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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西大同城西 16 公里武州山
麓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是一座巨
大的、令世界注目、充满了无穷魅力的

“雕刻艺术博物馆”。云冈石窟也是与印
度以阿旃陀石窟为代表的犍陀罗佛教艺
术、阿富汗以巴米扬石窟为代表的巴米
扬石窟齐名的世界三大石窟，被誉为东
方艺术瑰宝。

云冈石窟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
的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
窟齐名的中国石窟“三圣”之一。石窟寺
是佛教寺庙的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古
印度。两千年前随着佛教的东传汉化，
石窟寺艺术这一建筑形式也随着佛教从
著名的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云冈石窟
在存世为数不多的世界石窟寺群体当
中，因其规模宏大、题材多样、内涵丰富、

融汇东西、雕刻精美而享誉世界，具有
不可替代性和里程碑性。云冈石窟开
凿于 1564 年前的北魏王朝，现存洞窟
45 个，佛教造像 59000 余尊，最大的佛
像 17 米，最小的佛像只有 2 公分。1500
年前，云集在武州山边的万名能工巧
匠，用近百年的时光，在冰冷坚硬的岩
石之上，以慈悲的佛心雕刻出了柔美感
人的佛国世界。

云冈的佛像都带着慈爱的微笑，这
微笑，是全世界最美的微笑，令人动容，
也温暖了每一位到此观光的游客的心。
云冈石窟不仅是鲜卑拓跋的，也是中国
的，更是世界的瑰宝！此生有幸，我与云
冈石窟结下了不解的殊深之缘。作为全
国高级导游员，近 40 年来，我数百次走
进云冈石窟，为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云

冈石窟的前世今生。能让游客知晓云
冈，爱上云冈，我很自豪，也很骄傲。

永远铭记无数贤者对云冈石窟的
评价。梁启超先生说：“就只这票宝贝，
全世界别无二处！”钱穆先生说：“赏云冈
石刻，诚千古稀见！”一代鸿儒陈宝琛先
生在 105年前留给我们赞美云冈石窟的
诗令人感慨，“当时伟丽绝一世，自古不
坏惟真空。”我们也不会忘记蔡元培先
生、刘海粟先生在上世纪初对云冈石窟
保护的关注：“云冈石窟，为世所珍，严饬
保护，而示来叶！”

多么好，此生能与云冈石窟“邂逅
相遇”，注定了我和云冈石窟一生“适我
愿兮”的不解之缘。

我将不懈努力，用我的毕生精力，
乐为云冈鼓与呼！

云冈石窟第十二窟“音乐窟”局部图

“你知道 1500 年前的音乐会是什么
样吗？”

这 里 乐 伎 击 鼓 敲 钟 、怀 抱 各 式 乐
器，弹奏天籁之音；舞伎彩带飘飞、婆
娑 起 舞 ，演 绎 绝 美 舞 蹈 …… 这 场 音 乐
会来自公元 5 世纪的北魏王朝，鼓乐齐
鸣的恢弘、天人之姿的摇曳都被 一斧
一凿刻入了洞窟的石壁之上。步入深
14 米 的 云 冈 石 窟 音 乐 窟 ，抬 头 望 ，门
拱、壁面、窟顶，层层叠叠地雕刻着不
同的乐舞形象，仿佛一支气势磅礴的

“乐队”，展示着当时西凉、龟兹、高丽、
天竺以及中原地区各种乐舞荟萃一堂
的盛景。千年前的音乐会都有哪些乐
器奏响？刻在石头上的音乐，又能否
穿越时光供现代人欣赏呢？

这就是素有“音乐窟”之称的云冈
石窟第十二窟，它以恢宏壮丽的伎乐
雕 刻 和 华 美 浪 漫 的 艺 术 氛 围 举 世 闻
名。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中国传统
的排箫、卧箜篌，也能看到沿着丝绸之
路流传至此的琵琶、筚篥等乐器。西
侧石壁上有倒弹琵琶的乐伎，南壁正
中还有扭腰送胯、合掌弹指的“音乐总
指挥”。

云冈石窟讲解员梅杰：据统计，音
乐窟的乐器达到了 20 多种、500 多项，
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维也纳金色音乐大
厅。

云冈石窟坐落于山西大同西郊的
武周山南麓，历经风雨千百年，20 世纪

后才逐步回到大众视野，并被世界熟
知。而对音乐窟的专业考古研究则起
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云 冈 博 物 馆 原 馆 长 赵 昆 雨 ：我 们
那时候研究石窟会用到竹梯子，在梯
子头儿上接触洞窟的位置绑上棉布，
让它接触没有雕刻的壁面。一部梯子
架起来是 7 米高，再高的地方就需要把
两部竹梯子绑起来就是 14 米高，我踩
在上面就像橡皮筋上的一颗石子一样
弹 来 弹 去 。 我 们 会 逐 窟 逐 壁 面 全 部
看，还看不到的地方，就会买一个望远
镜，那时候望远镜是非常奢侈的。作
为 一 个研究者，你必须到洞窟里头去

“爬”，才知道乐器的位置和整个洞窟的
关系，和壁面的关系，头脑中才有了架
构。

就 是 用 这 些 赵 昆 雨 口 中 所 谓 的
“笨办法”，考古专家们逐步摸清了音
乐窟里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
及乐队的组合形式等，让北魏宫廷乐
队 风 貌 和 社 会 音 乐 制 度 逐 步 被 人 认
知，就连宋代就已失传的中国传统乐
器—— 卧 箜 篌 也 再 度 现 世 ，揭 开 了 神
秘面纱。

赵昆雨：卧箜篌是有通柱的，像琵
琶、吉他一样。古人在雕刻卧箜篌的
时候用心良苦：琴是一个正侧面，雕刻
的则是侧正面，还能交代出乐伎的左
手拿着一个方形的拨片。

1500 多年前的工匠们在栩栩如生

的雕刻中，为后人留下了可供辨认的
细节。赵昆雨说，对石窟的考古研究
要长期而持续，精美的雕刻中隐藏着
太多“密码”，常看常新。

赵昆雨：1500 年前的雕刻家，在石
窟里面留下很多的话，不是用嘴说的，
是用凿留下来的。只要你有足够的积
淀、对它有足够的了解，你就会收听到
来 自 1500 年 前 古 人 的 留 言 。 如 果 把
云冈石窟比作一座宏大的宫殿，你一
生的时间也不过是在这个宫殿里头的

一个角落看一下，它太博大了。
云冈石窟的开凿全部完成于北魏

时期，大约历时 64 年，现在主要保存下
来的洞龛有 254 个，石雕造像 59000 多
尊，代表了公元 5 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
最高水平。除音乐窟外，研究人员共
在云冈石窟的 25 个洞窟中发现了乐伎
乐器的形象，这些“凝固的艺术”以独
特 的 方 式 展 现 出 北 魏 时 期 多 民 族 交
往、交融的音乐风貌。云冈研究院文
博研究馆员王恒说，那时的北魏就像

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八方来客汇
聚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山西大同。“统
一”和“多民族”成为北魏文明最重要
的两个元素。

王恒：在平城时代，人们来自四面
八方，人口数量大。当时全国 3000 多
万人，这里就聚集了 100 万，这个比例
就相当于现在一个 6000 多万人口的城
市。看一下地球仪，北纬 40 度转一圈，
既可以游牧又可以农耕。今天来了，
明天走了，经常在换人，多元的文化形
式到了一块儿。

与 国 内 其 他 石 窟 相 比 ，云 冈 石 窟
既有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元素，也
有希腊、罗马的建筑造型、装饰纹样和
相貌特征，反映出云冈石窟与世界各
大文明之间的渊源，云冈研究院历史
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北朝文化研究室
副主任侯瑞表示，这在中华艺术宝库
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后世中国文化艺
术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侯 瑞 ：这 些 面 带 微 笑 的 佛 像 和 各
种各样的艺术形象，是佛教艺术进入
到中国本土以后，很好地本土化的中
西文化元素交流交融的产物。

云冈造像大多在砂岩体上雕琢而
成，经过上千年风雨侵蚀，多少有些风
烛残年的状态。如何才能让历史瑰宝

“青春永驻”？这就必须提到云冈石窟
已有所成的数字化保护。云冈研究院
文博馆员何勇介绍，从 2003 年开始，云
冈石窟逐步运用激光扫描技术，三维
信息采集技术和 3D 打印技术等手段，

建立石窟数字档案，实现石窟信息的永
久保存。

何勇：每天每人大概能拍 1 万张到
2 万张照片，拍照要隔离自然光，所以要
从晚上六、七点钟开始，一直要拍到晚
上 11 点、12 点，回来以后还要把当天的
数据重新检验一遍，没有问题后再导入
硬盘。这洞窟外边热、里面凉，尤其到
了晚上，经常会有研究人员像我咳嗽，
都属于普遍性的。

2017 年底，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第
3 窟西后室原比例 3D 打印复制项目落
户青岛，让高 10 米的坐佛可以“走”出洞
窟；2018 年 11 月，第 18 窟的一部分完成
复制，15.5 米高的立佛来到北京；而第
12 窟音乐窟的复制窟则采用轻型材料
制作、可以像积木一样组装拆卸，开启
了“行走”世界之旅。

何 勇 ：我 们 一 直 在 加 速 数 字 化 采
集。目前，我们从全部采集工程的 1/2，
已经发展到将近 2/3。预计在 2030 年之
前实现全部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工程。

近日，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火
爆全网，“悟空宇宙”中出现的每一帧壁
画、塑像为世人惊叹，也让游戏中原型
之一的 云冈石窟再次出圈。一批批游
客走进云冈，阅读这部镌刻在石头上的
史书。一眼千年，世界在这里“大同”，
云冈石窟展现给世人的，不仅仅是北魏
平城时代的繁荣强盛，更凸显了中华民
族开放包容的文化自信，也成为不断焕
发新生的悠久传承。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1500多年前的音乐会，可以来这里“听”！

秋 风 送 爽 ，清 凉 怡 人 。 经 历 过 暑
期 如 潮 的 客 流 之 后 ，如 今 ，云 冈 石 窟
景 区 依 然 吸 引 许 多 游 客 前 来 旅 游 观
光 ，有 的 游 客 与 大 佛 隔 空“ 击 掌 ”合
照 ，有 的 游 客 细 致 观 察 静 态 的 石 窟 ，
聆 听 千 年 前 的 刀 刻 斧 凿 之 声 。 伴 随
着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跟着悟空游
山 西 ”活 动 的 火 热 启 动 ，为 进 一 步 吸
引游客打卡，活动特别设置了与游戏

“梦幻联动”环节，在各个古建景点设
置打卡装置。在云冈石窟景区内，游
客 可 以 在 打 卡 点 领 取 通 关 信 物 主 题
明信片等文创礼物，盖章打卡各个游
览景点。

打 卡 点 设 在 云 冈 文 创 空 间·密 密
主店外。据了解，游戏通关信物主题
明 信 片 每 日 限 量 仅 400 张 ，由 于 游 客
的需求量大，明信片供不应求。密密
主文创店主说：“尤其是年轻人对《黑
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特别着迷，有一
位游客曾两次购买云冈石窟门票，就
是为了领取游戏通关明信片。有时候
明信片发放完毕，为了让游客满意，我
们会把店里的明信片送给游客。”

游 客 不 仅 被 游 戏 吸 引 ，而 且 被 密
密主原创设计的云冈文创吸引，记者
看到一位女士指着展架上一排毛绒小
佛对同伴说：“看，这就是电瓶车挡风
玻 璃 处 挂 的 小 佛 。”她 开 心 地 拿 了 两

个，随后在店里左逛右逛。密密主文
创店主介绍说：“这款毛绒挂件是我们
店里的爆款，游客非常喜欢，为了更好
地宣传，我们在云冈石窟景区内的电
瓶车前都挂了这个佛头，效果很好。”

走进密密主店内，第一感受便是色
彩非常艳丽，设计大胆而前卫。“这个品
牌是一群来自上海的 80 后、90 后设计
团队设计开发，他们喜欢传统文化，喜
欢云冈石窟历史文化，他们在广泛借鉴
一线城市文创产品的多种风格，听取云
冈研究院有关研究专家的建议之后，结
合当今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心理特点，
设计研发了多款云冈文创产品。”密密
主文创店主说。

这位店主说，“密密主”的名字和形
象也很奇特，来自云冈石窟的金刚力
士。在云冈石窟北魏皇家雕刻的金刚力
士出现之前，金刚一直是以单体的形象
出现，而成对出现的金刚力士从此成为

定式，这是佛教艺术的重大改变，也是密
密主标识采用云冈力士形象的原因。

在抖音、快手、小红书、视频号等社
交平台，博主们纷纷发布这样的心情
与文创配图：“看到云冈小佛，想去云
冈石窟的心达到了顶峰。”“谁还没有
收到这个云冈最美佛像冰箱贴啊，真
的太逼真了。”“文创脑袋狂喜，云冈石
窟的文创真的太好逛了，帆布包、毛绒
挂件、笔记本，通通都想带走。”“云冈
石窟文创真的有好好在设计开发，根
本买不完。”“带着大圣的通关文牒去
云冈石窟盖章，没想到遇见了大圣同
款金箍手绳。”

在云冈文创空间·密密主店外，一
名外地游客说，云冈系列文创火出圈，
来云冈石窟的游客不仅见识到了气势
宏伟的云冈造像，而且被各种各样的
云冈文创深深吸引，云冈文创产品总
能令人耳目一新。

云冈文创爆款频出
本报记者 赵小霞

所谓供养人，就是具有供养行为
的 人 ，即 开 窟 造 像 、修 建 寺 庙 的 功 德
主或者虔诚信徒，不同的供养人有着
不一样的愿望，期望得到的回报也不
相同，同时也基于供养人物质条件的
差 异 ，不 同 阶 层 的 人 ，供 养 方 式 也 有
很大的不同。

在这之中，最值得注意的衍生产
品 就 是 供 养 人 像 。 供 养 人 像 主 要 包
括 画 像 、雕 像 等 ，一 般 是 出 资 绘 制 或
建 造 圣 像 、开 凿 石 窟 的 信 众 ，为 了 表
示 虔 诚 、留 记 功 德 和 名 垂 后 世 ，在 宗
教 绘 画 或 雕 像 的 边 角 或 者 侧 面 画 上
或雕刻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仆等人
的 肖 像 ，这 些 肖 像 统 称 为 供 养 人 像 。
尽 管 供 养 人 像 在 传 统 基 督 教 中 也 有
所呈现，但这样的形式在佛教中最为
盛行。

这件造像为砂岩质地，1992 年于
窟 前 采 集 。 佛 龛 下 方 形 铭 石 右 侧 的
五身供养人，身材修长，双手合掌、面

向左侧。首位为僧人，后四人为束发
髻的女性供养人。前二人着僧衣，后
三 人 上 身 着 交 领 宽 袖 衣 ，下 着 长 裙 。
石 雕 高 34.5 厘 米 、宽 约 46 厘 米 、厚 约
13 厘米。

在 云 冈 数 以 万 计 的 佛 教 造 像 雕
刻中，供养人的出现反映出了北魏时
期的社会特征，虽然供养人的雕刻数
量 有 限 ，再 加 上 其 雕 刻 位 置 的 不 明
显 ，所 以 在 过 去 的 岁 月 中 ，没 有 得 到
人们的足够重视。在云冈石窟中，几
乎每个洞窟都有供养人的雕刻，他们
或簇拥在佛龛周围，或位于窟内四壁
下 部 ，或 龛 下 ，碑 刻 两 旁 。 云 冈 石 窟
供 养 人 的 雕 刻 虽 不 是 石 窟 雕 刻 中 的
主要题材，但它的雕刻确实客观真实
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概况，无论
他 在 哪 个 位 置 ，都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为被供养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
支持。

云冈研究院 李丽梅

北魏供养人行列

“乐为云冈鼓与呼！”

国家高级导游朱孟麟

游客在挑选毛绒小佛挂件

云冈石窟第十二窟“音乐窟”：合掌弹指的“音乐总指挥”

3D 打印石窟进行拼装 工作人员对石窟进行三维激光扫描

(朱孟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