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冈文创精品展台

云冈第七窟后室窟顶雕刻的
飞天，是窟顶的一道亮丽美景，每
方“斗八”式藻井的井心雕团莲，
四周绕以体态丰满的飞天，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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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有的翩翩起舞，左顾右
盼；有的手捧莲蕾，合掌祈祷；有
的两两成组，窃窃私语；有的共托
摩尼宝珠，充满憧憬。整个画面

充满了丰富的想像。
这幅丝巾的画面设计，以云

冈石窟中提炼的石绿色铺底，画
面 上 下 两 边 用 连 珠 纹 做 带 状 排
列，设计运用形式美法则有规律
地排列布局，静中有动，满画幅的
飞天，用温暖的微笑欢迎着每一
位海内外的游客。

王 晨

祥瑞飞天丝巾

走进云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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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西部窟区的第 39 窟，是
云冈现存 8 座中心塔柱洞窟（第 11 窟、
第 1 窟、第 2 窟、第 6 窟、第 5-28 窟、第
13 窟、第 4 窟和第 39 窟）中开凿较晚的
一座洞窟。窟门外两侧隐约可见各一
立姿护法形象，拱形窟门门楣上雕刻单
列忍冬纹，向上翻卷的形状大有升腾向
上之感，如若火焰。窟门上方左右各有
一方形明窗，构成一门二明窗布局。窟
内平面方形、平顶。东西宽约 6.3 米，进
深 6.25 米，窟高 6.03 米。窟内中央置中
心塔柱，平面方形，与窟顶相连。高方
形塔基，塔身五层，层间雕瓦垄、出檐，
铺作层置一斗三升棋和人字形叉手。
檐下雕凿列龛造像，内置坐佛、二佛并
坐、交脚佛（菩萨）、倚坐佛等。塔顶雕
须弥山及蕉叶出山峦。窟内东、西、北
三壁整齐排布千佛列龛（下部有补刻小
龛），南壁下层中间开券形窟门、上部
东、西两侧各开明窗，壁面无计划布局
雕刻了大量龛像。

第39窟，无论是洞窟形制、还是佛龛
布局，均在云冈石窟雕刻中是独有的，遗

憾的是局部未按原设计完成，故南壁及洞
窟其它壁面下层较为零乱。本文通过对
第39窟的观察，就造像、明窗、塔柱、平基
和洞窟主题提出一些看法，就教方家。

一、关于窟门外造像

第 39 窟窟门外两侧雕力士像与门
楣装饰是云冈晚期新出现的一种窟门
形式。据调查，晚期石窟中至少有 14
座较小型洞窟的窟门具有这一特点。

在窟门两侧雕刻立姿护法神像，最
早出现在第 7、8 窟，根据洞窟壁面整体
设计的要求及表达护法的用意，多选择
在窟间内壁两侧，造像多为护法金刚形
象，之后开凿的第 9、10 窟、第 12 窟、第
1、2 窟和第 5、6 窟，都在窟门两侧雕刻
出护法金刚像，而在第 16 窟相同的位
置则雕刻了立式佛像。说明这一造像
布局在云冈中期石窟已形成定式，并广
受欢迎。云冈晚期，由于洞窟规模缩
小、窟门壁面相对减薄，虽然这一造像
样式依然受到广大开凿者的喜爱，但已

无中期样的位置可放，于是将其移出窟
门，放置在窟门外两侧，且造像样式亦
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在拱形券
面上搭配了象征火焰的图案，成为晚期
洞窟窟门设计的创新样式。这种造型
简单、形象美观、寓意完整的窟门装饰，
既体现出众生护法的宗教意义，又强调
了佛教的旺盛生命力，因而成为云冈晚
期洞窟的特色标志之一，并影响到龙门
石窟、天龙山石窟、羊头山石窟等北朝
开凿洞窟的窟门外观。可见云冈石窟
造像所形成的“云冈模式”对后世石窟
开凿的影响巨大。

二、关于一门二窗

在云冈，凡是洞窟中央雕刻塔柱
者，其形制均为平面方形、平顶窟，门窗
设置则多采用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的一
门一窗形式。其中第 39 窟、第 4 窟则出
现了下开窟门、上方左右两侧各开方形
明窗的“一门二窗”的新样式。这种一
门二窗形制的设置，即门与明窗呈倒

“品”字形的结构，均出现在云冈晚期的
中心塔柱窟中，尤以第 39 窟出现得最
早。这一方法的绝妙之处在于，使更多
的自然光线通过两个窗口进入窟内，并
通过中心塔柱的东西两侧通道照亮正
壁及其他壁面。这种做法看似简单，而
实际上是古代工匠多年经验总结的结
果。因为这两座石窟所在的崖壁，均已
不适合做以前那样的大明窗，于是工匠
们因地制宜，采用双明窗的做法，既合
理解决了因塔柱遮挡而不能清楚地看
清正壁龛像的问题，又符合实际需要。
这样的变化符合开窟造像的需要，同时
又有所创新，使洞窟形制有所变化。

三、关于中心塔柱

位于第 39 窟中央的中心塔柱高 6
米，宽 2.77 米。方形素面塔基，塔身分
5 层，逐层向上收拢。柱为小八棱形，

向上收分，柱顶置泸斗，上置额枋。柱
斗铺作为一斗三升棋、补间铺作为人字
形叉手，之上雕撩檐枋。上雕瓦垄、塔
顶平缓。每层每面开出 5 座龛像，在圆
拱龛、盘形龛内分别雕有坐佛、二佛并
坐、交脚菩萨、思惟菩萨和倚坐佛等云
冈常见造像，塔顶雕须弥山与窟顶相
连。此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进行过艺
术修复，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
完整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塔，是人们
认知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的不可多得
的重要参考资料。

云冈洞窟中的中心塔柱，多为平面
方形，亦有长方形，多数塔柱底大顶小，
塔身呈向上逐渐“收分”（亦称“收溜”，
指建筑体设计制作的下大上小、次第递
减现象。云冈石窟的洞窟、壁面、塔柱
等石雕形式，多采用收分做法，既稳定
又美观）的样式。即便是顶部硕大的方
塔，塔身也存在收分的做法。且形制不
同，形式各异，多姿多彩，表现出逐步中
国化的进程。第 11 窟是云冈最早出现
的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为两层通体的
西方式结构；第 6 窟的中心塔柱同样是
两层，但出现了中国建筑元素，是瓦垄
屋顶出檐与方形宝盖顶相结合的样式，
并在第二层四角置 4 座方塔支撑连接
窟顶，出现“塔中塔”的结构；第 1 窟同
样是两层，依然是瓦垄屋顶出檐与方形
宝盖顶相结合的结构样式，但在檐下出
现一斗三升拱这种最具中国建筑特色
的构造；第 2 窟的中心塔柱雕三层，同
样是瓦垄屋顶出檐式，檐下置一斗三升
棋、人字形叉手及周匝回廊的结构；第
4 窟是平面长方形的单层式结构（因未
完工，下部结构不明）。只有第 39 窟，
是完全的中国阁楼式结构。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重
要的载体，不仅蕴含着珍贵的历史信
息，更承载着炎黄子孙的文化自信。云
冈石窟，从北魏文成帝复法开启雕凿之
始，营造近 70年，是北魏定都平城（今大
同）时期的皇家石窟寺文化遗存，其以
鲜明的实物形象，展示了 5 至 6 世纪中
国石窟的艺术风格和中国北方宗教信
仰的发展图景，与阿旃陀石窟、巴米扬
石 窟 并 称 世 界 三 大 石 雕 艺 术 宝 库 。
2001 年，云冈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推荐认定文件
中对云冈石窟的价值陈述为：“云冈石
窟 在 相 当 短 的 时 间 内 建 成（460-525
年），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佛教石窟艺
术高峰的经典杰作。该遗产结合了中
国 文 化 和 来 自 南 亚 和 中 亚 地 区 的 影
响。贵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的石窟，
它反映了该时代的政治雄心。同时，云
冈石窟赋予佛教石窟艺术以明确的中
国特征和地方精神，它对其后的中国艺
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石窟艺术之经典杰作

佛教石窟艺术在印度诞生后，于
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和公元 5 至
8 世纪在世界形成两个石窟艺术繁荣
期。公元 5 世纪和 7 世纪前后，中国北
方先后形成两次营窟造像高峰。云冈
石窟即诞生于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第一

次造像高峰时期。梁思成曾盛赞云冈
石窟的雕凿使得中国雕塑史首次绽放
光彩。昙曜五窟（第 16-20 窟）真容巨
壮、气势宏伟，冠绝古今。五华洞（第
9-13 窟）富丽堂皇、瑰丽斑斓，风格别
出机杼，具有希腊地中海风格的爱奥
尼亚式柱头、科林斯式柱头等造型融
入到中国汉式仿木构建筑之中，相辅
相成，独具一格。第 5 窟主像高达 17
米，雄壮奇伟，给观者以直抵心灵的震
撼；第 6 窟，将释迦牟尼出家成道前后
的重要事迹以石刻“连环画”形式展现
得淋漓尽致。在云冈工匠鬼斧神工般
的技艺之下，卷草、莲花等异域植物纹
样变化多端，将佛国世界装饰得绚烂
至极。云冈石窟的每一窟、每一龛不
仅追求形式之美，而且重视体现宗教
内涵，堪称南北朝中国石窟造像艺术
完美典范。

云冈石窟对石窟艺术的变革与发
展具有突出贡献。其设计者充分利用
雕刻艺术本身具备的审美特性，吸收
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精华，以中西融
合之雕塑语言展示中国佛教艺术。在
短短几十年里，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
罗等异域艺术与中国本土艺术在云冈
石窟激荡融合、相得益彰。造像者基
于民族审美意识和对传统文化底蕴的
追求完成了造像艺术由“胡貌梵相”到

“化梵为夏”的转变。昙曜五窟造像宽
额广颐、双肩齐挺、身躯高大，与北魏

墓葬壁画陶俑人物特征相似。佛像虽
然在气质、神态诸多方面因受中华民
族审美情感的影响出现变化，但在衣
着服饰等方面仍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
和秣菟罗艺术成分。第 16 窟主像面相
清秀，波状纹发髻显然具有犍陀罗佛
像的造型特点，而身上内穿僧祗支，外
穿褒衣博带式的服装样式，体现了鲜
卑民族强大自信、兼容并包的精神面
貌。以第 6 窟为代表的中原风格造像，
其神态、服饰焕然一新。丰瘦适宜、眉
疏目朗的面相给人以温静慈和、儒雅
亲切的感觉,“褒衣博带”式的服饰显得
潇洒飘逸且富有生气。以第 9、10 窟为
代表的中期洞窟窟门两侧的护法神,将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和中国门神的造型
相融合,兼具中西文化形象元素,博采
众长。在表现形式上,不论是外来风格
还是本土风格,均打破了印度和西域地
区本土雕塑的束缚,中国艺术特色明
显。在造型技巧上,以各种佛教故事为
代表的雕刻,采用虚实相间的技法,通
过容貌、神态刻画,表现出人物各不相
同的性格,具有显著的艺术感染力和生
动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题材表现上,既
遵循经典,又不拘泥于宗教仪轨,反映
出法华、弥勒等多种义理思想。在审
美情感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
奉献孝亲、扬善抑恶的价值取向。云
冈石窟呈现出很多不同于印度、中亚
石窟的新元素,开创了石窟艺术中国化

的诸多新形式。
云冈石窟对佛教雕塑艺术的吸收

与融合，是中国艺术对外交流的成功
范例之一。在此过程中，经历了接纳、
改造的过程，接纳外来艺术时并非全
部梵化，而是极大地丰富中国雕塑的
造型语言和内容，促使了中国雕塑艺
术的多元化发展，是古代中国人充满
自信的文化交流过程。

多民族交流融合之结晶

回溯历史，秦汉以来，汉族和少数
民族都把“大一统”作为共同的政治理
想。古代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
力。包括云冈石窟在内，国内众多的
历史文化遗产都留下了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印迹。在石窟艺术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时期
的石窟因受本土时空观念和固有文化
的影响，在继承、融合、发展与创新等
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
模式和内涵。云冈石窟是早期佛教艺
术大规模植根中国的杰出代表。淝水
之战（383 年）结束后，鲜卑拓跋部建立
了北魏政权，太武帝北讨柔然、西征夏
国、克定关中、攻灭北燕、北凉，完成统
一北方大业，在国家建设中网罗人才、
吸收先进地区文化，迎来了我国历史
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大同

在当时不仅是北魏都城，还是吸收印
度、中亚文化艺术，融合西域诸国和山
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
龙等地区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聚集之
地。到公元 5 世纪中叶，平城已成为中
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规
模的人口迁徙使这一区域的民族结构
发生了很大变化，汉、鲜卑、氐、羌、乌
桓等各民族徙民汇聚一起，草原文化
和农耕文化交相融合，共同铸造着中
原文明。

同 时 ，佛 教 东 传 ，来 自 西 域 各 地
的 高 僧 沿 着 丝 绸 之 路 来 到 平 城 弘 传
佛法。太武帝平定凉州后“徙其国人
于 京 邑 ，沙 门 佛 事 皆 俱 东 ，象 教 弥 增
矣 ”。 平 城 成 为 胡 商 梵 僧 云 集 之 地 、
中 华 佛 教 的 新 中 心 。 一 代 代 主 持 者
和能工巧匠，将印度、凉州、关中等各
地 佛 教 艺 术 样 式 融 于 云 冈 石 窟 的 雕
造 中 ，使 其 呈 现 出 鲜 明 的 时 代 风 格 ，
多 元 文 化 结 合 之 例 比 比 皆 是 。“ 昙 曜
五 窟 ”规 制 宏 伟 ，身 躯 挺 拔 、宽 额 广
颐、唇上蓄八字胡须的印度佛教造像
特点与肩宽体阔、挺然大丈夫之相的
拓跋鲜卑民族形象相结合，佛衣轻薄
贴体、衣纹流畅的印度恒河流域和芨
多地区造像特点与着衣厚重、衣纹凸
起的犍陀罗造像特点相结合，显现出
纯 朴 浑 厚 的 艺 术 风 格 。 中 期 石 窟 雕
饰 华 丽 ，穹 窿 顶 式 形 制（第 5 窟）、佛
殿 式 形 制（第 9 窟）与 龟 兹 石 窟 大 像
之后雕凿礼拜道相结合；中国汉式仿
木 构 建 筑 与 地 中 海 希 腊 罗 马 建 筑 样
式相结合；以第 12 窟为代表的中国传
统乐器与西域乐器相结合，共同演绎
北魏音乐艺术等，无不彰显出变化多
样 、美 轮 美 奂 的 中 西 艺 术 交 融 之 风 。
晚 期 石 窟 造 像 细 颈 削 肩 、清 秀 俊 逸 ，
是 南 北 朝 中 国 北 方 石 窟“ 秀 骨 清 像 ”
造 型 之 滥 觞 。 异 彩 纷 呈 的 佛 教 艺 术
元 素 在 云 冈 石 窟 达 到 了 亘 古 未 有 的
融汇贯通，成为石窟艺术中国化之楷
模 ，其 样 式 、风 格 对 中 国 北 部 佛 教 石
窟艺术产生了放射性的深远影响。

千年云冈，在历史长河中保留至
今，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有千百年来自
然作用的痕迹，也有人为活动的印记，
因其不可再生而弥足珍贵。云冈石窟
见 证 了 北 魏 经 济 文 化 发 展 繁 荣 的 历
史，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原并与中国皇
权相结合的历史，见证了公元 5 世纪中
国 各 民 族 在 碰 撞 中 走 向 大 融 合 的 历

史。印度佛教造像本身在东传过程中
受到了波斯、粟特、龟兹、鄯善、焉耆等
诸国艺术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在北魏
官员主导下，参与云冈石窟雕凿的群
体中，有来自西域的僧人和工匠、长安
和山东的官吏与庶民、还有北方的游
牧民族和北上的南朝士大夫，多元的
群体构成使云冈石窟有了和而不同的
多 面 呈 现 。 作 为 东 方 佛 教 的 一 大 圣
地，以其为镜，可窥见北魏政治、经济、
文化所遗留的历史印记。如此辉煌的
石窟艺术所包含的社会、历史、文化价
值，使其成为展现中国古代佛教艺术
和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代表。

新时代之文化传承

就云冈石窟而言，对于促进、凝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云冈
文化内涵的多重属性和传递文化的重
要价值。云冈石窟兼具历史、宗教、社
会、科学属性。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不
只包涵中华文明一种文化形态，而是兼
具数个世界级文明在古丝绸之路上多
次碰撞与融合形成的多元文化形态。
所以云冈石窟最本质的特征是其世界
性，她成为继巴米扬大佛之后大型石窟
中犍陀罗佛教艺术举世无双的代表，在
具有北魏韵味、多民族融合的佛国艺术
风情中，能够深切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交
融交汇和多民族交流的辉煌。

云冈石窟具有珍贵而丰富的历史
文化信息，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
民友好往来的实物佐证，更是具有全
球影响的中华文化重要传播之地，可
为各国游客展示中国古代的艺术文化
和社会文化。

旅游是行走的文化，文化是旅游
的灵魂。讲好云冈文化遗产的故事，
就是让文物走近大众的第一步。通过
宣传弘扬引导各方游客在旅游中感悟
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有利于建
立文化自信。云冈石窟以突出而独到
的遗产价值成为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
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社会价值。活化利用像云冈石窟这
样的文化遗产，可以激发国民的文化
认同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发展力
量，更好地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侯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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