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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太 原 6 月 7 日 电 （记 者 胡
健）云 冈 研 究 院 7 日 消 息 称 ，云 冈 石 窟
的 发 现 与 研 究 图 片 巡 展 当 日 在 日 本 早
稻田大学开展，这是云冈石窟时隔 5 年
再次“出访”海外。

本 次 图 片 展 介 绍 了 云 冈 石 窟 的 基
本概况和地理位置，以及百年来国际学
者 和 中 国 学 者 对 云 冈 石 窟 的 调 查 与 研
究 。 云 冈 研 究 院 院 长 杭 侃 在 早 稻 田 大
学 作 题 为《云 冈 石 窟 的 发 现 与 研 究》专
题讲座。

云冈石窟与日本的“渊源”由来已久。
1902 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为

调查中国辽金时期的建筑，从北京前往
大 同 时 偶 然 造 访 云 冈 石 窟 。 他 在 发 表
于 1902 年的《北清建筑调查报告》中根
据云冈石窟第 6 窟内的泰昌元年（1620
年）碑 文 记 载 ，指 出 石 窟 雕 像 应 为 北 魏
时期的遗存，此后其发表的相关著作引

起世人对云冈石窟的关注。
1938 年至 1944 年间，日本组织由摄

影、测绘、墨拓、录文等各方面人员组成
的 调 查 班 子 ，对 云 冈 石 窟 展 开 七 次 调
查。陆续出版《云冈石佛群》《大同云冈
石 窟》《大 同 石 佛 艺 术 论》《云 冈 石 窟
——公元 5 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特院
的考古调查报告》等调查研究成果。

早 稻 田 大 学 的 学 者 对 云 冈 石 窟 也
有 专 门 研 究 。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学 学 者 吉
村 怜 多 年 来 对 东 亚 佛 教 美 术 相 关 研 究
论文共分三部，其中第三部分对云冈石
窟、昙曜五窟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上 一 次 与 云 冈 石 窟 相 关 的 国 外 展
览是在 2018 年，彼时云冈石窟在美国纽
约石溪大学参加“数字视野下的佛教文
化 与 艺 术 展 览 ”，第 18 窟 单 人 VR 展 示
系统参展，那是“数字云冈”成果第一次
在海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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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伊东忠太（右一）等日
本学者在云冈

云冈石窟

早稻田大学

尊敬的游客：

云冈石窟博物馆因布陈新展施工，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临时闭馆，具体开馆
时间另行通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知。
云冈研究院

2023年 6月 12日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 日前，云
冈研究院举行省级文物科技科研项目
结题验收和山西省文物局重点科研项
目开题评审会。

评审会专家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张庆捷、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
研究院杨军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徐怡涛教授、张剑葳副教授、彭明

浩助理教授组成。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科技处副处长

孙婉姝、云冈研究院副院长何建国、历
史与民族融合中心主任王雁卿、云冈研
究院科研办主任赵昆雨及院内青年学
者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共有七项课题通过验收
评审，三项课题开题论证。研究方向涉
及石窟寺考古、石窟寺调查、石窟寺病
害、数字化保护、预防性保养以及史地
研究、多元文化研究等云冈学建设内
容。

评审专家组在认真听取各项目负
责人的汇报后，审阅了各课题组的相关
材料及成果，对课题具体实施情况进行
了沟通与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结项的
课题均按计划完成了预定的研究目标，

内容丰富，视野宽阔，成果突出。开题
的项目选题意义重大，立意新颖，进度
安排合理，前期成果扎实，研究方法可
行。这些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夯实了云
冈学的研究基础，为石质遗产的保护和
弘扬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年来，云冈研究院确立了科研
立院的发展思路，以云冈学的发展建
设为契机，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研究项
目。本次通过结项验收的《云冈石窟
多元文化交融的研究——以希腊化文
明为例》，主要研究了云冈石窟佛衣及
菩萨装等衣饰、装饰纹样和建筑装饰
方面的希腊化因素；云冈石窟的天部
造像与希腊神祗的传承关系；北魏平
城时期与希腊之间的交流途径、交流
场所、影响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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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评审会现场

清风徐来，云冈的山桃花绽开了
第一朵花瓣儿。

山色空蒙、寒泉细流，阵阵鸟鸣将
拂晓时分的武周山唤醒，随之映入眼
眸的，是塞北满眼春和景明。

石 窟 里 ，万 千 造 像 皆 静 默 ，在 岁
月的雕琢中不喜不悲，就像在永恒思
索历史的苍茫与久远，而天地间自由
翱翔的鸟儿们，却不在意历史是邈远
还 是 鲜 活 ，从 黎 明 到 黄 昏 ，绕 着 云 冈
的 山 峦 、湖 面 、殿 宇 ，翻 飞 起 落 、追 逐
嬉戏。

咕咕、喳喳、吱吱、哇哇……原鸽、
灰喜鹊、珠颈斑鸠、红嘴山鸦，都把云
冈当成了“家”，至于麻雀和喜鹊，更是
云冈的“主人”，连一些家鸽，也不忘凑
凑同类们的热闹，在石窟中安家，孵育
后代。岁岁年年、春来秋往，鸟儿们以
各自不同音色的鸣啭，协奏着云冈的
绿色生态乐章，也奏响了一个个或和

谐、或缭乱、或低沉、或高亢的历史音
符。

鸟声里的云冈，是有生命的艺术
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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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几只原鸽扑棱棱飞进云
冈第 19 窟，悠闲地停落在主尊大佛高
高举起的手掌上鸣叫，引得游人驻足
凝望。

云冈第 19 窟主尊，据说象征着北
魏开国以来的第二位皇帝——明元帝
拓跋嗣（存疑），而停落在他手掌上的
原鸽，如此“胆大妄为”，甚至敢在他身
上拉屎。

原鸽是中等体型的蓝灰色鸽，头
及胸部具紫绿色闪光。头、颈、胸、上
背等，均有暗石板灰色，下颈及上胸有
些金属绿色和紫色闪光，背面余部皆

呈淡灰色。原鸽是一种还没有驯化的
野生鸟，塞北当地人称之为“野山灰”
或“灰串子”，而尾巴上一道齐刷刷的
白，是其亘古不变的标志。

几十年前，原鸽在塞北一带最为
常见，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逐渐远离
了城市。近几年，由于人们的环保意
识增强，原鸽又回来了，回到了它们世
代 繁 衍 的 云 冈 故 地 。 它 们 常 成 群 活
动，少者几只，多者数十只，在石窟上
空翻飞、在崖壁上方栖息、在洞窟内筑
巢繁育，为云冈增添着灵动。

千年已逝，原鸽在明元帝拓跋嗣
的手掌上站立，让人依稀还原着这位
帝王的一生。

作为北魏开国后的第二位君王，
拓跋嗣看似没有父亲拓跋珪（开国皇
帝）缔造北魏王朝的盖世功勋，也不及
儿子拓跋焘一统北方的卓绝功绩，实
则，他扮演了北魏历史上承前启后的
重要角色。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北
史》中写道，“明元承运之初，属廓定之
始，于时狼顾鸱峙，犹有窥觎。已加以
天赐之末，内难尤甚。”这简明的记载，
描摹了当年建国不久的北魏所经历的
一幕幕艰难，而拓跋嗣正是在这样的
艰难中，担起了掌舵王朝命运的重任。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 409 年）十月
十三日，拓跋嗣同父异母的弟弟、清河
王 拓 跋 绍 ，将 父 亲 拓 跋 珪 杀 死 ，一 时
间，北魏陷入了宫廷争斗的暗谷。17
岁的拓跋嗣找准时机，果断出击，一举
除掉拓跋绍，平息了争斗引发的叛乱，
力挽北魏狂澜于既倒，避免了王朝“早
夭”的厄运。同年十月十七日，他即皇
帝位，改元永兴，大赦天下。从此，由
拓跋珪缔造的北魏江山，不仅实现了
平稳过渡，黎民百姓也看到了相对海
晏河清的王朝景象。

若干年后，拓跋嗣的曾孙、文成帝
拓跋濬下令开凿云冈石窟，为他的这
位曾祖父镌刻了如今“昙曜五窟”中最

高大的一尊造像——右手上举、掌心
向外，呈无畏印；左手持布帛，置于膝
上，表示法衣传承。历经千百年时光
雕琢，纵然造像的面部有多处风化和
损毁，但仍不减当年之威严，让人们在
驻足间，回溯这位“明睿宽毅，非礼不
动（《魏书》）”的帝王的一生。

游客的喧闹，打搅了原鸽本有的
安宁。它们机灵又调皮，时而停落在
大佛的手掌、时而飞到大佛的肩头、时
而又在大佛的头顶站立，宛如拓跋嗣
魂之归兮，拨开曾经宫闱中不为人知
的重重迷雾，告诉后世当年大魏王朝
的筚路蓝缕。原鸽“咕咕咕”的鸣叫，
是洞窟里亘古的回音，昭示着这位 32
岁就因征战劳顿而溘然长逝的年轻帝
王，曾有过何等的文韬武略。

听着原鸽的声声鸣叫，历史活脱
儿走到了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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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十几只灰喜鹊拖着长
长 的 尾 羽 ，翩 然 飞 至 云 冈 石 窟“ 五 华
洞”前的沙枣树上，有如衣冠楚楚的绅
士，时而在枝杈间觅食，时而轻盈地梳
理羽毛，清脆的鸣叫萦绕在云冈上空，
交织着历史的久远与鲜活。

灰喜鹊外形酷似喜鹊，但比喜鹊
稍小，主要栖息于开阔的松林和阔叶
林中。近几年，由于多地生态环境的
改善，灰喜鹊由松林飞出，“落户”于市
区，成了塞北一带的留鸟，常成群结队
嬉戏、觅食，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嘹亮
的 鸣 啭 和 优 美 的 歌 声 。 吱 —— 吱 吱
吱，灰喜鹊的鸣叫，复活了云冈“五华
洞”沉睡的历史。一个翩翩身姿渐渐
清晰起来，他就是北魏有名的宦官、建
筑学家王遇。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千千万，王遇
一 定 是 可 以 留 名 的 一 位 。 这 位 原 名

“钳耳庆时”的官员，祖先系关中少数

民族部落首领，其家庭是羌族中的名
门望族。从净身入宫之日起，这位风
姿 翩 然 的 男 子 ，便 注 定 了 日 后 会 有

“高光”时刻。果然，他不仅凭借过人
的 才 干 ，赢 得 了 宫 中 幕 僚 们 的 认 可 ，
更 得 到 了 大 权 在 握 的 太 后 冯 氏 的 赏
识，一步步迁任右将军、富平县子，官
居高位。

历史的真假与纷繁，常隐于典籍
中文字的暧昧不清，纵然王遇深得冯
太后垂青，但等到太后去世，他肯定有
过落寞的时日，而人生境遇的落差，想
必让他深切感到了宫廷内外的冷漠。
不 过 ，有 才 之 人 终 究 不 会 被 无 端 埋
没。宣武帝元恪继位后，起用王遇为
将作大匠、光禄大夫，负责监修洛阳皇
陵，使他的建筑才能再一次得到施展，
后来却坐罪夺爵，又一次走入人生的
至暗。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这位北
魏历史上有名的宦官卒于家中，享年
62 岁，谥号“恭”。《魏书》《北史》对他均
有记述，让后人顺着文字的脉络，探究

这位“性巧”的官员之历史功过。
作家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一文

中 写 道 ，“ 历 史 难 免 是 一 部 御 制 的 经
典，文学要弥补它，所以看重的是那些
沉默的心魂。”或许，在北魏 149 年漫长
的朝代更迭中，王遇就属于这样相对

“沉默的心魂”吧，但北魏的史籍给予
他一席之地，可见其生前曾有的荣耀。

云 冈 石 窟 编 号 9—13 的“ 五 华
洞”，据说就是王遇当年主持修建的。
五所洞窟，皆精雕细刻、美轮美奂，置
身其间，不由得引人遥思北魏王朝镌
于武周山上的重重奥秘。王遇是继高
僧昙曜之后，又一位留名云冈的杰出
建 筑 学 家 ，而 他 的 墓 志 铭 中“ 枢 机 左
右，历奉三帝。出董岳牧，入综玑衡。
清派九流，缋畅万里”的评价，为后世
依稀还原了一个口碑和才干俱佳的宦
官形象。

灰喜鹊优雅的鸣叫中，王遇一生
的是是非非，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供
后世评说了。

请 来 云 冈 听 鸟 声（ 上 ）
许 玮

桃花烂漫的云冈景区，是鸟类栖息的天堂

云冈石窟博物馆临时闭馆通知

落在云冈第 19窟西附洞大佛手掌上的原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