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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方 游 牧 民 族 鲜 卑 族 南 下 扩 张 ，
建立起北魏王朝逐渐封建化，向西拓
展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首都
平城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云冈
石窟作为北魏皇家工程，气势恢宏，体
现鲜卑族的文化取向，也是追想北魏
气象的历史遗迹。云冈石窟作为佛教
圣地，是早期佛教东传的重要遗迹，对
于研究佛教中国化意义非凡。其造像
模式以佛教信仰为旨归，民族文化多
元并存，中西交汇，神圣与世俗兼容，
不管是龛窟，还是佛像本身，都渐渐形
成一种范式，影响了高平羊头山石窟、
义县万佛堂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
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佛教石窟
艺术。以往学者注意到从龛窟造型、
柱形、装饰、造像服饰等方面论述云冈
模式的影响，也涉及文化多元性，但是
对云冈模式的提炼和概括大多模糊混
杂，鲜有清晰表述。姑且不论龛窟模
式，单就造像本身，笔者认为云冈石窟
造像形成了“笑—慈善”的表情模式、
乐舞献佛的表演模式和雅丽至正的礼

仪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对北魏及后世
佛教造像产生深远影响。

一、“笑—慈善”的表情模式

佛 教 造 像 在 体 现 宗 教 的 神 圣 性
时，还承担着宣传教义的作用。慈悲
为 怀 ，心 生 善 念 ，是 佛 教 最 基 本 的 教
义。云冈石窟造像笑意频现，无疑是
佛教对世俗人间释放善意、体现悲悯
情怀、传道布教的最佳方式。

云冈石窟造像中呈现“笑—慈善”
模式的，包括大佛、菩萨，还有供养人、
小沙弥。笑的形态多样化，有露齿笑，
有 不 露 齿 笑 ，有 眼 角 含 笑 ，有 面 部 含
笑，甚至还有笑酒窝等，如第 20 窟露天
大佛威严自信，不露齿，面含笑意，充
满慈善。第 8 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有
高 2.22 米云冈唯一的露齿微笑供养菩
萨，微笑而露齿，面含酒窝。第 6 窟中
心塔柱上层东面左侧菩萨嘴眼含笑。
第 7 窟后室南壁窟门上方，跪状“六美
人”供养人面带欢喜之色。第 7 窟明窗
西壁树下僧衣裹头的坐禅比丘嘴角含
笑。第 18 窟主佛东侧的佛弟子嘴角上
翘露出笑意。第 19 窟南壁微眯双眼的
剃发小沙弥憨态可爱，笑容谦和。这
些云冈石窟北魏造像的“笑”丰富而不
做作，在石窟造像史的艺术表现上是
一大亮点。

云冈石窟造像“笑—慈善”模式也
影响到北魏、西魏其他地区。北魏洛
阳石窟宾阳中洞正壁主尊结跏趺坐的
释迦牟尼佛微露笑意。甘肃天水麦积
山石窟有许多微笑的佛像，如第 133 窟
第九龛右壁，位于佛左侧的北魏泥塑
小沙弥造像，身躯前倾、不足 1 米，被誉
为“东方微笑”。还有第 44 窟正壁那一
尊高 1.6 米的西魏佛造像，露出安详神
秘 笑 容 ，有“ 东 方 蒙 娜 丽 莎 ”的 美 誉 。
北魏不同地域均出现笑佛，从北魏不
断强大、南下西出的扩张进程看，一定
程度上是鲜卑族自强自信发展在石窟
造像的表情体现，也是北魏政治开放
包容的体现。

云冈石窟造像“笑—慈善”模式还
影 响 到 东 魏 、北 齐 造 像 ，乃 至 唐 宋 。
北魏佛教造像的笑的形态生动丰富，
有世俗生活的影子。而东魏、北齐造
像充满笑意的脸部特征呈现出一种静
穆 柔 和 之 气 ，很 多 北 齐 造 像 眼 帘 下
垂，双眼似睁未睁，嘴角含笑意，笑意
略 显 深 奥 静 穆 。 至 唐 宋 佛 造 像 的 笑
意，基本仍是北魏造像“笑”的宗教文

化 和 世 俗 生 活 、政 治 隐 喻 的 延 续 ，如
河南龙门石窟也有庄严喜悦的唐代卢
舍 那 大 佛 ，资 中 东 岩 2 号 窟 南 宋 拈 花
一笑释迦佛。但唐宋造像佛的笑意略
显凝重僵硬，不似北魏的自然、丰富，
少变化。

为何云冈石窟能形成“笑—慈善”
模式？这一模式背后是民众超脱现实
苦难的愿望，与对佛教普度众生之善、
成佛悟道的喜庆和佛国世界美好的精
神寄托相契合，又与北魏独特的政治
历史、社会特征相表里而形成的。

北 魏 盛 行 大 乘 佛 教 ，大 乘 佛 教 讲
究慈航普度，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北
魏一朝开疆拓土多用兵征战，再加上
政治内斗、六镇起义、异族威胁等，个
体命运在动荡的社会面前倍感渺小，
宗教的求吉祈望、超脱现实苦难烦恼，
成为民众的渴望。这样的时代、宗教
文化使得石窟造像可以通过“笑—慈
善”的表情来传递佛教亲近民众、普渡
众生的理念。北魏统治者也要通过石
窟造像达到服务政治，更好地统治人
民的目的。

北 魏 僧 徒 信 众 相 信 坐 禅 成 佛 ，因
而云冈及其周边还出现大量禅窟。坐
禅悟道是成佛的一种途径，坐禅需要
一种平和、静谧、安详的外部环境和内
在心境，唯有超脱世俗，善待一切，沉
心净性，才能更好地参禅。《禅秘要法
经》《坐禅三昧经》等更对坐禅提出具
体要求。这一内在的“思维修”外化为
坐禅者充满慈善、面含笑意、宗教解脱
的 表 情 特 征 ，自 然 会 在 造 像 中 体 现 。
尤其像树下思维比丘像，似乎有一种
进入禅定领略佛意的愉悦超脱感。从
这一角度看，云冈石窟造像的“笑”有
了“拈花一笑”悟道的意蕴。对于普通
信众，任世事变迁，心静如水，弃嗔怒
怨 ，绝 恶 向 善 ，包 容 一 切 的 静 禅 之 理
念，也是对付乱世的一种手段；民众信
佛供佛以增福报，更是对来世美好生
活的一次“投资”。此外，“子贵母死”
等游牧文化对汉族封建伦理文化的冲
击，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思想观念的
大碰撞所造成的人的价值解体，使得
石窟造像“笑—慈善”的宗教选择实质
上是魏晋南北朝思想解放、人的价值
观重构的折射，也是北魏重视儒学、崇
孝 尚 佛 追 求 的 诠 释 。 因 而 云 冈 石 窟

“笑—慈善”的表情不仅在佛、菩萨造
像有体现，而且直达信仰底层的比丘、
供养人造像也有体现。

云冈石窟造像在表现宗教神圣庄
严的同时，没有后世表现因果轮回、犯
戒堕入地狱的恐怖情景画面，而较多
展现佛菩萨面带笑容、满脸慈祥，展现
佛国世界仙乐缥缈的自由美好，成佛
悟道的超脱与喜悦。这种“笑—慈善”
模 式 的 造 像 特 征 有 利 于 信 众 观 像 感
悟，因像结缘，顺应了中国佛教在早期
侧重宣传，扩大信众的要求，也迎合了
民众信佛获福报的世俗心理。王天銮

《岩·时·空：云冈石窟空间艺术》中也
指出云冈石窟雕塑喜庆与宗教并存的
特点，“在构建方面虽然处处体现着东
方的哲学观和审美观，阴阳平衡，喜庆
豁达，和谐对称，但却时时追求佛教的
精神与境界”。

二、乐舞献佛的表演模式

古 代 中 国 汉 族 重 视 礼 乐 文 化 ，北

方少数民族重视乐舞娱乐文化，佛教
传教重视天乐娱佛，这三者的结合使
得云冈石窟乐舞文化极其丰富，具有
文化的多样性。云冈石窟乐舞形象主
要是飞天、伎乐。

从 内 容 上 ，云 冈 石 窟 造 像 乐 舞 献
佛表演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觉
悟成佛的喜庆模式，二是神圣暗示模
式，三是供养佛模式，四是天国净土的
自由欢乐模式。如第 12 窟（音乐窟）前
室多处雕有舞蹈场面和乐伎，表达乐
舞庆祝佛成道，宏伟壮丽。第 6 窟中心
塔 柱 太 子 骑 象 、入 城 、七 步 莲 花 故 事
中，太子造像都有持曲颈琵琶、笛子的
天人乐伎，这是为突出太子的神圣性，
也是民间“命由天定”的思想体现。第
6 窟东壁南侧“出游四门”故事中太子
左上方，马前总有一个徒手、臂缠飘带
的飞天或屈腿或扭腰呈飞舞状，似乎
象征天意导引，又似为太子决定出行
的庆贺。第 6 窟东壁北侧下层“太子射
艺”出现的飞天是太子射艺超凡、神奇
化的暗示。佛、菩萨两侧或头光中的
飞天或持乐或舞蹈，多是表达乐舞供
养佛。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都有裸上
身飞天形象。这种裸身飞天在《妙法
莲华经·譬喻品第三》有记载，说是四
部众见舍利弗领悟佛意在佛前受记，
心生欢喜，各各脱身上衣，以供养佛。
云冈窟顶莲花、飞天大多表现天国净
土的自由欢乐。

从 表 演 审 美 上 ，云 冈 石 窟 无 论 飞
天还是乐伎，都有一定的表演性，其背
后往往有献佛表意的宗教神圣性。中
国北方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西域乃至
印度等民族也多善乐舞。当然汉族也
有 乐 舞 ，但 汉 族 是 一 种 礼 乐 舞 的 结
合。少数民族乃至西域、印度乐舞，往
往 动 作 夸 张 、肢 体 暴 露 、风 格 粗 犷 豪
放，身体扭做 S 形，与汉族讲究伦理礼
仪规范的内敛舞蹈风格迥异。云冈飞
天乐伎乐舞艺术，早期受鲜卑文化、西
域 文 化 、印 度 文 化 影 响 ，造 像 显 得 古
朴、力度、健硕，身体 V 字形，略显笨拙
僵硬，到后期受汉代袖舞、南北朝“褒
衣 博 带 ”的 影 响 ，呈 现 飘 逸 、柔 和 、灵
动、清瘦之态，就显得柔美而有变化。
云冈石窟造像这种前后期审美风格的
变化，既有异域风格影响，也有游牧民
族崇尚“力”、率真自然的表现，还有北
魏封建化过程中主动趋于礼仪、汉化
的自我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调适能力
的体现。

云 冈 造 像 乐 舞 献 佛 或 古 朴 刚 健 ，
或灵动柔美，体现出文武融合、刚柔相
济的特征，这既是胡汉文化交融、农耕
文化和游牧文化融合的体现，也有中
西文化交流的痕迹，展现了鲜卑拓跋
氏统治下北魏的时代特征。

从 乐 舞 来 源 上 ，既 有 中 西 文 化 交
流的元素，也有吸收宫廷、民间乐舞文
化的元素。第 12 窟（音乐窟）前后室乐
舞人数众多，可以管窥宫廷乐队，中原
汉族的琴或筝、排箫、阮咸、笙箫、钟磬
等与西域的腰鼓、琵琶、箜篌、筚篥、铜
钹、齐鼓、五弦等共存。云冈石窟舞蹈
的翻腕动作、步伐踢腿动作，一定程度
上 受 民 间 武 术 、秧 歌 等 文 化 的 影 响 。
第 8 窟、第 9 窟、第 12 窟前室门楣上部、
北壁中部、明窗上都有胸前挂鼓的伎
乐，有学者认为胸前挂鼓造像与山西
民间花鼓舞相似。云冈石窟第 8窟明窗微笑露齿菩萨

1500 多年的岁月沧桑，云冈石窟不
同程度地经受了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
洞窟和雕像损毁严重，文物保护工作任
重而道远。近年来，云冈研究院始终把
保护放在第一位。云冈石窟第 10 窟毗
卢佛洞结束 21 个月的封闭养护，11 月
18日正式对外开放。

2023 年 2 月，按照年度文物保护工
作计划安排，为保证文物的安全，云冈

石窟第 10 窟开始封闭，开展了洞窟调
查和日常养护工作。在进行修复前，工
作人员会洞窟内各处病害的位置、类
型、危险等级等具体情况记录在洞窟保
养日志中，例如造像发髻表面开裂、左
肩出现起翘现象、左手存在空鼓情况
……在日常保护中，文物修复师们手拿
毛刷、注射器，对细微的病害进行检测、
记录、修复，石窟日常保养工作由“抢救
性保护”转变为“预防性保护”，可以有
效遏制石窟表面风化病害的发展，改善
文物保存状态。

云冈石窟第 10 窟是云冈石窟“五
华洞”之一，第 9 至 13 窟，因清代施以彩
绘，洞窟色彩斑斓，异常华丽，故称为

“五华洞”，第 9 窟与第 10 窟是一组双
窟，是典型的“佛殿窟”。洞窟前室均有
立柱开间，大象承托希腊式廊柱，这是

北魏雕刻家在中国汉民族形式的基础
上吸收外来建筑艺术极高水平的典型
新创作。

云冈石窟第 10 窟俗称“‘须弥山’
层峦叠嶂的洞窟”，第 10 窟前室北壁中
部开明窗，下凿窟门，东、西壁分三层雕
刻，布局相同。前室窟门为方形，门楣
内有精雕的莲花和缠枝忍冬纹，五朵凸
起的莲花花蕊之中跃出活泼可爱的化
身童子，结构严谨，富于变化，美轮美
奂，是云冈石窟装饰纹样的精品。门楣
上方镌雕须弥山，山岳起伏，树木蕃育，
上栖动物，非常华丽而繁复的。上面山
岳扩展，茂盛的林木中有鹿、狼、鸟等动
物及树木；山腰纤细，二龙交缠盘绕须
弥山间，使其富有变化，龙身交织于正
中，其上又是山峦，龙首分扬两侧，异常
威武；守护在佛国世界须弥山左、右两

侧有跪姿供养天以及三面四臂的“阿修
罗”和五面六臂的“鸠摩罗天”护法形
象。

此 窟 须 弥 山 整 幅 画 面 繁 缛 的 浮
雕，通体虚实相间，精美生动，动静结
合 ，形 象 地 写 意 出 层 峦 叠 嶂 、峰 峦 突
兀 ，既 富 有 生 活 气 息 和 装 饰 意 味 ，又
描绘出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意境，是
石 窟 大 型 雕 刻 中 罕 见 的 佳 作 。 前 室
东西两壁各雕三间式屋形龛，龛内佛
像面相慈和，菩萨神情恬静。阎浮树
下，半跏坐思惟菩萨，一手支颐，沉于
四谛。窟门东西两侧金刚力士，头戴
鸟 羽 冠 ，手 持 金 刚 杵 ，表 情 和 善 。 后
室主像为弥勒菩萨，东西两壁各一胁
侍 菩 萨 ，南 壁 拱 门 上 方 并 列 雕 刻 7 尊
坐 佛 ，另 雕 有 释 迦 因 施 善 教 、降 服 外
道的因缘故事龛。

“闭关”两载 焕彩重光
——云冈石窟第 10窟重新开放记

本报记者 赵小霞

云冈石窟第 10窟后室主像弥勒菩萨

第 10窟前室大象承托希腊式廊柱

第 10窟前室二龙盘绕须弥山

本报讯 （记者 赵喜洋） 11 月 16
日，来自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和元培学堂
的40余名学子走进云冈石窟，开展“中国
的文化遗产”课程实地调研。通过实地
参访，让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学子更好
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深化学生对于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认知与理解。

师生一行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
观了云冈石窟早、中、晚三期洞窟，了
解了北魏平城时代佛教造像的风格变
迁，感受到佛教传播的兴衰与波谲云

诡 的 北 魏 政 治 之 间 的 内 在 关 联 。 同
时，云冈石窟早期造像所体现出来的
犍陀罗、中亚与希腊风格，也引发了同
学们对中西方文化融合碰撞等问题的
思考。

此次实地调研作为“中国的文化
遗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燕京学
堂和元培学堂的学子有机会充分体会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的 历 史 价 值 与 艺 术 成
就，进一步深刻理解了文明交流互鉴
的价值意蕴。

云冈研究院开展支部党建
工作能力提升培训

本 报 讯 （记 者 赵喜洋 通 讯
员 王辉辉） 11 月 16 日 ，中 共 云 冈 研
究 院 委 员 会 支 部 党 建 工 作 能 力 提 升
培 训 会 在 该 院 一 楼 多 功 能 会 议 室 召
开 。 培 训 会 邀 请 大 同 市 直 机 关 工 委
副 书 记 贺 艳 斌 授 课 。 该 院 各 党 支 部
书 记 及 支 委 参 加 学 习 。 培 训 会 由
云 冈 研 究 院 党 委 委 员 、副 院 长 闫 丁
主 持 。

贺艳斌以《推动机关党的建设高
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为题，从“党的
组 织 体 系 及 几 个 重 要 概 念 ”“ 机 关 党

建 光 辉 历 程 和 宝 贵 经 验 ”“ 机 关 党 建
的重点工作”三个方面进行了专题辅
导，强调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党
的 建 设 的 生 命 线 ，贯 穿 党 的 建 设 全
程，机关党建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经 历 了 长 期 的 探 索 和 实 践 ，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本 次 专 题 培 训 会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该院党务工作者的综合素质，为提高
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质量，充分发挥
战 斗 堡 垒 作 用 和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提供了有力帮助。

多元文化孕育下的云冈石窟造像模式（上）

彭栓红

北京大学“中国的文化遗产”课程班
在云冈石窟开展实地调研

本 报 讯 （记 者 赵小霞 通 讯 员
王辉辉） 11 月 16 日 ，清 华 大 学 研 究
生 团 委 组 织“ 洞 察 中 国 ”全 球 胜 任 力
实践支队 20 余名学生走进云冈石窟，
开展考察调研和社会实践活动。

本 次 调 研 活 动 ，以“ 领 略 中 国
魅 力 ：青 年 在 建 筑 遗 产 保 护 与 传 承
中 的 责 任 ”为 专 题 ，探 索 云 冈 石 窟

等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与 传 承 现 状 ，通
过 实 地 考 察 了 解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措 施 与 传 承 路 径 ，促 进 针 对 不 同 类
别 建 筑 遗 产 的 文 化 交 流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提 升 青 年 跨 文 化 沟 通 能 力 ，
力 图 引 导 中 外 学 子 通 过 实 践 明 确
青 年 责 任 ，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 青 年 力 量 。

清华大学“洞察中国”全球胜任力
实践支队在云冈石窟开展调研实践

培训会现场

云冈石窟第 6窟北部塔柱一层二佛对坐

北京大学“中国的文化遗产”课程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