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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音乐洞窟内景

曹

彦

大美云冈—音乐洞窟（下）

梵 音 浩 荡 飞 天 ，穿 越 千 年 盛 典 。
余音袅袅灵岩眷，悠远回旋梦牵。喧
天鼓乐排箫炫，曼舞轻歌曲韵跹，凌波
仙子彩云间。灵动卷，北魏妙音传。

郝利平（大同）
飞天舞伎婆娑，鼓乐琴音壮阔。竖

篌吹指新奇乐，洞窟千年妙歌。鲜花飘

散缤纷落，彩带飘飞曼妙多。恢宏壮丽
细雕凿。绝妙哦，北魏韵悠吔。

钱淑梅（大同）
千年岁月歌音，万古规模世吟。击

钟弹指排箫沁，怀抱琵琶曲沉。明窗壁
面风情品，静坐堂前画意临，飞天扬袖
佛神琴。天籁歆，石窟洞中寻。

夏 敏（信阳）
舞姿曼曼欢腾，韵律齐齐盛景。如

同歌会齐欢庆，看那神仙圣境。箫声鼓
响堂中竞，胡汉名伶共聚兴，飞天舞伎
展身形。观窟顶，盛况似齐鸣。

王晓瑞（赤峰）
吹弹拉唱齐全，春夏秋冬演。欢歌

盛世常庆典，金壁辉煌传显。飞天婉转
悠扬变，舞伎多姿婀娜媔，欢庆美景洞
中喧。好调连，似把曲来填。

高培印（大同）
天姿云锦音声，妙色琴弦乐影。散

花悠抱琵琶令，鼓点笛声韵景。飞天彩
羽莲花境，入座红尘画壁亭，千寻仙籁
洞音清。端坐听，点我列仙名。

林暮雪（大同）
乐窟壮丽恢宏，佛洞灵光聚拢。天

宫盛宴尤隆重，仙舞梵音一统。飞天曼
妙栩如凤，乐伎吹弹仪态萌，胡风汉韵
尽相融。文隽永，鬼斧遇神工。

郝俊连（大同）

31 年前，即 1991 年的 8 月 19 日，我
与专程来访云冈石窟、华严寺的美籍华
人、加州州立大学教授陈立鸥先生相识
于古城大同。陈立鸥（1919—2000），谱
名懋随，英文名立鸥，是中国近现代史
上一代鸿儒、陈宝琛先生的第六子，也
是陈宝琛先生最小的儿子。在愉快的
交谈中，操着地道京城官话的陈立鸥先
生表示，能在有生之年拜观云冈石窟和
大同名胜古迹非常高兴。陈立鸥先生
认为云冈石窟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艺术，
太好了、太棒了！陈立鸥先生告诉我，
他出生于 1919 年，那一年，他的父亲陈
宝琛先生以 72岁高龄参访了大同，游览
了云冈石窟，并赋诗留念，发表在当年
的《大公报》上。

珠流璧转，不觉 30 余载。辛丑岁
尾，我翻检旧时照片，看到了我与陈立

鸥先生于 1991 年 8 月 19 日的合影，想
起了当年陈立鸥先生说过的往事，不禁
历历在目。

于是，我细读了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5 月出版的《陈宝琛年谱》和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8 月出版的《沧
趣楼诗文集》上、下卷，分别在两本书
中找到了有关的记载和资料。经查阅

《云 冈 石 窟 辞 典》《云 冈 石 窟 编 年 史》
《云冈石窟大事记》及近年出版的有关
云冈石窟的相关资料，均未发现有关
此诗的辑录。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
弢庵、陶庵，又号伯泉、敬嘉，晚号沧趣
老人、听水斋主人等。陈宝琛先生出生
于福建省闽侯一个世代簪缨的家庭。
少年科第，18 岁中举，21 岁考取进士，
累官至内阁学士。1911 年 6 月 18 日，

陈宝琛先生被补授为山西巡抚，因本人
清廉而未到任。一个月后，陈宝琛改任
毓庆宫授读、充任 6 岁小皇帝溥仪的师
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帝师，长
达 20 余年。庄士敦赞誉其是一位风度
优雅迷人的学者。

据《陈 宝 琛 年 谱》第 398 页 载 ：
“1919 年为民国己未羊年。是年，陈宝
琛游云冈石窟寺，有诗。《东方杂志》第
16 卷第 10 期文苑栏刊登陈宝琛诗作

《武州石窟寺》。
11 月 29 日，诗作《武州石窟寺》刊

登于《大公报》。”
再据《沧趣楼诗文集》上卷卷八第

179 页 也 刊 载 了《云 冈 山 石 窟 寺 己 未
（一九一九）》一诗，内容与《武州石窟
寺》相同，只是将诗名改为了《云冈山石
窟寺己未（一九一九）》。

《东方杂志》创办于 1904 年，由上
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是当时颇具影响
力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1902 年创办
的《大公报》也是当时名满全国的中文
报张。

《武州石窟寺》为诗名，此诗为七言
古风体例，全诗 13 句，每句 14 个字，共
182个字，为一韵到底的中东韵。

武州石窟寺
陈宝琛

戴石塞上山尽童，皱云特起森玲珑。
谁开奇想凿混沌，十窟鳞比只洹宫。
梦游伊阙老未践，到此目豁先河功。
佛高百寻小径寸，周阿匝宇穷镌砻。
真君坑僧网偶漏，昙曜忍死存大雄。
法轮重转发宏愿，石寿什伯泥与铜。
乘舆数临祷雨验，谁遗都洛捐云中？
魏书郦注了可证，剥泐强半埋蒿蓬。
当时伟丽绝一世，植福役遍中原工。
要知陵谷有迁变，自古不坏惟真空。
仁皇神武岁绝幕，驻跸瞻礼岩穹窿。
煌煌宸藻二百载，西羁卫藏北詟蒙。
层喽对佛万籁息，武州水挟如浑东。

译文：
塞外山上的岩石光秃秃的，山顶上

飘来了祥云，密布在天宇之上。
这是哪一位突发奇想在这里开凿

出了佛国殿堂，并在众多的石窟前建起
了错落有致的寺院。

我已经很老了，却始终未能见到过
梦中的巍巍兰若，来到这里我竟看到了
先辈们开凿的云冈石窟，眼前豁然开朗。

大佛高达百尺，而小佛竟然不足一
寸。在云冈石窟周匝的山上，满满地雕
刻了无数大大小小的佛像。

想当年，太武帝在太平真君年毁佛
杀僧，致使很少有僧众能够逃脱，而昙
曜和尚却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开凿了
武州石窟寺。

昙曜和尚立下了宏大的志愿，重转
法轮，在岩石上雕刻佛像比用泥、铜要
坚固十倍、百倍之上。

石窟建好了，皇室、官员和百姓都
来到武州山祈雨，非常灵验。谁说北魏
王朝将都城迁往洛阳而放弃了平城？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云冈石窟
美景的赞美描写可证，但是现在许多雕
刻佛像的岩石已经断裂，许多佛像已被
高高的蒿草所淹没。

当年的云冈石窟瑰丽无比、冠于一
世，那是北魏时为造福京畿而役使中原
的工匠们来雕刻的。

要知道，山陵崖谷年久也要发生变
化，亘古至今不变的只有浩瀚的宇宙。

当年神武的康熙皇帝在晚年的时
候驾临大同，他观瞻了宏伟壮丽的云冈
石窟。

康熙皇帝武卫文治大清帝国二百
余载，向北占领了六戎，打通了西藏并
震慑了蒙古。

今天我面对着云冈石窟层层巍峨
的殿宇，观瞻着安详、宁静的大佛，万籁
俱静，只有身边的武州河和御河环绕着
平城缓缓地向东流去……

拜赏陈宝琛先生的《武州石窟寺》
诗作，不禁感慨良多！作为一代帝师，
一代名儒，一代享誉华夏诗坛的诗人，
陈 宝 琛 先 生 于 103 年 前 的 冬 天 ，在 大
同、在磅礴大气的云冈石窟前，一挥而
就，留下了这首令人豪迈激奋的诗篇。
这是一首深情赞美云冈石窟的佳作，陈
宝琛先生的这首古体诗文采斐然，彰显
了先生渊博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及轻松
驾驭中华文字的深厚功力。

先生说得多么好：“当时伟丽绝一
世，自古不坏惟真空。”

谨向陈宝琛先生致以仰止的敬意。
顶礼，伟大的云冈石窟！

当时伟丽绝一世 自古不坏惟真空
——拜赏陈宝琛先生《武州石窟寺》诗作

朱孟麟

陈宝琛先生与儿孙们合影陈宝琛先生与儿孙们合影（（右一为陈立鸥先生右一为陈立鸥先生））

19911991 年年，，朱孟麟与陈立鸥先生朱孟麟与陈立鸥先生（（左左））在大同在大同 《《东方杂志东方杂志》》第第 1616卷第卷第 1010号封面号封面

《《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文苑文苑””栏刊登陈宝琛栏刊登陈宝琛
诗作诗作《《武州石窟寺武州石窟寺》》

云冈石窟雕刻中的圣树多与释迦
牟尼人生的经历密切相关。他诞生于
蓝毗尼花园的菩提树下，在阎浮树下
思维悟道，涅槃于拘尸那罗城的娑罗
树下。

第 6 窟中心塔柱西壁佛传故事腋
下 诞 生 ，第 33-3 窟 东 壁 下 层 树 下 诞
生，这两幅图表示的是悉达多太子降
生的场面。摩耶夫人怀妊月将满，按
照妇女在娘家分娩的印度习俗，夫人
走到一棵高大的无忧树前停下来，夫
人不觉抬手抚摸树枝，太子从夫人的
右腋下诞生。图中的树表现的就是蓝
毗尼园中的无忧树，在《大正大藏经》
中记载：“十月满足，于二月八日初出
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
忧。花色香鲜，枝叶茂盛。即举右手，
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树下
诞生的场面还见于 32-3、41窟等。

第 6 窟中心塔柱下层中心龛的侧
面，在二菩萨合掌并立礼敬的画面旁
边，树叶呈圆形，枝繁叶茂，为示意性
的表现手法，树下坐一逆发形人，面部
朝外，身体健硕，右手抚胸，右腿横向
弯曲，左肘置于膝上，左腿作竖向弯
曲。“树身现身”为三十二瑞应之象征
表现之一。瑞应为天降的各种祥兆。

第 7 窟明窗东壁上层，有一棵枝繁
叶茂的圣树，树枝沿着明窗的壁面向
上攀岩，刻画得淋漓尽致，树下有一坐
禅比丘，比丘带帽修行，靠近比丘的树
枝上悬挂一个比丘喝水用的瓶子。

第 6 窟主室南壁西部，靠近洞窟窟
门口，为本行故事“入山求道”中的画
面，画面为山峦树间，一人在山间苦行
修禅，一人头朝西在山间站立，此时树
木共有三株，中间的树木较为茂盛。
也为圆形树叶，两侧树木的枝叶较为
稀疏，在最西侧的树木冠上栖息一张
开翅膀的鸟。这是太子在山中观察仙
人的苦修生活，并探求苦修的目的。

第 6 窟主室南壁为本行故事中“问
询仙人”中的画面，紧邻“入山求道”的
画面，太子寻访阿罗逻仙人，精进修
行。在东面上层，树旁一人盘坐、一人
胡跪坐，似在交谈，然后前面那两人向
西行走。此时树木的刻画较为简略，
树上有三朵四瓣形花朵。

树下思维图像，见于第 10 窟前室
西壁上层、第 32-12、33-3 等窟，阎浮
树下，树枝弯曲为太子遮阳，菩萨半跏
思维坐，一手托腮作冥思状。太子在
树下悟道“观诸众生，更相吞食，甚可
伤愍。”

第 38 窟东壁下层有两株音乐树，
有四重枝叶，树叶呈波浪形，波浪底各
坐一位演奏乐器的乐伎，旁边还有一
或两个伎乐天，伎乐天手中所持乐器
可辨认的有阮咸、箜篌、筝、筚篥、排
箫、横笛、胡笳、笙、海螺、细腰鼓、担
鼓、羯鼓等乐器，皆呈演奏状。《妙法莲
花经·药王本事品》记：“七宝为台，一
树一台，诸宝台上，各有百亿诸天，作
天伎乐，歌叹于佛，以为供养”。这是
北魏工匠根据当世的伎乐人形象刻画
出的西方净土中诸天伎乐在七宝树上
奏乐供养的情景。

第 38 窟西壁下层同样有两株，西
壁的树形，树枝呈斜直线形状，枝头也
有一乐伎人物，可辨认的乐伎手持筚
篥和横笛各一个。《佛说无量寿经》记
载：“七宝诸树，周遍世界……清风时
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

云冈石窟树木刻画较为精彩的还
有第 5 窟门拱上方两侧的树木。禅定

佛中间的树木枝繁叶茂。
云冈石窟还有表现释迦牟尼在娑

罗树下涅槃的场景，在第 11 窟西壁圆
拱龛龛基的下方。

云冈石窟中的圣树，树叶基本为
圆形，也有几株为桃形，与桑奇大塔中
的树叶有相近之处。云冈石窟中的圣
树与桑奇大塔中的圣树表达又不尽相
同，比如云冈石窟中的树叶基本不遮
挡树枝，但桑奇大塔中的树叶比较密
集。可见云冈石窟圣树的雕刻在继承
的基础上不乏大胆的创新。

云冈石窟中树的形状与高句丽墓
葬壁画中的树木形状有相近之处，云
冈石窟中树下思维中的树木与高句丽
墓葬壁画的树木有类同之处。而第 5
窟门拱两侧禅定坐佛上的大树的形状
与高句丽墓葬壁画有相近之处。《魏
书》记 载 ，太 延 元 年（435），“丙 午 ，高
丽、鄯善国并遣使朝献”。此后太延年
间（435—439）、献文帝时期（466-470）、
孝文帝时期（471-499），高句丽多次向
北魏遣使，可见云冈石窟中的树木还
展现了高句丽与北魏的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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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66窟后室中心塔柱窟后室中心塔柱 第 7窟明窗东壁上层中的圣树

第 6窟后室中心塔柱“树神”现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