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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9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陪
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参观云冈石
窟时提出：“要用 3 年时间把云冈石窟
修好，一定要把这座人类文化遗产保
存下来！”从此，云冈石窟大规模的文
物保护维修工作全面展开。

从 1974 年开始，国家投入巨资，
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
保护文物”的原则，用三年时间完成主
要洞窟的大规模抢险加固，基本解决
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最大限度地保
持了石窟的原貌，云冈石窟如获新生。

云冈石窟作为古代文明的历史见
证，历经上千年岁月风霜，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损毁。从“三年保护工程”到

“八五”工程；从 109 国道云冈段改线
工程到从 2001 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从 2002 年云冈石窟
启动防水工程到 2007 年西部窟群严
重渗水问题得到治理；从 2008 年启动
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到
2012——2015 年五华洞危岩加固、彩
塑壁画修复、保护性窟檐建设全面完
成；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保护、研究性
保护；从普及传承云冈文化到深入开

展“云冈学”研究，云冈石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今年 6 月，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
—— 第 3 窟 实 施 危 岩 体 抢 险 加 固 工
程。根据第 3 窟窟区危岩体病害发育
特征，区内岩体抢救性加固整体上采
用“裂隙灌浆粘结加固+锚杆锚固”的
综合工程治理措施。对风化破碎区、
裂隙及危岩体采用灌浆封堵粘接和锚
杆加固的措施，对表面风化带启动防
风化试验，对石窟保存环境、保存状态
及保护工程质量开展配套监测。第 3
窟危岩体抢险加固工程将为云冈石窟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危岩体加固工作划
上令人满意的句号。下一步，云冈石
窟保护工作的重点将逐步向预防性保
护转移。

文物保护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
就，也不是一时之功，需要长久的坚
持，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云冈研
究院多年来不间断地保护、研究，深入
挖掘石窟群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使其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这是对
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周总理最好的告
慰。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在云冈的日
子短暂而充实。回首一月有余的培训，
从怯懦、稚嫩到从容、熟稔，这一切都离
不开为此付出的老师、助教，以及同学
的帮助。这段学习生活是认知不断更
新的历程，对于石窟保护工作的基础认

识和工作流程不断地清晰，加上与来自
不同工作单位、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同
学们的交流，让我产生了更多对工作的
思考与拓展。

今年 7 月 26 日，我们从天南海北聚
集到古城大同，来到了“真容巨壮，世法

所希”的云冈石窟。初见云冈，窟群依
山开凿，东西绵延 1 公里，“山堂水殿，
烟寺相望”。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全方
位地观看这些洞窟，本身就是一种非常
珍贵的体验。

7 月 27 日至 8 月 6 日，我们开始了
此次培训的第一阶段课程，这一阶段的
内容主要是石窟寺考古基础理论。云
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为我们介绍了
东方佛教第一圣地云冈石窟的历史及
其艺术；杭侃院长以小见大，从一张素
描讲起，为我们详尽讲解了石窟造像的
题材、类型和样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的彭明浩教授以其博士论文作为
底本，从建筑的角度教会我们如何观察
石窟寺窟面和窟前遗迹，如何调查与记
录石窟寺洞窟窟型与龛像关系；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利群老师则
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中国石窟寺考古中
长期计划（2020-2025）》，让我们从宏
观角度认识到石窟寺作为重要文化遗
迹在阐释历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李崇峰老师引经据典，系统梳理
了中国石窟寺的发展脉络及各种类型

和特征；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
志荣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数
字化技术在石窟寺考古中的最新应用
成果。这些讲授像一场知识的盛宴，令
人眼界大开，让我们对佛教美术、石窟
寺考古、佛教史等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加
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课程第二阶段，开始逐渐进入实践
部分。我们开始实地走进洞窟，更加细
致地观察、绘制石窟的外立面、平面、窟
顶等，并做了相关的文字记录。铅笔削
了无数遍，橡皮磨了一层又一层，从最
初在脚手架上颤颤巍巍地爬上爬下，
到最后驾轻就熟如履平地，洞窟的外
立面图、平面图、内壁展开图、窟顶图，
一一在我们笔下呈现出来。大到整个
崖面的洞窟分布、窟龛之间的关系，小
到每一条裂缝、每一处衣褶的表现，都
需要细致认真的观察和辨别。作为从
未做过石窟寺相关工作的新人，我在
绘图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譬如
如何在有限的画纸上表现更多更重要
的信息？如何将龛窟之间的各种关系
表现在图纸上？佛衣上的翻领如何表
现？自己所绘的图，最大问题就是比
例没有掌握好，导致很多信息无法传
达出来。针对这些问题，杭侃院长、彭
明 浩 老 师 亲 自 在 洞 窟 为 我 们 一 一解
答，拿起铅笔、尺子和线坠，借助一盏灯
光，教我们一笔笔勾勒，解决了一个又
一个的难题。

8 月 16 日至 26 日，培训进行到第
三个阶段——数字化实训。这一阶段
的课程主要由云冈研究院数字化团队
授课，内容包括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技
术、手持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地面三维
激光扫描、测量控制网与全站仪使用、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数字考古
绘图等，内容全面丰富。以往的数字
化工作给人的感觉是枯燥且难懂的，
但各位老师的讲解生动易学。让人印
象深刻的是这些老师虽然都很年轻，
但他们非常专业，非常有耐心，一遍遍
的讲解，一次次陪我们在实验室完成
作业，帮我们解决软件、设备、技术等问
题。我意识到：数字化作为一种技术手
段，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作提供便
利，但还是需要人来把握控制，而不能对
其依赖和被其控制。

1974—1976
年，云冈石窟“三
年 保 护 工 程 ”施
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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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疑义地、
无例外地由此进展演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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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6 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工艺美术系
整理出版《云冈石窟装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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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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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缺 乏 系 统 性 ，理 论研究方面比较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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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植物、动物等图案
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装饰题材，如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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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背光装饰
背光是佛教造像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象征佛和菩萨的
智慧之光，祥瑞之光。佛“三十二相”
中的“常光相”，表示佛身常放光明，
普照一切。云冈石窟佛像的背光包
括头光和身光两部分，菩萨、弟子像
只有“头光”而无“身光”。头光多为
圆形，也有桃形，多以莲瓣纹、化佛、
忍冬纹、火焰纹样等组成。身光多为
舟 形 ，主 要 有 火 焰 形 肩 焰 、飞 天 、化
佛、化生童子、供养天人、忍冬纹、火
焰纹等。云冈石窟里的背光图案，彰
显了独特的北魏皇家风格，如第 20 窟
主 佛 背 光 ，由 头 光 与 身 光 两 部 分 组
成。头光由内向外依次为双瓣莲花
纹、入定式坐佛、火焰纹等三重装饰
纹样。身光直接通向窟顶，依次为火
焰式肩焰、供养天人、入定坐佛、火焰
纹等四重装饰纹样。中期，以云冈第
六窟中心塔柱上层的立佛身光和 13
窟的七立佛的身光极具特色。审美
意境与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蕴含
于其中。

二、窟顶藻井、平棊装饰
藻井是中国古代宫殿、寺庙、大

型建筑的顶部装饰。汉代建筑中，已
有藻井装饰，南北朝时期多有使用，
主 要 用 于 佛 坛 上 方 等 最 重 要 部 位 。
云冈石窟的藻井图案主要出现在第
7、8、9、10、12 窟等大型洞窟，多为“斗
四”藻井，其外圈一般呈方形。如第 7
窟后室的窟顶雕六方藻井。枋子相
交之处饰团莲，枋上刻飞天，每方“斗
四”式藻井的井心雕团莲，四周绕以
体态丰满的飞天。八朵团莲皆为素
面莲房，外饰宝装双莲瓣。期间四十
八身飞天头梳大髻，上身袒裸或著斜
披络腋，下身均穿羊肠大裙，他们有
的翩翩起舞，左顾右盼；有的手捧莲
蕾 ，合 掌 祈 祷 ；有 的 两 成 组 ，窃 窃 私
语 ；有 的 共 托 摩 尼 宝 珠 ，充 满 憧 憬 。
整个画面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既有繁
荣 的 再 现 ，又 有 超 然 的 表 达 。
云 冈 中 期 洞 窟（471~494 年）窟 顶 雕
刻，往往在平棊四格、六格以及八格
中，雕饰斗四（四边形）或斗八（八边
形）天花（又称叠涩天井），中心雕饰
团莲。

三、石窟边饰
云冈石窟装饰图案的边饰随处

可见，多以植物纹样为主，是一种带
状纹样，有忍冬纹、莲瓣纹、莲花纹、
葡萄纹等；几何纹有三角纹、龟背纹
等。石窟中忍冬纹内容丰富，有单叶
忍冬纹、波形忍冬纹、桃形忍冬纹、锁
状忍冬纹、缠枝环形忍冬纹等，主要
分布在洞窟壁面的佛龛各层的分界
之 间 ，拱 门 与 明 窗 的 门 楣 和 边 框 之
处，佛龛的龛柱与佛座之上，在早期
洞窟，边饰纹样多出现在佛像服饰的
衣领等处，如第 19 窟、20 窟主佛像僧
祇支衣纹饰。

边饰纹样单元形较为简单，呈卷
曲状，纹样骨骼多为波浪状，但组合
方式有变化。在装饰、分割石窟壁面
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作为重要的类
别以及特殊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容
忽视。这些纹样在壁面上做连续性
的排列，其表现形式最终构成了画面
的有秩序的整体与统一，匠心独具地
运用了图案的形式美法则。

四、单独纹样和适合纹样
云冈石窟的单独纹样可以与四

周的造像、纹样等分离，并能够独立
存在，具有完整性。单独纹样主要有
对称式、自由式等，作为洞窟壁面图
像内容的补充，构图灵活多变，画面
较为生动。云冈石窟的适合纹样是
依据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在轮廓内划
定骨架，进行纹样配置。这种纹样一
般是按一定的外形需要而专门设计，
其 形 态 与 外 轮 廓 相 吻 合 ，主 要 有 圆
形、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这
些纹样多出现在龛楣上，以装饰、填
充画面为主，十分讲究对称、均衡的
艺术效果。

云冈石窟第 10 窟后室南壁盝形
帷幕龛龛楣方格内的适合纹样，中心
为一朵单瓣重层团形莲花，四角各为
一组三叶忍冬纹。第十窟后室门拱
顶部的博山炉，炉体由下而上雕刻为
仰莲纹、联珠纹、忍冬纹装饰，炉盖部
有重重山岳纹。第 9 窟后室门拱顶部
的摩尼宝珠，托盘上刻仰莲，中间为
六棱形宝珠，周围饰火焰纹，栩栩如
生，表现出层次感与变化性。这些纹
样伴随着石窟雕刻题材内容的表达，
使装饰充满活力，蕴含深意，达到了
艺术与精神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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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与 实 践 结 合 出 真 知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春秀

告慰您，以一个更好的云冈！
付 洁

19731973 年年 99月月 1515日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

2022 年，
云 冈 第 3 窟
危 岩 体 抢 险
加 固 工 程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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