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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与河北地缘相连，历史相关、人文相近，有着讲不完说不尽的话
题。《尚书·禹贡》载，上古时期，禹分九州，冀州为首，大同乃属冀州之域。冀州
包括现在河北、山西等广大的地域。

春秋战国时期，襄子灭代、三家分晋，赵国灭中山、扫林胡、驱楼烦、扫韩魏、
退齐楚，在北方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其中代郡大部分、雁门郡的一部分就
在今天的大同地区。时至今日，灵丘还有赵武灵王的衣冠冢，灵丘的固城村还
流传着赵武灵王练兵的传说。赵国都城先是晋阳，也就是如今的太原，后来迁
都到邯郸。

北魏定都平城，都城建设学习曹魏邺城布局，平城百废待兴。崔浩、高允等
河北名门望族出仕平城，对北魏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坐镇平城指
点江山的“千古一后”北魏冯太后为长乐信都人（今河北冀州）。河北省保定市
曲阳县西北的大茂山为古北岳，清初，北岳国家祭祀逐渐由曲阳移至大同浑源
恒山。云冈石窟对始凿于北齐时期的河北响堂山石窟佛像造像影响颇深。辽
金时期，大同为西京，河北蔚县为西京所辖。

明代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很多河北人的祖先都是从山西过来，可谓是同
根同源。移民，将三晋文化流播到河北的广大地区，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
色的移民文化，两地渐渐地融合成了一体，尤其是河北张家口、保定等地的居民
与山西人来往更是紧密，两地人互相嫁娶到对方省区的很多。

考察中发现，很多河北人认祖归根，都将山西当作祖居之地，河北有很多人
讲晋语，以至于很多外地人听到河北人讲方言还以为是山西人，同样也会有人
把山西人误以为是河北人，语言沟通无障碍，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很多河北人
喜欢听晋剧，《打金枝》、《金沙滩》、《见皇姑》等晋剧名段甚至也能哼唱几句。

桑干河两岸和支流繁衍生息过各种早期人类，朔州峙峪人、大同许家窑人、北
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这些古人类遗址都是人类文明的初曙。 其中许家窑人是周口
店北京人的后裔，距今约10万年，向西迁徙，足迹遍布大同、乌兰察布、张家口一带。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有个很有名的“三岔口”论断，所谓“三岔口”，指
的是蔚县东北方向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一方；它西南
方向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夏商文化”为一方；它西北方向的“河套地区
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为一方，三方的文化因素在这里“碰头”，“几种特征
的文化因素交汇在了一起”——中原文化、东北文化、河套文化三种文化元素在
张家口市的蔚县融合分布。由此可以证实“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

‘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大同，就在这个“三岔口”与双向通道区域。这个从“战”与“和”中走来的城

市，以她包容大气的胸襟和气度，在长达 4 个世纪的时间里，强烈地影响了中华
民族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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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与山西以太行山为分界线，和山西的大同、忻州、阳泉、晋中、长治等市接
壤。虽有太行山脉相隔，但山间陉道众多，道路相通，两省山水相连、人文相近、语言
相通，历史上往来密切，彼此不分。

市委统战部日前组织我市专家学者赴河北省张家口、保定、衡水、邯郸、石家庄等

地考察调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以桑干河、长城、云冈、恒山等民族
融合历史见证和文化地标为坐标开展学术考察，走进当地博物馆、古城址寻找历史上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证，并与当地专家学者座谈交流，寻找大同与兄弟城市之间的
关联性、传承性，推动我市“三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 河 北 考 察 记

追踪文明初曙追踪文明初曙 探究探究““三交三交””源流源流

本报记者 冯桢

响堂山石窟与云冈、龙门并称中国三大皇家石窟。出峰峰城不远，便是响堂
山石窟了。响堂山石窟是以北齐石刻为主的石窟群，分南北两处，相距 15公里。

北齐取代东魏之后，有两个政治中心，一是国都邺城（河北临漳县境内），一
是别都晋阳（山西太原）。地扼太行山东西交通要隘的鼓山，是两都来往必经之
地。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美丽，石质优良，北齐皇帝高洋笃信佛教，将佛教奉为
国教，故选择此处凿窟建寺，营造宫苑，作为他来往于两都之间的休憩、避暑和
礼佛之地。中国艺术史上一部分最精致的佛教造像就此诞生。

两处响堂山石窟均始凿于北齐时代（550—577），隋、唐、宋、元、明各代均有
增凿。东魏武定末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命人在鼓山之腰，开凿石窟，雕刻佛像。
之所以称为“响堂山”，据说是因在石窟幽深的洞中，人们击掌、甩袖等动作都能
发出洪亮的回声。南北响堂山石窟现存石窟 16 座，摩崖造像 450 余龛，大小造
像 5000 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响堂山石窟是 1961 年经国务院公布的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齐是一个政治动荡、战事连连的朝代，然而这个短命的王朝却在多元文
化的影响下，创造了艺术的高峰。鲜卑贵族与武士，汉族官吏和艺匠，汉族或非
汉族的佛教僧侣，外族商人、乐伎以及官方使节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化、宗教、商
业乃至政治舞台。不同文明、文化彼此影响而后交融，创造了崭新的艺术样
式。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响堂山石窟留下了与众不同的一笔，它也因为
吸收了源于不同民族的文化精华和凿刻成就，被学界称为“北齐造像模式”。

考察组一行从魏都平城而来，很想了解云冈石窟对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北
魏时期，僧徒大统领法果提出“帝即是当今如来”主张，拜天子就是拜佛，使得佛
教造像上出现了佛与皇帝的合身像，这既体现在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上，也体
现在了响堂山石窟中。据说大佛洞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为其父、东魏权臣高欢
所建造的，不仅佛像是同高欢的合体，中心柱顶部还有所谓“高欢陵穴”。但据
实地考察，顶部的洞窟并没有葬具之类，也没有发现人骨。

考察中发现，以云冈石窟为滥觞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随着北魏迁都洛阳，
龙门石窟继承并发展了云冈的艺术特征，再由高欢将东魏迁都邺城，按理说，响
堂山石窟应该承接云冈和龙门艺术传统并继续发扬光大。可是，它却展现出与
前两者都不尽相同的个性。

云冈石窟早期开凿的石窟，有个典型的洞窟形式——中心立方柱，四面开
佛龛。无论云冈还是龙门，所有早期洞窟中的大小造像均琳琅满目，布满石
窟。但响堂山石窟具有颇多留白，有些洞窟是三面开佛龛，有些只有单面，一些
墙壁并无雕刻，而是空在了那里。例如北响堂最重要的大佛洞，中心方柱就只
有三面开龛。石窟内的主角是高 3.5 米的大佛，大佛结跏趺坐（亦称“金刚坐”）
于帷幕帐形龛内，身着双肩式袈裟，衣纹疏宕，均向腹部平缓中垂。大佛体态圆
阔，面容丰满，高鼻长目，面带微笑，这种浑圆敦实的体态造像与北魏时期“褒衣
博带、瘦骨清像”的风格大为不同，整体造型给人一种厚重有力之感。

响堂山的佛像，表现出北齐民族的强健和豪迈，形体敦厚结实，面稍丰满，高鼻
长目。结跏趺坐或半结跏趺坐于圆形莲座上，衣纹疏宕，成不规则阶梯状布于全
身，下摆铺于座面。菩萨的体态也是浑圆敦实，其造型给人一种厚重之感。北响堂
大佛洞左龛内的菩萨扭躯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脚的特点，应是开启了隋唐造像那
种“浓艳丰肥”“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佛弟子面型与菩萨相同，体态浑圆，衣式
简洁明快，下身也与菩萨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风。“曹衣出水”这种薄衣贴体、襞褶
稠叠、如出水中的西域样式，在4世纪前开始沿着丝绸之路逐步向内地传播。

文史学者谷敏说，响堂山北齐造像的雕刻技法在继承北魏风格的同时，又
有新创，在吸收北魏时期的直平刀法的同时，又使用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
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从而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更加真实；在表现造
像的肌体上更多地使用圆刀法，使造像增加了无限的生命力，并表现出鲜明的
个性。石窟雕刻与壁画彩绘相结合，也是响堂山的独创。

响堂山石窟既保留了早期佛教造像的特征，又创造出三大石窟中没有的新
式样，是响堂山石窟独有的魅力，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艺术
的缩影在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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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国必依山川。秦一统天下后，建立了全国山川祭
祀制度。汉朝于神爵元年（前 61 年）确立了五岳尊于众山的祭祀
地位，五岳元素从此融入各个朝代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

五岳祭祀是大一统王朝的产物，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
值。儒家经典《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易姓而王，致
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
报群神之功。”每逢改朝换代或太平盛世，皇帝都要举行封禅大
典，告成于天，以彰显王朝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古北岳在河北保定大茂山，自从后晋的儿皇帝石敬瑭将燕
云十六州拱手送给北方的契丹，古北岳大茂山也有一大半被划
入了辽国版图，定都中原的北宋王朝只好将祭祀北岳的庙宇迁
移到大茂山以南七十公里的曲阳县，民间遂有“先有北岳庙，后
有曲阳城”的说法。“大茂维岳古帝孙，太朴未散真巧存。乾坤自
有灵境在，奠位岂合他山尊。”可惜，几番战乱让古北岳大茂山的
尊崇地位从此不在。

考察组的专家学者们走进曲阳北岳庙，一座诚朴雄伟的巍
巍大殿忽然正襟危坐地出现在眼前。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德
宁殿是北岳庙的正殿，也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元代木构建筑。
出檐下的宋元斗拱种类繁复，正中悬挂的青色牌匾上用金书写
着“德宁之殿”四个大字。德宁之名，相传是出自《庄子》里的“天
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天清地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是农业社会先民最大的愿望。

北岳庙是北岳安天玄圣大帝的道场，德宁殿内供奉的主神
自然也是坐镇地方的北岳大帝。北方属水，与黑色对应，所以作
为神格化存在的北岳大帝也被赋予了司水之神的功能。在道教
典籍的描述中，主管江河湖海的北岳帝君常以身披君服元流之
袍，头戴太真冥冥之冠，腰佩长津悟真之印的形象出现，他的坐
骑是黑色的飞龙，他的随从有七千仙人和玉女。

清代起，北岳从河北曲阳大茂山移祀到浑源恒山。北岳移
祀其实在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便由兵部尚书马文升提出。清
顺治十七年（1660），刑科都给事中粘本盛条奏，请移祀北岳于浑
源州。直至清康熙皇帝即位后，遣工部右侍郎李呈祥致祭北岳
恒山之神，标志着浑源恒山的祭祀，正式上升为国家祀典。

北岳为什么移祀？说法多多，粘本盛条奏的移祀理由是，
“夫辨方正位，浑源于四岳为正北，曲阳稍在其东。国家建都于
燕，曲阳在神京之南，浑源在神京之北，为国家藩屏。”浑源学者
李向奎认为，今北岳地处太行山西侧、大同市之南，诚如顺治《恒
岳志·序》云：“（恒山）外阻沙漠，内连紫塞，峙中华之坊表，巩神
京之翊卫”，地理位置至关重要。随着明朝军事力量在大同的发
展，浑源州境内的恒山亦是威灵丕著。有明一代，马文升、陈棐、
胡来贡等人的移祀请求，虽未获批准，但清代北岳祭祀由曲阳移
至浑源，自然与明代军事力量的持续推动及诸人在朝中的广泛
影响密不可分，更是国家一统意志的体现。

此次河北之行，考察组夜访燕下都，探访正定古城，深入赵
邯郸故城遗址、曹魏邺城遗址实地调研，旨在探寻历史线索，了
解故城面目。此行考察的重点是曹魏邺城遗址，北魏平城“模
邺、雒、长安之制”，都城建设脱胎于邺城、洛阳和长安，但它又对
中原故都形制作出成功的修改与创新，其影响及于隋大兴（唐代
改称长安），明清季北京和朝鲜乃至日本的平壤、汉城、藤原京和
平城京。

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20 公里的三台村附近，由邺
北城和邺南城组成。邺北城曾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
东魏在邺北城南部加筑邺南城，两城共同作为东魏都城，北齐继
续沿用，前后达 370余年。

邺北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东、北、南三面仍保存有墙基。
虽为曹魏时期的魏王之城，却第一次出现了中轴线布局，在中国
古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邺北城南面 3 门，东、西
面各 1 门，北面 2 门。1 条东西向大道，连接建春门与金明门，把
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东西向大道以北，中央为宫殿区，西部
为苑囿和后宫，东部为戚里和衙署；东西向大道以南为官署和一
般居民区。南部中央大道南起中阳门，北对宫殿区，是城内最宽
的道路，也是城市的中轴线。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城市建设更加重视防御功能。邺
北城西北部的铜雀三台就是防御设施之一。三台分别为铜雀

（爵）、金虎（凤）和冰井台，西依城墙，东邻铜爵园，铜爵园内置武

库、马厩、仓库，既是游宴之所，又提高了防御能力。邺北城南墙
下还发现一个潜伏门，是内外交通的秘密通道，始筑于曹魏时
期，一直使用至十六国。

文史专家宋志强认为，邺城“中轴对称、分区布局”的建筑格
局和“先规划、后建设”的设计理念，为东亚地区古代都城建设提
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对魏都平城的建设有着重大影响。

文献中记载道武帝建都平城“规立外城，方二十里”，根据推测，
北魏平城东边界的南北延长线恰好北到方山、南到六棱山西端大头
顶，这是一条山川定位的轴线，体现出了将区域山川轴线作为都城控
制边界的设计思路，继承了秦汉以来都城大尺度设计的规划传统。

魏都平城是充分体现帝王意志，内涵丰富、规模壮阔的中世
纪封建礼制建筑群落。其有郊有甸有塞围，三重防护；设有三
城，即宫城、都城、廓城，宫城在北，廓城在南，都城在廓城中，由
北向南一字排开，城城套叠；敕造前市后朝，左祖右社，明堂圆
丘，理圆义备；城内中轴对称，棋盘交错，里坊规整，九衢通达。
而且“胡人善水”，凿引武周川水北上，使平城“二龙”戏珠水环
绕，淡烟宫阙闻钟声。

文史学者马志强认为，平城的都城空间形态和规划思想是北
魏国家和制度确立的空间投射，不是简单的胡汉杂糅，而是民族融
合的产物，都城规划建设在自然山水利用、礼制空间组织和社会治
理等多方面探索创新，对平城后期的空间形态和迁都后北魏洛阳
的规划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进而影响了隋唐长安和后世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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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组在邺城博物馆考察

考察组在邺城遗址考察

邺城博物馆

响堂山石窟

北岳恒山真武庙

曲阳北岳庙

定窑历史博物馆展品

考察组与河北有关专家学者座谈交流

考察组在冀州古城遗址考察

考察组在易县博物馆考察

冀州博物馆展品 河北博物院展品 保定博物馆展品 邯郸市博物馆展品正定古城

衡水博物馆展品正定民族团结主题公园潭园

赵王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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