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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大同是 “中国煤都” 的人也许不少， 知道大

同是 “中国古都” 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而了解大同历

史、 大同文化的人恐怕就更少了。

大同是我国古文明发祥地之一。 早在 10 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留下了泥河湾、 许家

窑、 青瓷窑等文化遗址。 上古迄于春秋， 大同是我国

北方少数民族北狄的聚居地。 战国时期， 赵武灵王北

逐林胡、 楼烦， 拓地千里始建平城 （大同）。 秦始皇统

一中国， 北拒匈奴， 出巡平城， 经略北边。 西汉初，

汉与匈奴在平城东发生的白登之战， 刘邦被困 7 天，

自此汉朝制定了与匈奴和亲的国策， 促成了 60 多年南

北经济、 文化的共同发展和胡汉各民族的空前融合。

大同是一朝帝都， 两代陪都， 明清重镇。 西晋拓

跋鲜卑崛起， 公元 398 年 （北魏天兴元年）， 鲜卑拓跋

珪自盛京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迁都平城建立北魏王

朝。 自此， 大同作为北魏京都 96 年， 京畿地区人口盛

时达百万， 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政治、 经济、 军事、 文

化的中心和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都会。 隋唐五代更迭，

马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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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数易其名， 自辽金迄于元初为陪都， 称西京， 共 244 年。 明朝朱元

璋第十三子朱桂就藩大同， 大同成为屏障京师的九边重镇之一。 清代大

同商业繁荣， 成为连接欧洲的重要商路， 大批商品经大同转运至恰克图

进行贸易。

悠久厚重的历史为大同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有 1500 多年的历史， 是北魏时期的杰作。 始建于辽代的 “巨

刹” 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佛殿。 始建于唐朝的善化寺是

我国现存唐代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寺院。 建于明代的九龙壁是我国现存

最大的龙壁。 奇巧险绝的悬空寺高空悬挂， 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穿境而

过……一座座宏大的历史遗产， 见证了大同曾经有过的辉煌， 是取之不

竭的文化财富。

悠久厚重的历史又为大同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人文景观。 历史

上， 舜帝曾来此巡狩； 赵武灵王开疆拓土； 秦皇曾在此筑城； 蒙恬、 李牧

屯兵戍守； 汉高祖白登被围； 唐太宗饮马长城； 孝文帝改革传千古； 唐庄

宗主政号小康； 辽圣宗不拘一格用人才； 金世宗大倡文化重教育； 元世祖

纳谏用崔斌； 明穆宗边城开马市； 割燕云吴峦守孤城； 战沙场杨业洒碧

血。 冯太后方山建陵； 郦道元平城著书； 薛仁贵大同扬威； 毕士安高风荐

贤。 昭君出塞， 汉武用兵， 朱弁持节， 徐达筑城， 闯王进京， 姜瓖抗清，

慈禧西逃， 辛亥兴兵……一幕幕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 演绎着大同曾经发

生过的故事， 是千年传诵的历史佳话。

富有灵气的平城大地还赋予了大同人以灵巧的双手、 豪放的性格。

苍劲有力的魏碑体书法即产生于大同。 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耍孩儿、

二人台、 梆子腔、 罗罗腔、 赛戏、 秧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全部被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耍孩儿剧被评价为中国戏剧史上的 “活化

石”。 民间工艺品———铜器、 石雕、 木雕、 根雕、 蛋雕、 煤雕、 食雕、

序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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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 泥人、 绢人、 剪纸、 折纸、 布艺、 漆艺、 刺绣、 蜡染、 烙画、 铝版画、

金箔画异彩纷呈， 其中有不少工艺曾获国家大奖， 2011 年还被命名为 “雕塑

之都”。

出身社会近 40 年来， 我有幸一直工作、 生活在这座城市， 每每看到这些

历史遗产， 都会被深深的震撼， 震撼先人的聪明睿智， 震撼工程的宏伟浩大。

每每听到这些历史故事也会生出无限感慨， 感慨人物的壮烈悲情， 感慨世事

的沧海桑田。 每每听到这些熟悉的地方戏， 就感到十分亲切， 也忍不住想吼

上几嗓子。 每每看到这些精美的工艺品， 就流连忘返、 爱不释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城市的灵魂。 大同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 集古都文化、 佛教文化、 道教文化、 长城文化、 边塞文化、

美食文化于一身， 在全国的众多城市中， 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编纂古都

大同这套系列丛书， 正是想让人们对大同有深刻了解， 能够触摸到大同的历史

脉络和文化特征， 感受到它的灵魂， 让大同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有关大同的著述虽然不少， 但大多只注重了一个侧面。 在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 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实践中，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 有必要也有责任

组织一些专家、 学者编纂一部立体的全景的， 详尽介绍古都大同的系列丛书。

为此， 我曾多次与力高才、 高平、 古鸿飞、 要子瑾等专家交流， 共同策划。

从制定规划、 内容、 体例设计到专题编著分工、 编审等， 已近两年时间， 现

在就要陆续出版了。 参与编著丛书的每位作者都在理论阐释和材料收集整理

方面， 付出了很大努力，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望着雄伟壮观的古城墙和高楼林立、 桥涵飞虹、 通衢溢彩、 人车川流的

大同， 领略古都大同的丰姿， 感受古都大同的底蕴， 我分明体味到了大同人

自强不息、 开拓创新的勇气与激情。 我们有理由相信， 曾经创造了无数辉煌

历史的大同人， 一定能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出新的历史奇迹， 让古都

大同以崭新的容颜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3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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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6 年 6 月，《大同日报·假日周刊》 约我编写部分介绍云冈石窟艺术的文

章，要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每篇约 1500 字，我欣然接受。 于是我从云冈石窟

的主要内容写起，采用围绕篇章内容，针对性地以两句话概括出主题的形式，

每周为报纸提供一篇介绍云冈某个内容的小文。 从当年 7 月份起，每周一期的

《大同日报·假日周刊》就以“听王恒讲云冈”为栏目，连续发表我编写的介绍云

冈各类佛教造像艺术的文字。 期间，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这样介绍云冈好，

在茶余饭后看一小段，就知道了云冈的一个部分，在充分享受趣味性的同时，

还接受了云冈文化熏陶，很有意义。 有的读者还将登载云冈文章的报纸剪下保

存。 这些都给了我很大鼓舞。 当我铆足劲编写了 20 多篇后，年底时编辑通知

我，栏目要换话题，不发了。 为此自己很是遗憾了一阵子。 半个年头的周刊仅仅

发出 14 篇，这些小文虽然介绍了昙曜五窟、露天大佛、弥勒造像、文殊维摩对

坐、二佛并坐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但对云冈石窟数量巨大的佛教造像题材

和艺术表现来说，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无奈的放弃不可名状。

以后的几年时间中，一旦有些空余时间，就接二连三地将当时没有发表或

是还没有完成的云冈石窟典型题材片段整理成篇， 使其成为一部较完整的云

冈石窟小册子。 到 2012 年 10 月，积累已具规模，根据内容和图像性质分为概

述、佛陀、菩萨、供养、护法、乐舞、佛传、本生、因缘、印相、窟龛、佛塔、景观等 13
大类，包括 99 篇石窟艺术的介绍性文字。 书稿被我的知己领导马斌部长看中，

作为《系列丛书古都大同》之一出版，十分荣幸。 愿此书在宣传云冈、服务社会

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本书插图由张海雁、员新华、张旭云提供，谨致谢意！

王 恒

前

言

Qia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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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约 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
规模浩大，自东迄西约 1000多米，现存大小编号洞窟 254个，各类佛教人物造
像 59000余尊（身），各类龛式、塔形和纹样 20000余个（处）。
史书记载和考古成果说明，云冈石窟始凿于公元 5—6世纪的北魏时期，是

中国第一座开凿于首都附近的封建帝国皇家佛教石窟寺院， 也是中国早期石
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云冈石窟艺术以规模宏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内涵丰富
而驰名中外；以典型的皇家风范造像而异于其他早期石窟；以融汇东西、贯通
南北的鲜明的民族化进程为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 石窟以大量的
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 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 5世纪中叶至 6世纪初中国石
窟艺术风格及中国北方地区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 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
新与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具有其他早期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
赏价值。 1961年， 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 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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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 凿

北魏辉煌成就中华民族瑰宝
杰出艺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时间：
2001年 12月 13日 18点 25分（北京时间 12月 14日 0点 25分）

地点：
赫尔辛基“芬兰国际会议中心”

事件：
由 168个缔约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25届全

会， 一致通过将中国的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 1-1）。 这是中国自
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后被批准列入的第 28处
遗产（图 1-2）。
世界遗产的共同定义是： 具有“世界性的杰出价值”。

图1-2%云冈石窟世界遗产证书图 1-1%云冈佛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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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距大同市约 16公里， 从市区出发向西沿云冈路至十里河进入武
州山川，约 30分钟的车程，就达云冈石窟。 石窟位于武州山南麓，武州川的北
岸。 洞窟依山开凿， 东西绵延约 1公里， 现存编号洞窟 254个， 雕刻面积达
18000多平方米，大小造像 59000余尊，最大的高 17米，最小的仅有 2公分（图
1-3）。 它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和文化遗产， 也是我国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
一，与我国其他石窟艺术一道，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的珍贵资
料。 1961年 3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 1-4）。

公元 4世纪末期，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
王朝。 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迁都平城
（今大同市），到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494）再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封
建统治的中心近一百年之久。 云冈石窟就是在北魏王朝的最繁荣时期（460—
524）开凿的。
北魏皇帝崇佛是云冈石窟开凿的重要条件。 文献记载，鲜卑族拓跋部在中

国北方一带开始活动时，还未信仰佛教，到建立政权，接触中原地区多重文化
后，才开始注意佛教。 道武帝“好黄老览佛经”。 他在征服各族的战争中，“见诸
沙门、道士，皆致精敬，令军旅无所犯”。 天兴元年（398）又下诏在京城建立五级
浮图，建耆阇崛山殿、须弥山殿及讲堂、禅堂等。 明元帝时，“又崇佛法，京邑四
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太武帝于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太延

图 1-3%云冈石窟地处武州川

图 1-4%%云冈石窟中部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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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这是北魏佛教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至此，素称发达的凉州佛教东传，北魏佛教迎来了兴
盛期。 但由于太武帝晚期近信于儒士崔浩和道士寇谦之，开始崇道排佛。 太平
真君七年（446），太武帝下诏毁灭佛法，“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 演出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坑沙门，毁诸佛像”的废佛事件。 然而，文成帝即位后，立
即下诏复法，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其直接结果，便是云冈石窟大规模
的营造。
文献记载：“太安初（455），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

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 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
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
又沙勒（新疆喀什）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平城作为当时中国北方
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集中了全国的优秀艺术工匠。 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
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到平城，其中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著名高
僧。 这都为云冈石窟的大规模营造创造了良好的人力物力条件。
《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460），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

昙曜以复法之明年（453）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
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 昙曜白帝于京城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
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至此，北魏皇室倾
其国力，开始了云冈石窟的大规模营造。 云冈石窟这项伟大的工程，耗费人力
物力不计其数，有人这样统计，“……北魏迁洛后，孝明帝为宣武帝于伊阙造石
窟一。 凡三所，需时计二十四年。 费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若以较筹武州
山凿石造像……该费工三千七百七十一万一千二百零二。 ”当然，这样离开具
体条件的推比不一定准确，但对云冈石窟工程之浩大也是个大致估计。 云冈石
窟的大规模营造，虽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停止，但中小型的营造工程一直持续
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
北魏以后各代都曾对云冈石窟进行过开凿与完善。 据《大金西京武州山

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唐贞观十五年（641）守臣重建。 ”《古清凉传》记载：
俨禅师云，“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 辽代也对云冈石窟进行过大规模
的修整，在洞窟前与崖面相接处兴建了大型木结构窟檐，亦有所谓“云冈十
寺”之名。 这些建筑虽然在辽末毁于兵火，但我们今天仍可在洞窟崖壁上方
看到当时置梁之孔。 以后的金、元、明、清等都对云冈石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
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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