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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全景

11 月 30 日，由云冈研究院、山西大
学主办的“第三届云冈学论坛：平城佛
寺 遗 址 ”在 山 西 大 学 云 冈 学 研 究 院 举
行。论坛设有“平城佛寺遗址的考古发
现”“云冈石窟的景观”“北魏洛阳佛寺
遗址”三个主题，来自山西省考古研究
院、云冈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北
京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建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国内 17
家科研机构、文博机构和高校的 40 余名
考古、历史、古建筑等领域专家学者参
会，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交流与探讨。

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杭侃致开幕辞。杭侃首先
感谢国家对石窟寺考古人才培养和云
冈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并对与会专家学
者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本次论坛会
议主题设置集中，以便大家能够通过集
中研讨进行思维碰撞，并鼓励现场同学
能够有内涵且不惧“内卷”，不断提升专
业能力。在杭侃“在冬天里为了学术抱
团取暖”的倡议下，论坛伴着窗外凛冽
的寒风火热开展。

论 坛 分 为 三 场 进 行 ，首 场 主 题 为
“平城佛寺遗址的考古发现”，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主
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
首 先 作 了《云 冈 山 顶 北 魏 佛 塔 遗 迹 试
探》的报告。他的报告分为云冈山顶佛
塔的由来及其形制、山顶佛塔的建造与
装饰两部分，他首先从中亚地区古塔入
手，结合凉州覆钵式塔和楼阁塔对北魏
平城所出现的佛塔样式进行溯源，指出
北魏平城时期曾存在两条佛塔传播路
线。随后，以 2011 年云冈石窟山顶佛寺

遗址发掘的残留 6 米高夯土的佛塔遗迹
为例，结合出土遗物，探讨了佛塔建造、
瓦当纹饰、塔刹装饰等问题。

随后，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
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作了《云冈石窟的
北魏佛寺遗址》的报告。王雁卿将云冈
石窟的北魏佛寺遗址分为两种类型，按
发现时间对云冈石窟的北魏佛寺进行
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并重点对遗址中石
墙与基坛的关系、兽首门枕石功能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最后，根据现有材料对
这批遗迹遗物进行了简单编年，并以此
对云冈石窟排年分期研究进行了新尝
试。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云
从项目概况、主要收获、性质探讨三个
方面，对“大同铁牛里北魏佛寺遗址”进
行了深刻诠释。她认为，该遗址是一处
以塔基为中心的北魏寺院遗址，遗址中
塔基及其回廊柱网保存较好，塔基中部
发现有一处用于瘗埋舍利的埋藏坑，为
北魏平城地区首次发现。此外，寺院内
还出土了泥塑佛教造像及铁甲残片，佛
寺遗址中的铁甲或有其特殊含义。最
后，李树云就遗址性质、年代展开了详
细论述，并结合《魏书》《水经注》和碑刻
文献等对佛塔兴建和损毁的过程进行
了复原。

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裕群
以 平 城 永 宁 寺 遗 址 、云 冈 窟 顶 佛 寺 遗
址、“思远灵图”遗址等为例，对平城时
期 佛 教 寺 院 的 空 间 布 局 进 行 了 阐 述 。
他简要介绍了平城各佛寺的概况、布局
形制与出土遗物，对佛塔的形制、塑像
的风格进行介绍与归类，认为北魏平城

佛寺布局可分为两种类型，早期仅有单
塔配置，云冈窟顶佛寺、思燕寺均可归
于此类。而鲁班窑石窟上方疑似为僧
院所在，或共同构成了塔院、僧院和石
窟相结合的形制，是北魏佛寺遗址中仅
见的一例，可能与犍陀罗地区佛寺形制
有 关 。 之 后 便 是 塔 、殿 组 合 配 置 的 寺
院，例如思远佛寺。而塔、殿、讲堂配置
的寺院只见于文献记载，未见实例。

诸位专家学者发言结束后，便进入
了讨论环节，大家就近年来楼阁式塔样
式的溯源、出土瓦当与石塔的关系、建
筑构件编年对排年的意义等问题展开
热烈讨论。

论坛第二场主题为“云冈石窟的景
观”，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
捷主持。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历史文博系教师李若水首先作了《云冈
石窟第五、六窟窟顶佛塔与石窟历史景
观的研究与复原》的报告。李若水围绕
云冈石窟第五、六窟窟顶寺塔遗迹，对
北魏和辽金时期塔的形制进行复原，进
而对窟顶佛塔与石窟历史景观展开讨
论。研究首先确定营造尺，之后根据现
存遗址的开间尺度确定平面规制，再由
塔的层数、收分、屋顶坡度等因素进行
立面复原，最后结合现有出土图像进行
三维复原。结合云冈的地形和近年来
的考古发现，推测郦道元眼中的“山堂
水殿”应该包括了云冈山顶的寺院和窟
前临水的窟檐建筑，并对云冈石窟景观
的核心与轴线进行了分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彭
明 浩 作 了《云 冈 北 魏 窟 前 建 筑》的 报
告。他认为，关于云冈窟前建筑的年代
争议（讨论）自宿白先生发现“大金西京
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始，未曾中断。
彭明浩通过对云冈窟前寺院建设中的
壁面遗迹现象考察，确认有大型梁孔和
明确的横槽遗迹，推测除 11—13 窟外，
其他洞窟均曾有北魏窟前建筑，云冈后
期工程中并非放弃窟前建筑，而是营造
模式不同。随后，他围绕鹿野苑石窟的
窟前建筑展开论述，并由此启示平城地
区修建窟前建筑的传统自云冈之前便
已出现，且大梁孔很可能是皇家工程的
反映。

论坛上，北京建筑大学测绘与城市
空间信息学院教授侯妙乐作了《石窟寺
时空智能与虚拟修复》的报告。侯妙乐
从石窟寺时空智能与虚拟修复的基本
概念、关键技术、应用示范、总结四个方
面展开报告。首先指出目前数字化面
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数据量极大而不
能有效服务于文保需求，故而其团队提
出文化遗产时空智能的概念，将 AI用于
时空型文化遗产特征分析，通过多维动

态数学模型使文化遗产具备多元动态
的表达能力，最终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
内将所需文物相关数据、信息和知识送
给需要和感兴趣的人。

论坛第三场主题为“北魏洛阳佛寺
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裕群主
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钱国祥首先作了《北魏洛阳永宁寺的
考察研究》的报告。钱国祥从永宁寺概
况、寺院遗址的考古勘察、寺院出土遗
物等方面详细梳理了洛阳永宁寺的发
掘情况，后从院墙与门址、木塔基址两
个视角切入，展示出土建筑材料、塑像
等图像资料。钱国祥认为，九级佛塔为
永宁寺的主体建筑，可能是中国古代建
筑史上最高的土木混构佛塔。礼佛者
可以通过塔内回廊式殿堂拜佛观佛，而
洛阳永宁寺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塔心
实体中部未见刹柱柱础，且塔心实体北
侧未见弧形壁龛，此问题的解决有赖于
学界的持续研究。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刘涛作了《北魏都洛时期佛教发
展的政治意蕴》的报告。刘涛深入探讨
北魏都洛时期佛教发展，通过对洛阳城
寺院位置和数量进行考察，可以得知北
魏迁洛后皇家寺院的选址呈现逐步进
入城内靠近权力中心的趋势。随后介
绍云冈石窟、巩县石窟、龙门石窟等双
窟或双主尊的遗存，探讨了“双窟与双
主尊”的政治意蕴。

论坛上，云冈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
员、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云冈学博士
研究生吴娇，云冈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

员、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云冈学博士
研究生侯瑞，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云
冈 学 博 士 研 究 生 吴 洁 、任 志 伟 等 作 为

“与谈人”，与相关学者围绕相关议题进
行交流、探讨。

讨论结束，杭侃对本次论坛进行了
总结。他说，新材料带来新问题、新视野
催生新方法、新技术带来新变革，并对石
窟寺考古迎来崭新的未来充满信心。

“纹”以载道，器以藏礼。忍冬纹是
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图案装饰中应
用最广的植物纹饰，这些大量出现的忍
冬纹精致繁复，极具异域风情。以第 10
窟后室门框忍冬纹为例：门楣内椭圆形
环状三叶忍冬雕刻对称，诸天童子，自
然在中；门楣四周弯曲的波状藤蔓上出
三叶或五叶忍冬花，奇禽瑞兽嘴衔枝叶
立于藤蔓上下，动态十足。

忍冬纹也是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艺
术果实。北魏时期，佛教艺术东传，外来
植物纹饰被雕刻到云冈石窟的壁面之上，
推动中国古代美术发生重要变化：我国从
商周开始以动物纹饰为主的装饰题材逐
渐过渡到以植物纹饰为中心。

命名与流变

中 国 学 者 首 次 在 研 究 中 提 到“ 忍
冬”一词，见于 1933 年梁思成、林徽因和
刘敦桢共同发表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
的北魏建筑》：“中部第八洞（现编号为
第 12 窟）柱廊内墙东南转角处，有一八
角短柱，立于勾栏上面，柱头略像方形
小须弥座，柱中段以莲瓣雕饰，柱脚下
又有忍冬草叶，由四角承托上来……且
云冈的柱头乃忍冬草大叶，远不如希腊
acanthus 叶的复杂。”名物学家扬之水认
为：“所谓‘忍冬纹’，它在中土的装饰艺
术中，最初只是外来的‘一种图案中产
生的幻想叶子’，而并非某种特定植物
的写实，与中国原产的忍冬亦即金银花
更是毫无关系。”

关于忍冬纹的来源，国内外学术界
普 遍 认 可 忍 冬 纹 源 于 希 腊 的“acan-
thus”，汉译为“茛苕纹”，在西方纹饰系
统占据中心地位。奥地利艺术史学者
阿洛伊斯·李格尔在《风格问题——装
饰历史的基础》中指出，茛苕纹由棕叶
纹演变而来，演化过程只与严格的装饰
要求有关，并非对自然植物的模仿。

源于希腊的“忍冬纹”经由犍陀罗
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东传华夏大地，成
为丝绸之路上自西向东传入中国的主
要植物纹饰，它的产生以及在不同区域
的发展变化都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
和交融的历史。

作为异域装饰纹样，忍冬纹进入中
国后，并未被当时的工匠简单模仿照

搬，而是融合中国传统几何与动物纹饰
后逐渐本土化，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忍冬纹装饰，广泛应用于佛教石窟与各
类器物。

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在中外文
化交流中有着重要地位。公元 398 年，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开启北魏
平城时代的大幕，大同成为北魏平城时
代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大同出土的
北魏陶壶、陶砖、石灯、石棺床等均可见
模印或雕刻忍冬纹，其中以 1965 年出
土的北魏太和八年（公元 484 年）司马
金龙墓石棺床最为精美：棺床上部以缠
枝四叶忍冬纹为边饰，其内波状忍冬纹
舒展流畅，藤蔓上下雕十三组伎乐天
人，伎乐足下或头顶一角雕中国式的
虎、狮、龙、人面鸟等奇禽瑞兽。盛极一
时的周汉兽面、禽鸟、云气纹等传统装
饰纹样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外来植物装
饰纹样一跃成为装饰主流。

融合与发展

云冈石窟是北魏平城时期丝路上
诞生的璀璨艺术宝库，忍冬纹雕刻贯穿
洞窟开凿始终。云冈石窟的忍冬纹以
三叶形为主，有波状、并列、环状、套圭、
龟背状、四出三叶等不同形式，具有重
复性和对称性特点。忍冬纹的叶瓣特
征、表现形式和雕刻位置在云冈石窟
早、中、晚三期洞窟中呈现出不同特点：

早期洞窟忍冬纹雕刻繁复，仅出现
在佛像法衣的边缘、菩萨的头光外周及
菩萨宝冠。中期洞窟忍冬纹繁缛有致，
装饰部位明显增多：例如第 7、8 窟后室

东西壁的忍冬纹花叶肥满舒畅，接近犍
陀罗风格。第 9、10 窟壁面雕刻的忍冬
纹 形 态 最 为 丰 富 ，藤 蔓 缠 枝 ，纵 横 盘
桓，受汉魏传统影响，几何形式的骨架
内填充童子伎乐、奇禽瑞兽、花叶果实
等图案，忍冬叶舒展自如，雕刻位置突
出，除装饰界带外，列柱、佛龛、门框等
均有装饰。晚期洞窟中的忍冬叶简约
纤细，第 35、39 窟窟门上部雕刻并列忍
冬纹装饰，偶尔在莲花窟顶四角雕刻
三叶忍冬纹。

忍冬纹的这些变化与云冈早中晚
三期洞窟的建造和艺术特点密切相关：
早期洞窟为帝王造像，突出表现主尊大
像，边饰中的忍冬纹如犍陀罗艺术中所
见饱满圆润；中期洞窟本土化进程加
速，富丽堂皇的佛殿窟内，忍冬纹饰组
合多变，精致繁缛，中国传统奇禽瑞兽
融入外来植物纹饰之中；北魏迁都洛阳
前后，由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云冈
晚期造像呈现出南朝秀骨清像的艺术

特征，洞窟中装饰纹样减少，忍冬纹饰
也随之简练纤细。简言之，云冈石窟的
种种变化皆是中外文化和南北文化交
融的表现。

正如梁思成所言，“云冈石刻中的
装饰花纹种类奇多，而十之八九，为外
国传入的母题及表现，其中所示种种饰
纹，全为希腊的来源，经波斯及犍陀罗
而输入者，尤其是回折的卷草，根本为
西方花样之主干，而不见于中国周汉各
饰纹中。”除忍冬纹外，云冈石窟中最常
见的莲瓣纹，以及雕刻于佛座上的联涡
纹、绹索纹等，均是典型的古希腊罗马
艺术装饰纹样。由于亚历山大东征和
希腊化运动，希腊文明传播至西亚和西
北印度，进而传入中国，中外文化交融
互鉴，成就独具魅力的艺术经典。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忍冬花
叶里浸润着中古时期的文化交融，展现
出中外文化的异趣同辉。

（来源：人民日报）

文明交融绘就忍冬花开
吴 娇

云冈石窟第 9窟前室北壁门楣上的忍冬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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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游客朋友：

云冈石窟第 6 窟自 2023 年 11 月
28 日封闭以来开展了洞窟调查和日
常养护工作，第 12 窟自 2024 年 11 月
11 日封闭后开展了数字化保护工作，
日前各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具备了开
放 条 件 。 经 研 究 ，我 院 决 定 从 2024
年 12 月 16 日 起 开 放 第 6 窟 和 第 12
窟。同时，第 5 窟由于要开展洞窟调
查和养护工作，决定于 12 月 16 日起
封闭，具体开放日期将依据工作进度
确定。

云冈研究院
2024 年 12 月 10 日

第 6窟“云冈第一伟窟”

第 6 窟 是 北 魏 孝 文 帝 太 和 年 间
开 凿 的 大 型 塔 庙 窟 ，窟 内 平 面 为 方
形，规模恢宏，富丽堂皇，可谓集中期
诸窟之大成，俗称“云冈第一伟观”。

经 过 300 多 个 日 夜 的 精 心 维 护
与封闭修缮，云冈石窟令人瞩目的第
6 窟 ，终 于 重 新 向 世 人 敞 开 大 门 ，迎
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重新开放
后的第 6 窟，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古朴
韵 味 ，更 在 细 节 之 处 进 行 了 精 心 修
复，使得每一处雕刻、每一笔色彩，都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 6 窟内造像题材众多，是云冈
石窟群中题材内容最为复杂的一个
窟，但有主有从，繁而不乱。凡礼佛
之 人 ，进 入 此 窟 后 必 先 礼 拜 中 心 塔
柱，塔柱高 14.4 米，分上下两层，雕饰
精美，在云冈为独特的塔形。当时的
雕刻家巧妙地在上层四面各刻出一
立佛像，全身妆銮贴金，这种中心塔
柱 四 面 造 出 的 佛 像 ，可 称 为“ 四 方
佛”；下层四面各开一龛，西龛内雕倚
坐佛，北龛内雕二佛并坐像，东龛内
雕 交 脚 菩 萨 ，南 龛（正 面）内 雕 坐 佛
像，经后世贴金彩绘，已非北魏时期
的风貌。

此窟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镌刻于

壁面下层、中层和塔柱的关于连环画
形式的佛本行故事，这些故事采用浮
雕与佛龛雕刻相结合的方法，把多个
连续情节镌刻在塔柱四面大龛两侧
和 窟 东 、南 、西 壁 及 明 窗 两 侧 ，依 据

《过去现在因果经》形象生动地雕出
佛祖释迦牟尼一生中主要事件的 39
幅佛传故事画面。故事情节贯通一
气，前后衔接自然，既独立成章，又相
互联系，构图严谨，主题突出，具体刻
画了释迦牟尼一生事迹以及成佛道
路上的种种磨难和成道经历的本行
故事，它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现存最
早的传记性宗教石刻“连环画”珍品。

第 12窟“音乐窟”

第 12 窟 是 一 座 非 常 神 奇 的 洞
窟，洞窟四壁布满层层叠叠的飞天伎
乐，集中展示了当时西凉、龟兹、天竺
以 及 中 原 地 区 的 各 种 乐 器 ，共 有 14
种 50 件之多，营造的是一种香宇天
音的佛国境界，它是云冈石窟伎乐雕
刻的代表，是研究北魏音乐、舞蹈的
圣殿，同时也是研究中外音乐史的最
全面的实物资料，故俗称“音乐窟”。

前室有四列柱，北、东、西壁均分
三层雕刻，雕有佛龛、佛本行和本生
故 事 以 及 大 量 轻 盈 的 伎 乐 飞 天 、舞
伎 与 乐 器 ，突 出 的 是 窟 顶 高 浮 雕 伎
乐 神 像 ，在 云 冈 诸 洞 窟 中 这 种 题 材
是 较 为 特 殊 的 创 作 ，而 窟 顶 四 周 镌
刻出的佛本行中的神行故事和苦行
像 的 造 像 题 材 ，亦 是 云 冈 各 窟 造 像
唯一的新布局。前室北壁最上层天
宫 伎 乐 十 四 身 ，分 别 演 奏 吹 指 、齐
鼓 、排 箫 、琵 琶 、横 笛 、琴 、五 弦 、筚
篥 、箜 篌 、腰 鼓 、义 嘴 笛 、法 螺 等 乐
器。门楣上一组舞伎群，动作连贯，
气 韵 奔 放 ，是 人 间 舞 姿 的 艺 术 再
现。窟顶逆发形伎乐天，体格壮硕，
具有北方少数民族性格特点。

该窟 内 乐 器 雕 刻 的 形 制 、演 奏
方 式 以 及 乐 队 的 组 合 形 式 ，集 中 体
现 了 北 魏 宫 廷 乐 队 风 貌 和 社 会 音
乐 制 度 ，是 研 究 中 国 古 代 音 乐 史 的
珍贵资料。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发言

云冈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馆员吴娇在发言

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
研究中心主任王雁卿作报告

云冈石窟景区
关于调整开放洞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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