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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至 2012 年，为了配合云冈
石窟山顶防渗水工程，山西省考古研
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和云冈研究

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云冈石窟中西
部山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清
理出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2 座，是
中国石窟寺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也
是云冈石窟考古发掘中规模最大、持
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并荣
获“201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而就在其间出土大量文物中，有一块
石刻板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它高
45.6 厘米、上宽 34 厘米、下宽 37 厘米、
厚 3 厘米，石板龛楣上方有一圆孔，似
为便于悬挂所致。平面近似长方形，
上窄下宽，石刻板中间为一圆拱尖楣
龛，龛楣饰忍冬纹。正面雕刻内容精
美，背面凹凸。龛内上层雕一鼠形动
物，中间有一动物轮廓，最下为一立
鸟，三只不同的禽兽均面向左侧。龛

外左上方雕有一只俯卧的狗。龛外左
侧中部站有一人，右手拿棒状物。人
下有一只状似行走之中的狗，龛顶右
上有一俯卧狐形动物 (鼠)其下有一跪
坐之人，右手捧钵，左手执一带柄器
物。龛外右侧中部有一人，向左胡跪，
右手执一件带柄方扇形法器伸向龛内
鼠形动物之中。龛外右下角有一阔口
大张的雄狮，雄狮刻画形象生动，长长
的鬃毛一直延伸到肩部和胸部。

这块石刻板到底是做什么的，直
到现在也未曾有准确的答案，一件小
小的文物却给人无尽的思考与想象，
让人们在考古的世界里做出大胆的探
索和研究，这不止是一块石刻板，更是
一个故事，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云冈石窟博物馆 李丽梅

耐人寻味的石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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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夏，即 1934 年夏天，
应 平 绥 铁 路 局 局 长 沈 昌 先 生 邀 请 ，北
平 的 几 位 文 化 名 人 组 成“平 绥 沿 线 旅
行团”，于 7 月 7 日，从北平西郊清华园
出发，沿平绥铁路向西，考察中国西北
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历史遗迹，前
后四十余日。

平绥铁路，也称“京张铁路”“京绥
铁路”，起点是北京北站，终点是包头
东站。这条铁路 1923 年开通，是第一
条 由 中 国 人 自 己 设 计 、自 己 修 建 并 运
营的铁路，在那个年代，意义不同于一
般 。 沈 昌 先 生 希 望 北 平 的 文 化 名 家 ，
对 铁 路 沿 途 的 风 光 物 产 等 多 做 宣 传 ，
每 人 写 些 文 章 ，既 可 引 发 大 众 的 旅 游
兴 趣 ，也 能 借 此 增 进 国 民 对 大 西 北 的
了解。

被邀请的文化名家里，女作家冰心
在列。

就那次考察的缘起，我请教过中国

社 科 院 文 学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冰 心 研 究
专家、《冰心年谱》作者卓如女士。她
说 ，沈 昌 先 生 的 姐 姐 沈 骊 英 女 士 和 冰
心 是 留 美 期 间 的 同 学 ，而 沈 昌 先 生 和
冰心丈夫吴文藻先生也是留美期间的
同学，所以，因了这层关系，冰心和吴
文 藻 其 实 是 那 次 旅 行 的 实 际 组 织 者 。
在他俩的邀请下，文国鼐、雷洁琼、顾
颉刚、郑振铎、陈其田、赵澄等文化精
英参加了旅行团，算上冰心和吴文藻，
共八人，在平绥铁路开通十二年之际，
从北平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这八位文化名人的分量自不必说，
每 一 位 都 在 各 自 的 领 域 里 成 绩 斐 然 。
郑振铎是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
是 收 藏 家 ；雷 洁 琼 是 社 会 学 家 、法 学
家、教育家；顾颉刚是历史学家、民俗
学家；吴文藻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陈其田是经济学家；文国鼐是翻译家；
赵 澄 是 摄 影 家 ；而 冰 心 是 家 喻 户 晓 的
女作家。

平绥沿线旅行团所到之处，先后受

到 绥 远 省 政 府 主 席 傅 作 义 、晋 绥 军 骑
兵司令赵承绶等地方军政人士及蒙古
上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结
束 了 在 宣 化 、张 家 口 等 地 的 游 览 和 考
察后，旅行团于 7 月 10 日下午 1 时左右
抵 达 大 同 。 按 冰 心 记 述 ，到 大 同 那 天
的天气是“雨后初晴”，而且不怎么热，
缕 缕 清 风 本 该 让 古 城 之 旅 十 分 惬 意 ，
但道路分外泥泞。旅行团原本打算休
息片刻就开始游览，但因路况原因，只
好作罢。

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11 日上午，他
们 开 始 游 览 大 同 古 城 内 的 九 龙 壁 、上
下华严寺；下午，乘车前往云冈石窟。
途中，进观音堂，看庙宇、古戏台和三
龙壁；当日晚上，下榻于赵承绶建在云
冈 石 窟 的 别 墅 。 7 月 12 日 上 午 ，旅 行
团 正 式 游 览 云 冈 石 窟 。 7 月 13 日 ，再
次游览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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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绥沿线旅行团来大同的前一年，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林徽因、刘
敦 桢 等 人 来 到 大 同 ，对 包 括 云 冈 石 窟
在内的重要古建筑做过细致考察和勘
测 。 冰 心 和 林 徽 因 是 同 乡 ，又 都 是 民
国 年 间 的 才 女 ，一 定 知 悉 他 们 在 大 同
考察过。平绥沿线旅行团虽侧重旅游
观 光 ，但 同 样 对 沿 途 各 地 的 古 迹 、民
风、物产等做了多角度记录，特别是云
冈石窟。

云冈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
能想象得出的。必须到了那个地方，

流连徘徊了几天，几月，才能够给你以
一个大略的美丽的轮廓。

大同在六朝做过北魏的都城，历
代也都是大邑重镇，遗留古迹极多。
在平绥路线上是一个最有过去的光
荣的地方。

这是郑振铎先生在《西行书简》里
写 下 的 对 大 同 和 云 冈 的 印 象 和 评 价 。
冰心把沿途考察所见，写成《平绥沿线
旅行纪》，以文学的笔调，着重介绍了
旅 途 风 光 ，尤 其 是 云 冈 石 窟 如 何 令 人
叫绝。

在洞中暮色迷茫之下，我瞻仰了
第一处云冈的造像……法相庄严，默
然外望，对于千数百年来窟外宇宙之
流转变迁，在美妙慧澈的目光中，似不
起什么感触。

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
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
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
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
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
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
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
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
无用了！

这是冰心写的云冈游记中的几段，
“冰心体”的婉约清丽，在词句中可见
一 斑 。 在 众 多 书 写 云 冈 的 文 章 中 ，冰
心的云冈游记，流传甚广，后来被收入
多 种 版 本 的 语 文 教 材 ，成 了 现 当 代 文
化大家写云冈的名篇。

除了郑振铎和冰心用优美的文笔
描 摹 云 冈 的 壮 阔 外 ，旅 行 团 其 他 成 员
也 都 按 照 各 自 分 工 ，马 不 停 蹄 地 在 石
窟内外观瞻、记录、拍摄，并在著名的
露 天 大 佛 前 合 影 。 六 天 的 大 同 之 旅 ，
云 冈 石 窟 是 参 观 重 点 ，这 处 北 魏 王 朝
留 下 的 雕 刻 艺 术 宝 库 ，使 置 身 其 间 的
八位文化名家，深深感受到了 1500 多
年 前 古 人 的 智 慧 和 伟 大 ，但 也 对 云 冈
的残破和荒凉起了深深的忧虑。

这些文化名家，大多有过留学海外
的 经 历 ，当 看 到 云 冈 许 多 洞 窟 所 呈 现
的 西 方 雕 刻 元 素 —— 忍 冬 纹 、山 花 蕉
叶 、高 鼻 深 目 造 像 、爱 奥 尼 亚 式 柱 头
等，定会感到惊讶，尤其是那被美术史
家盛赞为“云冈六美人”的六位供养天
人，穿越千百年的温婉微笑，一定令他
们心旷神怡吧。

当年的云冈石窟，满目疮痍，亟待
保 护 与 维 修 ，北 平 文 化 名 家 的 参 观 考
察，尤其是他们的著述，引发了国民对
祖 国 中 西 部 的 关 注 ，也 助 推 了 对 云 冈
石 窟 的 关 注 与 保 护 。 文 化 名 家 的 笔 ，
掀 动 了 历 史 的 天 光 水 色 ，叫 人 掩 卷 憧
憬 塞 北 的 粗 犷 ，也 遐 想 九 十 年 前 的 那
段文人纪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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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绥沿线旅行团结束西北考察两
年多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抗日的
烽火很快燃遍中华大地。

1937 年 9 月，大同被日军攻陷，众
多 文 化 遗 产 处 于 战 火 和 盗 毁 中 ，而 云
冈 也 走 进 了 一 段 被 践 踏 、被 劫 掠 的 屈

辱 岁 月 。 1934 年 走 过 近 七 十 载 后 ，
2001 年 12 月 14 日 ，云 冈 石 窟 被 列 入

《世界遗产名录》，早没有了昔日的沧
桑 与 残 破 ，成 为 全 人 类 共 有 的 雕 刻 艺
术 瑰 宝 。 2008 年 之 后 ，大 同 城 内 的 众
多 古 建 筑 也 得 到 了 更 好 的 修 缮 与 保
护，正如冰心在《平绥沿线旅行纪·序》
中写得那样，“古迹如大同之古寺，云
冈 之 石 窟 …… 瞻 拜 之 下 ，使 人 起 祖 国
庄 严 ，一 身 幼 稚 之 感 。 我 们 的 先 人 惨
淡 经 营 于 先 ，我 们 后 人 是 应 当 如 何 珍
重保守，并使之发扬光大！”

文化名家们若知晓大同的巨变，应
该感到欣慰吧。

90年前，他们来到了云冈
许 玮

“走进第 12 窟，我看到了那么多
宏 大 的 建 筑 ，讲 解 员 小 姐 姐 告 诉 我
们 ，那 是 北 魏 时 期 盛 大 的 音 乐 盛 宴 。
在这里我认识了好多乐器，这些乐器
其 实 在 我 们 的 生 活 中 还 可 以 看 到 。
我很喜欢这个洞窟，它让我看到了音
乐世界的精彩。”在云冈石窟，一位正
在参加云冈石窟研学游的小学生说。

近 年 来 ，研 学 旅 游 作 为 一 种“ 教
育 + 旅 游 ”的 新 模 式 ，让 学 生 走 出 课
堂 、走 向 户 外 ，开 展 体 验 式 教 育 和 研
究性学习，备受中小学生和家长们的
欢 迎 。 大 同 文 旅 龙 头 打 卡 地 云 冈 石
窟成为学生们研学的首选地，学生们
带着对课本上云冈石窟的认识，实地
揭开这处世界文化瑰宝的神秘面纱。

2023 年 云 冈 研 究 院 研 学 基 地 共
接待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内
蒙 古 、江 西 、山 西 等 十 多 个 省 市 上 万
名研学学员，其中中小学生几乎占百
分 之 五 十 ，洞 窟 游 览 体 验 度 好 、手 作
课 获 得 感 高 ，受 到 学 员 的 广 泛 好 评 。
截 至 2024 年 上 半 年 ，基 地 已 接 待
4000 余名研学学员，城市范围扩大到

青海，沈阳等地，最大接待量达到单团
191 人，打破了研学活动的承载力，在
各种挑战下，云冈研学接待能力日益
提升。

据 云 冈 石 窟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2024
“暑期档”的云冈石窟研学已预定到 8
月底，由于云冈石窟暑期研学比较火
爆 ，经 常 合 作 的 研 学 机 构 在 年 初 3 月
便开始了暑假云冈研学的预定，在北
方城市还未开启暑假模式时，南方城
市已经开始组织学生们研学旅行了。
7 月 9 日，记者看到来自江浙沪的学生
们 正 在 体 验 拓 印 云 冈 瓦 当 的 手 作 课
程，“我们是美术机构，因此有不同年
龄的学员，最小的学员是小学一年级，
最大的学员已经上初中了，云冈研学
的讲解员非常棒，在讲解中能照顾到

不同学员的听讲需求，小学员们觉得
非常有趣，收获满满。”带队老师说。

云冈石窟的“暑期档”简直是学生
们的天堂，大景区内随处可见带着父
母孩子的“亲子游”，成群结队的“研学
游”，为了使学生们有更好的研学空间
和资源，很多成人团队甚至避开了这
个时段研学云冈，给学生们让路。为
了给学生们更好的游览体验，云冈研
究院提前对东山公寓和蜗牛公寓进行
全面粉刷，给东山公寓购置新家具设
施全面改善了住宿环境，重新布置蜗
牛公寓，将其打造成舒适、实用的艺术
空间。

云冈研究院研学基地与与全国上
百家研学机构达成友好合作，云冈研
学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高云冈研学
的品质，设计团队优化迭代了研学课
程，还开创了北魏历史、石窟艺术、平
城考古、佛教故事、开凿工匠等主题课
程，在原有三大类体验课程（翻制类课
程、修复类课程、绘画类课程）的基础
上，合作研发了云冈高浮雕佛像雕刻
课和木构模型搭建体验课程，丰富的
研学课程也是云冈研究院研学基地火
爆的关键。

大 同 文 旅 看 云 冈 ，云 冈“ 暑 期
档”，研学游出行成“主力军”，云冈景
区 每 天 都 要 接 待 五 六 个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研 学 团 队 。 学 生 们 在 云 冈 边 玩
边 学 ，把 游 与 学 自 然 融 为 一 体 ，激 发
出学习雕塑、绘画、书法、古诗词的浓
厚兴趣，很多讲解员在后期都是忍着
腿疼、哑着嗓子回答孩子们千奇百怪
的问题，“虽然带研学团很辛苦，但是
看 着 孩 子 们 稚 嫩 的 脸 庞 ，好 奇 的 眼
神 ，似 懂 非 懂 的 点 头 ，能 把 云 冈 石 窟
所蕴含的丰富知识传递给大家，激发
孩 子 们 探 求 文 物 、保 护 文 物 的 热 情 ，
是 一 次 次 非 常 棒 的 讲 解 经 历 。”云 冈
石窟讲解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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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与云冈大佛借位击掌打卡，
有的人与云冈大佛相视一笑，有的人还
要来吹吹北魏的风......接连不断的话题
把云冈石窟冲上热搜。近日，一段关于

“我在云冈石窟穿越啦！”的短视频刷爆
朋 友 圈 ，视 频 通 过 主 角 变 装 穿 越 的 视
角 ，由 一 位 手 持 相 机 的 现 代 女 性 代 入 ，
随 即 一 袭 晚 唐 壁 画 供 养 人 古 装 形 象 穿
越千年，以这种新颖的形式带人们走进
云冈石窟，感受 1500 年前刻在石头上的
北 魏 王 朝 ，在 古 今 文 化 碰 撞 中 ，让 现 代
人更加了解这伟大的石窟艺术。

这段视频的创作者叫郝雨，90 后大
同姑娘，她是一名记者，在工作之余，还
特 别 热 衷 于 大 同 文 化 的 传 播 以 及 大 同
文创的设计。谈到创作初衷，她说生养
她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特
别想通过自己对大同文化的理解，用当
下流行的短视频形式来表达，传播大同
文化，提高文化自信，让人们爱上大同，
走进大同。

“拍摄第一站，我选择云冈石窟，首
先云冈石窟是大同最具代表性的名片 ，
值 得 我 用 心 创 作 ，其 次 ，我 作 为 一 名 记
者 ，曾 多 次 深 入 云 冈 石 窟 进 行 采 访 ，对
其 有 更 深 刻 的 认 识 。”郝 雨 告 诉 记 者 ，
从 构 思 脚 本 、购 置 服 饰 、复 原 妆 容 、安
排 拍 摄 、参 与 拍 摄 、设 计 剪 辑 等 过 程
中 ，她 都 亲 力 亲 为 ，耗 时 40 余 天 ，出 品
了《大 同 大 有 不 同》第 一 期 短 视 频《云
冈 石 窟 —— 千 年 的 诉 说》，不 仅 用 自 己
的 手 绘 海 报 和 剧 照 进 行 预 热 ，同 时 ，在

正 片 发 布 后 ，还 安 排 了《惊 鸿 一 面》云
冈 石 窟 MV，自 发 布 后 陆 续 收 到 了 上 万
阅 读 量 ，500 多 点 赞 量 ，为 了 使 视 频 有
持续性，创作者后续还会安排云冈石窟
拍摄花絮以及视频妆造解析等。

从郝雨的短视频不难看出，她在宣
传 大 同 文 化 上 ，是 花 了 很 大 心 思 的 ，视
频 的 片 头 和 片 名 很 有 意 思 ，“ 曾 经 的 海
枯 石 烂 ，是 我 们 关 于 时 间 最 久 远 的 想
象 ，所 以 即 使 在 有 纸 张 的 年 代 ，还 是 有
很 多 人 把 记 忆 刻 在 石 头 上 ，随 时 间 穿
梭......”这 是 视 频 片 头 的 独 白 ，她 对 记
者 说 ，云 冈 石 窟 记 录 下 的 是 1500 年 前
的 记 忆 ，也 将 会 一 直 流 传 下 去 ，因 此 她
把 视 频 称 为 云 冈 石 窟 千 年 的 诉 说 。 视
频 中 的 古 装 造 型 也 非 常 抓 人 眼 球 ，“ 这
个妆造出自晚唐壁画供养人形象，视频
中 原 型 复 刻 ，之 所 以 这 样 设 计 ，首 先 ，
由于在云冈石窟景区内，有一块巨石上
刻 着‘ 中 国 由 此 迈 向 大 唐 ’，我 认 为 文
化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我非常喜欢汉
服 复 原 及 妆 造 ，会 翻 阅 古 籍 研 究 ，尤 其
是跟大同有关的北魏史。”郝雨说。

当 记 者 问 她 这 样 的 系 列 视 频 计 划
做几期时，郝雨说：“我的初衷是想传播
大 同 文 化 ，其 次 是 发 自 内 心 的 喜 欢 ，云
冈石窟是座文化富矿，可以拍摄传播的
内容太多了，包括文物修复、大型展览、
数字云冈、北魏故事延伸、洞窟细节等，
想 法 很 多 ，我 会 不 遗 余 力 地 一 直 做 下
去 ，希 望 通 过 大 众 的 方 式 ，让 更 多 人 认
识大同、了解大同。”

“我在云冈石窟穿越啦！”
赵小霞

穿越云冈剧照

20世纪 30年代的云冈石窟

“平绥沿线旅行团”
在云冈露天大佛臂间合影

学员体验拓印云冈瓦当的手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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