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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块石头拼出云冈消失上千年的西立佛（下）

员小中

三、前壁坍塌之谜

这一期，我们再来谈谈西立佛为什
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西立佛原本所在的位置，躯干对应
的正好是一层比较容易风化的泥质岩
层，非常破碎，所以最早的西立佛可能
在完工后不久身上就开始有破损了。
于是，工匠们又重新用好的石块雕出西
立佛，然后挂到后面的岩石上。我们现
在 就 能 看 到 石 块 上 有 互 相 牵 拉 的 痕
迹。但后来，这一堆石块又因为结构失
稳还是坍塌了。然后古人就把这些坍
塌石块收集起来放在石窟前，等待有缘
人，这一等就是上千年。

关 于 这 次 坍 塌 的 证 据 ，除 了 西
立 佛 外 ，我 们 还 找 到 了 更 多 。 比 如
这 些 碎 石 块 ，我 们 重 新 把 它 拼 成 了
三 个 部 分 。 我 根 据 石 块 上 的 造 型 做
了局部的复原图，它是一座佛塔的某
一层。中间是二佛并坐，两侧是供养
天人，最外面各有两龛坐佛，上面还有
屋顶。根据大小比例就可以推测出原
来佛塔的高度。

我们又根据 20 窟前壁的复原图，
推测佛塔就位于前壁上，最终随着前
壁的倒塌而崩毁。西立佛那层薄弱的
泥质岩，也横贯着整个前壁，在营造前
壁时要开凿门窗、开凿木建筑的梁孔，

都对稳定性有影响。再加上地震，前
壁最终坍塌了。随之坍塌的还有前方
的木结构建筑物，它们还起火了。我
们挖出来的石头就藏身在被火烧过的
土层里。

四、失而复得的意外惊喜

在 20 窟前的考古发掘，使我们知
道这里一定藏着东西，而有的时候，则
是意外的惊喜。

2013 年 ，我 们 在 云 冈 石 窟 的 五 华
洞，也就是第 9 至 13 窟开展窟檐复建工
程时，在 12 窟“音乐窟”的正前方，发现
了日本人当年考古发掘的探沟，里边填
埋了 500多块造像残石。

更重要的是，这些石块本来不在这
里。当年他们还用墨书写着 20 洞，但
不知怎么它们就被埋到这里。但至少
可以证明，这些 80 多年前出土的文物
日本人没有能够全部带走。

当我触摸到这些曾经被挖出来的
石雕，有失而复得的欣喜，也有久别重
逢的感慨。这几十年来，它们也是“苍
老”许多。

比 如 ，日 本 人 考 古 报 告 里 的 供
养 菩 萨 ，线 图 里 边 绘 制 了 它 们 当 年
出 土 的 位 置 和 朝 向 ，地 点 是 在 20 窟
前 ，报 告 里 也 说 明 它 是 第 20 窟 西 壁
的 造 像 。

而这次我们重新挖到它的时候，它
已经断裂成两截，重新粘到一起之后仔
细辨认，确认无疑它就是当年那尊供养
菩萨，只不过头部已经消失了。

更 有 意 思 的 是 ，1992 年 ，在 20 窟
前挖出来一块大石头，大石头的上半
部 有 一 个 胡 跪 形 象 的 下 半 身 。 因 为
缺少上半身，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它是
什 么 样 的 身 份 。 于 是 我 们 试 着 把 那
身供养菩萨的上半身拿过来，往这块
石头上一放，严丝合缝！原来它们是
同 一 身 造 像 。 那 么 它 们 原 本 应 该 在
哪里呢？

现在第 20 窟西壁西立佛位置上方
的一个造像区域有个二佛并坐龛。现
在仅存一佛了，在边上有胡跪合掌的
供养菩萨。我们推测，另一边应该也
有 供 养 菩 萨 ，也 就 是 我 们 拼 出 的 这
尊。这尊供养菩萨的身后就是第 20 窟
的前壁，我们推测，在前壁倒塌时，这
块石头随之坠落，断为两截，最终被我
们今天看到。

还 有 这 块 千 佛 残 石 ，日 本 人 的 照
片 里 有 记 录 ，我 们 这 一 次 又 发 现 了 ，
可 以 非 常 确 定 这 就 是 同 一 块 。 但 日
本人当年没有说的是，这块石头的背
后 还 雕 刻 有 衣 纹 。 那 么 这 块 石 头 来
自哪里呢？

我找遍了云冈石窟所有的资料，在
100 多年前的老照片里，发现了第 16-1
窟中间的这身佛像。它身上的衣纹和
这块石头上的衣纹非常接近，而且这身
佛像的背后就是 16 窟的千佛，厚度最
薄处只有 5 厘米。所以我们肯定，就是
这个位置上的残块。

16-1 窟虽然不大，但造像非常有
特色。我们现在去了，可以看到壁面上
有 3 个大窟窿。其中两个窟窿里边的
造像已经成为了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
馆和法国巴黎色努斯基博物馆的藏品，
它们都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被盗的。那
么 中 间 这 身 佛 龛 里 边 的 坐 佛 哪 里 去
了？我们以前一直不知道。那么根据
这一块石头，我们可以确认，他们当时
盗凿旁边两身佛像的时候，同时把这一
身佛像也凿毁了。

五、不老的大佛

其实，这些年的云冈考古找到的石
块一共有 2000 余件，能像上面说的那
样找到原本位置的还不多。

比如这些建筑屋檐、这些鎏金的千
佛头像。还有堆积如山的千佛石块，其
中里面最重的一块，上半截要 5 个人才
能把它抬起来。所有这些，我们都会在
将来用数字技术虚拟复原的方式来寻
找它们的位置。

除了整理这些石块，这几十年来我
们的主要工作还是不断地研究、保护和
修复。

在 这 些 工 作 过 程 中 ，也 有 不 少 有
意思的新发现。大家如果感兴趣，可
以看看我们这些年的一些成果，特别
是 20 卷本《云冈石窟全集》，可以说全
方位超越了日本人当年的 16 卷 32 本
的作品。我很荣幸，负责了其中 4 卷的
内容。

我 们 用 了 7 年 的 时 间 做 完 这 20
卷。山顶考古用了 14 年的时间，做了 3
卷《云冈山顶考古报告》；窟前考古用了
10 年的时间，做了 4 卷《云冈窟前考古
报告》；艺术分类也用了 10 年，做了 13
卷《云冈艺术分类全集》。上面这些工
作也代表“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
学术历史终于得到了改写。

其 实 这 些 年 ，有 很 多 人 都 为 云 冈
做了很多事。经过持续的保护，石窟
不 会 掉 石 头 了 、里 面 再 也 不 会 渗 水
了，佛像也变得好看了。大佛前面我
那个住了 40 年的家也拆了，这是我们
一 家 两 代 人 共 同 生 活 过 的 地 方 。 我
很 想 念 我 那 个 老 家 ，拆 除 之 前 ，我 走
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总有恋恋不舍
的感觉。原来一出门就可以上班，现
在每天都要坐上两个小时的车，遇到
旅 游 旺 季 ，还 需 要 提 前 两 小 时 出 门 ，
推迟两小时回家。

父母去世后，他们的骨灰撒在了石
窟所在的武州山顶，伴着武州山的花草
和泥土，与他们朝夕相处 50 多年的石
窟永远地融合在一起了。我非常想住
得离他们更近一些，但是为了大局，必
须走了。不止我们家，石窟前整个云冈
村的上千人家都搬迁走了。云冈村南
面的国道也改线到石窟山后去了。现
在的云冈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了。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能让石窟保存得更
久更久。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大佛看着我
长大，我看着大佛在变老。希望大家能
多多关注云冈，多来看看至今已有 1564
岁高龄的云冈大佛。

12 月 21 日，“芥子纳须弥——云冈
石窟艺术特展”在台湾佛光山佛陀纪念
馆开幕。云冈研究院、台湾佛光山佛陀
纪念馆以及海峡两岸诸多专家学者、艺
术家等共计 2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据了解，该展于本月 7 日起在佛陀
纪念馆开始预展，并由云冈研究院的
专家和金牌解说员进行导览讲解，吸
引了大量台湾民众前往参观。21 日，
展览正式拉开帷幕，并将持续至 2025
年 4 月 27 日。

此次特展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华
文物交流协会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主
办，云冈研究院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承
办。这是云冈研究院首次在台湾举办的
文化艺术展览，以云冈石窟艺术为主题，
通过“真容巨壮”“穷诸巧丽”“法相延绵”

“保护传承”四个单元，生动呈现了云冈
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以及近年来云冈
石窟保护的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示了云
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西文化交
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位。

开幕式上，中华文物交流协会副会
长罗文利通过视频致辞。他说，此次特
展将云冈石窟的艺术精华浓缩于佛光山
的殿堂之中，彰显出两岸共同守护中华
文明的决心。多年来，中华文物交流协
会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在文物展览、文
物返还、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共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

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期待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加强合作，深
化两岸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
同探索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

云 冈 研 究 院 院 长 杭 侃 现 场 致 辞 。
他说，云冈艺术属于国家大规模雕刻，
工 程 量 巨 大 ，有 很 强 的 冲 击 力 、感 染
力，虽然长期以来众多学者致力于石
窟寺研究，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
再研究。此次展览借助数字技术得以
呈现，许多展品也是首次亮相。云冈
艺术能够在台湾佛光山展览是我们大
家共同的心愿，对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合作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表示，佛
光山与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签定了第三
个五年协议，将全世界最好的文物带进
佛陀纪念馆。上一个展览是敦煌莫高
窟，参观人次达 175 万。此次云冈石窟
艺术特展也将会迎来百万人。2011 年，
星云大师为云冈石窟入口题字，《 世界
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将云冈石窟的资
料、照片编入，云冈石窟在整个雕塑史、
佛教史、美术史以及考古学上都有重大
意义。相信此次展览也将进一步推动
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地位。

展 览 开 幕 式 上 ，云 冈 研 究 院 与 台
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签署了五年合作
交流协议备忘录，内容包括双方在文
化、文物领域与人才的合作交流，以及

工作互访、展览交流、学术交流与合作
等。

位于高雄市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宁静的自然环
境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光。冬日的佛
光山，多了一份祥和与从容，而云冈石
窟艺术特展仿佛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
一份冬日礼物，为佛光山增添了浓郁
的文化艺术气息。展厅内，观众近距
离欣赏云冈石窟的文物、精美的造像、
逼 真 的 洞 窟 形 制 以 及 3D 打 印 的 数 字
化展品。特别是首次展示的云冈石窟
第 20 窟、第 6 窟部分佛传故事、第 38 窟
复制洞窟以及沉浸式多媒体作品，让
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云冈石窟的
多元文化和艺术价值。

据 云 冈 研 究 院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自 12 月 7 日预展开始，每日观展的人
众多，且持续引起热烈的效应。高雄
一位艺术家说，犹如一部刻在山崖岩
石上的史书，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
冈石窟，融汇了各民族的文化精髓，是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云冈石
窟，这座由北魏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
寺，集当时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之最，
代表了公元 5 至 6 世纪佛教艺术的最
高成就，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首次亮相
台湾，让台湾民众看到了云冈石窟科
技保护的最新成果，文化同根，心灵共
鸣，每个面对云冈石窟的人，都会被它
恢弘的气势所震撼，艺术让我们的心
贴得更近。

开 展 首 日 ，云 冈 研 究 院 院 长 杭 侃
说：“佛光山在我心里是一片净土，能
够在此展览也是我的心愿，在此，向星
云大师致敬。我个人最喜欢做的一件
事是给大家当导游，今天有幸在展厅
里当导游，我感到很高兴。”之后，众多
嘉宾和观众聆听了杭侃的导览讲解，
从早期、中期，到晚期的石窟，杭侃的

讲解赢得大家阵阵掌声。
当日，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文旅

融 合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崔 晓 霞 作 现 场 导
览，渊博的学识、精彩的讲解，展现云
冈研究院专业学者的风范。云冈研究
院金牌讲解员赵润芳现场讲解，优雅
的姿态，系统的梳理，展现了云冈研究
院年轻讲解员的风采。

云冈石窟根据洞窟类型和造像风
格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为文成帝时
期（公 元 460—465 年）昙 曜 五 窟 的 开
凿，帝佛合一，真容巨壮；中期为献文
帝 、冯 太 后 、孝 文 帝 时 期（公 元 465—
494 年）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富丽堂
皇，穷诸巧丽；晚期为迁都洛阳后（公
元 494—524 年）民间补刻的窟龛，精致
繁缛，法相绵延。云冈石窟经千年沧
桑，洞窟存在自然风化、开裂剥落等问
题，云冈石质文物的保护成为世界性
难题。云冈研究院在病害分析和保护
材料研制方面加深科技投入，积极探
索数字化保护，实现文化遗产的代际
传承。

此次云冈研究院俨然将石窟搬到
展场，展件有 48 组件，包括 3 座复制石
窟，其中第 19 窟罗睺罗弟子像高达 4.2
米，也复制到展场内，还有第 38 窟，整
体展览结合了实体文物、复制石窟、多
媒体沉浸式投影，引领大家穿越时空
走进云冈。

云 冈 研 究 院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布
展期间，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何建国，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王晨等现场指导，参与
培训，为预展和正式开展做好细节安
排。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在台湾举办，
不仅仅是一场艺术的展示，更是文化
交流的重要纽带。希望台湾民众通过
此次展览，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
力，增进彼此了解与情感共鸣。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尊敬的游客朋友：

为了更好保障文物安全，确保游
客旅游安全，提升游客体验感和舒适
度，云冈石窟景区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参观，取
消现场人工窗口购票服务。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景区最大承载量：46250 人/日
（瞬时最大承载量：14453 人）。

二、参观景区的游客（包括老年
人、现役军人及军属、退役军人、军队
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烈士遗属、因
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残疾
人、警察、消防救援人员等政策性免票
人员），请在“云冈研究院”微信小程序
提前分时段预约门票，6 周岁（含）以
下或身高 1.2m 以下儿童无需预约。

三、预约时间：游客于 2025 年 1 月
1日起可提前预约 7日内门票。

四、预约流程：进入“云冈研究院”
微信小程序，选择“门票预约入口”，点
击“购票入口”，选择参观时段、门票类
型、填写参观人员信息，确认订单，完
成支付。团队游客请选择“团队成人
票”进行预约购票。

五、检票方式：预约成功的游客请
持身份证检票入园。政策性免票人员
预约成功后请持身份证及相关证件原
件，选择对应的检票通道检票入园。

六、开发票流程：进入“云冈研究
院”微信小程序首页选择“个人中心”，
在常用功能选择“发票申请”，输入订
单号查询，填写相关信息即可开具发
票。

七、退票流程：进入“云冈研究院”
微信小程序首页选择“个人中心”，选
择全部订单，选择需要退票的订单，点
击申请退款。

八、爽约机制：预约成功后未入园
参观，发生退票，视为爽约。一个自然
月内连续爽约 2 次（含）以上，从第二
次爽约的次日起，30 日内将无法预约
云冈石窟门票。

为确保您顺利入园参观，避免经
济损失，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云冈研
究院”微信小程序预约门票。

咨询电话：0352-7992622
云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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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景区关于全面实行
实名预约参观的公告

杭侃在开幕式上致辞

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首次亮相台湾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首次亮相台湾

崔晓霞作导览讲解

莲花纹石盖盒 | 北魏
1992 年云冈石窟第 14至 20窟前遗址出土

鎏金的千佛头像

本报发行公司发行 发行热线 : 0352-2503915

小
记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