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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
迅在央视频分享她在云冈石窟采访的
感悟时说：“你知道‘欻’字怎么写吗？
我在云冈石窟‘修’石窟的时候，老师傅
张俊才告诉我，在云冈石窟你要记住这
样一个字‘欻’，你要想快乐，‘欻’——
就 快 乐 了 ，即 思 即 到 ；你 要 想 幸 福 ，

‘欻’——就幸福了，即念即有。你到达
目的地的最快方式，就是你已经在这儿
了。这就是心随境转。想想自己了不
起的样子，想想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悄悄努力，总有一
天你会‘欻’地到达。”朱迅的分享说出
了每一个云冈人的心声，在这里工作，
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那种来自云冈石
窟的幸福。无论是从岗位上退下来的
老一代云冈人，还是新一代云冈人，他

们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着这种
对云冈石窟的爱。

解廷藩，这位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本世纪初在云冈石窟工作了 42 年的老
一代云冈人，所走过的每一步见证着云
冈石窟从艰辛探索到科学发展的保护
历程。42 年云冈路，亲历了云冈石窟第
一窟和第二窟试验工程、“三年工程”、
九窟灌浆、“八五”维修工程等重大工程
项目的实施。尤其是九窟灌浆工程，上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家新闻电影制片
厂还专门拍过一部电视纪录片，介绍过
这一工艺。42 年云冈路，还结识了余鸣
谦、王书庄、姜佩文、黄克忠、李哲元、杨
玉 柱 、杨 烈 等 文 物 保 护 领 域 的 专 家 学
者，从他们身上，解廷藩感到了作为“文
保人”的情怀修养和奉献付出。42 年云

冈路，铭记着老一代云冈人共同参与多
项云冈石窟保护工程的光辉岁月，那是
一段砥砺奋进、拼搏向前、“欻”出来的
激情时光。

1959 年春，19 岁的解廷藩身着干干
净净的工装，站在当时市文化局的办公
室外，等待着即将开始的工作面试。此
次是文物系统招考新人，在当时的解廷
藩看来，“完全是陌生的，当时都不知道
文物保护是要做什么。”通过面试后，解
廷藩去侯马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培训，
系统学习了文物知识，打开了新世界的
大门。培训之后，他被分配进入云冈石
窟工作，从一名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
再到副所长，一路走来，见证了云冈石
窟保护工作的发展壮大。

1960 年 7 月，由原文化部古代建筑
修整所和北京地质学院联合组成“云冈
石窟勘测队”，对云冈石窟进行大规模
地质勘探、测绘工作，对地质岩石结构、
水文、风化机理诸方面问题进行考察。
同时，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专门组建了专
职化学研究室，派遣科研人员到北京工
作 。 作 为 石 窟 科 学 保 护 研 究 的“ 试 验
田”，云冈石窟派解廷藩赴北京工作、学
习。经过三年的工作学习，解廷藩初步
掌握了对丙烯酸酯类材料的的提纯、加
工方法，可以独立完成配制工作。待实
验室内丙烯酸酯类的应用研究成熟后，
专职化学研究室主任决定应用到云冈
石窟现场进行裂隙灌浆粘接加固的试
验研究。当时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把化
学材料运送到大同？在火车、汽车均不
可行的情况下，专职化学研究室主任就
派解廷藩和李哲元骑自行车负责化学
材料的运送工作。1962 年 9 月中旬，他
们二人从北京出发，途经近 400 公里的
砂石路，翻山越岭，经历了宣化到化稍
营最难走的俗称“五虎十八盘”的山路，
历时一周时间，最终安全抵达大同。

1973 年 9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陪同
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来云冈石窟参观
访问时，面对中外记者大声宣布，“云冈
石 窟 艺 术 ，我 们 一 定 要 想 办 法 保 存 下
来。刚才说有一个十年规划，时间太长
了，要三年修好。”从此，云冈石窟保护
开启了历史新篇章。“三年保护”是针对
五华洞和昙曜 五 窟 进 行 危 岩 加 固 ，工
程 技 术 责 任 人 是 原 文 化 部 文 物 博 物
馆 研 究 所（原 古 代 建 筑 修 整 所）石 窟
保 护 研 究 室 主 任 余 鸣 谦 先 生 。 在 余
鸣 谦 先 生 指 导 下 ，云 冈 开 展 了 三 年
的 抢 险 加 固 工 程 。 三 年 来 ，余 鸣 谦
老 先 生 一 直 活 跃 在 工 地 。 余 鸣 谦 的
教 诲 一 直 让 解 廷 藩 铭 记 在 心 ，指 导
他 一 生 的 工 作 行 动 。“ 三 年 保 护 ”工
程 的 顺 利 实 施 ，挽 救 了 一 大 批 濒 临
崩 塌 的 洞 窟 及 雕 刻 ，基 本 解 决 了 主
要 洞 窟 及 雕 像 的 稳 定 性 问 题 ，对 我
国 石 窟 保 护 技 术 的 进 步 产 生 了 深 远
影 响 。 1978 年 ，云 冈 石 窟 岩 体 灌 浆
加 固 材 料 获 得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团 体 嘉
奖 ，解 廷 藩 参 加 的 原 国 家 科 委 十 年
规 划（1963— 1972 年 ）科 研 项 目 专
48-019（重 292）中“ 石 窟 崩 塌 、风 化
的 防 止 与 处理”课题同时也获得大会
颁发的“围岩裂隙化学灌浆粘接加固”
科研成果奖。解廷藩说，凡参与单位都
获得了此奖项，云冈石窟第一次获得全
国科学大会团体嘉奖。

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是云冈石窟较
大的洞窟，位于云冈东部窟群区域的最
西端，前面断崖高 25 米，传为昙曜译经
楼，中上部凿 12个长方形石孔，窟分前后
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
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
刻一佛二菩萨雕像。雕像工艺精湛，是
隋唐时期的衣冠服饰和造像风格，当为
北魏以后加刻的作品，该遗址于 1993 年
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解廷藩

和黄克忠商议后提出的遗址保护办法，
在当时看来具有积极作用。

到达云冈石窟的最快方式，就是你
已经在这儿了。回首解廷藩老人 42 年
的云冈路，他其实一直都在这里。用老
人的话说，就是“国家花钱把我培养出
来，我不能对不起国家。”42 年来，解廷
藩老人一直都在关注着云冈石窟的发
展变化。在老人患癌的十几年时间里，
心 里 一 直 怀 着 对 云 冈 保 护 的 坚 定 信
念。2019 年，复旦大学牵头编写《中国
石窟保护七十年》口述史，第一时间找
到了解廷藩老人。在接待采访组之时，
他与黄克忠再次见面。两位老人重话
当年石窟保护历程，往事历历在目，感
慨万千。采访之后，年逾八旬的解廷藩

老人又想起了关心云冈石窟保护与发
展的各级领导，并肩作战的前辈、老友，
以及云冈石窟专业工程队伍。当今的
云冈人继续将保护放在第一位，全方位
不间断地开展保护工作，取得了卓越的
成绩，他感到了所有云冈人的付出是值
得的。今天，当新一代云冈人将最新的
保护成果讲给他听时，他连连称赞，因
为他知道，这是一代代云冈人用青春、
坚持、奋斗换来的。

新时代，云冈石窟保护工作还在推
进，新的课题和研究继续进行。踏着老
一代云冈人的保护历程，更加激励和坚
定了新一代云冈人做好云冈石窟保护
工作的信心，云冈人将继续书写新时代
的文物保护新篇章。

解廷藩的 42年云冈路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赵小霞

拓跋鲜卑，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
族。他们逐水草而生，以畜牧、射猎为
业，自是不具备雕凿佛像的技能。那
么，宏大的云冈石窟营造工程该仰仗谁
去完成呢？

成就一座石窟不只是凭借凿洞琢
石的能工巧匠，还应依靠为镌窟造像提
供服务的其他大量劳动者。石窟选址，
需要勘察山体地质结构的人才；开凿石
窟，需要掌握营造工程力学的精英以及
设计佛像粉本的艺术家和规划、指导佛
教造像题材内容的高僧。需要投入的，
是一支造像集团的力量。怎样才能获
取如此丰厚的人才资源呢？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意识到自己
将要面对的土地不再是单纯的草原，治
下的臣民操着与自己不同的语言、穿着
与自己不同的服饰，过去统治部落时期
的经验已无法胜任治理一个人口众多、
文化和经济都优于自己的社会。因此，
在四方讨伐拓疆的征战中，鲜卑人非常
注重对各地人才的网罗。

道武帝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后，
将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役共计
36 万余人、百工伎巧十万余人迁充京师
平城。所谓山东六州，指的是太行山脉
以东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一带。一
次性掠徙如此多的人口，且杂役、百工
伎巧被分别计数，说明当时对迁徙人口
的工种已有较细致的分类。

太武帝骁勇善战，扫统万，平秦陇，
剪辽海，荡河源。各地战俘以及归降北
魏的人口被大规模迁入平城，京畿之地
人口数量最高峰时达 150 万余，其中有
匈奴、羯、氐、羌、高车、柔然、杂胡、吐谷
浑、高丽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地域涉及
辽东、西域、河西、关中、河南、河北、山
东、淮南等，有文人、高僧、良工巧匠等，
他们成为营建北魏宫城的最主要力量。

不同于稍早的敦煌莫高窟，也不同
于随后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经北魏一
朝凿就，从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
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用时仅约 70
年，营建主要洞窟 45 座，附属窟龛 255
个，大小造像 59000 余尊。昙曜曾游历
河西数年，在选择工匠时偏重河西工
匠，所以，在由他主持的云冈石窟早期
营造工程中，河西造像体系一枝独秀，
居主导地位。石窟中的造像题材基本
以符合习禅僧人谛观的形象表现，风格
粗犷大气，概括洗练，这恐怕与昙曜“以
禅业见称”不无关系。

云冈石窟中期伊始，孝文帝倡导汉
化，义学发达的龙城（今辽宁朝阳）、长
安（今陕西西安）成为平城佛教思想的
新来源。昙曜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凉州
僧团式微，来自徐州、长安等地的造像
集团成为云冈石窟造像团体的新主流。

太 和 十 八 年（494）孝 文 帝 迁 都 洛
阳，平城沦为旧都，原先体现、代表国家

政治利益与精神信仰的云冈石窟营造
工程，转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层官吏及百
姓续凿，功德主身份变了，洞窟的性质、
功能等自然大异其趣。

总的来看，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来
自以下几个系统。

1. 河北、山东工匠系统
拓跋鲜卑最早接触佛教，是在拓跋

什翼犍时期。
咸和四年（329），什翼犍被遣至后

赵长达九年，实际上他是作为质子被扣
留在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
后赵“备究南夏佛法之事”，精通神异道
术的佛教灵魂人物佛图澄就长期在这
一带活动，后赵佛教蓬勃发展的景象，
什翼犍耳濡目染。

拓跋鲜卑真正有意识地接触佛教，
始 于 道 武 帝 时 期 。 天 兴 元 年（398）岁
尾，道武帝徙六州 22 郡地方长官、豪门
大户及百姓 2000 家，共计万余人至平
城。泰常三年（418）四月，明元帝再迁
徙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徒何人到平城。
道武帝平定中山后，对佛图澄的弟子僧
朗敬重备至。皇始中，年近 60 岁的赵郡
沙门法果被召至平城出任道人统，统摄
全国僧务。河北这块土地不但滋养佛
教，对佛教还有博大的包容心，太武帝
废除佛教时，包括昙曜在内的各地僧侣
都选择在此避难。

道武帝时广修佛寺，修整宫舍，造
五级浮屠、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别构
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最
早进入平城的河北工匠体系因云冈石
窟工程尚未开启，主要参与的是平城佛
教寺院项目的建设，但他们应是后来开
凿云冈石窟的储备人才。

山东在纳入北魏版图之前，有 60 多
年的时间都归辖东晋及刘宋。太武帝
灭佛时，山东因时属南朝，其佛教体系
的 完 整 性 没 有 受 到 影 响 。 皇 兴 元 年

（467），北魏攻击刘宋，三年后，山东大
地纳入北魏的版图。青、齐之地高僧、
艺匠北上平城，为平城佛教艺术注入了
新鲜的南朝风气。

2. 河西工匠系统
北魏佛教主要取法于北凉，凉州造

像集团对云冈石窟的开凿有至关重要
的影响。

从西晋永嘉之乱到东晋末世的百
余年间，中原大地正处于纷争扰攘的乱
世，各割据政权兵燹未止，鏖战不休。
凉州地接西域，南奉晋室，远离王朝之
争，得以独善其身。且凉州物产丰饶，
社会安定，故中州的儒英、世族把它当
作流徙避乱之地；西来的僧侣为躲避中
原战乱也以此为终点驻锡传法。

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新疆后再逐
渐向东，第一站便是河西地区。早在西
晋时，竺法护的译经就已流布凉州（今
甘肃武威）。

凉州，“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
喉”，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地，北魏
对凉州早已垂涎欲滴。北凉推行以佛
治国，中天竺高僧昙无谶是指导这一模
式的灵魂人物。太延五年（439）八月，
太武帝亲率部众攻北凉。九月，北凉告
亡。自此，中国历史上历时 130 余年的
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十月，太
武帝徙凉州宗室、士民三万余家至平
城。

这是一支超级“豪华”的移民队伍，
其中聚集了众多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
及其家族，有敦煌刘氏、索氏、张氏、阚
氏、宋氏，武威阴氏、段氏、王氏，金城赵
氏、宗氏，还有陇西李氏、晋昌唐氏以及
流寓河西的广平程氏、河内常氏、清河
崔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平城得
到了提拔和重用：金城人赵柔，“少以德
行才学知名河右”，拜著作郎，编修国
史；敦煌人索敞，“专心经籍”，“以儒学
见拔为中书博士”；姑臧人阴仲达，“少
以文学知名”，委修国史；陈留济阳人江
式，善虫篆、训诂，拜中书博士……此
外，在由凉州走向平城的征途上，还有
几位耀眼的高僧——玄高、师贤以及昙
曜。后来，玄高在平城“大流禅化”，深
受太武帝信重，太子拓跋晃以他为师；
师贤做了道人统；昙曜继任沙门统，主
持开凿了云冈石窟。

凉州既平，北魏平城佛教迎来了兴
盛期，并成为北方新的佛教文化中心。
凉州工匠有丰富的开凿石窟经验，他们
成为开凿云冈早期洞窟的最基本力量。

3. 长安、徐州工匠系统
十六国时期，前秦苻氏和后秦姚氏

相继统治关中地区，二秦君主都推崇佛
教，故长安成为佛法较早兴隆的地区。
公元 401 年，姚兴迎请鸠摩罗什到长安
译经，中国译经事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始光三年（426），北魏大举
攻夏，取长安，克统万，徙万余户到平
城。徙民中有一沙门名叫惠始，他曾在
长安师从罗什，被太武帝带回平城后，
广布佛法。惠始有跣足的习惯，据传，
他即便光脚走在泥泽中，双脚也不被染
污，世人送他“白脚大师”的雅号。

长安，本是佛教的圣地，后来，太武
帝却在这里向全国发出灭佛的诏令。
由崇佛到灭佛，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帝王
的内心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中国古代一共发生过四次灭佛事
件，首次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至于灭

佛的原因，除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矛盾
冲突外，还有佛教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
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等，而发生在陕
西杏城（今陕西黄陵）的盖吴起义是这
场法难的导火索。太平真君六年（445）
秋天，卢水胡盖吴率领羌汉等各族起义
军在陕西杏城揭竿而起。次年春天，太
武帝亲征盖吴，无意间在长安的一座寺
院内发现藏匿的兵器与酿酒工具，更令
他意外的是，佛门清修之地竟然设有供
人行淫的密室。太武帝断定他们与盖
吴有通谋，遂下令诛沙门、焚佛像，中国
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太武帝灭
佛发生了！曾经佛光普照的长安城，一
夜之间，寺庙佛塔莫不倾毁，一境之内，
沙门绝迹。平定盖吴起义后，太武帝徙
长安能工巧匠 2000 户至京师，其中有一
个被施阉刑的小孩，他就是后来主持开
凿云冈石窟崇福寺的羌人王遇，方山灵
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也由他主
持监建。

徐州，古称彭城，地处黄淮平原，得
南北政权之界的地理优云势，高僧云
集，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刘宋徐州
刺史薛安都举城归附，彭城纳入北魏版
图。太和四年（480），徐州、兖州两地数
万民众及僧人起义，次年二月，孝文帝
以平叛暴动的名义，俘三万余人北徙平
城。受长安、徐州佛教文化影响，平城
佛教这一时期盛行讲论《法华经》，云冈
造像出现大量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平棊、
瓦顶、斗拱等构件，附设榜题画面、雕饰

龙雀龛尾等汉风事物充盈窟室，呈现出
一派雕饰绮丽的汉化气象。

除了以上各地僧团、工匠参与云冈
石窟的营造，还有部分外国僧团带着佛
像粉本进入了云冈石窟。据《魏书》记
载：太安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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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记：沙勒胡沙门，赴京师
致佛钵并画像迹。沙勒即疏勒。这两
件事被写入《魏书·释老志》，可以想见
当时的佛像粉本一定对云冈石窟造像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谁雕凿了云冈？

解廷藩（中排右二）参加“亚洲地区文物保护讨论会”现场发言

1989 年美国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盖蒂基金会与敦煌石窟、云冈
石窟开展合作保护工作，解廷藩应邀出访美国。图为和中国文物研究
所副所长黄克忠（左）、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中）合影。

云冈第 18窟弟子像

第 18窟胡貌弟子像

第 12窟窟门顶部汉式交龙

赵昆雨 员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