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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永宏

初识云冈石窟（中）
李云峰

双窟构造的特别寓意

云冈石窟的建造，是以昙曜最早开
凿位置居中的立佛洞、弥勒三尊洞、立
三佛洞、宝生佛洞、白佛爷洞为起始的，
然后才有东边诸洞窟的陆续开凿，再到
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西侧洞窟的开凿，
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的昙曜
五窟被列为 16 至 20 窟，人们平时为了
介绍方便，也常常以编号指称各窟，比
如已经成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
与象征、也是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
空前杰作的白佛爷洞大佛造像，许多人
只记住了 20窟这个指代。

其 实 ，7-8 窟 ，9-10 窟 ，1-2 窟 和
5-6 窟这四对成组的双窟，在建造史上
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最早关注的日
本学者当中，长广敏雄就著文《云冈石
窟第 9-10 双窟的特征》发表了它对这
种双窟结构进行的全面研究。比如构
造上与昙曜五窟初期石窟形制与造像
风格、题材内容的区别，显示西方文化
与中国本土文化日渐融合的中国化特
征；自 7-8 双窟开故事题材先例后，推
测 9-10 出现的睒摩本生、定光佛(儒童)
本生故事应该有标注短册形汉字榜题
的粉本，尽管“雕工只表现了人物性别
与服饰的差异，未能表现出年龄的差
异”；还有反映昙曜译经故事情形的体
现等等。作者还考察得出：“这种为使
相邻两窟能够相互通行而开凿的通道
未见于云冈的其他窟，克孜尔和库木吐
喇石窟的情况不明，甘肃省以东的佛教
石窟别无他例。”

但是作者并没有对这样的双窟形
制出现的原因进行探究，对这个问题作
出探讨的，是学者丁明夷先生。他在

《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一文中，根据北

魏宦官大臣、建筑学家钳耳庆时于太和
九年至十二年(485~488)为魏孝文帝、冯
氏“二圣”所建晖福寺双塔的独特形制，
推 论 建 造 于 魏 孝 文 帝 时 代 的 7-8 窟 、
9-10 窟、1-2 窟和 5-6 窟这四对成组双
窟的建造，很可能也是对魏孝文帝与太
皇太后冯氏并称“二圣”这一特定历史
时期的宗教艺术形式的体现。因为据
史书所载，在魏孝文帝执政初年，北魏
朝廷的实权实际掌握在“文明太后”冯
氏(441-490)的手里。冯氏是魏文成帝
的皇后，在文成帝死后的魏献文帝(466
一 471 年在位)、魏孝文帝两朝，她先后
被尊为太后、太皇太后，长期处于摄政
地位。所以这一时期开凿的众多大型
双窟，被研究者认为是为当时的“二圣”
造功德的前朝传统的继承。

再比如云冈最大的 5、6 窟双窟，大
型佛像全部雕成褒衣博带式新服饰，成
为 魏 孝 文 帝 汉 化 服 制 改 革 功 效 的 见
证。这一新服制的实施，从太和十年
(486)正月帝始服衮冕开始，至太和十八
年(494)十二月“革衣服之制”“诏禁士民
胡服”始告完成。而这座洞窟开凿至完
成的时间，恰好也是太和十年(486)前后
至太和十八年(494)期间，这就表明，新
服制的实施和新服制造像的出现，同样
经历了太和十年(486)以后一段较长时
间的变化过程。而《中国石窟史》的作
者则通过对两座石窟佛造像服饰变化
的研判，为我们找到了北魏佛造像服饰
改变的重要节点。

在 介 绍 到 在 云 冈 第 二 期 石 窟 中 ，
褒衣博带装束的佛像以第 11 窟上方太
和 十 三 年 (489)造 的 释 迦 多 宝 龛 为 最
早；穿旧式袒裸右肩大衣的佛像，有铭
文 的 纪 年 龛 以 第 17 窟 明 窗 东 侧 的 释
迦、多宝、弥勒三像龛最晚，时间恰好

也是太和十三年。这个巧合似乎可以
说明，在孝文帝开始改革不久的太和
十三年，正是云冈石窟佛像新旧服装
的交替时期。

研究者还根据国内已知着褒衣博
带服饰佛像最早的一例——四川省博
物馆藏齐永明元年(483)造“无量寿、当
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断定云冈新服
制造像风格的造型，并非平城本地开
创，而是源自同时期的南朝造像。

所以说，北魏在推行汉化改革举措
的同时，艺术工匠们也自觉地学习借鉴
南朝的石窟造像褒衣博带服饰艺术的表
现形式。可见云冈石窟在通过融通东西
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南北文化
的交融，成为汉化政策的生动写照。

魏孝文帝变革艰难的生动折射

当第 11 窟接引佛洞出现在眼前的
时候，我却想到还在前方的“昙曜五窟”
当中的第 16、17 窟，因为其中的佛造像
身上的服饰选择，客观地反映出魏孝文
帝当年仅在服制改革上所遇到的阻力，
也就生动折射出这一变革的艰难程度。

据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初、中期
的特例大窟》一文中，针对在和平初年

（460-）开凿建成的第 17 窟明窗东侧壁
上，竟然出现太和十三年（489）的铭龛
现象，并根据龛中佛像服饰的特点，结
合正值魏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历史
背景，作出了很有意义的研判：由昙曜
主持开凿的最早的五窟，其主要目的就
是建造彰显“帝即如来”崇高理念的五
尊大佛。所以五座石窟的明窗、入口以
及窟顶的雕像、装饰几乎均无计划。而
铭文提供的明确时间“太和十三年九月
十九日”，以及雕像并非冕服式，而是第

7-8 双窟雕像的后继形式，虽与昙曜五
窟造像类似，但手法更为洗练，所以认
为“恐怕是时代至少相差了 20 年的缘
故”，“和第 17 窟大像的营造无关”。作
者进一步指出：（这个时期）正值孝文帝
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服制改革时期,
禁断胡俗(塞外族文化，此指拓跋族文
化)的汉化政策已开始实施。当时北魏
的造佛工匠可能分为保守派(旧式)和进
取派(其代表是第 6 窟佛像与第 16 窟大
佛的施工者)。第 17 窟明窗的佛龛沿袭
了保守派的造像传统。

根据作者的推论，我似乎可以想见
当时的保守派施工者，犹如一股逆流，
以这样的追凿佛龛明确铭文的形式，在
向改革派叫板。如果说这样的行为还
处于隔山打牛的姿态，那么在接引佛洞
的第 11 窟，诚可谓是短兵相接打擂台
的感觉了。

当我迫不及待地随着人流步入这
座中期开凿的大型洞窟，借着射灯的光
柱，大致看清楚了窟内的结构布局：中
心塔柱上下两层，样式朴拙简约。下层
四面均一立佛，正面立佛两侧另有二胁
侍菩萨，细颈瘦腰，神态温雅，考证为辽
代补凿。西壁屋形大龛内七立佛，波状
发式，面型丰润，形体高大，华衣飘逸
……综观窟内四壁，龛制纷杂，无统一
规制，约系北魏民间集资续凿，诚如长
广敏雄所言的“显露出非常明显的非统
一性”和“缺乏大窟的尊严”，“反映出云
冈中期造窟的混乱”局面。

我通过询问，终于顺着讲解员的指
示，看到了东壁上层太和七年（483）造
像题铭佛龛所在的位置，当然什么也看
不清楚。也正是这篇题铭，为后人透露
出“云冈中期造窟史上的种种事端”。

其一，第 11 窟的第一期工程曾中
断，直到太和七年，支持建窟的权势者
默认了僧俗笃信者在窟壁随意发愿造
龛的现象，并持续到太和二十年(496)前
后。其二，第 11 窟东、西、南三壁诸龛
佛像以所谓保守派风格者居多。因此，
保守派风格佛像的制作可能一直延续
到迁洛。其三，西壁七佛立像属于改革
派风格，其完成至迟不过迁洛时期。

由此不难看出，保守派与改革派两
种风格的竞争，自云冈石窟中期末段至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一直就没有停止
过，而且以并存的形态体现在了这些宝
贵的洞窟造像上，成为留给后人解读那
段变革历史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
重要信息。

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微笑”，这
里有穿越 1500 年“石头里的交响”，这
里满是岁月的痕迹，这里留存文化文
明 交 融 的 证 据 ，这 里 便 是 云 冈 石 窟 。
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出品，
山 西 广 播 电 视 台 拍 摄 的《首 席 体 验
官》第三季第五站体验官瑞思带大家
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石窟
开 凿 前 后 历 时 150 年 ，主 要 洞 窟 45
个 ，石 雕 造 像 59000 余 尊 ，被 誉 为“ 镌
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伴随着斧凿声响，云冈大佛便呈
现 在 人 们 眼 前 ，首 先 ，体 验 官 瑞 思 带
大 家 来 到 第 五 窟 云 冈“ 最 美 微 笑 佛
像 ”前 ，这 尊 造 像 位 置 比 较 特 殊 ，在
二 层 阁 楼 东 侧 角 落 处 ，一 般 游 客 很
难 看 到 ，他 蹲 着 身 子 仔 细 观 看 这 尊
造 像 ，头 顶 磨 光 肉 髻 ，眉 眼 细 长 ，鼻
梁 高 挺 ，嘴 角 上 扬 的 微 笑 ，确 实 呈 现
得非常漂亮。

“ 凿 山 石 壁 ，开 窟 五 所......”一 场
生 动 俏 皮 的 皮 影 戏 展 现 了 僧 人 昙 曜
奉 命 在 此 开 凿 云 冈 石 窟 的 故 事 ，国
家 级 非 遗 孝 义 皮 影 戏 的 八 代 传 承 人
后 建 川 向 瑞 思 介 绍 ：“ 这 个 皮 影 是 用
牛 皮 做 的 ，有 几 千 年 的 历 史 ”，同 时
手 把 手 教 瑞 思 如 何 演 绎 皮 影 戏 ，体
验感很好。

随 后 ，瑞 思 带 大 家 来 到 云 冈“ 五
华 洞 ”之 一 的 第 九 窟 ，他 介 绍 入 口 处
门 的 装 饰 展 示 出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对
石 窟 艺 术 的 影 响 ，这 扇 门 的 左 右 两
侧 是 罗 马 风 格 的 柱 子 ，左 边 雕 像 手

持 三 叉 戟 像 是 希 腊 海 神 波 塞 冬 ；在
云 冈“ 昙 曜 五 窟 ”之 一 第 18 窟 前 ，瑞
思 介 绍 这 里 的 佛 像 面 相 丰 圆 ，高 眉
深 目 ，肩 膀 浑 厚 ，造 型 明 显 体 现 了 中
东 或 印 度 的 艺 术 影 响 ，两 侧 是 主 像
的 十 位 弟 子 ，瑞 思 在 这 里 不 仅 找 到
了 不 同 民 族 文 化 交 融 共 生 的 足 迹 ，
更 在 这 里 找 到 了 千 年 前 的“ 自 己 ”；
来 到 俗 称“ 音 乐 窟 ”的 第 12 窟 ，瑞 思
介 绍 这 个 洞 窟 是 云 冈 石 窟 最 受 欢 迎
的 洞 窟 之 一 ，不 同 民 族 的 传 统 文 化
汇 聚 于 此 ，他 置 身 于 精 美 的 石 窟 之
内 ，仿 佛“ 听 ”到 了 壮 丽 的 交 响 乐 章
在 耳 边 回 荡 ，瑞 思 陶 醉 其 中 不 禁 当
起了“指挥家”。

千年前中外艺术家、僧侣工匠聚
集在此雕琢出不朽的艺术杰作，瑞思
说 ，这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关 于 艺 术 的 故
事，这更彰显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包
容 吸 纳 并 最 终 融 汇 其 他 文 化 元 素 的
卓越能力。如今，这些伫立于武州山
下的雕像被注入新的生命，有超过一
百 多 位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学 者 正 致 力
于“云冈学”的深入探索，如果大家也
与瑞思一样好奇，就一定要来云冈石
窟一探究竟。

首席体验官瑞思邀您听“石头里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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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下 来 ，品 味 秋 天 的 云 冈 石 窟 。
走进云冈石窟，如同走进一幅被打开
的画卷，每一尊佛像仿佛披上金色的
光 芒 ，在 蓝 天 白 云 映 衬 下 ，熠 熠 生
辉。夏日的热度似乎还未消散，空气
中弥漫着微凉的气息，游客置身于景
区 ，静 静 地 、慢 慢 地 感 受 着 这 种 独 属
于秋天的气氛，感受着跨越千年的历
史温度。

漫步于千年石窟的时空走廊上，秋
天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游人的
心间，一种神秘和庄重传递着历史的回
音，静静地，慢慢地，聆听北魏工匠的开
凿之声。来自不同地区的游客在云冈
石窟记住了昙曜，记住了北魏，记住了
从凉州到平城的艰辛探索，记住了只属
于平城的那些高光时刻。同样，也记住
了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当代
价值。

漫 步 于 千 年 石 窟 的 时 空 走 廊 上 ，
云冈的秋天是静谧的，连绵的石窟群
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卷，将每一名游
客带入一个古老的世界。在那里，你
可以品味“石鼓寒泉”的静谧，“乾坤灵
异信非常，石窦泉流水自香。尽日澄
天涵素影，终宵漾月吐寒光。味甘不
羡姜诗井，意适应同德裕庄。地脉一
源应有自，尘缨何必濯沧浪。”明代诗
人邢哲所作《石窟寒泉》让我们看到了
生命的奔腾不息。诗中“濯沧浪”三个
字，让武州山下的一个泉眼有了无限
生机。

漫 步 于 千 年 石 窟 的 时 空 走 廊 上 ，
云 冈 的 秋 天 是 神 秘 的 。 在 阳 光 的 照
射 下 ，石 窟 的 壁 面 和 雕 塑 显 得 格 外
生 动 。 秋 日 的 阳 光 柔 和 而 温 暖 ，它
的 斜 射 光 线 为 石 窟 带 来 了 不 同 于 其

他 季 节 的 光 影 效 果 。 尤 其 是 在 清 晨
和 黄 昏 时 分 ，阳 光 透 过 云 层 洒 在 石
窟 壁 面 上 ，创 造 出 神 秘 而 美 丽 的 光
影 交 错 。 此 时 ，游 客 站 在 石 窟 前 ，静
静 地 感 受 着 古 代 工 匠 对 光 影 艺 术 的
深 刻 理 解 。

漫 步 于 千 年 石 窟 的 时 空 走 廊 上 ，
云 冈 的 秋 天 又 是 充 满 诗 意 的 。 来 到
旧山门前，两侧的钟鼓楼给人庄重肃
穆 之 感 。 东 楼 悬 钟 ，以 迎 晨 曦 初 露 ；
西 楼 架 鼓 ，以 送 红 日 西 沉 。“ 晨 钟 暮
鼓 ”在 云 冈 石 窟 有 了 别 样 的 诗 意 之
美。山门外的月台之下，一对石狮子
引 起 了 游 人 的 注 意 。 云 冈 石 窟 资 深
讲 解 员 说 ，这 对 石 狮 子 高 约 3 米 ，是
清 朝 时 期 手 工 艺 人 用 青 灰 色 玄 武 岩
雕刻而成，雕功精湛，神态逼真，由此
可 见 大 同 手 工 业 的 历 史 源 远 流 长 。
这 对 石 狮 东 面 为 雄 性 ，脚 踩 滚 动 绣

球 ，西 面 为 雌 性 ，亲 昵 地 抚 摸 着 幼
狮。两狮回首相顾，可谓云冈石窟的
忠 诚 卫 士 ，见 证 着 石 窟 变 迁 ，守 护 着
一方平安。

慢 下 来 ，品 味 秋 天 的 云 冈 石 窟 。
秋风吹拂着石窟周围的树林，带来阵
阵凉爽。那来自大自然的风景画，在
秋天呈现出浓浓的金黄色调，与古老
的石窟群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
的秋日画卷。游客漫步其中，享受着
一 份 宁 静 与 美 好 。 这 时 ，风 铃 阵 阵 ，
一棵油松树下，一位讲解员向游客讲
述 着 一 个 感 人 的 故 事 。 这 棵 树 以 一
位 老 人 的 名 字 命 名 ，这 位 老 人“ 生 前
以窟为家，死后与窟为伴”，16 年前的
9 月，这位老人因病去世，家人把他的
骨 灰 撒 在 与 他 朝 夕 相 处 半 个 多 世 纪
的武州山上。讲解员说，这位老人就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云 冈 石 窟 的 第 一 代

守 护 者 员 海 瑞 老 先 生 。 抬 头 深 情 地
望 着 这 棵 树 ，讲 解 员 眼 里 含 着 泪 水 ，

“员海瑞老先生的人格魅力激励着一
代 代 云 冈 人 为 云 冈 石 窟 文 物 保 护 事
业无私奉献、砥励奋进。”而游客也似
乎 从 这 棵 树 上 看 到 了 云 冈 人 积 极 向
上的那股拼劲。

秋天，来到云冈石窟，一枝一叶都
是情，一字一句满是爱。来一杯秋天的
奶茶，感受一下云冈人浓浓的爱。走进
景区内的文创店，为亲朋好友选一件心
仪的礼物，件件包含着云冈人对文化传
承的坚守。

云冈的秋景很美，再高明的摄影师
都无法用镜头诠释，只有你身入其中，
静静地，慢慢地，用眼、用心感悟才能获
得些许启示。随手捡起一片发黄的落
叶，把它夹进书页中，收藏一份独特的
记忆。

慢下来慢下来，，品味秋天的云冈石窟品味秋天的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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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全景

旧山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昙曜广场上的油松 山堂水殿秋景游客漫步在秋日的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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