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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
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石
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
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
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
理念、文化精神。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
工 作 ，事 关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发
展，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文明交
流互鉴，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佛教考古学创建者宿白先生在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
与发展》中写道：“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
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
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
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
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北魏领域内兴
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宿白先生将其概
括为“云冈模式”，并认为“东自辽宁义县
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
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
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
高窟亦不例外”。因此，云冈石窟在东方
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
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
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
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地了解石窟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云冈石窟
的重要性。云冈石窟给古人以强烈的
视觉震撼，北魏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
注》的“漯水”条记载云冈石窟“凿石开
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
堂水殿，烟寺相望”。云冈石窟的开凿
是北魏王朝平城时代的重大工程，从统
治者的角度来说，佛教可以“助王政之
禁律，益仁智之善性”，而佛教徒也意识
到“不依人主，则法事难举”，北魏政权
通过“令沙门辅导民俗”，在思想上起到
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我们如今可
以在很多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上，看到
僧人引导民众礼佛的场景，这些场景描
绘了民众通过信仰佛教的“邑社”被组
织到一起，将血缘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地
缘关系的过程，这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要理解云冈文化的多元，就需要先
了解当时的北魏国都平城（今大同）在
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公元 398
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开启
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大幕，现在的大同成
了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公元 439 年，北魏消灭了建都于甘
肃 武 威 的 北 凉 政 权 ，重 新 统 一 北 方 地
区，结束了西晋之后长期分裂的格局，
迎来了“百国千城，莫不款附”的局面。

《北史·西域传》记载，善于经商的中亚
粟特商人原来“多诣凉州贩货，及魏克
姑臧（凉州）悉见虏。文成初（公元 452
年），粟特王遣使请赎人。诏听焉”。当
时有较多的粟特商人被北魏俘虏，掳到
平城。平城在 5 世纪时多中亚商人，所
以 1970 年在大同市城南轴承厂北魏窖
藏发现了具有浓厚西亚甚至东罗马风
格的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铜杯、鎏金动
物神像纹高足铜杯、鎏金刻花银碗、八

曲银长杯。这些器物从制作工艺到装
饰纹样都没有中土文化因素，应该是从
国外输入的。对其具体产地虽有争议，
但学界普遍认为其产自萨珊波斯、东罗
马或中亚一带，即中亚和西亚。玻璃器
本来是西方的特产，大同在以往的考古
工作中也曾发现来自西方的玻璃器，但
大同还出土了一些本地制造的北魏玻
璃器，从原料到色彩、造型都具有北魏
特色，尤其是其中的蓝色玻璃器，被称
为“北魏蓝”。其生产也与中外文化交
流有关。《魏书·西域传》记载“世祖（太
武帝）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
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
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
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
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
作 。 自 此 ，国 中 琉 璃 遂 贱 ，人 不 复 珍
之。”其中，“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的说
法，结合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实际上
并不夸张。中国的玻璃含铅成分较多，
国外的玻璃含钠成分较多，而铅则会带
来更好的光泽感。所以“光泽乃美于西
方来者”恰恰证明它并非溢美之词，而
是因为成分不同造成的，这也证明了当
时的我国确实生产了一大批玻璃器。

北魏平城除了有来自各国的外交
使节外，还有胡人定居，包括官僚、商
人 、僧 人 以 及 工 匠 和 伎 乐 等 。 在 大 同
天镇县发现的 49 枚波斯银币中，有 37
枚系萨珊王朝卑路斯时期所铸，1 枚系
阿卡德时期所铸，另 1 枚为嚈哒仿卑路
斯制品，年代皆属北魏平城时代后期，
这是当时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最直观的
反映。

平城实力的集聚平城实力的集聚

丝绸之路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
的集聚。云冈石窟是当时的超大型工
程，若北魏王朝没有相当的实力，是无
法开凿和支撑如此巨大的工程的。宿
白先生统计了文献当中的记载，从北魏
建都平城之年起，凡是从被北魏灭亡的
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从南北战场
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
及其附近。“集中的数字是庞大的，就人
口而言，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在百万人
以 上 ；而 被 强 制 徙 出 的 地 点 如 山 东 六
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即
龙城）和东方的青齐，都是当时北中国
经 济 、文 化 最 发 达 的 地 方 。 迁 移 的 同
时，还特别注意对人才、伎巧的搜求。”

这里我们列举两个与石窟直接相
关的考古发现。其一是乙弗莫瓌的故
事。乙弗部落是十六国时期在我国北
方活动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之一。《资
治通鉴》胡三省注：“乙弗，亦鲜卑种，居
西海。”乙弗部落最初游牧于蒙古草原
的右北平（治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至
辽东一带，他们不断西迁，后来到了青
海湖一带，逐步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并
在公元 395 年前后建立了一个政权——
乙弗勿敌国。

《北史》记载“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
国。国有屈海（青海湖），周回千余里，
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
谷，唯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
子，或赤或黑。”乙弗勿敌国于公元 429

年 被 吐 谷 浑 所 并 ，后 来 北 魏 攻 打 吐 谷
浑，被吐谷浑吞并的乙弗部落渠帅（指
部落首领）乙弗匹知降魏，并遣其子乙
弗莫瓌至平城进贡。《魏书·列传第三十
二·乙瓌》记载：“乙瓌，代人也。其先世
统部落。世祖时，瓌父匹知慕国威化，
遣瓌入贡，世祖因留之。”这里的世祖指
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据《魏书》记
载，“瓌便弓马，善射，手格猛兽，膂力过
人。数从征伐，甚见信待。”乙弗莫瓌娶
太武帝之女上谷公主为妻，被封为镇南
将军、驸马都尉，赐爵西平公。后跟随
太武帝南征，表现骁勇，被授侍中、征东
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进爵为西平
王。乙弗莫瓌去世时年仅 29 岁，推测可
能是战死的。现在大同博物馆中藏有
乙弗莫瓌的随葬俑和墓砖等珍贵文物。

自乙弗莫瓌开始，乙弗家族四代人
均娶北魏公主为妻，其中他的孙子乙弗
瑗，封北魏驸马都尉、兖州刺史，袭爵西
平公，娶北魏孝文帝元宏第四女淮阳长
公主元氏为妻，其女儿即为著名的西魏
乙弗皇后。正光六年（公元 525 年），十
六岁的乙弗氏嫁给了北魏皇室、舅舅京
兆王元愉之子元宝炬，元宝炬就是后来
西魏王朝的文帝。魏文帝即位之后，册
封乙弗氏为皇后，立与乙弗氏所生之子
元钦为皇太子。《北史·卷十三·列传第
一》记载：“后性好节俭，蔬食故衣，珠玉
罗绮绝于服玩。又仁恕不为嫉妒之心，
帝益重之。”历史若照此发展，乙弗皇后
应 该 度 过 美 满 的 一 生 ，但 天 有 不 测 风
云，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实力大为
削弱，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又称蠕蠕）崛
起，屡次侵犯东、西魏的边境。面对着
来自柔然和东魏的双重压力，西魏权臣
宇文泰想用联姻的办法来安抚柔然的
头兵可汗。于是宇文泰劝说元宝炬废
掉乙弗氏，娶头兵可汗之女做西魏的新
皇后。《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记载：

“时新都关中，务欲东讨，蠕蠕寇边，未
遑北伐，故帝结婚以抚之。于是更纳悼
后，命后逊居别宫，出家为尼。”乙弗氏
出家为尼，居住在别宫之中，但来自柔
然的郁久闾氏妒忌她，于是朝廷就将乙
弗氏的儿子武都王元戊封为秦州刺史，
乙弗氏跟随儿子来到秦州。大统六年

（公元 540 年）春天，柔然大兵压境，魏文
帝不得已令乙弗氏自尽，时年 31 岁。乙
弗氏死后，朝廷在麦积崖开凿了一个瘗
窟来安葬她。《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
记载：“凿麦积崖为龛而葬，神柩将入，
有二丛云先入龛中，顷之一灭一出，后
号寂陵。”一般认为，现在的麦积山第 43
窟便是最初安葬乙弗氏的“寂陵”，而旁
边第 44 窟是武都王因怀念母亲而开凿，
其主佛形象就是仿照乙弗氏而塑造的。

我们梳理这段历史时可以发现，乙
弗 族 从 青 海 来 到 平 城 ，从 平 城 又 到 洛
阳，从洛阳又迁到长安，从长安又迁到
天水。在数百万迁居平城的移民中，乙
弗家族只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家族
的故事能够折射出当时的中华大地上，
中外交流和民族融合所构成的波澜壮
阔的历史进程。

另一个与佛教艺术相关的考古发
现，是 2015 年公布的大同仝家湾北魏邢
合姜墓。这座墓出土了一座基本完整
的石椁，石椁四壁及顶部绘有释迦多宝
佛、七佛、供养人、飞天等佛教题材壁
画，被一些学者认为描绘的是一座完整
的佛殿。根据墓葬中出土的一块纪年
墓碑提供的信息，该墓墓主是幽州燕郡
安次县人韩受洛拔之妻邢合姜。邢合
姜为长安冯翎郡万年县人，葬于北魏皇
兴三年（公元 469 年），享年六十六岁，所
以夫妻两人都是定居平城的移民。

墓室坐北朝南，墓内仅余 39 块石椁
及内部石棺床残件，经过修复，将残件
拼合成一座基本完整的石椁。在石椁
四壁内部、南壁外部和顶板内部均绘有
壁画，整个石椁壁画犹如一座佛殿或佛
殿窟，全景式反映了北魏平城佛教寺院
壁画的风貌。邢合姜墓的绘画内容提
供了丰富的研究信息。其绘画使用了
来自印度的凹凸画技法，这是中原北方
地区现存最早使用凹凸技法绘制的佛
像，比建康一乘寺“凹凸花”的绘制时间

早了约七十年，但又与印度、中亚所流
行的凹凸画法略有差别：后者较为注重
人物肌肤晕染的浓淡变化，而邢合姜墓
的绘画还是以传统墨线勾勒轮廓，再以
朱砂色贴肌肤的轮廓晕染。可以理解
为是凹凸画法传入平城之后，又与中国
传统线描技法相结合，产生的一种融中
外技法于一体的新型绘画风格。这座
墓葬壁画绘制时，云冈石窟已经进入第
二期，壁画中描绘的比较丰壮的形体与
云冈石窟造像较为近似，但所绘图像也
有许多并未见于云冈石窟，表现出更多
的文化因素。正是因为当时的平城汇
聚 了 来 自 北 魏 各 地 的 人 力 、物 力 和 财
力，加之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最终造
就了真容巨壮的云冈艺术。

云冈石窟是中外文化的结晶云冈石窟是中外文化的结晶

创建北魏的鲜卑人原来并不信仰
佛教，随着其势力范围的扩大，鲜卑人
逐 渐 接 触 到 了 佛 教 。 尤 其 是 公 元 439
年，在攻灭佛教盛行的北凉政权之后，
北魏佛教大为兴盛。《魏书·释老志》记
载：“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
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主持开
凿了云冈第一期石窟的高僧昙曜，就来
自凉州。《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和平
初（和平为北魏文成帝的年号，和平初
即公元 46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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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昙曜五窟现编号第 16 至 20 窟，是
由昙曜主持，为道武、明元、太武、景穆、
文成五位皇帝雕刻的五座大像窟，形制
上共同特点是椭圆形平面、穹窿顶，造
像主要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佛，主
佛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主要空间。这
五尊大像高者近 17 米，第 20 窟（俗称露
天大佛，是因为前壁坍塌而形成的露天
景观）的坐像也超过了 13 米，昙曜五窟
的造像雄浑大气，可以视为当时一个蓬
勃向上的民族的精神写照。

为 什 么 要 采 取 大 像 窟 这 种 形 式 ？
对这种“宏壮”（这里采王国维《古雅之
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的“宏壮”与

“优美”说）的艺术表现形式，金代的《大
金 西 京 武 州 山 重 修 大 石 窟 寺 碑》中 记
述：“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
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
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
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
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
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与夫范
金、合土、绘丝者，岂可同日而语哉！”

昙曜五窟的造像融合了中亚的犍
陀罗艺术和印度本土的秣菟罗艺术风
格，其创作的艺术成分本是多元的。当
时来往于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人，除了
商人、使节，自然也少不了舍身传法的
僧人。《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太安元年

（公元 455 年），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
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
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
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
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
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
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所以，昙曜五窟的造像显示出来自
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影响，是不难理
解的现象。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中，甚
至不排除其参考的艺术形象有的来自
西方，抑或就有西方工匠参与。如云冈
石窟第 18 窟主尊大佛两侧的十位弟子，
相貌、神态各异，具有西方人种的显著
特征。尤其是其中东侧的一尊头像，即
使是放在后世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是当
之无愧的杰作。这些弟子像的刻画十
分写实，骨相的把握精准，我们认为，即
使它们系本土工匠雕刻，也一定有外国
的艺术家进行指导。

云冈石窟中受到西方艺术影响的，
非止一处。1933 年 9 月，梁思成、林徽
因、刘敦桢等人专程调查云冈石窟，在
随后发表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
建筑》一文中，他们用具体的实例，论证

了云冈石窟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外来文
化因素，如他们指出“柱部分显然得外
国影响的，散见各处”，其中既有源自希
腊的“爱奥尼亚”式柱头，也有印度“元
宝式”和波斯兽形柱头。而“装饰花纹
在云冈所见，中外杂陈，但是外来者，数
量超过原有者甚多”“云冈石刻中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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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波斯及键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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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冈石窟中大量出现的莲花、忍冬、联
珠等纹样，与殷周秦汉金石上的花纹相
比大异其趣，但又一直影响至今，所以
梁思成等先生认为“观察后代中国所熟
见的装饰花纹，则此种外来的影响势力
范围极广”。

梁思成先生不仅从建筑的角度研
究 云 冈 石 窟 ，还 从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的 角
度指出了云冈石窟的重要性：“这时期
因 佛 教 的 传 布 ，中 国 艺 术 固 有 的 血 脉
中，忽然渗杂旺而有力的外来影响，为
可 重 视 。 且 西 域 所 传 入 的 影 响 ，其 根
苗 可 远 推 至 希 腊 古 典 的 渊 源 ，中 间 经
过复杂的途径，迤逦波斯，蔓延印度，
更 推 迁 至 西 域 诸 族 ，又 由 南 北 两 路 犍
陀罗及西藏以达中国。这种不同文化
的交流濡染，为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
而 云 冈 石 刻 便 是 这 种 现 象 ，极 明 晰 的
实 证 之 一 种 ，自 然 也 就 是 近 代 治 史 者
所最珍视的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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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唐 时 期 的 高 僧 道 宣 在《续 高 僧
传·昙曜传》中记载云冈石窟：“龛之大
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
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
栉比相连三十余里。”道宣用“穷诸巧
丽”来概括云冈石窟的艺术特色，更多
的是指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所表现出
来的艺术风格。

云冈第二期洞窟主要开凿于北魏
孝 文 帝 和 冯 太 后 执 政 至 迁 都 洛 阳 以
前。主要石窟有 5 组，其中第 1、2 窟，5、
6 窟，7、8 窟，9、10 窟，都是形制规模相
同，内容构图一致，开凿时间顺序统一
的“双窟”。孝文帝在延兴元年（公元
471 年）继位的时候只有五岁，所以，历
史上所称的孝文帝改革，有许多措施是
孝文帝和他的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冯氏
共 同 倡 导 的 ，时 称 孝 文 和 冯 氏 为“ 二
圣”。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出现这种特
殊形制的“双窟”，当是这一历史事实在
石窟艺术中的体现。所以，虽然云冈第
二期石窟与第一期石窟在洞窟形制、艺
术形象、题材内容方面都有变化，出现
了一种雍容华贵、雕饰绮丽的风格，但
通过佛教艺术体现古代封建皇权的思
想却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期的石窟平面多为方形，多具
前后室，有的窟中部雕中心塔柱，还有
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礼拜道。窟顶不
再是穹窿式样的，而是平顶，并且在顶
上雕刻出华美的平棊。壁面以壁龛为
主，龛的分布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
和屋形龛等，这是中国汉魏以来传统壁
画的布置格局。这一期的造像题材呈
现多样化的态势，并出现了世俗供养人
的行列。供养人的服装，早期还是鲜卑

夹领小袖式的游牧民族服装，晚期供养
人则穿上了汉式宽博的衣服。这种变
化出现在北魏太和十三年前后,是北魏
王朝提倡胡服改制的结果，造像整体上
的风格日渐清秀。重层布局的壁面和
分栏长卷式浮雕画面，以及窟口崖面上
雕饰斗拱的窟檐外貌，重层楼阁式的高
塔和耸立中庭下具龟趺的丰碑，也体现
出中国汉式殿堂的传统形式。画面附
榜题，龛尾饰龙、雀、博山炉、兽面装饰
等更是汉地所常见。题材突出释迦，主
像有三世佛、佛装交脚弥勒，还有依据

《法华经》雕出的释迦、多宝佛和依据
《维摩诘经》雕出的维摩、文殊对坐像，
以及修持“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本生、
佛传浮雕及七佛、供养天人等，说明这
个时期汉化的趋势发展迅速。

如果说云冈第一期造像给人以“宏
壮”之感，那么到“秀骨清像”的飘逸之
间，其实还有一个时期，即云冈的第二
期造像，给人以“优美”之感，如被称为

“云冈最美造像”的云冈石窟第 5 窟外壁
的一尊造像所体现出来的摄人心魄的
美感。在云冈石窟第一期，我们可以看
到其受外国艺术的影响，在第二期我们
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传统元素进入了石
窟里面。比如第 12 窟俗称为“音乐窟”，
窟内伎乐天手持多种东、西方乐器，宛
若一支“交响乐团”，形象非常生动。该
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
队的组合形式，集中体现了北魏宫廷乐
队风貌和社会音乐制度，是研究中国古
代音乐史的珍贵资料。

云冈石窟第二期造像开启了石窟
艺术大规模中国化的进程。正如梁思
成等先生所阐释的那样，石窟艺术虽然
源自西方，“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
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
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
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
有的。”

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冈石窟考察时
曾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
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
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
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
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
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
过程。”

对于云冈石窟的保护工程，从新中
国成立后就开始进行。随着 2022 年云
冈第 3 窟的维修工程结束，云冈石窟的
危岩体加固工程已全部完成，但云冈石
窟的日常维护工作依然繁重。比如风
化、冻融、渗水等问题，加上人类活动造
成的自然环境改变，都使这座有着 1500
多年历史的石窟，面临诸多保护上的问
题，而这也再次凸显了云冈石窟保护的
紧迫性和必要性。面对人们的参观热
情和石窟保护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始终
坚持保护第一，发挥好云冈石窟作为世
界遗产的价值，实现好文化遗产的代际
传承。

云冈石窟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
融合诞生的伟大艺术宝库，其背后是一
部厚重的中华文明演进史、民族融合发
展史和劳动人民创造史。保护好云冈
石窟是我们的职责，更是历史使命。为
了留住云冈石窟的风貌，研究人员积极
开展文物数字化建设，让沉睡的文化遗
产“活”起来。未来，我们将在加强保护
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有效
途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加
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据光明网

交融与互鉴交融与互鉴：：云冈文化的多元与融合云冈文化的多元与融合
杭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
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这一主题，策划了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山西大同市
图书馆，围绕“交融与互鉴：云冈文化的多元与融合”，共同感受云冈石窟的魅力，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兼收并蓄，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次宣讲是这个系列的第四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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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窟主佛

杭侃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