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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文创精品展台

该设计骨架采用套叠方式，画面
中心取自云冈第 10窟前室北壁门拱
门楣上的团莲，周围绕以体态不同的
飞天形象，三角形的帷幔纹以带状连
续出现在正方形边框处，正方形边框
角隅处填充云冈第三窟胁侍菩萨冠
饰局部纹样，外框依次辅以勾栏纹、
连珠纹、莲瓣纹等，尤其是外框处，呈
现云冈第九窟经典带状纹样之框架，
祥禽瑞兽、三叶、五叶、七叶忍冬填饰

其中。设计色彩用云冈红、云冈绿，
黑色、黄色等云冈传统色系，尽显北
魏浑厚大气的装饰之美。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始终对祖
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怀着深深的尊重
和敬畏之情，希望自己设计的作品既
有传统风韵，又贴近生活，符合当代
人的审美需求，在寸天尺地之间呈现
云冈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王 晨

魏风丝巾

本报讯（记 者 梁 有 福） 3 月 23
日，山西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揭榜挂
帅”项目“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
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开题报
告会在云冈研究院多功能厅举行，与
会人员围绕该项目的可行性、科学性

以及技术路线等进行了充分论证和讨
论。

出席报告会的领导和专家有：山
西省科技厅大健康与生物医药科技处
副处长薛强强，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科
技处副处长孙婉姝，云冈研究院院长

杭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陈家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科技
保护主任严绍军，大同市古建筑保护
研究院研究馆员白志宇，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梁宏刚，二
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陈建平。
云冈研究院副院长何建国主持会议。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
院院长黄继忠教授汇报了“云冈石窟
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的实施方案，与会专家
对该项目的重要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进行了论证，一致认为开展云冈石窟
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研究意义重大，
课题设计、技术路线和项目分工科学
合理。

薛强强在致辞中强调，云冈石窟
是世界文化遗产，省政府对于云冈石
窟的保护高度重视，该项目是省科技
厅重塑性改革以来民生发展领域第一
个重大科技专项计划，要集中全部优
势力量来解决石窟面临的问题。文物
保护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领域，需要更
广阔的视野，不断吸纳更多资源，希望

与会的各位专家积极参与到云冈石窟
的保护中来。

孙婉姝对该项目的成功申报和顺
利开题表示祝贺。她指出，省文物局
高度重视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为更
加科学有效地保护云冈石窟，经过认
真调研，结合专家意见，提出云冈石窟
凝结水治理关键技术研究需求，由上
海大学黄继忠教授团队揭榜挂帅，联
合高等院校、文博单位和科技企业共
同攻关。相信在专家的指导和省科技
厅的大力支持下，课题研究一定能顺

利进行，并取得丰硕成果。
杭侃代表云冈研究院对各位领导

和专家的莅临指导表示由衷感谢。他
表示，云冈石窟危岩体稳定性问题已
基本解决，凝结水是目前石窟风化的
重要因素，项目课题要紧紧结合洞窟
微环境加强监测，有针对性地进行研
究。云冈研究院将积极参与项目课题
研究，并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公共宣
传等相关工作。

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
关键技术是大型石窟寺保护亟待解决
的国际前沿课题，“云冈石窟石质文物
内 部 凝 结 水 监 测 与 治 理 关 键 技 术 研
究”项目聚焦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
凝结水形成规律以及凝结水对复杂风
化石质文物的破坏机制这两大科学问
题，开展凝结水监测与综合智能治理
的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实现凝结水
的实时智能感知，构建融“自然通风+
人工调控”为一体的凝结水治理智能
解决方案。对全面提升凝结水监测与
评估水平、揭示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
形成机制、突破洞窟内部环境调控的
技术瓶颈、制定凝结水治理成套解决
方案，以及最终有效减缓石窟风化，保
护云冈石窟乃至同类型文物具有重大
意义。

“ 揭榜挂帅”项目正式开题
“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报告会举行

云冈石窟昙曜五窟是据《魏书·释老
志》的记载而命名的，和平初，“昙曜白帝，
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
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
奇伟，冠于一世”。此五所窟即云冈石窟
现在的第 16 ～ 20窟。五个窟内均以三
尊大像作为造像中心，即北壁雕一尊大佛
像，东西壁各雕一尊形体次于主尊的佛
像，第 19窟的过去佛和未来佛则另开耳
窟。五个窟的佛像形体高大，气势宏伟，
占据窟内面积的大部分，其他三壁刻满千
佛龛，间雕佛龛、小立佛等，可以看出昙曜
五窟是以开凿大像为主要目的。第20窟
的主像雕凿三佛，北壁主尊佛像结跏趺
坐，东西壁各雕一立佛。第 20窟本不露
天，后来南壁坍塌,佛容露天。露天大佛成
为云冈石窟的代表。

现存的第20窟东西壁立佛之上有不
等的二佛并坐佛龛，布局上稍不对称，从
昙曜造大像窟的计划看，佛龛不可能是最
初的设计，那它开凿于什么时候？与立佛
的关系如何？文献资料中对昙曜五窟仅
有几笔记载，更多则只能用考古方法来推
论。杭侃先生曾撰文论及第20窟西壁立
佛，认为两个释迦多宝并坐佛龛打破了西
壁立佛头光无疑，并绘制了平面图。从图
上看，杭侃先生的推测确有道理 。

笔者最近特意观察了第20窟的东西
壁，发现了新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西
壁，如果西壁立佛之上的小佛龛打破立佛
头光的话，那么，佛龛是在头光忍冬纹环
带的壁面上进行雕凿,也就是说，佛龛的壁
面应该低于，或至少与忍冬纹环带的壁面
平行，主尊耳后追刻的小佛龛便嵌进岩壁
里。而实际上,佛龛圆拱梁柱立面较忍冬
纹环带要高一些,而且与圆拱相接部分的
忍冬纹叶的雕刻并没有按图案排列顺序
继续雕凿，而是变形的。只可惜，仅剩这
么一点相连的关系，不能清楚地说明问
题。

再看东壁。东壁从上至下到东立佛
头光之上有四个佛龛,其中第三个佛龛龛
底右下角“进入”东立佛头光之中。雕刻
头光忍冬纹环带花纹的最大叶子向上延
伸就应该雕下那个龛底右角才能形成完

整的圆形头光。但那一个忍冬纹叶子并
没有延伸上去，叶头未雕出来，而是保存
了佛龛的完整。因为龛底右角和忍冬纹
环带的叶子处在同一个壁平面，忍冬叶如
果雕出叶头，就有可能破坏掉佛龛龛底。
所以说并不是佛龛龛底一角打破了忍冬
纹的叶头,而是已有佛龛在前。

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注意
到这一点，他们在《云冈石窟》第13 、14卷
的图版说明中写到第20窟西壁立佛之上
较大佛龛的“左侧有一个小的二佛坐龛。
它明显侵入右胁侍佛的头光中央顶部,难
以明白意味着什么，好像是右胁侍佛的附
属部分，面向小龛有五体供养小像，其间
刻题名”。又在另一个图版说明中写到：

“注意到在这个唐草纹带的中央，残留着
二佛并坐尖拱龛的一半。这明显从当初
就雕进头光唐草纹带的顶点，不是后期追
刻的。而且, 比东胁侍佛的头光早，或者
是与此同时雕的小佛龛。如果那样，也许
是偶然雕进这个位置，这个小龛的东侧有
供养天人二体。”他们也看到了佛龛与立
佛头光的关系。

关于佛龛的特点，笔者在做硕士论文
《云冈石窟佛龛的类型与分期》时，曾比较
仔细地考察了云冈石窟众多的佛龛，并把
第20窟佛龛列为早期佛龛，它的特点是：
佛龛龛楣空白素面且向里凹，龛楣尾的龙
仅雕出龙头回顾，或是简单地雕出涡形圆
角，拱柱头雕成束帛座，束帛座的形体较
小，褶较密细，上部雕成两瓣同心圆状，柱
身隐约雕出。有矩形铭刻雕刻于龛外上
部。龛内坐佛多右手上举，左手握衣角或
作禅定印。衣纹搭在右肩的袈裟面积特
小，袈裟内的僧祇支用两条凸棱来表示，
腿部衣纹从足踝处向两膝底部雕出一条
宽裙缘，两腿衣纹竖向略带弧状，口朝足
部，左臂及胸部衣纹阴刻密集，同主佛背
光内的坐佛风格一致。背光内有的小坐
佛就裸露着右肩。

昙曜五窟中其他四窟尖拱佛龛的龛
楣增加了小禅定坐佛，龛内坐佛右手上举,
左手握衣角。衣纹僧祇支仍用凸棱来表
示，但披在右肩的袈裟面积加大，左腿衣
纹呈弧状且口朝膝部，弧度加大，衣纹不
如第20窟佛龛内坐佛的密集。中期第7、
8窟及第11、12、13窟诸窟佛龛变化更大，
龛楣内容增加，龛楣尾的龙头变成站立的
龙或凤身，束帛座的形体变大，龛内除坐
佛外，还雕有飞天或胁侍菩萨等像，坐佛
右手上举，左手手心向上握衣角或手背向
外持帛坐须弥座或覆莲座。内着僧祇支，
披在右肩的袈裟面积明显加大,腿部衣纹
朝左膝，呈尖弧状，且两足间的衣纹雕成
尖状。第9、10窟佛龛龛内坐佛像裙缘呈
折带纹，腿部衣纹出现相背弧形，僧祇支
呈半圆弧状提高进入腋下。

第20窟佛龛外侧胡跪的供养天人，头
戴花冠，臂、腕戴钏，斜披络腋,帔帛顺臂进
入肘间，飘于两侧，下束大裙,衣纹密集, 上
身长于下身，身体浑圆，双手捧物，与主像
背光内的胡跪供养菩萨如同一形。而此形
头戴花冠供养天人不见于别窟他龛。其他
窟的供养天人身后的帔帛呈横圆状 ，身体
比例匀称，衣纹疏朗。

第20窟西壁立佛之上的佛龛龛外上
侧有矩形铭刻区及供养人，线刻文字“ □

□□及知识，造多宝佛二区”和“佛弟子
□□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等二
条，可能是云冈石窟早期的铭刻形式。因
为其他窟内的佛龛的铭刻均置于龛下 ,两
侧排列供养人。

综上所述，第 20窟窟壁佛龛的佛像
雕刻特征以及供养天人的特征等都与第
20 窟主像背光内的佛像、供养天人的风
格一致，佛龛明显具有早期特征。所以,
推测第20窟窟壁佛龛的开凿时间至少与
第 20窟立佛像的开凿时间一致，或者还
要早。此式佛龛可能是云冈石窟开凿最
早的二佛并坐龛。第20窟西壁佛龛龛外
左侧与其上部的一群供养菩萨、供养天
人、弟子等像均背着主尊而面向佛龛，明
显是供养佛龛的。而面向主像的三身胡
跪供养天人,尤其最下一层的双手合十的
供养天人与其右侧面向佛龛的捧物供养
天人同处一个平面，风格一致，应该是经
过设计而同时雕刻的。所以不论是面向
佛龛的，还是面向主尊的这一群像与佛龛
都是同时雕刻的。

从开凿石窟的过程来看，未完成的第
3窟的发掘提供了开凿洞窟程序与方法的
实物资料。第3窟前壁呈阶梯状, 系当年
削山劈壁时自上而下层层开凿所致。之
后的开窟也是自上而下、由外及里。石窟
开凿之始，必有审慎的设计，有严密的施
工图。在陡壁上放样之后先凿明窗,沿窗
口引进水平线和窟内中心线,从明窗外看
昙曜五窟,均可看到主尊头部。然后自上
而下开凿，开凿到一定工作面时，窟顶造
像工程已开始。而造像在开凿窟形时已
预留坯体，依度量造像经在窟内开好的壁
上布置已计划好的佛像组合之后再精雕
细作。具体到佛像,我推测，至少雕出佛像
头部的大致轮廓，或雕出佛头部才雕刻头
光，这样第20 窟立佛始雕头光时，佛龛已
存在，头光的花纹只好稍作一点改动。而
西壁佛龛旁的供养人和铭刻又恰如其分
地跪在立佛头光的外边缘上，这是否说明
佛龛、立佛头光或立佛、供养人雕刻相隔
时间不会太远 。

第 20窟立佛与佛龛的关系，给我们
提供以下信息：

一、众所周知，昙曜五窟是皇家工程，
属神圣之地，怎容民间成份夹杂，这群雕
像和佛龛所处的位置又不同于后期追刻
在明窗、拱门的佛龛。长广敏雄在解释第
5窟内第一次开凿未雕刻的壁面时认为：

“云冈巨大的本尊像窟，其营建的目的本
来就是极其单纯的。即北魏朝廷为亡故
祖先祈求冥福的所谓追善供养，并通过此
举，发扬他们的英雄主义，夸耀国力。因
此，大佛必然日益巨大。大佛坐像第 19
窟超过16米，第5窟超过16米。许愿者北
魏朝廷一定相信，建造巨大石佛，只要为
大佛开眼,就达到目的。以后怎样都行。
后事就可委托给在武州山石窟寺住持的
众多僧侣们。既然开眼供佛已结束, 就是
说, 已施行造佛造寺的功德，完成了礼
仪。那么，朝廷便不再感到有参与石窟寺
的必要。本尊像窟对于朝廷来说存在的
理由仅此而已。”

那么第20窟的佛龛是否也是这种情
况？从佛龛旁的造像记内容上看，是属于
佛弟子等所造像。第18窟窟前地面不平

整，而且立佛的莲花座还没有完整雕出，
第17窟胁侍佛龛飞天披帛绕在身后成环
状，是中期飞天的特征，第16窟主佛脸型
与衣饰属中期的特征，第 19窟西侧耳窟
是中期完成的等等，说明昙曜五窟并没有
按设计圆满完工便结束了昙曜五窟的皇家
工程。我推测也许昙曜建议“开窟五所，镌
建佛像各一”后,真的只建了佛像各一，例如
第19窟连胁侍佛都未完成，便禀报朝廷，
尊重北魏王朝“为石像，令如帝身”的造佛
像以象征帝王的传统，完成皇家工程。之
后再按预先设计及宗教界的思想造三世
佛，来宣传佛法流通后世,永存无绝的思
想。（第19窟的双耳窟是据五窟营造计划
预先设计好的）。这时佛弟子和僧尼也开
始造像。佛像是神圣的，后来的立佛头光
也不能将佛像破坏，只好保存佛龛的完
整。如果皇兴元年(467)献文帝行幸武州
山石窟寺是为了五窟开凿成功，那么，第20
窟东西两壁的佛龛的开凿时间在467年之
后。

二、还有一种可能，即在雕造两侧主
像的同时，供养佛龛的雕刻就开始了。就
是说在开凿昙曜五窟时，因监督不力，参
与开窟的或是参与开窟佛事活动的佛弟
子就在窟壁开龛造像。时间是在 460年
至465年间。

三、二佛并坐龛与立佛相继雕成，
造像记明确“造多宝佛二区”，在其他四
窟窟壁上部也有许多早期风格的二佛
并坐龛，第 18窟窟壁上部的佛龛全是二
佛并坐龛，第 19窟南壁上部立佛旁的千
佛龛里也有二佛并坐小龛，说明在云冈
早期开凿昙曜五窟时就已流行《妙法莲
华经》。《法华经 普贤菩萨劝发品》中说
受持读诵书写“法华”，“是人命终，当生
忉利天上 ……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
不坠恶趣”。《思惟略要法 法华三昧观
法》曰：“正忆念法华经者，当念释迦牟
尼佛于耆阇崛山与多宝佛在七宝塔共
坐。”所以, 早期二佛并坐龛的开凿正反
映 了 佛 教 僧 俗 对 法 华 经 的 推 崇 与 弘
扬。后因冯太后长期擅政的政治原因，
云冈石窟中期大量出现二佛并坐龛，不
仅常作为主像置于正壁，而且装饰华
丽，还建造了一系列双窟，是当时北魏
王朝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的反
映。一方面佛教在北魏大行“法华”，另
一方面又反映出北魏佛教与世俗皇权
相互利用的功利主义色彩。

云冈石窟第云冈石窟第 2020 窟立佛与佛龛窟立佛与佛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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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侃在报告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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