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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乐天是北魏石窟伎乐形象最为
主要的类型，云冈石窟的伎乐天形象可
以大致分为三类，天宫伎乐、供养伎乐
以及伎乐飞天。不同类型的伎乐天，在
造型、服装、姿态以及窟龛中所处的位
置均存在差异。

本件北魏天宫伎乐，出土于鲁班
窑石窟。伎乐天位于仿木构屋檐下的
圆拱龛内，两龛龛楣相接处雕刻有带
头光的供养天，龛内残存四个演奏不
同乐器的伎乐天。伎乐天头梳高髻、
斜披络腋、环绕帔帛，高 27.6 厘米、厚
13.2—6.3厘米。

在云冈石窟以西约 2公里处的十里
河西岸的山丘上，有一组规模较小的石
窟，这就是“鲁班窑石窟”。传说当年开
凿石窟的能工巧匠曾居住于此，从而得
名“鲁班窑”。从现存的石窟造像风格辨

析，判定其为北魏时期的造像。鲁班窑
石窟坐西朝东，与云冈石窟隔河相望，对
峙呼应。这里没有红墙绿瓦，没有参天
树木，只有两个洞窟。石窟均为椭圆
形。鲁班窑石窟规模较小，但它对研究
云冈石窟的开创历史和北魏时期佛教的
兴衰史，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天宫伎乐就是佛经中所描述的、
执乐器作歌舞的天女。天宫乐伎造像
通常着长袍，佩飘带，以头光表明其天
人身份，姿态基本为站姿或胡跪，在云
冈石窟中的第 9、10 窟等窟龛中，往往
被雕刻于洞窟壁面最上层—如龛楣所
雕出的栏台上，这种造型一致的天宫
乐 伎 造 像 ，应 该 就 是 根 据“ 诸 栏 楯 间
……诸女自然执众乐器，竞起歌舞”的
经文雕刻的。

云冈研究院 古艳

北魏时期的天宫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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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赵小霞）今 年 以
来，极端天气增多、旅游需求旺盛，云
冈石窟保护面临着诸多挑战，为进一
步做好安全工作，9 月 19 日上午，云冈
研 究 院 安 全 管 理 委 员 会 召 开 专 题 会
议，对上半年及暑期安全工作进行总
结 ，对 下 半 年 安 全 工 作 再 安 排 、再 部
署 。 研 究 院 党 委 班 子 成 员 ，各 部 、中
心、所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议
由党委委员、副院长闫丁主持。

会 议 首 先 听 取 了 各 部 、中 心 、所
负 责 人 关 于 上 半 年 及 暑 期 的 安 全 工
作 情 况 和 下 半 年 工 作 计 划 的 汇 报 。

分 管 安 全 工 作 副 院 长 闫 丁 代 表 研 究
院 安 全 管 理 委 员 就 全 院 上 半 年 安 全
工作总结发言。

闫丁指出，今年，云冈石窟面临着
文物保护需求加大、旅游热度不减和
景区实施大量维修工程等复杂环境，
在云冈研究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景
区上半年以及暑期运行安全平稳，没
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实现了文物保
护和景区开放的双赢。但是，在日常
工作中仍存在着重业务轻安全、安全
监管力度不够、安全制度执行力不强、
安全设施不健全、安全经费投入不足

等问题。接下来，云冈研究院将高效
发挥安全管理委员会的作用，继续完
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持续开展安全
培训、检查和演练，并将安全工作纳入
年度考核指标体系。

随后，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
建国，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
中心主任卢继文，党委委员、文旅融合
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依次就各自分管
部门的安全工作进行了点评。

最 后 ，研 究 院 党 委 书 记 刘 建 勇 作
总 结 讲 话 。 他 强 调 ，全 院 上 下 要 始
终 把 安 全 工 作 放 在 首 位 来 抓 。 一 是

进 一 步 提 高 认 识 ，坚 决 落 实 落 细 安
全 生 产“ 三 管 三 必 须 ”要 求 ，筑 牢 安
全 防 线 ；二 是 进 一 步 强 化 石 窟 本 体
文 物 安 全 工 作 ，加 大 隐 患 排 查 力 度 ，
加 强 重 点 洞 窟 养 护 工 作 和 石 窟 重 要
点 位 的 监 测 ；三 是 进 一 步 强 化 综 合
保 障 ，做 好 旅 游 服 务 工 作 ，严 密 防 范
公 共 安 全 事 故 ，确 保 景 区 设 施 设 备
及 人 员 密 集 场 所 安 全 。 全 院 干 部 职
工 要 认 真 落 实 会 议 精 神 ，为 全 院 文
物 保 护 和 文 旅 工 作 实 现“ 安 全 、有
序 、质 量 、效 益 ”四 统 一 的 目 标 作 出
应 有 的 贡 献 。

云冈研究院安委会召开专题会议

专题会议现场

联合研究生院研究生佩戴院徽，共同许下“坚定文化
自信、传承文明薪火”的庄严承诺

三晋故地，千年古都，文脉相承，弦
歌不绝。

行走石窟，追踪历史，融合发展，走
向未来。

9 月 21 日，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
生院 2024 级专项计划研究生开学典礼
在 我 市 举 行 。 该 院 2024 级 79 名 博 士
生、98 名硕士生，为打造中国石窟文化
遗产保护一流人才培养基地开启奋进

“航程”。
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是继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究生院、西南
联合研究生院之后国内第三个联合研
究生院，旨在打造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和文化传承发展方面世界一流的人
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高地。研究生
院将遵循学科规律，开展自然科学与人
文社会科学交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加
快构建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养
宽专兼备的石窟研究领域复合型创新
人才。坚持需求牵引，聚焦石窟寺文物

价值认知、保护修复、展示传播的迫切
需求，持续推动石窟寺考古、文物病害
机理和保护材料等基础研究、保护利用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力争将中国石窟
文化联合研究生院打造成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科研高地。完善体制机制，通
过联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探
索建立新型的决策机制与管理协调工
作机制，通过高校与高校间、高校与文
博科研单位的共建共享，持续稳定地开
展战略性、长期性、储备性学科群布局
与建设。

山西省高度重视中国石窟文化联
合研究生院建设。去年 4 月，教育部前
往山西大学，就中国石窟联合研究生院
筹建工作开展调研。调研中，山西大学
就筹建背景、建院定位、建设基础、共建
方式、人才培养等方面汇报了中国石窟
联合研究生院的筹建情况。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敦煌研
究院、云冈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大
足石刻研究院、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
等联建单位介绍了文物保护工作、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各方面
表示全力推动联合研究生院的建设落
地落实。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和山西
省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
究生院于去年 9 月 17 日在我市挂牌成
立。

作为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
的联建单位之一，2024 年年初，云冈研
究院与山西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
推动教育、学术、人才多层次、多领域的

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云冈研究
院全力支持联合研究生院的建设和发
展，推动云冈学学科建设发展与人才培
养的紧密结合，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利用，深入挖掘云冈石窟所蕴
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奋力开
创 云 冈 学 研 究 和 人 才 培 养 的 崭 新 局
面。云冈研究院多位专家被聘为“联合
研究生院”云冈石窟研究兼职导师。

是日的开学典礼上，“联合研究生
院”的导师代表、新生代表先后发言。

“请珍重石窟寺创建、延续得以被看见
和研究的所有时代及其印记。充分认
识和理解当前的时代，进而了解你所研
究的时代。”“请珍惜联合研究生院研究
生的身份，拿着学生证走遍中国石窟，
感知佛教中国化艰苦卓绝的历程。”“请

‘善用’前辈、导师、科技和时间，让自己
成 为 链 接 历 史 和 当 代 的 黄 金‘ 天 命
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李志荣教授作为导师代表发言，言之谆
谆，意之殷殷，简单的话语饱含着对学
生的祝福与嘱托。

“克孜尔的古韵悠长，敦煌的丹青
华美、云冈的雄风浑厚、龙门的皇家威
仪、大足的融合灵动，离不开一代代石
窟人不畏困苦、甘于寂寞、勇于探索的
倾心尽力。”郑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琳
琳作为新生代表发言，向全体同学发出
博学求是、躬身田野，用行动践行“莫高
精神”，争做新时代守护石窟的接力者
的号召。

一枚小小的院徽，既彰显着荣誉，

也承载着担当。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 5 所
联建高校的新生代表佩戴着“联合研究
生院院徽”，共同许下“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文明薪火”的庄严承诺。联合研究
生院网站也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正式
启动。

仪式结束后，“联合研究生院”还举
行了发展建设研讨会、学术报告会。会
上，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兰州大学魏
文斌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山东大
学 姚 榕 华 副 教 授 、山 西 大 学 李 裕 群 教
授、吉林大学段天璟教授等专家，聚焦
政策支持、导师队伍建设、研究方向拓

展、课程体系设置、体制机制贯通等方
面进行了交流讨论，为联合研究生院下
一步的建设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会后，

“联合研究生院”组织师生赴云冈研究
院等处考察研修。之后，来自 5 所联建
高校的 177 名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
院专项计划博、硕士研究生进行了为期
三天的研学，通过聆听专题讲座，参观
云冈石窟、华严寺，赴大同市博物馆及
有关文物单位开展考察研修，实地探访
大同吉家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全
方位、多层次、近距离感受石窟文化的
魅力，感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深
刻内涵。

打开“石窟走廊”的学术通道
——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 2024 级新生开学典礼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说来惭愧，我是在 21 岁的时候，才
第一次走进云冈石窟。

土生土长的大同人，谁不知道云冈
石窟啊！它是中外游客来同旅游的首选
之地，更是我们大同人的骄傲和自豪。
作为 1500 多年前北魏王朝留在塞北大
地上的艺术瑰宝，云冈石窟早已成为举
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是 2001 年冬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更是蜚声海内
外。

然而，年少时的我，只知云冈其名，
未见云冈真容。

2004 年夏，在太原上大学的我和弟
弟回大同度暑假。我俩在省城见了一些
世面，但回到塞北故乡，反而觉得亲切了
许多。一个周末，父亲提议，带我俩出去
转转。去哪里呢？一想，云冈石窟这样
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都没去过，还提什
么他乡的名山胜地！父亲十一二岁的时
候，就在老师的组织下，去云冈石窟参观
过，成年后又多次去过，这回主要是想带
我俩看看，于是，我们决定去一趟云冈。

那个时候的云冈，村和镇紧挨着石
窟，景区面积很小，而大佛面对的，便是
村人的院落，挤挤挨挨，有些杂乱。千百
年的朝代更迭和岁月变迁，使得北魏时
云冈的盛况早已不可见，只留下了东西
绵延 1 公里的石窟群，还有山前山后聚
成的大小村庄。然而，因为云冈石窟的
知名度，来此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熙熙
攘攘的人潮中，有国内游客，更有国外游
客，都陶醉于满山的石佛。大家看雕塑、
品历史，感叹大同拥有这么一座辉煌的
艺术宝库。

那会儿，在我心中，云冈就是“石佛”
的代言。

父亲买了门票，带我和弟弟拾级而
上，从山门缓缓进入云冈景区。那时，
父亲 50 岁，年富力强，游兴大发，而我俩
还享受了学生票半价的优惠。举目望
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近在咫尺
的云冈石窟，这就是被人们常常挂在嘴
边的雕刻艺术宝库！一切都是那么新
鲜，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可作为土生
土长的大同人，我怎么就没想着早一点
来参观呢！

两座气势雄伟的楼阁矗立在眼前，
淡蓝色琉璃瓦，在晴空下泛着夺目的光
泽，单这两座楼阁就先将我震撼，更不要
说隐在楼阁后面的洞窟了。然而，因为
历史知识的欠缺，加之对佛教了解的贫
乏，我们只是兴冲冲地端详着石窟里的
一尊尊雕像：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完整，
有的残损，有的庄严，有的慈祥，有的带
着色彩，有的是石头的本色，却都叫不来
名儿，说不来是什么神佛，不知道雕刻它
们的缘由，更不知道所要呈现的意境，但
我的心灵确实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既震
撼于古人的伟大，也震撼它们能够保存
下来的不易。

初见云冈的人，心头似乎都有“震
撼”二字。

忘了在哪个洞窟，我见到一尊雕像，
乍一看，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细看，却是
面目狰狞，凶悍无比，而且，头顶发型怪
异，手里握着柄钢叉，环顾两壁，竟然是
一样的雕刻，可谓左右对称。细细凝眸，
云冈石壁的雕刻，大都是左右对称、题材
相仿，有的确实带着颜色，是淡淡的红，
经岁月洗礼，留下一抹芳华，令人仰望，
也令人遐想。

我问父亲那个雕像叫什么，他也说
不来，只一个劲儿地夸古人的伟大高妙，
但蕴含其中的深邃历史，我们都不懂，而
对于遥远的北魏王朝，也仅限于过去课
本上学过的一些知识。历史是什么？时
间是什么？满山的石佛，因何横空出世、
脱胎换骨？云冈石窟就像一个巨大的
谜，在我 21 岁的夏天，轰然罩在了心头，
而谜底的寻找，有待于我今后的成长和
历练。

在第 20 窟露天大佛前，我们不约而
同表现出了惊讶——这就是平时在电视
上见到的那尊大佛，不止电视上，邮票、
挂历、明信片、云冈门票，都印有这尊佛，
目光炯炯，嘴角微翘，不言不语，却胜过
千言万语。所有的中外游人，参观云冈
石窟的落脚点，都在这尊大佛前。我不
知道这佛有多高多大，单看那垂肩的双
耳，便让我深深地震撼，更遑论他绝世的
威严与慈蔼、端庄与平和。

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父亲用照相
机，给我和弟弟每人也在露天大佛前拍
了照，留作纪念。这就是我与云冈石窟
最初的相遇。

我把在云冈拍的照片悉心保存，对
这座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念念不忘，进而
拿起笔，尝试着描摹心中的圣地。我想

把相遇云冈的故事写下来，慢慢读懂大
佛，慢慢走进历史的纵深，而我在《大同
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寂
寞云冈》。当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时，我
感到的是自己初次走进云冈时的无知。

参加工作后，我有更多机会走进云
冈，去的次数多了，对它的认识便一点点
加深，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 21 岁那年
头一次与云冈相遇。我越觉得它伟大，
就越想了解它，但没有对历史的了解，怎
能读懂云冈这部“大书”，而抱着看热闹
的心态，是绝不可能抵达信仰的高度！

北魏、云冈，我们的相遇，才刚刚开
始。

2020年，也是一个夏天，在初次相遇
云冈十多年后，我竟有幸成为云冈石窟的
一名兼职讲解员，而此时的云冈景区，经
过了“凤凰涅槃”，发生了巨变。过去拥挤
的村庄和民房搬迁了，震耳欲聋的拉煤车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湖水荡漾、芦苇摇
曳、花草繁盛、杨柳依依，还有北魏风格的
重重殿堂。山门前的骆驼也不见了，曾
经，它们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叮叮当当地
呼应着历史的悠远。如今，那清脆的铃铛
声，早已被山门前的晨钟暮鼓所取代，梵
音袅袅，唯有时间亘古不变。

为了给游客讲好云冈故事，我从零
学起，大量翻看关于北魏王朝和云冈石
窟的书籍，想尽可能接近一个真实的云
冈、一个真实的北魏，还给云冈石窟写
过一首歌词《一眼千年》。然而，没有一
个人能说自己对云冈已经了解，在古人
营造的瑰丽的艺术宝库前，我们都是怀
着探求欲的学生，只有把一次一次相遇
的故事，写进春秋，记在心间，才会长怀
敬畏。

山将不朽，佛亦长存，我与云冈相遇
的故事还将继续。

把相遇写进春秋
许 玮

2004 年作者在云冈石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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