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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孕育下的云冈石窟造像模式（下）

彭栓红

云冈石窟造像大量乐舞献佛现象，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是早期戏剧、表演元素融入云冈
石窟造像，使得云冈石窟造像有着鲜明
的世俗、历史、时代的影子。从戏剧的
发展演变来看，汉代百戏盛行，民间角
抵戏以《东海黄公》为代表有了表演性，
到南北朝时百戏杂技继续兴盛，这一时
期还出现歌舞与表演结合的歌舞戏，如

《拔头》《代面》《踏摇娘》。百戏、角抵
戏、歌舞戏的表演娱乐活动，成为云冈
造像的文化生态之一。云冈石窟造像
乐舞表演造型常成对跳跃、飞翔、演奏
表演，有的甚至似做武术打斗动作。第
38 窟北壁“橦倒伎乐”是南北朝缘橦杂
技的体现。北朝杂技表演对艺人力量、
柔韧性、空中表演性的要求等，对云冈
石窟飞天舞蹈动作无疑也具有启发性。

二 是 乐 舞 娱 神 宗 教 传 统 的 影 响 。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广乐》八段歌词
涉及祈求丰收、祖先崇拜，就有了歌舞
娱神的功能。汉代乐舞也有娱神的功
能。乐舞娱神常作为宗教仪式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佛教发展中也有乐舞娱佛
文化，“印度一直有在佛前跳舞以供养
佛的习俗”。佛教文化中尽管有禁欲的
内涵，但无论是佛教的佛、菩萨，还是道
教的仙，其宗教文化都不约而同地有乐
舞庆贺成佛成仙的喜庆场面，展现圣境
天乐、天籁的美妙，以及乐舞供养的宗
教内涵。汉代《西京赋》有女娥长歌、洪
涯作舞的总会仙倡的歌舞戏，傅玄《正
都赋》有东父、西母出现的总会仙倡。
佛教宗教活动借助乐舞吸引民众，扩大
宣传。《洛阳伽蓝记》卷一、卷三记载四
月八前后行像有百戏，四月八日有百
戏、伎乐。卷一“城内”景乐寺“六斋常
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廖
亮”，异端奇术等。周佩妮指出：“南北

朝时，中国北方地区已盛行佛教乐舞表
演活动。”

北朝巫傩之风也很盛。《魏书·高祖
纪》延兴二年（472年）诏书透露出北魏历
史上存在民间祭孔用巫的现象。《荆楚岁
时记》载：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
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北魏岁末傩
仪，鼓角齐鸣，有以武驱疫之展演。北齐
傩仪多击鼓吹乐驱疫表演。这些宗教活
动、民间仪式上的歌舞乐活动，也渗透到
乐器、舞蹈造像中。

三是乐舞娱乐世俗生活文化源远
流长。乐舞娱乐是古代乐舞与宴席文
化结合，汉族礼乐传统、南北朝贵族、
士大夫喜好家伎和北方民族热衷歌舞
习俗的反映。南北朝权贵、士大夫有
蓄养家伎之风。《洛阳伽蓝记》卷三“城
南”载北魏高阳王元雍有歌舞家妓五
百 ，有“ 美 人 徐 月 华 ，善 弹 箜 篌 ，能 为

《 明 妃 出 塞 》之 歌 ，闻 者 莫 不 动
容。……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
路听者，俄而成市”。《北史》载北朝夏
侯道迁“妓妾十余，常自娱乐”。此外，
这一时期女子音乐教育也成为时尚。
有学者指出：南北朝时“女子接受音乐
教育的渠道与途径较多，包括家庭教
育、乐坊教育、官学教育等”。琵琶、箜
篌等胡乐在北朝盛行。云冈石窟造像
乐舞造型最多、最令人难忘的，也恰是
柔美的女性飞天、乐伎。

总之，中外石窟艺术中都存在乐舞
献佛，而云冈石窟乐舞造像模式在传承
中，多了一分开放包容，具有多元文化
特征，同时不乏本土化、中国化的时代
特征。

三、雅丽至正的礼仪模式

北魏尚儒崇佛的文化环境，使得云
冈 石 窟 造 像 需 要 兼 顾 儒 佛 的 文 化 诉
求。中国儒家文化是讲究仁礼的文化，
乐舞也浸透着一种礼乐文化。佛教作
为一种宗教，具有神圣性，戒律深严，
庄严宝相的背后更让人敬畏，佛国世
界的奇妙美好让人充满想象。无论是
儒家之礼，还是佛教之律，都要树立一
种至正规范；儒家世俗之礼乐与佛国
世界之美好，又需要借助雅丽丰富多
彩的生活来呈现。因而云冈石窟造像
一方面乐舞、伎乐、飞天千姿百态，体
现雅丽之风格，另一方面又守礼守律，
不失佛教的神圣庄严和封建礼仪之规
范。云冈石窟造像雅丽至正的礼仪模
式恰恰迎合了儒家对仁礼、佛教对戒律
的内在要求。

云冈石窟由北魏帝王皇室倡导开
窟造像，是典型的皇家工程，决定了云
冈石窟造像具有兼收并蓄、雅丽精致、
至正大气的特征。早期昙曜五窟象征
北魏五帝，突出主像，高大、至正、庄严，
神圣不可侵犯。中期冯太后掌权，双窟
造像较多，隐喻太后与皇帝共同执政，
如第 7、8 窟，第 9、10 窟等，汉化趋势明
显，窟分前后室，在龛窟装饰、佛菩萨造
像上做工细腻，形态丰富工丽。北魏迁
都洛阳后，政治中心南移，云冈晚期石
窟造像虽无早期造像的高大、雄伟、庄
严，也没有中期造像的富丽堂皇，但是

晚期造像小而精，下摆衣褶多重、飘逸、
柔美，常垂下遮蔽足或榻。可见，雅丽
至正的礼仪模式体现一种皇家风范，威
严、大气、精致，折射出北魏不同历史时
期政治对佛教石窟的影响。

雅丽至正的礼仪模式，还体现在云
冈石窟造像服饰的变化趋势上。在封建
社会汉族文化中袒胸露乳、暴露身体，是
封建伦理道德之大忌，但在西域、北方少
数民族文化中则较为大胆、自由、奔放。
新疆克孜尔石窟佛教飞天舞蹈壁画大多
袒胸露乳、肢体扭动较大，突出腰胯，身
体健硕丰满，露脚。这种西域审美文化
明显与中原封建礼仪文化相冲突，而云
冈石窟佛造像从早期袒右肩服饰到中
晚期通肩、褒衣博带，从早期飞天的袒
胸露足到后期服饰遮体，都有意识地向
封建礼仪文化靠拢，表现出趋向规范、
至正的一面，这是佛教东传中国化的表
现，也是封建化的社会使然。

云冈石窟雅丽至正的礼仪模式，体
现在云冈石窟造像背光、坐姿、站姿和
飞天形态，甚至装饰上，常暗含三角形、

（长）方形、圆形造型。三角形具有稳定
性，（长）方形规整平和。王天孪《岩 时
空：云冈石窟空间艺术》研究发现：云冈
石窟飞天形象、结跏趺坐佛像、交脚菩
萨姿势等呈正、倒三角形组合，供养天
为立长方形，窟顶装饰呈方形等。视觉
上三角形、（长）方形会给观者以至正、
稳 定 之 美 感 。 中 国 自 古 就 有 圆 形 崇
拜。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平面图形中
圆形最美。圆是对称图形，常表达圆
融、圆满、和谐、循环、生生不息文化。
云冈石窟佛像的头光、身光主要是圆形
或类圆形，其上常作火焰纹、莲花纹等
各种纹饰，使得佛造像趋于雅丽。此外
云冈石窟拱门、窟顶、明窗等处出现团
莲或莲花装饰，也具有雅丽特征。而头
光、身光、莲花在佛教文化中都具有神
圣寓意。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中庸文
化，追求不偏不倚、讲规矩守礼，在石窟
造像上借助三角形、（长）方形传递和
谐、稳定、至正之意。佛教文化是一种
圆融、因果、轮回文化，造像上借助圆形
头光、莲花等来体现和谐、圆融、圆满之
意。儒家的中庸文化与佛教的圆融文
化二者在云冈石窟造像的几何造型运
用，正是儒佛文化在北魏并行不悖的
艺 术 彰 显 ，也 是 儒 佛 和 谐 文 化 的 体
现。这些几何造型也就是英国学者克
莱夫·贝尔《艺术》所说的“有意味的形
式”。中国古典美学中有“文质彬彬”、

“立象以尽意”，而到了魏晋南北朝艺
术自觉的时期有顾恺之“以形写神”、

“传神写照”等，中国古典美学在形式
与内容上，往往注意二者的统一，也更
侧 重“ 意 ”“ 神 ”的 追 求 。 从 这 一 角 度
看，云冈石窟造像雅丽至正的礼仪模
式也是南北朝美学思想的一次体现。

云 冈 石 窟 造 像 雅 丽 至 正 的 模 式 ，
突出了对称意识、轴线意识。首先，造
像整体上讲究轴对称、中心对称布局

（当然这种对称，常作艺术化处理，大
多是相对对称），如前所述，云冈石窟
造 像 暗 含 三 角 形 、（长）方 形 、圆 形 造
型 。 而 正 三 角 形 、等 腰 三 角 形 、长 方

形、正方形都是轴对称图形，圆形是轴
对称和中心对称图形。如第 6 窟初转
法轮造像，盝形龛内结跏趺坐的释迦
牟尼佛有圆形火焰纹头光、身光，头光
又作莲花装饰，身光又有呈圆形排列
的禅定小坐佛装饰；盝形龛柱子两侧
各有七身供养人呈竖长方形排列；佛
座下雕三圆形法轮呈三角形排列，两
侧各卧一鹿，旁边各有两身双膝或单
膝跪的供养人，又呈长方形排列。若
以佛发髻、鼻子、胸口打结服饰连一条
竖 线 ，就 会 清 晰 地 看 到 一 条 中 心 轴
线。这条轴线再上下延伸，盝形龛整
体上又形成一种轴对称，从盝形龛龛
楣的飞天、帷幕华绳、龛内佛像、龛下
法轮的中央划分，无论是佛、飞天、供
养人、鹿，还是龛形装饰、佛背光等都
呈轴对称或中心对称布局。其次，在
造 像 细 节 上 也 处 处 有 对 称 意 识 。 如
佛、菩萨造像常常面部设计从额头、鼻
梁、人中、下颌有明显的一条中分直线

（有 时 鼻 梁 平 直 ，人 中 和 下 颌 中 央 下
凹），额头或显白毫相（佛）、或中分发
际（菩萨）。这在昙曜五窟主像、第 13
窟交脚弥勒菩萨等造像上都有体现。
这一中心轴线现象，在立佛（菩萨）和
跏趺坐、交脚坐的佛（菩萨）造像中还
出现全身轴线对称，一般是从菩萨头
冠的日月、化佛或莲心，到佛菩萨的鼻
梁、人中、下颌，经服饰为 X 型、带子于
胸（腹）前打结，再到双脚中分，呈明显
中心轴线，如第 3 窟胁侍菩萨、第 6 窟
西壁上层南侧华盖下立佛、第 20 窟露
天大佛等。这种轴线意识，既可能与
佛教《造像度量经》对佛像的神圣要求
有关，也可能与佛教禅修、道教修炼有
关，以气导引，意念控制，打通任督二
脉、中脉，佛教出入息念，讲究身正坐
正，则气息可以上下贯通。当然，也体
现出儒家文化不偏不倚、中庸中和中
正 之 美 ，也 是 儒 家 礼 仪 文 化 的 折 射 。

《礼 记》卷 十 冠 义 第 四 十 三 ：“ 礼 义 之
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
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
古代更有“席不正不坐”的生活礼仪。
因而雅丽至正也是儒释道礼仪、佛道
修行文化的体现。

综 上 所 述 ，东 汉 初 年 在 汉 明 帝 时
期佛教开始进入中国，在佛教东传的
漫 长 过 程 中 不 断 调 适 ，逐 渐 中 国 化 。
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作为早期佛教
东传的重要文化遗产，其造像模式既
有丝路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北魏汉
化、封建化过程对佛教的吸收、理解的
时 代 印 迹 。 云 冈 石 窟 造 像 逐 渐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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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冈 石 窟 造 像 模 式 直 接 影 响 到 洛 阳 石
窟 、龙 门 石 窟 、麦 积 山 石 窟 的 北 魏 造
像，而且对东魏、北齐、唐宋佛教造像
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云冈石窟造像
模式是中西文化交流、胡汉文化交融、
宫廷与民间文化影响的产物，是世俗
生活和宗教文化的结合，是儒佛文化
交融的产物，是北魏历史时代信息的
艺术表达，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在雕
塑艺术上的一次体现。

日前，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住宿和
文旅景区行业盛会迈点文旅住宿节在
苏州举行，云冈石窟等 6 家山西景区在
全国近 400 家 5A 级旅游景区中脱颖而
出，上榜 2024 年度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00 强榜单。其中云冈石窟景区旅游品
牌影响力持续上升，位列八达岭长城景
区、黄山风景区之后排名第三，延续了
今年以来一直高居该榜单前列的良好
势头，标志着云冈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在持续扩大，进一步彰显了其在大同
乃至全省文旅产业中的龙头地位。

5A 级景区品牌百强榜单数据来源
于迈点品牌指数，对全国近 400 家 5A 级
旅游景区的数据进行了汇总统计。主
要从搜索指数、点评指数、运营指数、媒
体指数 4 个维度分析品牌在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的影响力。这是迈点研究
院 自 主 开 发 的“ 迈 点 品 牌 指 数 监 测 系
统”提供的一项免费数据分析服务。

2024 年 ，云 冈 石 窟 景 区 每 月 都 在
该 榜 单 上 位 居 前 列 ，其 中 一 半 月 份 进
入 前 10 名 ，9 月 排 名 第 2。 具 体 排 名
为 ：1 月 第 29 名 ，2 月 第 30 名 ，3 月 第 5
名 ，4 月 第 8 名 ，5 月 第 6 名 ，6 月 第 16

名 ，7 月 第 15 名 ，8 月 第 3 名 ，9 月 第 2
名，10 月第 7 名。

从迈点品牌指数 4 个维度分析云冈
景区的发展变化，其中的媒体指数是指
一段时期内，大众媒体和行业媒体报道
中与品牌关键词相关的正面新闻数量，
新华网、网易、山西新闻网、大同新闻网
等主流媒体持续报道云冈石窟有关新
闻消息，由于 8 月底国产 3A 游戏《黑悟
空：神话》全球同步上线，云冈石窟作为
游戏取景地之一爆火出圈，8 月、9 月云
冈石窟媒体指数飙升，极大地提高了云
冈石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搜索指数是
指一段时间内，品牌关键词在各大搜索
引擎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伴随旅游消
费需求的持续升级，游客不再满足于走
马观花式的游览，在到达旅游目的地前
会做好攻略，提前了解云冈石窟景区，
游客们通常会在百度、谷歌、360 搜索、
搜狗等搜索引擎查找相关资料，在暑假
国庆等节假日即将到来之际，云冈石窟
的搜索指数达到高峰值；运营指数是指
一段时间内，景区品牌在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的运营情况，如官网流量、微博
微信搜索量等方面，为了提高景区的运

营 服 务 质 量 ，云 冈 研 究 院 积 极 探 索 创
新，引入先进信息技术，打造了智慧大
数据综合管理平台，依托智慧景区建设
优化旅游接待，智慧停车、智慧票务、智
慧讲解等设施设备升级发挥了良好作
用，让游客实现便捷停车、便捷通关、便
捷聆听讲解，线上运营有效缓解人流量
激增；点评指数是一段时期内，用户对
于该景区在互联网上的点评累计情况，
云冈研究院集云冈石窟官微、视频号、
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各平台全媒体传
播，采取多种形式传播云冈文化遗产价
值，讲好云冈故事，用创新手法挖掘云
冈石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旅游
资源，积极与网友互动，点评有回应，营
造良好的线上线下联动，成为人们了解
云冈文化的重要窗口。

云冈研究院把“拾遗补缺、延伸发
展”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打造
多元文化融合景区，今年云冈研究院还
实施了景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对
停车场、客服系统和门票预约平台进行
智慧化改造，促进景区全面提质升级，
优化景区产业布局，提升业态品质，延
伸文旅产业链。

从5A级旅游景区百强榜看云冈品牌影响力

入冬的初雪让每一位来云冈游
览的朋友们都宛入仙境，雪花飘飘洒
洒落下，给景区蒙上一层梦幻白纱，
庄严、纯净。

雪落云冈，是难得的美景，这是
与大自然的机缘。树上的雪淞、屋檐

下的冰溜子、石狮子上的白发、礼佛
大道的白地毯、佛像的银袍……处处
都让云冈石窟充满了静谧、温馨。

此时如同梦回北魏，静听雪落，
云冈轻吟。

（赵小霞）

静听雪落 云冈轻吟

本报讯 （记者 赵喜洋） 11 月 21
日至 23 日，2024 文物保护与利用博览
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城开展。云冈研究院作为参展单位，策
划推出云冈石窟专题展览，集中展示了
该院在数字化保护、文化传承与活化利
用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

此次博览会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
协会、中国文物学会共同主办，上海交
通大学四川研究院承办，主题为“深化
文物和科技融合 推动系统保护与有效
利用”，旨在通过多元化的形式，深入探
讨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最新进展。

本届博览会共设置文物保护、文物
利用等多个展区，参展企业 80 余家，云
冈展厅分为三个板块展示，一是总体介
绍，呈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背景、艺术
特色等内容；二是数字化保护利用，展
示了该院在数字化保护利用方面的成
果。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 3D 扫描和
打印技术，建立了数字档案，实现了文
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三是文
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在展厅中设置了互
动体验区，观众可以通过互动了解文物
的历史背景和保护知识，增强对文化遗
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

云冈石窟参展
2024文物保护与利用博览会

云冈 20窟大佛前人头攒动

云冈石窟专题展位

第 9窟北壁二佛并坐

2024 年度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00 强榜单前十名

本报记者 赵小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