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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应对云冈石窟景区持续
增 长 的 游 客 参 观 需 求 ，云 冈 石 窟 景
区 现 面 向 社 会 公 开 特 聘 季 节 性 讲
解员若干名。

一、招聘条件：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与职业
道德，热爱讲解工作。

2、专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外 语 、中
文、历史等相关专业优先。

3、年 龄 35 周 岁 以 下 ，男 性 身 高
1.75 米以上，女性身高 1.62 米以上，
身 体 健 康 ，五 官 端 正 ，有 亲 和 力 、感
染力，形象气质佳。

4、普 通 话 标 准 ，有 较 好 的 沟 通
能 力 和 语 言 表 达 能 力 ，能 胜 任 讲 解
接待工作。

5、有 高 度 的 工 作 热 情 ，同 时 具
备 良 好 的 沟 通 协 调 和 团 队 合 作 能
力 ，服 从 景 区 调 配 ，适 应 周 末 、节 假
日上班。

6、有 讲 解 、宣 教 等 相 关 工 作 经
验者条件可适当放宽。

二、工作时间与待遇

要 求 在 国 家 法 定 节 假 日 、周 六
日 及 旅 游 旺 季（五 至 十 月 份）到 岗

（全 年 讲 解 天 数 不 低 于 73 天）。 工
作环境优美，薪资优厚，欲报从速。

三、招聘程序

1、报名时间：2023年 12月 25日起
至 2024年 1月 10日，逾期不予受理。

2、本 次 招 聘 采 用 网 上 报 名 ，有
意 者 请 点 击 下 方 阅 读 原 文 或 通 过
云 冈 石 窟 官 方 网 站 下 载 报 名 登 记
表 ，填 写 并 发 送 至 邮 箱 ：ygjjyzp@
163.com。 报 名 须 如 实 填 写 报 名 登
记 表 ，如 因 填 写 失 实 造 成 的 一 切 后
果 由 个 人 承 担 。 景 区 对 应 聘 者 提
供 材 料 进 行 初 步 审 核 后 ，以 电 话 形
式 通 知 符 合 条 件 的 应 聘 人 员 参 加
面试。

3、面 试 时 请 携 带 个 人 简 历 、本
人 身 份 证 、学 历 证 书 、相 关 技 能 证
书、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咨询电话：0352-7992655

云冈研究院

云冈石窟景区季节性讲解员
招聘公告

云 冈 石 窟 的 美 不 只 有 褒 衣 博 带
式 的 美 ，还 有 一 种 气 势 上 的 美 、自 信
的美，它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民族在上
升期创造的艺术经典。

云冈的地理位置：农牧交错带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

利 用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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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魏 地 理 学 家 郦 道 元 在 平 城 生

活 过 ，他 在《水 经 注》中 记 载 ，云 冈 石
窟位于大同城西武州山，山前有一条
河叫武州川，河水向东南流。武州川
流 经 的 河 谷 地 带 连 接 内 蒙 古 河 套 地
区 。 大 同 古 城 边 也 有 一 条 南 北 向 的
河 流 ，叫 御 河 。 御 河 发 源 于 内 蒙 古 ，
沿 御 河 河 谷 可 以 到 内 蒙 古 乌 兰 察 布
市 集 宁 区 。 这 两 条 河 谷 地 带 出 土 了
很多文物。

提 到 农 牧 交 错 带 ，就 不 得 不 说
“胡焕庸线”。1935 年，地理学家胡焕
庸 编 制 了 中 国 第 一 张 等 值 线 人 口 密
度图，以爱辉—腾冲线分全国为东南
和 西 北 两 半 壁 ，这 条 线 被 称 为“ 胡 焕
庸线”，它对研究中国经济布局、民政
建设、交通发展很有参考价值。

要 说 大 同 ，还 要 提 到 北 纬 四 十 度
线，我国北纬四十度地区处在农牧交
错 带 ，长 城 东 线 主 要 分 布 在 这 条 线
上 。 大 同 正 好 处 在“ 胡 焕 庸 线 ”和 北
纬四十度线的交叉点。

历 史 上 ，蒙 古 高 原 是 北 方 民 族 融
合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出现过鲜
卑 、柔 然 、契 丹 、蒙 古 等 民 族 ，民 族 融
合从未间断。

西 晋 时 ，北 方 民 族 分 布 在 中 原 汉
文 化 周 边 ，甚 至 深 入 汉 文 化 分 布 区 。
作为一个短暂统一的王朝，西晋分裂
之 后 ，琅 琊 王 司 马 睿 带 领 部 族 南 渡 ，
建立东晋政权，北方陷入长期分裂的
局 面 —— 五 胡 十 六 国 。 公 元 439 年 ，
北 魏 第 三 个 皇 帝 太 武 帝 拓 跋 焘 重 新
统一北方地区，给北魏社会带来多元
文 化 的 新 局 面—— 胡 风 国 俗 ，杂 相 糅
乱。

见证中外交流与民族融合

云 冈 石 窟 开 凿 于 公 元 460 年 ，即
北 魏 和 平 元 年 。 北 魏 王 朝 选 择 于 这
一年开凿云冈石窟，寄托了民族和平
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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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为 ，在 统 一 北 方
的 过 程 当 中 ，北 魏 不 断 地 向 平 城（今
大 同）地 区 移 民 ，几 十 年 间 移 民 人 数
竟达上百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
匠、知识分子。

《北 史·西 域 传》记 载 ，公 元 439
年 ,北 魏 消 灭 了 建 都 于 凉 州（今 甘 肃

武 威）的 北 凉 政 权 后 ，把 很 多 在 凉 州
经 商 的 粟 特 商 人 作 为 俘 虏 送 到 平 城

（今大同）。北魏文成帝时，粟特王知
道有一帮子民在北魏，于是就派人来
赎人，文成帝友好地答应了。

1970 年 ，考 古 人 员 在 大 同 市 城 南
北 魏 窖 藏 遗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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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是 丝 绸 之 路 国 际 贸 易 最 直 观 的 反
映。

主 持 开 凿 云 冈 石 窟 第 一 期“ 昙 曜
五窟”的高僧昙曜，就来自凉州。

《魏 书·释 老 志》记 载 ：“ 和 平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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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说是为文成帝、景穆帝、太武帝、明
元 帝 、道 武 帝 5 位 皇 帝 雕 刻 的 5 座 大
像 窟 ，形 制 的 共 同 特 点 是 椭 圆 形 平
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佛，主佛
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主要空间。第
19 窟 主 像 近 17 米 ，是 五 尊 像 中 最 高
的。第 20 窟 (因为前壁坍塌而形成露
天 景 观 ，被 称 为“ 露 天 大 佛 ”)的 坐 像
超过了 13 米。

昙 曜 五 窟 造 像 融 合 中 亚 犍 陀 罗
艺术和印度秣菟罗艺术风格，甚至不
排除工匠参考了西方艺术形象，抑或
有 西 方 工 匠 参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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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侧的一尊头像，即使放在文艺复兴
时代，也是当之无愧的杰作。

1933 年 9 月，梁思成、林徽因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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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了云冈石窟的多元文化因
素 。 比 如 柱 子 ，有 希 腊 罗 马 式 的 ，有
印度元宝式的，有波斯兽形柱头。

云 冈 第 二 期 洞 窟 主 要 开 凿 于 北
魏 孝 文 帝 和 冯 太 后 执 政 时 期 至 迁 都
洛 阳 以 前 。 第 二 期 洞 窟 开 启 石 窟 艺
术的中国化进程。

第 二 期 主 要 石 窟 有 5 组 ，其 中 1、
2 窟 ，5、6 窟 ，7、8 窟 ，9、10 窟 为“ 双
窟 ”，形 制 规 模 相 同 ，开 凿 时 间 一 致 。
孝 文 帝 在 延 兴 元 年 (公 元 471 年)继 位
的 时 候 只 有 5 岁 。 历 史 上 的“ 孝 文 帝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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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冈 石 窟 第 6 窟 中 ，一 组 表 现 文
殊菩萨和维摩诘居士辩论的造像，明
显 地 反 映 了 石 窟 艺 术 的 中 国 化 。 中
国传统木构建筑下，文殊菩萨和维摩
诘居士在辩论，释迦牟尼身上的衣服
不是少数民族的，而是中国传统的褒
衣 博 带 ；两 边 各 有 一 座 5 层 的 塔 ，塔
的形制也不是印度覆钵式，而是中国
楼阁式。

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

宿 白 先 生 在《平 城 实 力 的 集 聚 与
“云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写道：

“（云 冈 石 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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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
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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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冈 石 窟 影 响 范 围 之 广 、时 间 之
长，都是其他石窟无法比拟的。

《魏 书·释 老 志》记 载 ，孝 文 帝 去
世后，他的儿子宣武帝下诏在洛阳市
城南 6 公里处的伊阙峡谷间仿照云冈
石 窟 开 凿 一 座 石 窟 。 但 是 这 两 个 地
方 石 质 差 得 很 远 ，几 年 后 ，工 程 进 展
缓 慢 ，于 是 就 修 改 了 工 程 方 案 ，造 成
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不同。

甘 肃 省 文 物 局 官 方 微 博 中 的 一
篇文章说，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是云
冈 石 窟 第 6 窟 的“ 升 级 版 ”。 云 冈 石
窟 第 6 窟 中 有 一 个 中 心 塔 柱 ，上 面 分
为两层，第二层转角处有一头大象石
雕，泾川王母宫石窟的相同位置也有
一头大象石雕。

胡风国俗
——大交融开启云冈石窟艺术中国化

领略北魏风采。时光轮转间，是道不尽的千年风华；胡风国俗，杂相糅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融合的典型特征。云冈石窟正是开凿于这个波谲云诡的时
代，这个民族融合的杂糅地带，“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水经注》曾如此记载此处壮美景色。而云冈石窟的更美之处在于，它蕴含着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具象化了东西方文化的多元、互鉴与融合，成为了民族大交融、文化大交融的生动案例。

那么，云冈石窟到底蕴藏着哪些交融之美和文化魅力？
近日，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受“道中华大讲堂”之邀在中央民族大学丰台校区作《胡风国俗——大交融背景下的云冈石窟》的讲座。
道中华大讲堂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正式上线，约请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文化名流举办公开讲座，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和感召力，讲好

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杭侃所作的讲座是该讲堂第三讲。前两期讲座邀请到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和中央文史馆馆员王蒙。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物保护，推动云
冈学研究工作，云冈研究院决定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对搭架进行维
护的第 6 窟实行预约开放。在此期间，
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文物保护、石窟寺

考古、古代建筑、佛教艺术领域的专家
学者和研究生可以申请参观考察。

第 6 窟洞窟为中心塔柱窟，塔柱高
约 14.4 米、边长约 8 米，上下两层，直抵
窟顶。洞窟整体设计中轴贯穿，两侧对

称；壁面规范整齐，龛像上下分层，叙事
左右连续，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设
计最完整、内容最丰富、雕刻最精细、最
富丽堂皇的洞窟，也是保存状态最好的
洞窟之一。在不影响维护工作的前提
下，云冈研究院将统筹安排，申请者可
在云冈研究院相关部室专业人员的陪
同下，利用搭架进行维护的机会，对第 6
窟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

拟申请考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
请将申请表发送至邮箱：ygskwz@163.
com，云冈研究院在收到申请之后一周
的时间内回复参观事宜。

第 6 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北魏迁洛
之前，洞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其
完整的佛传故事序列，统一的褒衣博带
式服饰，及独特的建筑空间结构等吸引
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杨泓在《云冈第六窟的佛本行故事
雕刻》中说，“第六窟中几种形式的佛本
行故事雕刻，分开均可以各自形成完整
的段落，各有特色；合起来又能成为一
个整体，是围绕同一主题的不同组合。
它完全可以代表北魏石窟中关于佛本
行题材雕刻的最高成就。”“第六窟的佛
本行故事雕刻中，可以表现出中国的石

窟寺艺术，是在继承汉代以来的民族艺
术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外来影响优秀
部分经过融化而形成的，因此它具有自
己独特的特征，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感
人的艺术魅力。”

常青在《云冈石窟第 6 窟佛传故事
雕刻再研究》中认为，“云冈第 6 窟的连
环故事画情节，是沿着人们环绕中心柱
作右旋礼拜的方向发展的。既然第 6 窟
最重要的位置是中心柱北面和窟内北
壁大龛之间，这套连环画的开始就在中
心柱北面下层东侧，表现能仁菩萨身处
兜率天宫和乘象入胎。”

傅熹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木结构
架建筑的发展》中认为，“在第六窟四壁
有佛传故事浮雕，底层雕一圈回廊，柱
上用栌斗承托阑额，阑额上除与柱对位
处施一斗三升斗棋外，中间也相间用叉
手和斗棋，与檐槫结合，形成纵架，上承
屋顶。这应是一般宫殿、佛寺中回廊的
写照。”

在这座石窟中，找不到任何一块未
经雕刻的石头，所有的地方都被细致镌
刻，它以富丽堂皇的风格描绘了一个热
闹非凡、琳琅满目的世界。

（赵永宏）

云冈石窟第6窟维护期间实行预约开放

▲第 17窟主尊

▲第 18窟主尊大佛两侧的两名弟子像，具有西方人种的显著特征

▲云冈二期洞窟（云冈中部窟群）

第六窟室东南西三壁中层的诸佛传场面安排的象征法华经的多宝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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