许多考
古发现都带有偶然性，有计划的大量
考古工作还没有做，未来一定会有新
发现，这是值得期待的“云冈学”研究
的后发优势。

科研带动 惠及公众

在云冈研究院的规划中，科研立
院并不纯然是小众化的学院式研究，
而是希望通过科学研究带动保护、管

理、利用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全方位提
升云冈研究院的学术水平和云冈景区
的文化品质。

杭侃说，云冈石窟的影响力已远
远 超 出 人 们 通 常 的 认 知 。 第 12 窟 经
过 9 年维修重新开放的消息上了百度
热搜后，不少人认为能有几百万的点
击量就不错了。可点开一看，点击量
高达 1500 万。

杭侃告诉记者，理念落实到行动
是很难的，涉及到方方面面，必须打破
和改变考古界的一些传统观念和保守
做法。考古界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资
料 保 守 。 云 冈 研 究 院 的 科 研 是 开 放

的，决不保守。今年第 38 窟至第 40 窟
在 维 修 期 间 ，对 学 界 开 放 ，搞 建 筑 史
的、文物保护的、研究艺术史的，只要
遵守学术规范，就可以预约考察。这
在 全 国 尚 属 首 次 ，学 界 反 响 非 常 好 。
下一步，云冈的其他洞窟也准备这样
做，吸引国内外的学术力量来研究云
冈 。 云 冈 研 究 院 还 准 备 编 写 系 统 课
程，把研究成果传播出去。

采访中，明显感觉到云冈研究院
上下对科研立院充满信心。相信通过
不断探索努力，逐步积累经验，“云冈
人”一定会让真容巨壮的古老石窟放
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云冈石窟雕饰之豪华富丽，备受
历代学者称赞。《魏书·释老志》中，称
云冈石窟“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献
描绘所指的估计不仅仅是洞窟造像，
也应该包括装饰图案。

现代学者最先重视云冈石窟装饰
图案的是中国建筑史专家梁思成、林
徽因、刘敦桢等，他们在 1933 年 9 月趁
到大同测绘华严寺、善化寺等辽金遗
构之便，到云冈考察数日，并于 12 月
共同撰写发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
北魏建筑》一文，刊发在《中国营造学
社汇刊》第四卷三、四合期上，且有专
门章节讨论云冈石刻中的装饰花纹。
文中明确指出：“云冈石窟中的装饰花
纹种类奇多，而十之八九，为外国传入
的母题及表现。其中所示种种饰纹，
全为希腊的来源，经波斯及犍陀罗而
输入者，尤其是回折的卷草，根本为西
方花样之主干，而不见于中国周、汉各
饰纹中。但自此以后，竟成为中国花
样之最普通者，虽经若干变化，其主要

左右分枝回旋的原则，仍始终固定不
改。”甚至“唐宋及后代一切装饰花纹，
均无疑义的、无例外的由此进展演化
而成”。

其实，对于云冈装饰图案艺术的
专题研究，十分有限，各有侧重。1937
年，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的《关于北魏唐
草纹样的二三》和 1952—1956 年，水野
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四卷序
章《云冈石窟装饰的意义》两文，主要
侧重于装饰文带讨论。上世纪八十年
代，宿白先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
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就
云 冈 第 9、10 窟 与 司 马 金 龙 墓 出 土 文
物进行了对比，对确定云冈石窟的分
期有着极大的意义。 2008 年，王雁卿
对云冈忍冬装饰图案进行了整理，研
究成果发表在《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
饰》一文中。此外，卢秀文等从云冈背
光 、佛 龛 等 装 饰 图 案 做 了 相 关 的 研
究。就装饰图案编绘方面而言，1986
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工艺美术系整理
出版了《云冈石窟装饰》；2011 年，王晨
绘编出版《云冈石窟装饰图案集》。

就目前来看，对于云冈装饰图案的
整理不够全面，关于其历史演变、艺术
特色、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研究还缺乏系
统性，理论研究方面也比较欠缺。所
以，云冈装饰图案艺术方面的这一课题
研究的深度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

北魏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第二个高
潮之中，佛教与佛教艺术大规模进入
中华，因此，在云冈石窟中，装饰图案
十分丰富而复杂。

云冈装饰图案的本源是佛教文化
和艺术。其花卉、植物、动物等图案成
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题材，典型的佛教
纹样——莲花纹、忍冬纹等在昙曜五
窟佛教美术中就被广泛使用 ，并贯穿
云冈早、中、晚三期。云冈石窟装饰图
案 大 气 凝 重 、图 案 丰 富 、结 构 繁 简 有
序、线条优美且疏密有致，具有浓郁的
装饰意蕴，凸显出北魏时期的图案特
色和抒情写意的审美品质，为中西文
化交流的产物。

（一）莲花装饰

莲花纹是我国传统的装饰纹样之

一，用莲花题材作纹饰，在战国的瓦当
和绢帛的花纹上均有表现。汉墓中有
完整的莲花藻井。但是，莲花纹成为
装饰纹样的主流，是从魏晋南北朝开
始的，纹样秀丽，这和当时中国佛教的
迅 速 发 展 有 着 很 大 的 关 系 。 佛 教 认
为 ,莲花是“西方弥陀净土”的象征，又
是纯洁的代表，《无量清净尘经》：“无
量清净佛，七宝地中生莲花上；夫莲花
者，出尘离染，清净无暇”，也就是说莲
花是“净土’的代表。莲花作为佛教艺
术装饰的主要纹样，在寺庙、石窟、造
像、壁画等佛教艺术中被广泛地应用。

北魏时期的莲花图案，简练鲜明，
拙中藏巧，纹样种类少，组合较简单，
同一莲瓣反复连续即构成边饰纹样。
莲花纹样多位于佛与菩萨像的头光之
处，也有的出现在窟顶的平棋藻井、龛
楣之中，甚至是两层佛龛之间与门、窗
的边框之上。从空间角度讲，地面、窟
顶、明窗等，部位不同的莲花纹样，功
能上有区别，但又相互联系，共同营造
一个佛国的世界。

（二）圣树图案

菩提，梵语，即觉、智、知的意思，
广义地说，就是断绝世间烦恼而集成
智慧。菩提树，原名“毕钵罗树”，菩提
树，因释尊在此树下成道，故又名“菩
提树”。因此，菩提树亦有“觉树”、“思
维树”之美称，其象征意义，为颂扬佛
陀 之 伟 大 。 佛 教 认 为 其 是 佛 祖 的 象
征，视之为的“圣树”。 由于“佛坐其
下成正觉”，礼拜菩提树蔚然成风，沿
袭至今。《大唐西域记》载：“此树茎干
黄 白 ，枝 叶 青 翠 ，冬 夏 不 凋 ，光 鲜 无
变。每至如来涅槃之日，叶皆凋落，顷
之 复 故 。 是 日 也 ，诸 国 君 王 ，异 方 法
俗，数千万众，不召而集，香水香乳，溉
以洗，于是奏音乐，列香花，烛光继日，
兢 修 供 养 。”菩 提 树 是 佛
教 传 说 与 现 实 生 活 的 有
机结合。

云冈的圣树表现，分
布较广，石窟中常见雕刻
题 材 是 二 佛 并 坐 与 菩 提
树一同出现。以云冈第 5
窟中的菩提树为例，树冠
呈 椭 圆 形 ，枝 叶 扶 疏 ，具
长 柄 ，浓 荫 覆 地 ，主 干 较
粗 ，表 面 裂 成 数 条 深 沟 ，
提 炼 概 括 的 手 法 极 为 讲
究，删繁就简，疏密、线条
与 面 结 合 ，形 式 感 极 强 ，
其 装 饰 手 段 极 尽 精 妙 。
第 38 窟的“音乐树”，为佛
经 中 描 绘 的 七 宝 树 。 这
些蕴含佛意的树木，大多
夹 杂 在 本 生 、佛 传 故 事

中，或呈现在壁面、明窗等部位，如第
8 窟 、12 窟 。 值 得 关 注 的 还 有 6、9、
10、11 窟 的 无 忧 树 、思 维 树 等 。 圣 树
形 象 ，树 形 优 美 ，图 案 化 因 素 包 含 其
中 ，枝 叶 茂 盛 、遮 天 蔽 日 ，给 人 以 神
圣 、肃 穆 之 感 ，是 对 于 佛 国 具 体 场 景
的表现。

（三）动物装饰

云 冈 石 窟 中 的 动 物 图 案 有 十 多
种 ，它 虽 不 是 雕 刻 的 主 流 ，但 作 为 装
饰图案在烘托洞窟内图像主题、诠释
经典、装帧画面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
隐 喻 作 用 。 纹 样 种 类 既 有 宣 传 佛 教
文 化 的 神 话 动 物 ，如 ：龙 、象 、狮 子 、
鹿、虎、金翅鸟等，也有现实生活中的
骆驼、牛、羊、马、蛇、鱼、猪、豹等。它
一 般 分 布 在 洞 窟 的 顶 部 、龛 楣 的 下
沿、佛座的两侧、图像的中间、边饰的
空白等处。

（四）兽面装饰

云冈兽面装饰以动物或幻想中神
兽的头部正面形象为主，形态逼真、栩
栩如生。主要出现在第 7、8 洞窟后室
北 壁 上 层 的 盝 形 帷 幕 龛 以 及 第 12 窟
后 室 南 壁 西 侧 的 盖 形 帷 幔 的 结 挽 之
处 ,晚期第 30 窟西壁的帐形龛楣上也
有保留。甚至包括第 1、12 窟的塔柱、
壁面的斗拱之上也有所表现。

另外 ,在北魏墓葬出土的石椁、石
棺床之上 ,发现了大量的兽面图案 ,多
棺 床 之 上 ,多 以 铺 首 为 主 。 这 种 图 像
的造型 ,外轮廓多呈方形 ,口部衔环 ,以
兽 面 铺 首 为 主 ,上 部 附 加 宗 教 人 物 与
忍 冬 花 卉 等 图 案 ,忍 冬 纹 以 主 藤 蔓 为
对 称 轴 ,呈 左 右 对 称 ,结 构 规 则 平 稳 。
主要为青铜、石刻等质地。宋绍祖墓
椁室外壁铺首风格与云冈石窟兽面装
饰纹样接近。

科研立院：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学高地（二）

武周独自雄，白云翠湖中。森森古
木映长空，淡淡香风送。锦枫，碧松，枝
叶微微动。山堂水殿势恢宏，浩宇衔飞
栋。玉砌朱栏，画龙雕凤，氤氲落彩虹。
美工，大功，举世皆称颂。灵岩高耸，飞
阁流丹展秀容。海棠丛丛，兰香轻弄，青
荷点红，美幻真如梦。 党新库（大同）

朝霞铺水殿，山堂衬云烟。亭台楼
阁与蓝天，吸引林渊燕。路选，翅展。大
道桥长远，隔湖看到草青鲜，远寺叠石
见，绿树闲摇，柳条枝遍，下垂七孔边。
岸前，眼前，荡漾波光现。神龟无倦，郦
道元经注打圈。飞檐勾卷，青墙呈献，朱
纹细镌，缀赏千年面。 卓 群（广州）

灵岩门已开，朝拜客频来。持炉仙
女列桥偕，候众山堂外。喝彩，唱彩，庙
宇千姿态。远观依约似蓬莱，疑是神仙
盖。松柏环围，回栏篱带，塔身冲九垓。
壮哉，妙哉，美景屏中晒。虔诚欣拜，交
脚弥陀坐正台。佛音天籁，心思瑶界，游
人畅怀，怎不招人爱。 梁东风（大同）

神龟水上游，四爪顶撑楼。一桥七
孔似龟头，尾部连穴首。水流，影留，阁
榭亭台秀。回廊阁道径幽幽，巧妙连前
后。四面围栏，精心雕镂，能工巧匠修。
技优，艺优，意境宽宏厚。山堂通透，水
殿清风销百愁。禅音如奏，佛国依旧，别
无他求，但愿人长寿。 麻振福（大同）

飞来云殿宏，卧峙水光溶。神龟静
驮寺灵空，处处青波动。斗拱，角耸，
翼展腾云送，立舟棹桨过
桥 中 ，七 孔 临 仙 洞 ，幽 径
回 廊 ，塔 方 层 奉 ，岸 石 闻
远钟。水泓，远穹，极目蓝
天共。莲台围纵，画栋雕
梁绿柳丛，平湖邀宠，飞檐
环众，摩崖瞰东，玉影参差
弄。 直 珍（新乡）

晨曦初上川，香烟已
连天。楼台遥望渡人船，
气 势 恢 宏 现 。 豁 然 ，自
然，石鼓寒泉恋。佛光大
道 梵 音 旋 ，十 里 长 河 绚 。
水殿山堂，琼楼飞燕。佛
经 仙 曲 传 。 一 年 ，百 年 ，
且念禅心牵。祥云如电，
寺 院 深 深 多 少 年 。 钟 鸣

宫殿，风吹庭院。痴人忘还，心静红尘
远。 刘 峰（大同）

云中霞影辉，武周洞崔嵬。佛光普
照磬音随，一览鳞波缀。壮美，隽伟，盛
景千年魅。山堂水殿似灵龟，如卧湖中
戏。亭榭含烟，楼阁环翠，灵岩置此魁。
向西，次及，梵塔形独立。檐牙高睇，翅鸟
鎏金莲步怡。游瞻胜地，虔虔诚意，寻幽
探奇，妙境谁伦比？ 郝利平（大同）

平湖泛慧光，圣寺溢灵香。山堂水
殿坐中央，胜境难名状。想往、景仰，瞻览
游人旺。石雕仙女站成双，迎客东桥上。
古刹灵岩，威仪雄壮，角楼列两旁。柱梁，
户窗，造像楹联棒。微波轻漾，雾霭烟云
紫气祥。禅音颂唱，洪钟回荡，情空意茫，
杂念尘心放。 李祚彪（大同）

遥闻钟鼓声，近听鸟蝉鸣。楼台亭
榭乐盤萦，庙宇苍松映。寺宁，水澄，七孔
石桥亘。莲花神兽刻图精，绝妙雕工咏。
仙女持灯，身姿丰倩，慈容笑面迎。蜃景，
梦境，尘世凡心净。神龟安定，四爪边楼
奇巧撑。山门端正，千佛殊胜，浮屠恢弘，
北魏风名胜。 钱淑梅（大同）

郦公遗水经，山堂落烟宏。神龟驮
寺一桥城，四爪楼台定。水澄，宇琼，榭阁
腾云映。波光潋滟衬湖屏，气势林渊镜。
幽径回廊，禅扉浮磬，梵音殿曲萦。古筝，
远听，北魏风情盛。莲台尊圣，寺院钟鸣
菩萨声。工修祥静，朱纹交劲，雕梁画擎，
入目仙人敬。 夏 敏（信阳）

大美云冈—山堂水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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