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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1500 多年前北魏王朝留
在大同的雕刻艺术宝库，是蜚声中外的
世界文化遗产。徜徉其间，佛祖、菩萨、
力士、天王、弟子……各具神态，惟妙惟
肖，实乃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笔下“真容
巨壮、世法所稀”的艺术宝库，吸引着无
数中外游人，也成为多部知名影视剧的
取景拍摄地。

01《李四光》

电影《李四光》，是改革开放初期，第
一部在云冈石窟取景的影片，由北京电影
制片厂拍摄，著名导演凌子风执导，著名
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主演，同时汇集了王铁
成、俞平、冯奇、文卜东等多位知名艺术家
及演员，1979年上映，时长 108分钟，是为
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的一部传记类影片。

影片讲述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创建地
质力学的曲折过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
他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祖国，
为开发中国矿产资源作出杰出贡献的感
人故事。摄制组当年辗转重庆、庐山等
多地取景，也选中了大同的云冈石窟。
片中，孙道临先生扮演的地质学家李四
光，和学生们在云冈第 20 窟露天大佛前
谈笑风生，共同憧憬着中国地质事业的
美好未来。

镜头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了解和熟悉
云冈石窟的观众，一眼就能认出画面中那
尊庄严雄伟的大佛。它高鼻深目、长耳垂
肩，衣饰厚重、雕刻精美，既有中亚犍陀罗
造像的伟貌，又有塞北男儿的粗犷豪放，
是云冈石窟早期雕刻的经典之作，也是云
冈 59000余尊造像的代表，早已成为塞北
大同的一张亮丽名片。

孙道临先生是享誉中外的电影表演
艺术家，是“中国电影 22大明星”之一，更
是许多影迷的银幕“男神”，以饰演知识
分子形象著称，其主演的《家》《雷雨》《早
春二月》《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
波》等佳作，展现了他的精湛演技，皆是
影坛经典，也定格了他不同时期俊朗儒
雅的形象。

拍摄《李四光》这部影片时，孙道临
先生已 58 岁，但他通过平实细腻、张弛
有度的表演，把李四光这位忠诚爱国、坚
韧不拔的地质学家各个年龄段的气质展
现得淋漓尽致，为他的表演生涯塑造了
又一个经典形象，也让云冈大佛走进了
新时期的中国荧屏。

2007年，孙道临先生在上海离世，享
年 86岁。那时，距电影《李四光》的上映，
已过去了 28 年。于他而言，当年在大同
拍摄时的情景，或许早已淡忘了，但云冈
第 20窟依旧，露天大佛炯然的目光，洞穿
历史和现实，而那禅定中的微笑，更是定
格了千百年的岁月苍茫，令人浮想联翩。

02《戴手铐的旅客》

《戴手铐的旅客》，是继《李四光》之
后，又一部来云冈取景的影片，由北京电
影制片厂拍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执导
并主演，赵子岳、马树超、蔡明等艺术家出
演，1980年上映，时长102分钟。

影片讲述了“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
公安干警刘杰，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重重
困难，将盗取国家武器机密的特务缉拿归
案的故事。片中充满了大量悬疑场景，甫
一上映，便引发观影热潮，而主题曲《驼
铃》，更是成为那一代人的美好记忆。

影片的不少镜头，是在大同古城老街
巷拍摄的，熟悉的市井风貌，令本地观众
倍感亲切。在云冈，摄制组选取了第 3
窟作为外景。第 3 窟是云冈最大的方顶
窟，取石量超过数万立方，可想工程之
巨，但因当年北魏迁都洛阳，工程停止，
实属遗憾。窟内仅有的一组“西方三圣”
雕刻，开凿年代尚存争议，较为通行的说
法是，完成于隋唐之际。大佛气韵端庄，
菩萨体态丰腴，尤以花冠雕饰最为精美，
是游人参观云冈石窟时，最先欣赏到的
一组高大造像。

从影片呈现的画面看，当年的云冈第
3窟，略显破败，主尊阿弥陀佛和两侧胁侍
菩萨的眼珠，早已脱落或丢失，一派历史
的沧桑。原鸽、红嘴山鸦扑棱棱飞进飞
出，抖落历史的尘埃，也唤醒远去的生
灵。于洋先生扮演的刘杰，和对手在第 3
窟内有许多惊险的打斗场面，都是借助脚
手架完成的，不但使影片更具观赏性，也
衬托了主尊的高大雄伟。

于洋先生 17 岁就开始参演电影，和
孙道临先生一样，也是“中国电影 22大明
星”之一，主演了《青春之歌》《暴风骤雨》

《英雄虎胆》等一系列观众耳熟能详的银
幕佳作，多为“高大全”的工农兵形象。拍
摄《戴手铐的旅客》时，他已 50岁，但和年
轻演员一道，完成了多场高空武打戏，令
人叹服。

2024年，于洋先生 94岁高龄，回忆四
十多年前执导并主演的这部影片，想必有
许多感慨吧，而云冈第 3窟早已成为四海
游客参谒的经典洞窟。“西方三圣”凝眸众
生、笑容恒久，以千百年前创造的无声之
美，默默祈佑今日的盛世繁华。

03《西游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电视剧
的高产期，且精品迭出，其中，86版《西游
记》，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收视率，成为 70
后、80后两代人共同的成长记忆。

86 版《西游记》共二十五集，由著名
导演杨洁执导，六小龄童、徐少华、迟重
瑞、马德华、闫怀礼等领衔主演，而第十八
集《扫塔辨奇冤》的部分场景，就选在云冈
石窟的西部窟区和中部第 5窟，让这处人
类雕刻艺术史上的瑰宝，更为家喻户晓。

北魏迁都洛阳后，留在塞北的王公大
臣、达官显贵，相继挨着云冈早中期的皇
家石窟，掀起了营造窟龛的高潮，便是如
今云冈石窟的西部窟区。这些洞窟，规模
不大，彼此毗邻，远望密如蜂巢，虽不及皇
家洞窟的壮阔华美，但“褒衣博带”“秀骨
清像”的雕刻形式，和洛阳龙门石窟的造
像风格十分接近，极大丰富了云冈一公里
的石窟艺术长廊。

第十八集一开始，唐僧师徒四人，从
云冈西部窟区走来，眼见黄尘滚滚，耳听
冤呼遍地。原来，祭赛国金光寺塔顶的佛
宝舍利子丢失，皇帝疑为守寺僧人盗取，
限期之内若交不出佛宝，便要通通问斩。
最终，孙悟空寻回宝物，为僧人们洗刷了
冤屈，也除掉了祸乱一方的海妖，可谓大
快人心。

当年，坐在电视机前，虽看得目不转
睛，但并不知道第十八集的不少镜头是
在云冈石窟拍摄的。多年后，《西游记》
热度不减，我也频繁走进云冈，每每想起
杨洁导演当年带着剧组一班人马来此取
景，便心生感慨——为《西游记》叫好，为
云冈骄傲。

今天的云冈西部窟区，早已迥然于当
年电视剧中所呈现的景象，再没有滚滚黄
尘，有的是对文物的科学保护和游客不绝
于耳的赞叹。不过，绝大多数游人未必知
晓，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 86版《西游记》，
竟在此处取过景。

2017年，88岁的杨洁导演与世长辞，

但 86版《西游记》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和留
存的时代记忆，已成为中国新时期荧屏的
经典。杨老若魂游云冈，看着碧树繁花间
古老的石窟焕发新生，定会勾起她当年的
美好回忆吧。

04《大块头有大智慧》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云冈石窟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东方佛教艺术宝
库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也吸引了更多影
视剧组来此取景。

2003 年，一部名为《大块头有大智
慧》的港片，在年轻影迷中掀起一阵观影
热。影片由韦家辉、杜琪峰执导，刘德华、
张柏芝主演，时长 92分钟，讲述了一个拥
有预知死亡异能的“大块头”，协助警方调
查诡案，却发现自己深陷更离奇的因果劫
难的故事。影片不但汇集了刘德华、张柏
芝等一众港台人气偶像，更主要的是，片
中后半部分的不少场景是在云冈石窟第3
窟和“昙曜五窟”拍摄完成的，故而引发了
大同本地影迷更多的关注和热议。

“昙曜五窟”是今云冈第 16—第 20

窟，系北魏早期皇家工程，因由著名高僧
昙曜主持开凿而得名。五座洞窟皆为穹
窿顶，平面呈马蹄形，设计严谨，宏伟壮
观，主尊都是高十余米的大佛，有身披千
佛袈裟的立佛、有交脚倚坐的弥勒菩萨，
也有跏趺而坐的禅定大佛，据说分别代
表着北魏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胡貌梵
相”中，透着古希腊雕刻艺术的磅礴气
象，令人叹为观止。《大块头有大智慧》摄
制组当年之所以选在“昙曜五窟”取景，
也是慨叹其壮阔的气象符合电影所要呈
现的意境吧。

只见镜头扫过“昙曜五窟”，主尊造像
气宇轩昂。刘德华一人分饰两角儿，和对
手在平坦开阔的洞窟前展开打斗，场面禅
意高远，动作惊险多变，加之特技烘托，最
终呈现了一段极具分量的武戏，令影迷称
快。影片包揽了第二十三届香港金像奖
的多个奖项，不论在港台还是在大陆上
映，都让观众一饱云冈石窟的厚重历史，
既提升了大同这座古城的知名度，也吸引
着更多人来到塞北，感悟拓跋鲜卑曾经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的旷古豪情。

本 报 讯 （记 者 赵喜洋）为 丰 富
广大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热
烈 祥 和 、欢 乐 喜 庆 的 节 日 气 氛 ，1 月
18 日下午，由云冈研究院工会主办的
2024 迎 新 春 文 体 竞 赛 在 该 院 图 书 馆
开 赛 。 云 冈 研 究 院 党 委 书 记 刘 建 勇
出席开赛仪式，宣布开赛并为牌类比
赛开牌。

此次活动是云冈研究院 2024 年举
办的第一届职工文体竞赛。云冈研究
院工会也在赛前进行了充分准备和有
序组织。开赛前，云冈研究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何建国代表院领导班子特意
给参赛队员作动员，希望大家充分发扬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平竞争”的体
育运动精神和云冈人顽强拼搏、勇于争

先的优良品格，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也
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全院上下能够进一
步凝心聚力，为云冈研究院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次竞赛共设有羽毛球、乒乓球、
台球、象棋、跳棋、军棋、攉轮、套圈、斗
地主等 11 个比赛项目，既有考验团结
协作、奋勇争先的团体项目，又有你追

我赶、拼搏向上的单项比赛。广大干
部职工积极报名、热情参与，共有 120
余名职工报名参加了比赛。通过本次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活跃丰富职工文
化生活，加强干部职工之间的交流，激
发全院职工不畏困难、敢于拼搏的精
神，激励大家不断砥砺奋进，书写云冈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云冈研究院举行迎新春文体竞赛活动云冈研究院举行迎新春文体竞赛活动

云冈南下深圳，居然激出如此热情
的火花！2023 年 12 月 6 日，“文明丽迹
——北魏平城与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在
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市民中心）开
幕，本次展览将持续展至 2024 年 5 月 24
日。

展 览 展 出 云 冈 石 窟 相 关 展 品 237
件/套，包括北魏文物珍品、云冈石窟第
12 窟（复制窟）、石窟相关史料等，全面
展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
化交流汇融的丰硕成果，其中三级以上
珍贵文物达 106件/套。

整个展览中，最吸引观众的，无疑
是以高科技手段 1：1 实景还原的云冈第
12 窟音乐窟。这是由云冈研究院、浙江
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
美科图像（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完成的
全球首例“积木式”可移动 3D 打印复制
洞窟。

2019 年 12 月，云冈 12 窟复制窟从
深圳出发，开启“行走世界”的脚步，4 年
后的 2023 年 12 月，这座目前世界上体
量最大的“可移动石窟”再次回到了她
的生产地——深圳！这也是这座体量

巨大的复制窟，第 3 次以完整的形态呈
现在观众面前。

云冈第 12 窟，是云冈“五华洞”之
一，建造于公元 470 年-494 年，因彩绘
异常绚丽而得名。云冈第 12 窟前室，雕
刻了众多演奏各类乐器的伎乐天人形
象，所以该窟又被称为“音乐窟”。这些
伎乐天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宫
廷交响乐团之一。洞窟前堂后室的形
制，既反映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宫殿建筑
面貌，也揭示了佛寺建筑对宫殿建筑的
模拟。

云冈第 12 窟（复制窟）坐落在深圳
博物馆一楼中厅，高达 9 米、宽 11 米，完
美复制了 12 窟内富丽堂皇的壁面窟顶，
威武雄健、粗犷质朴的力士舞蹈，彩带
飘飞、舞姿曼妙的歌舞飞天。观众站立
其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震撼”。

“何处赴唐第一步？云冈巨佛笑无
语。”隋唐盛世的源头在哪里？让我们
把目光移到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

云冈石窟，地处今山西大同市城西
的武州山南麓、十里河北岸。石窟依山
开凿，东西绵延 1 公里，窟区自东而西依

山势分为东、中、西三区，现存主要洞窟
45 个，附属洞窟 209 个；共有佛龛 1100
个，大小石造像 59000 余尊，造像最高
17米多。

这座由北魏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
寺，集当时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之最，
代表了五至六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
就，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
中国三大石窟，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
富汗巴米扬石窟合称世界三大石雕艺
术宝库。

目前，高达 9 米的云冈第 12 窟全景
复制窟，正在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
一楼中厅展出，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市民
前来参观、打卡。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
般地感受云冈第 12 窟美轮美奂的风采，
深圳博物馆运用高新技术，通过数字化
采集、3D 打印技术，1∶1 原比例精准还
原气势恢宏的洞窟、形态各异的雕塑与
绚丽多姿的壁画。

与我国诸多石窟寺比较，云冈石窟
最具西来样式，即胡风胡韵最为浓郁。
其中既有印度、中西亚艺术元素，也有
希腊、罗马建筑造型、装饰纹样、像貌特
征等等，反映出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
渊源关系，这在中华艺术宝库中是独一
无二的。

那么，在深圳展出的云冈第 12 窟有
何魅力？这座被称为“音乐窟”的洞窟，
有着什么样的音乐元素？晶报记者为
您揭秘“音乐窟”背后的玄妙乐音。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南北朝“实
为外国音乐流传中国之世”。

云冈第 12 窟建造于公元 470 年—
494 年，是因彩绘异常绚丽而得名的云
冈“五华洞”之一。其前室雕刻了大量
音乐供养天人形象，被誉为“音乐窟”，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宫廷交响乐

团。洞窟前堂后室的形制，既反映了北
魏平城时代的宫殿建筑面貌，也揭示了
佛寺建筑对宫殿建筑的模拟。

走进云冈石窟第 12 窟，恍然间穿越
时空重回当年的音乐盛典。仅前室北
壁最上层就是 14 个天宫乐伎，分别用鼙
鼓、埙、篪、细腰鼓、筝、箜篌、筚篥、曲项
琵琶、筑、羌笛、五弦、排箫、羯鼓、贝 14
种乐器演奏。炫目的洞窟内还有类似
于 17 人的乐伎组合演出，甚至有一组乐
队使用了 3 只大小不同的细腰鼓。这种
经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乐器就是在
中国北方大放异彩的，也正是北魏时期
对鼓的使用形成了更多配置，并且注意
到了音色的搭配。

在这个被后世称为“音乐窟”的梦
幻世界里，除了众多乐伎和乐器，还有
若干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舞伎形象。
其中一位看上去像乐队指挥的舞者实
际上是在表演弹指，也就是用拇指和食
指 的 指 头 强 力 捻 搓 而 发 出 明 快 的 声
响。这种西域风格浓郁的歌舞动作至
今在新疆维吾尔舞蹈、乌兹别克舞蹈中
依然频繁出现。

云 冈 研 究 院 相 关 研 究 专 家 表 示 ：
“北魏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
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
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迅速
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
像之风，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
平城而特盛，进而流布中华。武州山石
窟的创作，最初是凉州僧匠带来了西域
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然后是古印度、
师子国、西域诸国的胡沙门带着佛经、
佛像和画本，随商队、使团而至，再后是
昙曜建议征集全国各地的宝像于京师，
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
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艺匠精工，共

同设计、共同制作，创造出云冈石窟一
座座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

在北魏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最大
特点是将西部、北部、东部各少数民族
的音乐文化带到了北方和中原地区，在
这里进行了新的交流和融合。从十六
国时期前秦建元十九年, 吕光出征西域
征服龟兹，曾将龟兹歌舞艺人带回中
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打败赫连昌，得
到古代的雅乐，以后平定凉州，得到了
它的乐工、乐器和服饰，经挑选后保存
下来，又把悦般国的歌舞收进了音乐官
署。北周的武帝又得到了康国乐、龟兹
乐、高丽乐、百济的音乐，并都带到了官
署。

总之，北朝的音乐文化交流是极其
频繁的，那时将西部、北部及东部各少
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带到了北朝各时代
的宫廷，受到统治者的喜爱，而这些音
乐对民间音乐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北魏、北齐、北周三朝，少数民族音
乐在中原地区得以流传的有鲜卑、龟
兹、疏勒、西凉、高昌、天竺、康国等音
乐。这些外国和少数民族的音乐与中
原汉族音乐长期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中
原新的音乐品种和风格，如若没有南北
朝时期音乐文化的大交流，也就不可能
造成隋、唐音乐大发展的局面 。

中国艺术研究院肖兴华表示：“云
冈石窟以大量的篇幅记录了北魏时期
民族音乐交流和融合的实况，它比任何
史书都记录得更真实、更确切，把交流
和融合实验的过程都记录了下来，它对
研究我国的音乐发展史具有极其重要
的价值，它是北魏时期最有价值的艺术
宝库。”

历经了 15 个世纪的石刻造像虽然
没有温度，但是那些鲜明的人物用他们

的动作和表情传达着内心的温暖。虽
然那些乐伎造型不会发出声音，但是这
个职业群体曾经奏响了人间全新的交
响，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高
丽、江南等地的音乐在北魏平城演奏、
传播，迎接即将在隋唐盛大登场的华夏
强音。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君
介绍：“云冈石窟用雕刻记录了北魏的
乐舞艺术，看似无声，却又在岁月变迁
中萦绕不绝。这一时期的音乐融合了
我国南北方、西域和中原传统雅乐以及
中亚的音乐精华，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
鲜活例证，堪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里
程碑。特别是与西域音乐的融合，为以
歌舞为主要标志的唐代音乐艺术的兴
盛奠定了基础。” 晶报记者 谢晨星

云冈音乐窟“行走世界”深圳大热

影视剧里的云冈石窟
许玮 付洁

86版《西游记》第十八集中的云冈

游客在深圳博物馆排队参观
云冈 12窟复制窟

深圳博物馆展出 12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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