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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 ，是 中 国 著 名 考 古 学 家 ，
原 中 国 考 古 学 会 名 誉 理 事 长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宿 白 先 生 诞 辰 102 周 年 ，先 生
一生关心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
事业，多次带领学生考察云冈石窟，直
到 晚 年 依 然 牵 念 云 冈 的 学 术 事 业 ，是
云 冈 学 的 实 际 奠 基 人 ，为 云 冈 学 的 研
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宿白先生根据云冈石窟的分期和
艺术源流，首次提出“云冈模式”这一
概念。即日起，《大同日报·走进云冈》
分 上 、下 两 集 刊 发 云 冈 研 究 院 院 长 杭
侃新近撰写的《<魏书>中的一段文献
——兼论云冈模式》一文，谨以纪念。

《魏 书·释 老 志》中 有 一 段 论 及 龙
门石窟开凿的文献，殊为珍贵：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
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
祖 、文 昭 皇 太 后 营 石 窟 二 所 。 初 建 之
始 ，窟 顶 去 地 三 百 一 十 尺 。 至 正 始 二
年 中 ，始 出 斩 山 二 十 三 丈 。 至 大 长 秋
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
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
尺 。 永 平 中 ，中 尹 刘 腾 奏 为 世 宗 复 造
石 窟 一 ，凡 为 三 所 。 从 景 明 元 年 至 正
光 四 年 六 月 已 前 ，用 功 八 十 万 二 千 三
百六十六。”

这 段 文 献 包 含 着 很 多 信 息 ，现 就
此段文献拟三个议题，试加解读，以就
正于方家。

一、宦官与石窟工程

这 段 文 献 中 提 到 的 白 整 、王 质 和
刘 腾 都 是 孝 文 帝 、宣 武 帝 时 期 的 风 云
人 物 ，三 人 在《魏 书·阉 官 传》中 均 有
传 。 其 中 白 整 、王 质 的 职 务 都 是 大 长

秋 卿 。 北 京 图 书 馆 藏《魏 故 中 常 侍 大
长秋卿平北将军并州刺史云阳男张君
墓志铭》记录了白整的生平：

“ 君 讳 整 ，字 菩 提 ，并 州 上 党 郡 刈
陵县东路乡吉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
郡 白 水 县 。 五 世 祖 充 ，晋 末 为 路 川 戍
主，因宦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
弥 光 。 暨 世 祖 太 平 真 君 中 ，君 以 乡 难
入京，奉策宫掖，幼有明肃之称，显祖
异焉。高祖嘉其祗笃，授以太官令，除
中 给 事 中 ，迁 中 常 侍 立 忠 将 军 、云 阳
男 。 上 美 其 勋 续 ，加 大 长 秋 卿 龙 骧 将
军，委以六宫之事。春秋六十，景明四
年 十 月 廿 一 日 寝 疾 薨 于 第 。 皇 上 悛
悼 ，朝 间 悲 恻 。 使 持 节 策 赠 平 北 将 军
并 州 刺 史 ，男 如 故 。 十 一 月 廿 五 日 葬
于洛阳之西北斗泉陵。”

白整深得孝文帝信任，“委以六宫
之 事 ”。 太 和 二 十 三（499），孝 文 帝 元
宏 崩 ，遗 诏 赐 死 皇 后 冯 润 。 北 海 王 元
详 奉 命 前 往 冯 润 宫 里 将 其 赐 死 ，但 冯
润 不 肯 服 毒 ，与 元 详 同 去 的 白 整 强 行
灌其毒药，冯润死时年仅三十岁，追谥
为幽皇后。事见《魏书·皇后列传》：

“ 高 祖 崩 ，梓 宫 达 鲁 阳 ，乃 行 遗
诏 。 北 海 王 详 奉 宣 遗 旨 ，长 秋 卿 白 整
等 入 授 后 药 。 后 走 呼 不 肯 引 决 ，曰 ：

‘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
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

可 见 白 整 在 孝 文 朝 参 与 政 事 之
深。

王 质 继 白 整 之 后 任 大 长 秋 卿 ，但
时间不长，据《魏书·阉官传》：

“ 王 质 ，字 绍 奴 ，高 阳 易 人 也 。 其
家坐事，幼下蚕室，颇解书学。为中曹
吏、内典监。稍迁秘书中散，加宁朔将
军，赐爵永昌子，领监御。迁为侍御给
事，又领选部、监御二曹事，复特加前
将军，进爵魏昌侯。转选部尚书，加员

外 散 骑 常 侍 。 出 为 镇 远 将 军 、瀛 州 刺
史 。 质 在 州 十 年 ，风 化 粗 行 ，察 奸 纠
慝，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
峻，多所笞戮，号为威酷。高祖颇念其
忠勤宿旧，每行留大故，冯司徒亡，废
冯后，陆叡、穆泰等事，皆赐质以玺书，
手 笔 莫 不 委 至 ，同 之 戚 贵 。 质 皆 宝 掌
以为荣。入为大长秋卿，未几而卒。”

刘腾更是曾经权倾朝野。刘腾在
这 段 文 献 中 的 职 务 是 中 尹 ，但 是 他 也
做过长秋卿：

“长秋寺，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
秋 令 卿 ，因 以 为 名 。 在 西 阳 门 内 御 道
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晋中朝时金
市处。寺北有濛氾池，夏则有水，冬则
竭矣。中有三层浮图一所，金盘灵刹，
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
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
难可具陈。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
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
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於
都 市 。 像 停 之 处 ，观 者 如 堵 ，迭 相 践
跃，常有死人。”

宣武帝即位之初就下诏为他的父
亲孝文帝和亲生母亲文昭皇太后营建
两 座 石 窟 ，白 整 是 实 施 这 一 皇 家 工 程
的 具 体 领 导 者 ，其 后 的 王 质 和 倡 议 为
宣 武 帝 再 造 一 座 石 窟 的 刘 腾 都 是 宦
官 ，也 就 是 说 与 云 冈 石 窟 第 一 期 为 五
位 皇 帝 开 凿 的 五 座 大 像 窟 不 同 ，昙 曜
五窟工程的领导者昙曜是来自凉州的
高 僧 ，而 龙 门 石 窟 的 皇 家 工 程 领 导 人
已经变成了宦官。这一变化并不始于
龙 门 石 窟 ，在 云 冈 石 窟 第 二 期 洞 窟 的
开 凿 过 程 中 ，负 责 皇 家 工 程 的 领 导 者
已 经 发 生 了 实 质 性 的 变 化 ，这 一 变 化
与昙曜的失势和冯太后实力的崛起相
关。

昙 曜 圆 寂 的 时 间 不 详 ，《续 高 僧

传·昙曜传》没有记录他去世的时间，
但在《魏书·释老志》中延兴二年（472）
孝 文 帝 发 布 的 诏 书 中 还 可 以 见 到“沙
门统昙曜”的名字：

“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
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
岁 。 令 民 间 五 五 相 保 ，不 得 容 止 。 无
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
在 畿 郡 ，送 付 本 曹 。 若 为 三 宝 巡 民 教
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
都 维 那 等 印 牒 ，然 后 听 行 。 违 者 加
罪。’又诏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
立 图 寺 ，高 敞 显 博 ，亦 足 以 辉 隆 至 教
矣 。 然 无 知 之 徒 ，各 相 高 尚 ，贫 富 相
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昆虫含
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钟不
朽 。 欲 建 为 福 之 因 ，未 知 伤 生 之 业 。
朕 为 民 父 母 ，慈 养 是 务 。 自 今 一 切 断
之。’又诏曰：‘夫信诚则应远，行笃则
感深，历观先世灵瑞，乃有禽兽易色，
草木移性。济州东平郡，灵像发辉，变
成金铜之色。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
隆 妙 法 ，理 在 当 今 。 有 司 与 沙 门 统 昙
曜 令 州 送 像 达 都 ，使 道 俗 咸 覩 实 相 之
容，普吿天下，皆使闻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继 任 昙 曜 沙 门 都
统之职的是方山思远寺的寺主僧显。

唐 道 宣 著《广 弘 明 集》（664 年）卷
二 十 四 收 录 的《帝 以 僧 显 为 沙 门 都 统
诏》记:

“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
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
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
令 为 沙 门 都 统 。 又 副 仪 贰 事 ，淄 素 攸
同 。 顷 因 曜 统 独 济 ，遂 废 兹 任 。 今 欲
昆 德 赞 善 固 须 其 人 。 皇 舅 寺 法 师 僧
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茂道优，用
膺副翼。”

这是孝文帝任命思远寺主法师僧
显 为 新 的 沙 门 都 统 ，任 皇 舅 寺 法 师 僧
义为都维那的诏书。据《魏书》记载，
方 山 思 远 寺 的 修 建 时 间 有 太 和 元 年

（477）与 太 和 三 年（479）两 说 ，因 此 僧
显出任思远寺主的时间可以推测为在
477 年或者 479 年以后。

思 远 寺 在 太 和 三 年（479）八 月 之
前已修建于方山(《魏书·高祖纪》)，建
后 不 久 的 太 和 五 年 (481)，开 始 营 建 冯
太 后 寿 陵 和 永 固 石 室 ，并 于 太 和 八 年
(484)竣 工 (《魏 书·冯 太 后 传》)。 思 远
寺 寺 主 僧 显 明 显 是 冯 太 后 信 任 的 僧
人。这从皇舅寺法师僧义“用膺副翼”
也可以得到印证:《水经注·漯水》记如
浑水“又南迳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
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其神图像，
皆 合 青 石 为 之 ，加 以 金 银 火 齐 。 众 采
之上，炜炜有精光”，可知皇舅寺是冯
太 后 之 兄 冯 熙 所 建 的 寺 院 ，内 有 华 丽
的五重塔。

这 是 一 次 重 大 的 人 事 变 动 ，昙 曜
集 团 的 失 势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事 实 ，这 也
会 影 响 到 武 州 山 石 窟 寺 的 开 凿 。《魏
书》所 记 载 的 皇 帝 行 幸 武 州 山 石 窟 寺
的记录，在太和七年（483）五月以后断
绝，自此至迁都洛阳的大约 10 年时间
里 ，一 次 都 没 有 皇 帝 行 幸 的 记 录 。 与
此 相 对 照 ，479 年“ 幸 方 山 ，起 思 远 佛
寺”以后，480 年八月、481 年四月、482
年 三 月 、483 年 七 月 、484 年 四 月 和 七
月 幸“ 方 山 石 窟 寺 ”、485 年 四 月 和 六
月 、486 年 六 月 和 七 月 、487 年 五 月 、
488 年四月和七月、489 年四月、490 年

正 月 和 七 月 以 及 同 年 九 月 冯 太 后 驾
崩、十月葬于永固陵，都有孝文帝巡幸
方 山 的 记 录 。 所 以 ，石 松 日 奈 子 认 为

“此 后 武 州 山 石 窟 寺 不 再 是 平 城 佛 教
的 中 心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新 任 沙 门 都 统
僧显的方山思远寺。这意味着因为昙
曜 的 下 台 ，武 州 山 石 窟 寺 与 皇 室 之 间
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太 和 七 年 之 后 ，云 冈 石 窟 的 开 凿
与 皇 室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否 疏 远 可 以 再
议 。 云 冈 石 窟 分 为 三 期 ，云 冈 石 窟 在
第 二 期 ，即 孝 文 帝 和 冯 太 后 时 期 多 开
凿 成 组 的 双 窟 ，议 者 多 认 为 这 与 为 孝
文帝和冯太后“二圣”祈福有关。据宿
白 先 生 的 研 究 ，这 一 时 期 的 洞 窟 就 有
由 宦 官 主 持 兴 造 的 ，也 就 是 说 皇 家 石
窟 的 营 建 工 程 主 要 负 责 人 ，在 孝 文 帝
和 冯 太 后 时 期 已 经 由 高 僧 转 变 为 宦
官。如云冈石窟的第 9、10 窟，宿白先
生 根 据《大 金 西 京 武 州 山 重 修 大 石 窟
寺碑》，推测为钳耳庆时（王遇）所主持
开 凿 。《金 碑》记 崇 教（福）的 情 况 是:

“ 今 寺 中 遗 刻 所 存 者 有 二 …… 一 在 崇
教，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
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钳耳庆时镌岩
开 寺 。 其 铭 曰:承 借 □ 福 ，遮 邀 冥 庆 ，
仰 钟 皇 家 ，卜 世 惟 永 。 盖 庆 时 为 国 祈
福之所建也。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
十 三 年 毕 。”又 云:“ 崇 福 则 成 于 钳
耳 。”《金 碑》征 引 遗 刻 标 明“其 略 曰 ”

“末云”，表明《金碑》有关钳耳庆时在
云冈营造的有关内容，是节录碑文，而
不是全文。

《魏 书·阉 官 传》有 王 遇 传 ，称“王
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
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
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
为 王 焉 。 自 晋 世 以 来 ，恒 为 渠 长 。 父
守贵，为郡功曹，卒。遇既贵，追赠安
西将军、秦州刺史、澄城公”。

本 传 记 其“性 巧 ，强 于 部 分 ”。“北
都 方 山 灵 泉 道 俗 居 宇 及 文 明 太 后 陵
庙”都是王遇监作。迁都洛阳之后，宣
武初，王遇兼将作大匠，“洛京东郊马
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
东 西 两 堂 、内 外 诸 门 制 度 皆 遇 监 作 。
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
壮者均其劳逸。”

钳 耳 庆 时 信 佛 教 ，《水 经 注》卷 一
三《 水》记他在平城东郊建祇洹舍：

“（平 城）东 郭 外 ，太 和 中 ，阉 人 宕
昌 公 钳 耳 庆 时 立 祇 洹 舍 于 东 皋 ，椽 瓦
梁 栋 、台 壁 棂 陛 、尊 容 圣 像 及 床 坐 轩
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所恨惟列壁
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
题 大 篆 非 佳 耳 。 然 京 邑 帝 里 佛 法 丰
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
为上矣。”

清 末 陕 西 澄 城 出《大 代 宕 昌 公 晖
福寺碑》，知他还曾在家乡建晖福寺。

《晖 福 寺 碑》文 云:“ 我 皇 文 明 自 天 ，超
世 高 悟 …… 太 皇 太 后 圣 虑 渊 详 ，道 心
幽畅……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
行 尚 书 、宕 昌 公 王 庆 时 资 性 明 茂 ……
于 本 乡 南 北 宅 上 ，为 二 圣 造 三 级 佛 图
各一区，规崇爽垲，择形胜之地，临沃
衍，据条刚……伐良松于华畎之阴，掇
文 瑶 于 荆 山 之 阳 ，旌 功 锐 巧 ，穷 妙 极
思，爱自经始，三载而就……太和十二
年 岁 在 戊 辰（488）七 月 己 卯 朔 一 日
建。”

王 遇 为 冯 太 后 所 赏 识 ，与 另 外 一
位宦官抱嶷并为冯太后所宠信，“遇与
抱 嶷 并 为 文 明 太 后 所 宠 ，前 后 赐 以 奴
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
富室。”抱嶷在《魏书·阉官传》中亦有
传：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
直谷。……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迹
冗，经十九年。后以忠谨被擢，累迁为
中常侍、安西将军、中曹侍御、尚书，赐
爵安定公。自总纳言，职当机近，诸所
奏 议 ，必 致 抗 直 。 高 祖 、文 明 太 后 嘉
之，以为殿中侍御，尚书领中曹如故，
以 统 宿 卫 。 俄 加 散 骑 常 侍 。 高 祖 、太
后 每 出 游 幸 ，嶷 多 骖 乘 ，入 则 后 宫 导
引 。 …… 加 嶷 大 长 秋 卿 。 嶷 老 疾 ，请
乞外禄，乃以为镇西将军、泾州刺史，
特 加 右 光 禄 大 夫 。 将 之 州 ，高 祖 饯 于
西 郊 乐 阳 殿 ，以 御 白 羽 扇 赐 之 。 ……
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
用新制。”

抱嶷位高权重，统高祖、文明太后
宿 卫 ，“ 高 祖 、太 后 每 出 游 幸 ，嶷 多 骖
乘，入则后宫导引”，但是，他在后来回
家 乡 泾 州 任 刺 史 ，其 原 因 很 可 能 是 与
孝文帝政见不合，“自以故老前宦，为
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抱嶷在
泾 州 开 凿 了 王 母 宫 石 窟 ，这 个 石 窟 又
被称为“云冈第六窟的升级版”。石窟
位 于 甘 肃 平 凉 市 泾 川 县 西 郊 ，汭 河 和
泾河交汇处的宫山脚下。与云冈石窟
第六窟一样，是陇东地区年代较早、较
大型的一个中心柱式窟。石窟坐西面
东 ，高 11 米 ，宽 12.6 米 ，深 13 米 ，中 心
柱宽 7 米，深 7.6 米，规模可称宏大。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抱 嶷 同 样 曾 经 担
任 大 长 秋 卿 ，大 长 秋 为 皇 后 所 有 的
官 属 的 负 责 人 。 关 通 后 宫 内 外 ，对
外 传 达 皇 后 旨 意 。 所 以 ，云 冈 第 二
期 石 窟 的 开 凿 总 体 上 还 是 皇 家 工
程 ，只 是 第 一 期 工 程 都 是 为 皇 帝 祈
福 ，而 第 二 期 工 程 因 为 有 冯 太 后 的
参 与 而 变 得 复 杂 化 ，此 为 另 外 的 议
题 ，拟 撰 文 再 议 。

畾
系氵

《魏书·释老志》中的一段文献（上）
—— 兼 论 云 冈 模 式

杭侃

本 报 讯 （记 者 赵小霞） 石 窟
文 化 是 黄 河 文 化 及 古 代 丝 绸 之 路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而 云 冈 石 窟
作 为 珍 贵 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是 融 汇
东 西 方 文 化 、中 华 多 民 族 文 化 、佛
教 艺 术 与 石 刻 艺 术 的 文 化 艺 术 宝
库 。 8 月 5 日 ，“ 丝 绸 之 路·黄 河 ：长
河 灵 岩 ”主 题 展 览 在 郑 州 博 物 馆 开
幕 。

本 次 展 览 由 郑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
大 同 市 委 宣 传 部 指 导 ，郑 州 市 文 物
局 、云 冈 研 究 院 主 办 ，郑 州 博 物 馆
承 办 ，展 览 展 出 云 冈 石 窟 相 关 展 品
55 件（组），包 括 云 冈 石 窟 代 表 性 文
物 展 品 、3D 打 印 展 品 、相 关 研 究 历
史 档 案 等 ，带 观 众 走 近 云 冈 石 窟 ，
深 切 感 受 其 恢 弘 壮 丽 的 风 貌 和 蕴
藏 其 中 的 丰 富 文 化 内 涵 。

据 了 解 ，展 览 分 为 三 个 单 元 ，
全 面 介 绍 云 冈 石 窟 的 考 古 发 现 、石
窟 概 况 及 保 护 历 程 ，展 出 云 冈 石 窟
窟 前 与 山 顶 遗 址 考 古 发 现 的 建 筑
材 料 、生 活 用 具 及 石 雕 造 像 ，同 时
将 云 冈 石 窟 保 护 维 修 的 档 案 资 料
公 开 展 示 ，重 点 介 绍 了 云 冈 石 窟 二
十 年 来 的 数 字 化 保 护 发 展 历 程 ，诸
多 展 陈 内 容 均 为 首 次 亮 相 。

为 让 观 众 能 身 临 其 境 地 感 受 云
冈 石 窟 风 采 ，此 次 展 览 还 将 1∶1 比
例 高 精 度 复 制 的 云 冈 石 窟 第 12 窟 ，

“ 搬 ”到 了 郑 州 博 物 馆 一 楼 大 厅 ，重
现 气 势 恢 宏 的 洞 窟 、形 态 各 异 的 雕
塑 与 绚 丽 多 姿 的 壁 画 ，为 观 众 带 来
一 场 跨 越 时 空 的 历 史 对 话 ，以 及 承
载 千 年 石 窟 艺 术 的 视 觉 盛 宴 。

开 幕 当 天 ，郑 州 博 物 馆 内 ，游

人 如 织 ，观 众 们 纷 纷 表 示 ，走 进 3D
打 印 的 第 12 窟 ，仿 佛 自 己 置 身 于 云
冈 石 窟 内 ，满 壁 的 伎 乐 天 人 正 随 着
旋 律 跃 跃 欲 试 ，久 坐 不 动 的 佛 、菩
萨 都 被 这 美 妙 的 佛 国 音 乐 、舞 蹈 所
陶 醉 。 观 众 们 不 时 发 出 阵 阵 惊 叹
声 ，纷 纷 拿 出 手 机 拍 照 记 录 。

云 冈 石 窟 作 为 中 国 古 代 规 模 最
大 的 石 窟 群 之 一 ，是 由 北 魏 皇 室 集
中 全 国 人 力 、物 力 所 兴 造 ，规 模 宏
大 ，造 像 内 容 丰 富 ，雕 刻 技 艺 精 湛 ，
代 表 了 公 元 5 世 纪 中 国 雕 刻 艺 术 的
顶 尖 水 平 。

本 次 展 览 的 推 出 ，对 于 加 强 晋
豫 两 地 之 间 的 文 化 交 流 与 合 作 ，共
同 弘 扬 黄 河 文 化 和 丝 路 精 神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的 繁 荣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云冈石窟”亮相郑州博物馆
近年来，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

中 心 通 过 研 发 云 冈 云 平 台 ，借 助 数
字 技 术 助 推 云 冈 学 发 展 ，努 力 实 现
云 冈 石 窟“ 保 存 在 大 同 、研 究 在 世
界 ”的 目 的 。 云 冈 云 平 台 建 设 都 包
含 哪 些 内 容 ？ 该 平 台 研 发 后 ，为 云
冈 学 研 究 带 来 了 哪 些 便 利 ？ 日 前 ，
记 者 深 入 云 冈 研 究 院 采 访 一 线 科 研
工 作 者 获 取 答 案 。

云 冈 研 究 院 数 字 化 保 护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李 丽 红 说 ，云 冈 云 平 台 是
2023 年 10 月 份（试 运 行）上 线 的 ，是
以 云 冈 文 献 数 据 、文 物 信 息 及 学 科
知 识 为 一 体 的 数 字 化 知 识 体 系 平
台 。 这 个 平 台 包 括 二 维 的 老 照 片 ，
还 有 三 维 的 数 据 模 型 、档 案 资 料 以
及 遗 产 监 测 资 料 ，为 云 冈 学 的 建 设
提 供 了 数 据 的 支 撑 。 云 冈 云 平 台 通
过 给 科 研 人 员 授 权 账 号 的 形 式 ，让
科 研 人 员 在 异 地 可 以 实 现 对 数 据 的
浏 览 、查 询 、研 究 ，最 终 要 实 现 云 冈

石 窟 保 存 在 大 同 ，但 是 研 究 在 全 球
的 目 的 。

数 字 化 在 科 研 工 作 中 起 到 的 作
用 是 非 常 大 的 ，通 过 数 字 化 过 程 ，无
形 之 中 把 不 可 再 生 的 资 源 保 存 下
来 ，是 非 常 珍 贵 的 文 物 电 子 档 案 。
云 冈 研 究 院 历 史 与 民 族 融 合 研 究 中
心 科 研 办 主 任 郭 静 娜 说 ，数 字 化 所
产 生 的 文 物 扫 描 影 像 对 于 云 冈 石 窟
的 研 究 非 常 便 利 ，石 窟 寺 科 研 工 作
者 一 般 需 要 在 洞 窟 爬 上 爬 下 ，但 是
有 了 云 冈 云 平 台 ，便 可 以 在 电 脑 中
随 意 浏 览 或 者 提 取 每 一 尊 造 像 的 资
料 ，甚 至 可 以 把 洞 窟 内 高 处 的 造 像
拉 到 很 近 的 距 离 进 行 查 看 ，很 多 细
节一目了然，便于研究。

云 冈 研 究 院 将 不 断 加 快 云 冈 学
体 系 建 设 、发 展 、完 善 工 作 ，借 助 云
冈 云 平 台 研 发 助 推 云 冈 学 研 究 迈
上 新 台 阶 。

（赵小霞）

“云冈云平台”助推云冈学发展

游客观看 3D 打印的云冈石窟第 12窟

2000 年 8月宿白先生考察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景区昙曜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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