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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去过云冈石窟你或许去过云冈石窟
但应该不知道背后的这些故事但应该不知道背后的这些故事（（下下））

徐鹏远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 4 月 12 日
下午，云冈研究院召开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动员会，该院副科以上党员干部
参加。

省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第二十四
指导组组长、晋中学院原党委副书记、
院长李国臣，副组长桑楠和指导组全
体成员到会指导。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党委委
员、副院长何建国、闫丁，党委委员、文化
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主任卢继文出席会
议。会议由张焯主持并作动员讲话。

张焯在动员讲话中指出，作为首
批开展主题教育单位，云冈研究院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坚决落实中央、省委关于主题教育
的各项安排部署，全面把握、准确理解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
总要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在省委巡回指导组的指导下，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主题
教育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目标任务，
紧密结合实际，牢牢抓住主题教育重
点，明确领导责任，确保主题教育扎实
有效开展。

李国臣强调，云冈研究院在全省
乃至全国文物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要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视察云
冈石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自觉对表对标，找准推进工作的切入
点、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扎实抓好检视整改，强化制度建
设，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省委巡回指导组将严格
按 照 中 央 、省 委 的 部 署 要 求 ，坚 持 原
则、严格标准，与云冈研究院党委同题
共答，高质量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云冈研究院召开主题教育动员会

近代意义上的重新发现

到二十世纪初，饱经千年沧桑的云
冈已满目荒凉、破败，延绵一公里的窟群
被前代的军堡残垣分隔东西，东部洞窟
坍塌、颓废，西部洞窟则为民居、马厩占
用，中部孑然独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
寥，不再是众善趋鹜的清修胜地。直到
1902年，一位名叫伊东忠太的日本工学
博士意外地踏足，云冈才在近代意义上
被重新发现。

此前一年，伊东忠太带领日本考察
团，对北京紫禁城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
考察和测绘。这次重回中国，游历至大
同时，他从当地知县口中得知城外向西
三十余里的郊外有一处石窟寺，于是立
即借阅县志，查找相关记事。翌日天不
亮，他便出发前往云冈，当恢弘的遗迹展
现在眼前时，登时“欢喜雀跃，手舞足蹈，
不知所措”。回到北京，他将这趟旅程写
作《云冈旅行记》，几年后又发表了《北清
建筑调査报告》《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
将云冈故迹推向了海外学术界的视野
中。

伊东忠太之后，大村西崖、松本文三
郎、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常盘大定、关
野贞等一批又一批日本学者直奔云冈而
来。法国汉学家沙畹、瑞典学者喜龙仁
也到过云冈，为石窟留下了最早的考察
和摄影资料。云冈石窟由此声名鹊起，
成为建筑学界和美术学界的一大巡礼
地。

1938年至 1944年，日本东方文化研
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
学者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人对云冈石
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记录及实测工
作，并发掘了窟前和周边的部分建筑遗
址。七年时间里，他们获取了大量珍贵
的一手资料，包括照片、拓片和手绘的实
测图。1945年后，长野等人对云冈石窟
的调查终止，开始着手整理资料和编写
报告。1951年到 1956年，他们陆续刊布
了 16 卷 32 册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
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
告》，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云冈
石窟最为全面系统的调查报告。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
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
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

《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

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
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
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
文《云冈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

《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
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
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
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
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
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

《云冈石佛小记》，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
《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
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
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
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
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
外。

所以，当宿白在 1978 年以一篇《云
冈石窟分期试论》推翻了日本学者的分
期和方法论，重新划定了云冈石窟的三
个时期与相应的形制与造像特征，从根
本上改写了云冈研究的基础时，日本学
界自然无法按捺。1980年和 1981年，长
广敏雄先后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
论》和《云冈石窟之谜》两篇文章，对宿白
的研究进行了激烈反驳，甚至质疑其所
采用文献的真实性。

于是，宿白在 1982年特意发表《<大
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
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
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答复长广
的质疑，并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
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阐释。在严谨的
论证面前，长广敏雄最终承认：“从文献
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
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
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至此，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石窟寺
考古成为了世界云冈研究领域不可忽
视、无从绕过的一支重要力量。考古学
家徐苹芳有一句话评价宿白的开创意
义：“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
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以
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
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探寻、抢救与预防性保护

经过多年积累，中国如今已成为云
冈学研究的重镇。2019年，二十卷本的

《云冈石窟全集》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

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
在这套全集中，除了全景式展现了

所有石窟群的雕刻内容，价值尤其突出
的还在于对历次考古成果的披露与梳
理。而这些成果，很多都来自短短五十
年之内的发掘与研究。云冈研究院历史
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向《中
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长广敏雄、水野
清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做的考古调
查，围绕云冈石窟所做的较大规模发掘
总共还有四次。

1972年到 1973年，配合石窟的加固
维修，第 9、10窟前庭和前室上方平台进
行了一次清理。

1987 年，在维修加固工程中对第 5
窟山顶东侧小山谷西的一些附属小窟前
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一处辽代厅堂
遗址，内有地灶、火炕的僧房遗迹和水池
遗迹。

1992 年至 1993 年，配合“八五”工
程，窟前地面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其
中作为云冈规模最大的洞窟、也是中途
停工的大型洞窟之一的第3窟，发现了北
魏以降开凿石窟遗留下的未完工的岩基
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
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
基等遗迹，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2008年，与防渗水工程同步进行的
首次窟顶发掘。2010 年第二次发掘。
2011年，第 5-6窟顶发现又一处北魏辽
金塔院式寺院遗址，以及包括铸造井台
和熔铁炉遗迹的辽金铸造工场。这是国
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铸造工
场，对研究《天工开物》和冶金铸造史以
及宋辽金“失蜡铸造法”都有重要价值，
因此获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而从这些历程中不难看出，每一次
考古都是伴随石窟的保护工作展开的。
这是石窟考古的一大特点，因为发掘不
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历经千年
的洞窟已十分脆弱，只能跟随保护进行
一些工作。

这种情况在未来也许会发生些许变
化。一方面考古和保护的技术会不断得
到更新，更重要的是对待石窟遗产的意
识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2021 年 2 月，
专门负责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与管理工
作的“云冈研究院”挂牌成立，院长杭侃
称：“过去以保护作为最主要的职能，所
以很多地方都叫文管所、文保所。研究
院成立的一个很大变化是，保护和研究
并重，甚至研究要放在非常突出的位
置。”

区别于墓葬等地下遗址，石窟考古
需要兼顾田野考古和洞窟考古两个部
分，所有考古发现都与洞窟本身相联
系。因此，杭侃同时强调：“过去我们基
本上关注的就是洞窟本身，现在我们要
结合发掘，去考虑云冈石窟不同时期的
景观。”

“我们正在努力还原出不同时代的
人们在这里的所有活动轨迹，进一步探
索云冈石窟的奥秘。”但机遇与挑战是并
存的，王雁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
云冈石窟自开凿之后始终处于频繁的活
动之中，所以地层破坏严重，相比保存略
好的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窟前
遗址破坏严重，考古报告编写工作有很
大困难。

尽管所有文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
但相比可以创造微环境加以保护的小型
文物，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石窟，所面临
的威胁要更多也更难以抵抗。云冈研究
院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孙波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人为的破坏，影响
石窟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还涉及三类：“一
个是物理性的，原本山体是一个整体，后
来工匠把它掏空了，从结构上来说就失
稳了；一个是化学性的，比如大气粉尘、
降水；一个是生物性的，比如有些动物在
洞窟里面筑巢，一些小动物在佛像上攀
爬，还有一些树木的根劈作用。”

其中，水害是最为严峻的考验。大
气降水会对石窟外立壁造成直接的冲
刷，并透过山体累日渗透，同时可能导致
地下水上升；窟内外温度变化导致的干
湿交替会出现大量的凝结水；水中的盐
碱等成分也会加速石窟的风化。而且水
害的破坏力不只停留在佛像表面，而是
会波及到整个岩体。

因此从 1961 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
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相关
维护和修缮工作始终得到高度重视。
1960年代，针对洞窟普遍存在的裂缝、坍
塌、石雕剥落等问题，率先在第 1、2窟采
用锚杆牵拉、环氧树脂灌浆粘接和传统
加固技术进行试验；1973年，周恩来提出
三年修好石窟的目标任务，随后大规模
的抢救加固工程展开，基本解决了洞窟
稳定性问题，最大限度保持了石窟原貌；
1990年代，“八五”保护工程通过降低和
硬化窟前地面、修建第7、8窟保护性窟檐
及山顶防水排水设施等综合手段治理水
害，取得初步效果，2002 年防水工程启
动，历时五年解决了西部窟群的严重渗
水问题；2012年起，五华洞危岩加固、彩
塑壁画修复、地面雕刻遗址展示、保护性
窟檐建设等又陆续完成。

在此过程中，保护工作也得到了逐
渐深化，从抢救性向预防性转变。1999
年云冈石窟启动世界遗产的申报，次年
便开始拆迁山门前建筑、建设广场等。
而随着 2001年申遗成功，周边环境综合
治理更全面展开，不仅搬迁了附近的一
镇六村，还新建了5万多平方米配套建筑
和设置，打造了全新的封闭式景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109国道的
改线。109国道曾是大同市区通往云冈
的唯一公路，作为著名的“煤都”，运煤车
辆也经此络绎不绝地驶向省外。而这条
路距离石窟只有 350 米，大量扬起的煤
灰粉尘附着于石窟之上，给佛像披上一
件件“黑袈裟”，装满煤炭的载重货车带
来的震动，也对岩体稳定造成了影响。
1998 年，109 国道全长 26 公里的云冈段
实行了改线，以 2.3亿元的投入将问题根
除。

石窟造像及周边装饰性雕刻上的小
尺度病害，也是影响文物价值的关键，但
由于体量较小，在大型工程中不易被人
关注。2015年以来，云冈相继完成第 5、
7、8、11、12、13及昙曜五窟和西部洞窟外
立壁的日常保养，遏制了小型病害的发
展。

最近的二十年，保护与研究还搭乘
上了科技快车。2003年起，云冈通过近
景摄影测量、手持三维激光扫描、站式三
维激光扫描相结合的采集方式，对石窟
进行数字化采集建模，计划在 2030年前
实现数字化全部覆盖，目前已完成了一

半。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

员何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住建部的一些摄影测量
实验就已经在云冈做出过尝试，只是受
制于各方面原因，效果未能尽如人意。

“真正开始（数字化采集）是从2003年，激
光扫描技术正式引入文物行业。到2005
年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幅
立面图。2017 年，我们完成了第 3 窟西
后室的复制，这是全球首例不可移动大
体量文物的复制成功；2018年，第 12窟、
第 18 窟 完 成 了 可 移 动 拆 装 的 复 制 。
2020年，我们又建成了中国石窟寺领域
第一个先进的计算中心。”

何勇说，下一步他们的目标是“打造
数字云冈，为云冈的保护与治理、建设与
发展提供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支
持”，包括向考古人员共享文物、为文保
人员提供监测数据。孙波也表示，对于

云冈石窟这类大型遗产的保护工作而
言，数字化有助于更立体地了解洞窟中
的病害，为治理效果提供科学的评估依
据：“理想的石窟保护是分为四个阶段
的。第一阶段是抢救性的，第二阶段是
科学性的，第三阶段是模拟性的，第四阶
段是艺术性的。我们现在处在第二阶
段，希望更多领域、更多学科、更多的人
参与进来。”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仍是
一道尚未寻找到最佳答案的难题。所有
的尝试与努力，只是尽力延长文物的生
命周期，却无法彻底终止其迈向消亡的
脚步。对于已然脆弱并且仍将时刻面对
风雨的石窟而言，更是如此。“但这就是
保护的魅力。”孙波说：“很多情况下，我
们把文物比作一个老者，它是有生命的，
而把自己比作一个医生，我们所能做的
只是延长它的寿命。”

据《中国新闻周刊》

鹿苑，又名鹿野苑，释迦牟尼成
佛后首度说法处。北魏鹿野，在平城
皇宫之北，武州山石窟寺居其中，留
下众多可供后人学习借鉴的文化艺
术遗产。

这套日用瓷设计灵感源于云冈
石 窟 第 十 窟 前 室 北 壁 须 弥 山 图 像 。
通过多年在石窟中摹绘原稿，以“云
冈红”为主色，“皇家金”与之相映成
趣，将动、植物的灵动之美与山峦层

叠之美有机融合在一起。
该设计旨在体现各民族文化共

存互补、交流融合的“和合”理念，同
须弥图像寓意有很多相通之处，体现
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力求功能性和审
美性统一结合。

须弥山众生和谐、美好生活的理
想状态，借骨质瓷匠心工艺得以巧妙
呈现，表达了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
美好愿景。 王 晨

鹿苑之韵日用瓷鹿苑之韵日用瓷

主题教育动员会现场

文保人员对云冈石窟进行三维数据采集

云冈石窟第 6窟南壁

工作人员对云冈石窟进行数字化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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