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遗成功 20 年，是云冈学术研究
方兴未艾、最受各方关注的 20 年，不但
学术成果丰硕，而且在人才队伍建设、
学术交流合作、“云冈学”确立等方面均
取得了长足进展。20 年后再回首，云冈
学术研究已由最初的涓涓细流渐成汪
洋之势，未来的“云冈学”必是一门与真
容巨壮的云冈石窟地位相称的显学，已
成为学界共识。

云 冈 石 窟 的 研 究 ，始 于 金 代 曹 衍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
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上世纪
初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大村
西崖、塚本靖、关野贞、常盘大定、小野
玄妙等，主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
和艺术源流。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则重
在解析云冈历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
究成果。1933 年 9 月，梁思成等中国营
造学社同仁考察云冈石窟，对北魏石窟
建筑进行了测绘研究。1938 年到 1945
年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
强行对云冈石窟进行了 7 次调查，并于
上世纪 50 年代出版 16 卷本的《云冈石
窟》，代表了当时云冈石窟学术研究的
最高水平。

1947 年，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
先生发现《金碑》，并于 1956 年发表《大
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
文。此后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
论》、《<金碑>的发现与研究》、《平城实
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等系列文章，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
对云冈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
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厘清了云
冈石窟的历史沿革和分期脉络。上世

纪 70 年代，宿白先生围绕云冈石窟分
期，与日本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展开论
战并取得全面性胜利，中国学者开始扛
起云冈研究的大旗。

2006 年，时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
张焯所著《云冈石窟编年史》问世，成为
云冈石窟的第一部通史。其中，《<鹿
苑赋>与云冈石窟》、《徐州高僧与云冈
石窟》、《<金碑>小议》、《全真道与云冈
石窟》、《云冈筑堡与古寺衰微》等文章
解决了历史上诸多疑问，有力地推动了
云冈学的发展。

近年来，该院深挖云冈文化内涵，
在文物、宗教、考古、美术、音乐、舞蹈、
建筑、历史、地理、民族、民俗、地质、岩
石及维修保护和生态保护等方面逐步
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云冈
学”的学术研究体系，推动“云冈学”向
纵深发展。在此背景下，陆续出版了

《云冈石窟编年史》《云冈石窟词典》《平
城丝绸之路论文集》等多部著作，并着
手策划编撰《云冈石窟调查报告》《云冈
石窟分类全集》和《云冈石窟装饰图案
全集》等著作。

2019 年 ，云 冈 石 窟 研 究 院 历 时 七
年 ，编 撰 完 成 20 卷 本《云 冈 石 窟 全
集》。该《全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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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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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全集》2017 年入选国家“十三五”重
点出版计划，2019 年获得“第七届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全面超越了日本人的
16 卷本《云冈石窟》，代表了国内“云冈

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一举打破了“云冈
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学术尴尬处境，
被云冈人称为“争气工程”。

与此同时，云冈考古发掘研究也取
得重大突破，2008 年至 2011 年，为配合
云冈石窟窟顶防渗水工程，该院组织力
量对云冈石窟窟顶进行考古发掘。在
西部窟顶发现北魏塔庙遗迹 1 处；在第
5、6 窟窟顶，发现 1 处北魏寺院遗址和
辽金铸造工场。这种山上寺庙、山下石
窟的建筑形式，在全国属于首次发现。
该项目入选“201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申遗成功 20 年来，云冈研究院涌
现出诸多潜心研究、著述甚丰的专家学
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研究人才梯队并
成为云冈研究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文博研
究馆员，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西省委联系高
级专家，北京大学考古中心客座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宗教艺术研究所所长、硕
士生导师，山西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
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山西省“五一”劳动
模范，山西旅游业十大功勋人物，山西
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省宣传文化系
统“四个一批”人才、山西省“三晋英才”
支持计划高端领军人才，先后出版学术
专著《云冈石窟编年史》《简明中国军制
史》《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中国石窟
艺术·云冈》，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

《东方第一佛教圣地》《云冈石窟的历史
艺术》《云冈石窟画册》《隋炀帝与云冈
石窟》，《大同古代道路交通》《鹿苑赋与
云冈石窟》《徐州高僧入主云冈石窟》

《金元之际全真道入据云冈石窟》《<大
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小议》

《“褒衣博带”与云冈石窟》《云冈筑堡与
古寺衰微》《从汉代督军制到魏晋都督
制》等。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教授，师从宿白先生学习历
史时期考古学，博士学位。入选“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北京大学十
佳教师、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要研
究方向为佛教考古、宋元考古、文化遗
产学。主编学术专著《收藏上海》，出版
学术专著《中华文明传真·辽金元卷》

《中华文明传真·两宋卷》《永远的三峡》
《佛教文物选粹》（与人合著）《东京梦清
明上河图》（与人合著）《马的中国历史》

（与人合著）《佛教文物选粹 2》。发表
《云冈第 20 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云冈
五窟最初的布局》《云冈石窟的开凿工
程》《河北定县两塔基出土净瓶的几个
问题》《宋元时期的地方城镇——以中
原北方、川东和江南地区为例》《试论唐
宋时期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元青
花起源之我见》《蒙元城址考古二题》等
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王恒、何建国、卢继文、赵昆雨、王
雁卿、员小中、闫宏彬等专家学者也都
长期从事文物研究保护工作，在各自研
究领域颇有建树，学术成果甚丰。

在学术交流方面，研究院与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建筑大
学、山西大学、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
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高校院企
建立合作关系，在学术研究、科学保护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特别是 2019
年 12 月，研究院与柬埔寨吴哥窟管理
总局签署保护合作意向书，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标志着云冈石窟在对外交流与
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山西大学结合本校学科建设和科
学研究实际，联合北京大学和国内外云
冈学研究力量，申请成立云冈学研究

院。山西省教育厅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
同意山西大学成立云冈学研究院，并将
其作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进行重点建设。

2020 年 8 月 23 日，“太原理工大学
云冈学与文物保护研究院”揭牌。太原
理工大学云冈学与文物保护研究院的
成立，开启了新时代的合作新篇章，该
院以建设“云冈学”、提升我市文物保护
利用水平为目标，深入开展学术研究、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技术服务、人才培
养等，进一步助力我市推动“云冈学”构
建与文物保护。

2020 年 9 月 9 日，山西大同大学云
冈学学院正式挂牌。云冈学学院是该
校的新型学院之一，现有专任教师 68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21 人，博士
19 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教师总
人数的 55.9%。教师中，有 1 人被评为
山西省青年教学专家、山西省教育厅党
组联系的高级专家，有 9 人获大同市资
深专家称号。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

20 年来，中外专家学者从多学科、
多角度研究云冈石窟，挖掘云冈文化内
涵，拓展云冈学术思维，在宣传和弘扬
云冈文化，普及云冈知识等方面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云冈研究院而言，
让“云冈学”向纵深发展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为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云冈研究院将肩负起时
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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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 看今朝风华正茂
员小中

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2021 年 12 月 14 日是云冈石窟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成功 20 周年纪念日。过
去的 20 年对云冈人来说可分为二阶段
三节点。第一阶段是申遗成功到大景
区建成，跨越了新世纪头十年。第二阶
段是大景区建成到云冈研究院成立并
升 格 ，又 跨 越 了 十 年 。 2001 年 、2011
年、2021 年分别是两个阶段上的三个重
要节点。

对于我个人工作来说，无不与上述
阶段有关，头十年，基本是在接待工作
岗位上，干着迎来送往的服务工作（实
际内容不止一种），后十年转型发展，

“折节向学”搬弄开了石窟研究。转折
的原因，还与一个地方有关，这个地方

就是原来的东接待院，名曰东，
指的是在石窟之东，即今“古道

车 辙 ”那 段 路 南 面 的 林 地
里 ，曾 经 有 一 处 1983 年 始

建的接待院，由
大 同 资 深 建 筑

师 张 呈
富 先 生

设计，院内建筑仿古样式，简约别致、典
雅大方，具有接待、餐饮、住宿一体化功
能。到 2001 年，鄙人已是那个院子工
作了五年的专职管理员，在此之前，接
待院举行过几次重要或重大的会议，比
如首届全省讲解员大赛、109 国道改线
论证会、中德合作科技保护云冈石窟研
讨会、全省古建筑消防培训班等等，最
多时入住近百人。2011 年，接待院在环
境治理中拆除了，接待院也结束了 28
年的使命，我的工作地方没了。幸好，
王恒书记由宣传部回到云冈，启动石窟
调查工作，我自告奋勇，开始了学术生
涯。

2001 年，接待院有几次与云冈石窟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关的比较重要的
接待任务，我参与其中，现摘取两段当
时的工作记录，以示对申遗成功 20 年
的纪念。

目击姆高博士考察云冈石窟

2001 年 3 月 3 日，春寒料峭。早上
6 点 30 分，所里的通勤班车就从市
内出发了，跑家的同志们都按时上

了车，几乎没有迟到的。到单位
急匆匆吃完早餐后，便集中到东

院接待室开会。老李所长对
大家讲了应该怎样迎接贵宾

等礼节事宜。不巧，那天
上 午 姆 高 先 生 因 身 体 不

适 ，告 知 推 迟 到 下 午
来 云 冈 ，我 们 也 期 盼
下 午 的 风 能 小 一 些 ，

因为山门前广
场西侧刚拆迁

完 的 地 面
还 是 黄 土
覆盖。

下 午
两 点 ，
穆 罕 默
德 · 拉

菲

克·姆高先生准时到达，他头戴灰色礼
帽，身着灰尼大衣，围着绒毛围脖，看来
对天气变化有所准备。他踏着红地毯
大步走进山门，并摘下礼帽对同志们夹
道欢迎表示谢意，尽管天很冷，但和善
宽厚且充满笑意的面容给大家带来暖
意。进入山门院，博士直接进入第五窟
参观。这位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
的国际遗址理事会专家，在窟内看得很
详细，不时询问有关保护的情况，举起
手中的相机拍照，还登上了 5、6 窟木楼
阁观看内外。姆高先生对文物观察很
严谨，对身边的陪同人员很和蔼，看到
李雪芹穿得单薄，特地向工作人员要了
一件棉大衣给她。在五华洞前，博士流
连忘返，足足有一个多小时。走到 13
窟，看完了又返回看 12 窟、11 窟、9 窟、
10 窟，等于把五华洞看了两遍。大家一
致称赞，真是个有耐心，有责任心，有敬
业精神的专家。博士在每一个窟都照
了相，而且对一些地方还做了笔记，有
时拿出自己已经掌握的资料来对比一
下，他的眼睛扫遍每个窟的每个角落，
始 终 兴 致 勃 勃 ，一 直 看 到 西 部 第 45
窟。这时，天色已晚，返回时在第 20 窟
前与大家合影留念。尽管风很大，博士
还是脱下礼帽，露出头发稀疏的头顶以
示谢意。

后来有人统计，姆高博士共拍了五
个卷的反转胶片。看来云冈石窟的艺
术魅力确实感染和吸引到了他。返回
的路上一行人看了路旁的图片展。回
到东接待院，在放映厅观看了《云冈石
窟保护纪实》《云冈石窟》两部录像片。
之后踏着暮色又去了东部研究所办公
院的化学实验室、资料档案室、阅览室
等几个地方。他对云冈的保护工作表
示赞同，最后回到大客厅做了简要考察
总结并题了词。题词大意是：“在中国
艺术及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云
冈石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
当局的支持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的奉
献，使这一人类宝贵的遗产得到很好的
保护。”老李所长代表全所干部职工及
全市人民向博士的评价表达了致谢。

这时夜色已深，博士表示对此行深感满
意。

至此，历时一年半的申报世遗准备
工作圆满结束，老所长脸挂笑容地说
道：“尽管天公不作美，但丝毫未影响我
们的工作，视察工作比较顺利，静候申
报成功的佳音”。

庆祝活动小记

2001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3 时半，云
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全体职工聚集到接
待院大客厅，等待芬兰赫尔辛基的关于
云冈石窟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与否的消
息。全市各大新闻单位记者们和我们
在一起等待历史性时刻的到来。王恒
书记给大家介绍了从 1997 年 109 国道
改道论证会开始的与申报有关的各项
工作，一直讲到 6 点。人们都翘首期盼
着王书记手中的电话铃声响起。

时 间 过 得 很 慢 ，外 边 天 气 格 外 寒
冷，室内暖意融融。天气渐渐黑沉，灯
火通明的接待院时而安静、时而喧闹，
预示将要过一个不眠之夜了。晚餐后，
大家聚集到放映厅载歌载舞，一派欢乐
气氛。一曲曲高亢的歌声，一杯杯甜蜜
的美酒，一段段浪漫的舞步，每个人都
陶醉在即将见证历史的时刻，千年等一
回，不论何时，坚决等下去。

午夜零时 30 分，就是 14 日零时 30
分，电话铃声响起，在芬兰的老李所长
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告知王恒书记，云冈
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获通过。当
王书记把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达给
大家时，室内沸腾了，大家欢呼雀跃，激
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之后，大家拿着庆祝云冈石窟申报
遗产成功的横幅向 20 窟露天大佛广场
冲去，时年 75 岁的老父亲也随人流奔
走。人们和千年大佛一起迎接这重大
的历史高光时刻。一时间，相机闪光灯
频闪不断，快门声不绝于耳，欢呼声呐
喊声此起彼伏。大家合影之后又一起
走向山门前广场，广场上空响起了震耳
欲聋的爆竹烟花声，礼花弹腾空而起，
在空中飘洒着绚烂的色彩。人们仰头

观花，扬眉吐气，阵阵礼花向世人宣告，
我们成功了！这时，已是凌晨两时左
右。深夜的寒冬，冰天冻地，但每个人
的心中热血沸腾，各家新闻单位记者们
也与我们一道，分享着幸福时刻，不时
举起手中相机，对准高呼的人群，生怕
错过每一个值得回忆的历史瞬间。

从广场归来，在大客厅内，王恒书记
在留言簿上挥毫写下：“公元二〇〇一年
十二月十四日零时三十分（芬兰时间十
三日十八时三十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暨主席
团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云冈石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本所全体文物工作者由
衷地高兴，大家欢欣鼓舞，特此纪念。二
〇〇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

这时，老李所长从芬兰发传真过来
慰问大家。王书记建议把传真件复印
贴到题写的那段话上，作为永久纪念。
接着，王恒书记把建所以来历届领导人
回顾了一下，并说：“过去做过的一些工
作是今天巨大成就的基础，应该让过去
的老人们都来共同庆贺。”解廷藩所长
讲话说：“申报已成功，是引进人才的时
候了，否则云冈会落伍。”小李所长提
到：“申报成功像中国加入 WTO 一样，
对每个人都有挑战，希望提高个人素质
应对机遇。”散会后，许多人还兴致未

减，一直红火到天亮。
14 日上午，大同日报晨刊已登出昨

晚申报成功的消息。当日，大同市政府
定于 12 月 27 日在市体育馆举行大型庆
祝晚会，同一天，云冈山门前也将举行
庆典活动。

2011 年，建在原工人村北的研究院
新址完成，建筑设计庄重、格调雅致。大
景区建设期间分散办公人员陆续迁进了
宽敞明亮、舒适大方的新办公场所。景
区面积扩大了十倍，云冈村全部搬迁，就
地绿化，配套旅游设施若干处，梦寐以求
的云冈大景区真正形成。

2011 年至 2021 年的十年间，云冈
研究院张焯院长为首的院领导班子，率
领广大干部职工积极进取，不断开拓创
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
就。2021 年 2 月，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各级部门、各级领导支持下，中
国共产党云冈研究院委员会、云冈研究
院两块牌子挂在研究院门口，云冈研究
院由正处级单位升为副厅级单位，云冈
事业开启了新征程。2021 年 11 月，在
国家文物局新出台的《“十四五”石窟寺
保护利用专项规划》中，提出 2022、2025
及 2035 年中长期发展目标和远景，提
出实施“石窟中国”保护工程、实施“平
安石窟”工程，推进石窟寺考古工作等
八项主要任务，这也是未来 20 年内云
冈人要实现的目标。

庄子曰：“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
隙”。申遗成功的 20 年已经过去，祝愿
云冈未来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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