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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麦积山早期洞窟的考古工作中，对其现存早期洞窟的代表 78窟之
内容时代的判定，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两种对立的说法，一个
是现存北魏洞窟内北魏塑像说，一个是现存后（西） 秦洞窟内后（西）
秦塑像说。 本书认为，两者都偏颇，应取中间，即现存后秦洞窟内北
魏重塑说。
对麦积山后秦开窟现象，本书主要从以下思路进行证明：
（一） 绕开关于 78 窟的争论，初步证明麦积山西崖大立佛 （98

窟） 是十六国后秦的遗迹。观点主要受炳灵寺西秦大立佛启示，并辅
以 98窟与周边洞窟的层位关系分析为基础，配合文献记载。这样就找
出了另外一个洞窟是后秦洞窟，并其中的塑像被后代重修的例子。由
此窟立定精神，为其他早期洞窟提供了参考。
（二） 绕开“单纯”对 78窟的争论，从 90、165、74、78、51等

窟普遍存在最早焚烧层情况，判断它们为一组太武帝灭法之前的洞窟。
（三） 从最早开窟有条件占据最好的崖面位置判断说明，98、90、

165、74、78窟乃占据古代麦积崖最好崖面最中间位置，故根据类型
排比推测这些洞窟乃最早人工大规模开凿的洞窟，印证文献中后秦始
凿大规模窟的记载，即应是后秦所凿窟。同时通过考察，认为龙门等
石窟均存在类似的最早开窟位置方面的共性佐证。
（四） 从 90窟、165窟的焚烧层直接在现存最早塑像之下被叠压

的情况看，并结合 78（有北魏题记）、74 窟也存在类似情况，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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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65、78、74窟现存最早塑像当为灭法后重塑的北魏塑像。进而
推知，北魏全面重修了被破坏的十六国后秦洞窟。同时通过考察，提
出莫高窟也存在北魏全面重修十六国洞窟的共性佐证。
（五） 通过考察云冈昙曜五窟，亦看到麦积山后秦开窟的佐证。麦

积“姚秦五龛”与云冈昙曜五窟属于前后关系，前者影响了后者。麦
积姚秦五龛由现象上看，乃为后秦五帝王所造龛，麦积山石窟后秦所
造大龛（包括 98窟） 初步判断，乃中原北方地区皇家石窟的初祖。
（六） 后秦长安佛教界亦存在僧肇的“当今佛”的理论，麦积山姚

秦五龛的开凿，自有其理论基础。
（七） 阐述了类型传播的文化现象，肯定了麦积山石窟后秦洞窟的

地位。
因此，本书初步梳理出麦积山后秦开窟的事实轮廓。后秦洞窟现

存窟内文物都已经是北魏重新塑绘以后的面貌了，但可透视出后秦的
原始开窟因素，并初步注意到，后秦开窟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
本书提出了新的看法，为石窟开创史或许能够补充一个缺少的纽

带。书中关于麦积山早期洞窟讨论的内容有的是过去陆续公布过的，
有的是新加入的，渐能形成系列，大略能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论证框
架，故以此为基础出版。重排的内容有些部分略修改了文字和增加了
图片。文稿最初撰写时限于麦积山山中资料有限，时间仓促和本人识
见，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叙述较少，不够面面俱到，此次出版又
未便作大的改动，属于在主要方面点到为止的主旨之论。虽然尚粗糙，
论证上有所瑕疵和纰漏，仍不揣冒昧，主要因为多是由第一手材料出
发，自信观点多是新的，可以抛砖引玉。 作为石窟中人，也有义务提
供原始证据，以供大家参考。
本书内容主要是对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的研讨，还涉及了其他石

窟的早期洞窟研讨，主要是炳灵寺石窟、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
窟，吐峪沟石窟，它们与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的研究存在着较直接的
重要联系。
书中还附录了对陇东石窟早期洞窟的研讨，主要梳理了其开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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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名称因缘、文化因素，它们与麦积山石窟同属今甘肃省地界，亦
同属古代关陇地区，存在着地缘文化联系。
本书还附录了对麦积山古代地理背景方面的研讨，试着为麦积山

石窟及其所在地天水，开拓切实的历史地理视野。
有关绘画史的研讨，本书附录了古文献中某某重要绘画名词术语

定义方面的考释，及画论中某某重要成说正确与否的探索，意在结合
敦煌壁画、麦积山石窟壁画等古代绘画因素，在颇具争议的学术氛围
中，直抒自家之言。
宏观注意共性，微观发掘层次。能就近梳理，放眼指引，以趋合

理，是所愿也。

附：
邓健吾先生（又名东山健吾，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曾猜想，麦积

山石窟中如 78窟的北魏塑像有可能不是原窟中的原作，有后秦或西秦
开窟，北魏于灭法后重塑的意思，但一笔带过，未作论证，并希望以
待来日解决（见于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年、1988年版《中国石
窟·麦积山石窟》载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
问题》），因他自己未曾找到新证据，后竟不守，只好认同 78窟乃北魏
开窟，北魏塑像的观点（见于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麦积山石窟研
究》，载东山健吾：《麦积山石窟———云海中微笑的众佛及其谱系》）。

而本书中的主要论点，同邓健吾先前的猜想一致，并且更加把观
点挑明和肯定得更具体、更广泛。故本书所列的相关证据和所作的相
关论证，可作为上述先前邓健吾猜想的一个注释和发挥，乃邓健吾猜
想的初步解读、初步证明、初步肯定性回答。

夏朗云

20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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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第 1窟
对麦积山西崖摩崖大立佛龛断代的启示

———以麦积山西崖立佛龛与周边洞窟的层位关系为基础推断

前言

关于麦积山石窟是否现存在着十六国时期的遗存，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争
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第 78窟开窟时代的判定上，形成主张北魏开窟和十六国开窟
的两派分歧。分歧是学者们对第 78窟仇池镇供养人题记（北魏时期） 与洞窟的
关系有不同的认识所致。一派认为题记时间表明开窟时间，窟内塑像基本是北魏
时期的①；一派认为题记时间乃重修时间，窟内塑像基本是十六国时期的。②目
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给麦积山石窟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历史价值的定位带来困
惑。我们认为，第 78窟作为一个孤例，对它观察的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可
能性，故难以说明孰对孰错，如果仍纠缠于对第 78窟的争论，将不会有大的进
展。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到另外的窟上呢？我们可将目光
关注到麦积山西崖摩崖大立佛龛，即麦积山石窟第 98窟。同时，由于为了解决
北魏与十六国的时代分歧，我们需要十六国时期的题记这种直接的证据，因为麦
积山石窟缺乏十六国时期具有题记的考古学标型洞窟，我们不得不将目光从麦积
山移向具有十六国西秦建弘元年（420年） 题记的炳灵寺石窟第 169窟，并连带
地移向炳灵寺第 1窟大佛龛。这样，我们就在麦积山石窟本身和麦积山石窟之外
开拓了视野，或许将有利于我们解决上述争论，将石窟研究深入下去。

① 代表著作如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 年 11 月。 宿白、马世长、邓

健吾（最初不是此种观点）、张宝玺（最初不是此种观点）等先生基本持此种观点。

② 代表论文如阎文儒：《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分期及其题材》，载于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

出版社，1984 年版。 阎文儒、金维诺、步连生、张学荣、董玉祥、李西民等先生基本持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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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考古断代研究

一、炳灵寺的摩崖接引佛
首先，我们看炳灵寺石窟
第 1窟。
该窟位于炳灵寺下寺

西南端的姊妹峰下，型制
为对天然悬崖稍事修整的
摩崖大龛。此窟利用天然
悬崖横向凸脊部分作窟檐
并将悬崖稍事凿平作为此窟
的正壁，顺便减地凿出佛的
石胎，再上薄泥塑出佛像。
龛中原存 1立佛 2胁侍立菩
萨，表面明代重修， （图
1） 后来，剥离出立佛底层

塑像。（图 2）
底层立佛高 4.6米，高肉髻，发较薄，发髻上为浅阴刻线的水圈纹，面相丰

阔，长眉大眼，抿嘴，唇较细长，嘴角
上翘，双耳长而垂肩，颈粗壮，躯体健
伟，着通肩袈裟（透体），衣纹呈 V字
型。立佛手及小臂残失。
炳灵寺寺沟的走向是东北 （高）、

西南 （低） 方向。第 1 窟的位置在炳
灵寺石窟寺沟的西南端的西北坡山崖
上。故当古代信徒由西南端自下而上
进入寺沟拜佛的时候，首先于左手上
方的西北坡上山崖，第一眼看到的是
此炳灵寺石窟西方姊妹峰下之第 1 窟
立佛。
第一：因为此立佛在整个石窟寺

的西端或西部、西崖。
第二：此立佛位于迎接众信徒的

地位，凡从寺沟进出的人，都要从此
佛的脚下经过。

图 1 炳灵寺石窟第 1 窟

图 2 炳灵寺第 1 窟西秦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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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立佛有可能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或无量寿佛，从天空而降，立
于空中高处①，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形象，即“接引佛”的形象。

那么此立佛的时代是什么呢？根据此立佛的形象与炳灵寺石窟第 169窟的西
秦立佛，如第 7龛的立佛极为相似，故也应为西秦立佛。这在学术界基本得到公
认。如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编的《炳灵寺石窟》图录中②，将第 1窟立佛的时代
标明为西秦；又如宿白先生“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③一文第三部分中也记
有：“炳灵寺西秦龛像主要有 1窟通肩立佛一身和 169窟中的若干龛像。”

另外，无量寿佛这个题材在西秦时代也是一个流行的题材，现按照《炳灵寺
第 169窟》一书对西秦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题名的登记④统计如下：

1.北壁（左壁） 上层最西侧编号 1的浅龛中绘有一佛结跏趺坐于覆莲上，禅
定印，着通肩袈裟，彩绘背项光，面积约 0.20×0.20平方米，其东侧墨书榜题：
“……陀□之像”。笔者按，题记当为“阿弥陀佛之像”字样。

2.北壁中层崖壁编号 6的凹龛内泥塑主佛东侧上方墨书题名“无量寿佛”。
右侧泥塑胁侍菩萨题名“得观世音菩萨”，左侧泥塑胁侍菩萨题名“得大势至菩
萨”。

3.第 6龛东侧较高处，依崖壁插木桩，以横竖相间的树枝，和草拌泥而做成
莲瓣背屏式，编号为 7的龛中，东侧有一方壁画，残宽 0.75米，高 0.65米，中
绘一小坐佛，墨书题名“阿弥陀佛”。

4.上述第 7龛壁画阿弥陀佛坐佛右侧原绘一佛二菩萨，现只存一菩萨，题名
“大势至菩萨”。故其主尊亦当为“阿弥陀佛”。

5.在第 7龛下，在不平整的崖面上敷泥绘制编号为 11的壁画。自上而下分
为 4组。第 3组西侧画面宽 0.50米，高 0.41米，绘一佛二菩萨，其西侧菩萨左
上方有墨书题名“无量寿佛”，应是第 10号上层壁画被毁佛像的题名。

6.在上述编号为 11的壁画下第 3组壁画东侧菩萨上方，有两个榜题，其中
一方不清，应是此菩萨的题名，一方为“无量寿佛”，应是原来下层壁画佛像题
名，原佛像在后来重绘时抹掉。

7.上述编号为 11的壁画下第 3组中间部分绘一佛说法。画面高 0.47米，宽
0.23米。佛高 0.26米，结跏趺坐于覆莲上，墨书题名“无量寿佛”。

① 自东汉《般舟三昧经》和三国至后秦各《无量寿经》载：阿弥陀佛的接引形象为立佛，从空中与圣众飞

行而来接引，又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为阿弥陀佛圣众中第一。

② 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文物保管所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 年 8 月第 1 版。

③ 刊于《考古学报》1986 年第 4 期。

④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炳灵寺文物保管所合编，董玉祥主编，中国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其中有魏文斌编“炳灵寺 169 窟内容总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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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高僧传·慧远传》、《广弘明集》。

② 见《资治通鉴》，弘始二年，公元 400 年，西秦降于后秦，后秦主乞伏乾归被封为“归义侯”。 秦天王姚

兴使乞伏乾归还镇苑川，后拜为河南王。

8.上述编号为 11的壁画下第 4组西侧部分，绘一结跏趺坐佛，其东侧墨书
题名“□弥……”。笔者按，因“弥”之前有一字，故很有可能此题名为“阿弥
陀佛”。

9.北壁下层近洞口处，在崖壁凹进处敷泥作背屏式、编号为 14的龛中，其
龛正上方斜壁墨书《佛说未曾有经》，其上方绘 1组壁画，残存 2坐佛，其中东
侧 1身题名为“阿弥陀佛”。
以上共 9处西秦时代的阿弥陀佛题记说明，西秦时期，炳灵寺石窟存在着普遍

的（阿弥陀） 无量寿佛崇拜，而其他题材的墨书题名在西秦时期的炳灵寺石窟中，
均未发现有 9处之多。故可以说，无量寿佛崇拜是当时炳灵寺石窟或西秦佛教的主
要内容。
所以，炳灵寺石窟第 1窟大立佛，作为“西秦无量寿佛”不是孤立的。
而历史上大力提倡无量寿佛崇奉的主要在东晋，庐山慧远的影响波及四方。

因此，炳灵寺西秦石窟存在着那么多无
量寿佛方面的题材就不奇怪了。
另外，与东晋佛教界分庭抗礼的后

秦长安佛教界也崇拜无量寿佛。其国师
鸠摩罗什在长安于弘始四年（402年） 译
出了《无量寿经》。同时，长安佛教界与
东晋庐山慧远有着密切的联系，慧远同
鸠摩罗什和后秦主姚兴均有通信。①因
此，无量寿佛崇奉思潮因有后秦帝王对
慧远思想和鸠摩罗什译经的亲自关注，
在后秦也会盛极一时，与东晋庐山相呼
应。那么，作为曾是后秦的藩属国②，同
处于以长安为中心的秦地文化圈中的西
秦，其佛教必然受到后秦长安佛教崇奉
无量寿佛的影响，故特别多无量寿佛题
材就更不奇怪了。
因此，从以上各方面情况看，炳灵

寺石窟寺沟口西部山崖上的，第 1窟摩
崖大立佛，当为站立的无量寿佛或阿弥图 3 麦积山西崖 98 窟大立佛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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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佛，即“接引佛”。

二、麦积山的摩崖接引佛
其次，我们观麦积山西崖大立佛（图 3，表面大体乃隋至宋代重修）。此立

佛位于西崖正中最显要的位置，高 12.44米。大佛的头顶上方的崖面上有一道横
向的罅痕，其上有一横向凸脊，大佛及其左右胁侍菩萨所在的第 98窟就利用此
脊作为其上檐。另外，檐下于崖面上取平，减地凿出大佛及其胁侍的石胎，形成
第 98窟摩崖浅龛的规模。
从西崖大立佛是立姿，和其龛较浅的情况看，与炳灵寺石窟第 1窟立佛有相

似之处。
另外，麦积山西崖大立佛也位于窟群的西部，位于最显赫的部位，也是古代

信众自下而上，自西
而东进入窟区的第一
眼之所见。唐之前的
一些木构寺院建筑正
在西崖和中崖下 ①，
古人是由西崖下山坡
的凹 （图 4） 处进入
“石窟寺”的 （其余
的地方均沟深坡陡）。
故，麦积山西崖更是
古人首先参拜的地
方，是主要的进出之
地。同样，西崖大立
佛也位于进入寺区时
的左手上方。这些因素均与炳灵寺第 1窟大立佛，位于窟区西端主要必经之地，
也位于由此进入时的左手上方的情形相似。
因此，同炳灵寺第 1窟相似，麦积山西崖立佛也似应该是从西方净土自空而

来的“接引佛”。
如果这只是推论的话，那么此大立佛脚下的云头（现存为隋至宋代所补塑。）

图 4 西崖下古通道所在的山凹处

① 麦积山西崖和中崖下部有较为密集的木桩孔，但又无洞窟的开凿，故只能理解为崖下木构建筑的痕

迹。 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寺院或僧房，位于缩根崖壁下，此情形仍保存在麦积山附近的仙人崖和武山水帘洞。

因麦积崖根不是太缩，故寺院或僧房，对崖壁的利用可能多了一些，故崖壁上的桩孔多一些，后来可能因隋唐

地震，因更上部崖面坍塌被掩埋而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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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证明了这一推论。因
为根据佛经，无量寿佛是
立于空中云间接引众生的，
立于云头之佛更应该理解
为“接引佛”，至少宋代人
给我们下了这样的“注
脚”。因为古人比现在的我
们，了解的，尤其是亲眼
看到的实物，在麦积山石
窟题材方面的信息要多，
他们的注脚应该得到重视。
从本文其他方面的分析看，
也是吻合的，因此，宋人

的注脚使我们更应该相信西崖大立佛为接引佛。
另外，麦积山西崖大佛脚下编号为第 167窟，面向西方的隋代小龛，与大立

佛所踏云头之间的关系也佐证了大佛为无量寿（接引） 佛这一推断（图 5）。
因为虽然此龛中主佛已残失，但存在其长方形佛座，后有背光和火焰纹，故

其主尊是坐佛。而云头正好选在从法座右侧上沿塑出升起。这种现象如何理解
呢？联系到西崖大佛为无量寿佛就好理解了。这种现象可以同“接引佛”联系
上。第 167窟体积较小的，面向西方的主尊可以被看成远处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无
量寿佛。具体地看，第 167窟与西崖大佛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远处西方的阿弥陀
佛，从法座（因坐佛面向西，故从法座右侧） 上腾身向东北方向飞来，飞向此地
娑婆世界的西北地区，接触麦积崖西壁而现身接引。由此，进一步佐证了西崖大
佛为无量寿佛的推论。否则，用别的佛教观念似乎很难与此种现象挂钩，作出较
为合理的解释。
因此，麦积山石窟第 98窟，其中 1立佛应为无量寿接引佛，与 2立胁侍菩

萨（应为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共同组成西方三圣。

三、麦积山摩崖接引佛大龛与周边洞窟考古学层位关系
分析

那么，麦积山西崖的这尊接引大立佛能早到什么时候呢？能否同炳灵寺石窟
第 1窟大立佛的时代相联系呢？
这里要具体分析。炳灵寺第 1窟的接引佛已被揭露出原作的面目，可以从风

图 5 麦积山第 167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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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方面就判断出此立佛的时代为西秦。但麦积山西崖大立佛未被揭示出原作部
分，而是被覆盖着后代重修的层位，因此，其时代仅从表象上，往往被推后。比
如，从其右胁侍菩萨装束风格似北周至隋的特点，此西崖大佛曾被认为是隋代作
品。①

但如此断代，西崖大佛所在的第 98窟则与其周边北魏和西魏洞窟在崖面上
的布局相矛盾。
因为，从考古学层位上看，第 98窟摩崖大佛龛这一面积较大的崖面，可划

定为一个某时代的文化层位。在第 98窟左、右旁边的窟，分别是北魏或西魏的
第 100窟、第 128窟、第 115窟、第 117窟、第 132窟、第 133窟、第 123窟
等，这些窟总体可代表一个北魏至西魏时代的文化层位。
于是形成一种格局，即第 98窟摩崖大佛龛这一面积较大的崖面文化层位在

中间，似打破了北魏至西魏时代的崖面文化层位。但仔细考察后，发现并没有上
述打破关系，因为中间的摩崖浅龛部分，并没有发现北魏、西魏洞窟被破坏和被
掩盖的痕迹。北魏、西魏洞窟一般较深，如果被浅龛打破，必留痕迹，但无，说
明不是打破关系。于是至少是共存关系，即中间的摩崖浅龛部分和周边洞窟部分
都是北魏至西魏文化层。
下面是具体解释，即：
假如我们设想，第 98窟摩崖大佛龛为较晚的北周或隋代文化层，但是，按

常理，较早的北魏和西魏人不会在开洞窟时，为后来的北周或隋代的人留下“中
间”这么好的一大片崖面来修大佛龛，因此，第 98窟摩崖大佛龛不可能作为北
周或隋代文化层的窟龛。于是，此麦积山西崖大佛龛只可能早至北魏至西魏这一
时间段，才能解释其鹤立于西崖上北魏至西魏众窟中心位置的景况。甚至根据此
窟被 3个北魏窟（第 115窟、第 100窟、第 128窟） 包围，被 1个西魏窟（123
窟） 打破的情况看，此窟可早至北魏。
实际上，“西崖大佛北魏说”早已有之。1987年，在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

凡社合出的《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第 98窟的图版说明（李西民，蒋毅明撰）
中，此窟的时代被定为北魏，惜无论证。或许他们文外的论证同本文一致，也或
许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但都加强了上文的观点。
那么，西崖大佛所在的第 98窟在北魏又能早到什么阶段呢？笔者认为，位

于第 98窟下部左、右的第 128窟和第 100窟为北魏文成复法后至迁洛前期这一
阶段的窟②，因此，麦积山第 98窟至迟可到文成复法到迁洛前期这一阶段。

① 张宝玺：《炳灵寺石窟的创作年代及甘肃十座大佛》，见《炳灵寺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窟中风格介乎复法后的旧因素与孝文帝改革的新因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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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遍查文成复法后至迁洛前期这一阶段，甚至
整个北魏乃至以后的西魏时期，摩崖大立佛为主
的窟龛几乎没有 （更不用说有摩崖西方三圣龛
了）。北魏云冈石窟昙曜五窟中的第 16、18窟虽
有大立佛，但窟型却非敞口，立佛雕凿于穹隆壁
上，不符合摩崖形式，因此，麦积山西崖第 98窟
假定为“北魏”的摩崖龛，乃“孤例”，难以成
立。因此，麦积山西崖第 98窟大佛龛这一文化
层，并不存在与北魏文化层“共存”的可能性。
根据上文考古学文化层位的推断，麦积山西

崖大佛龛这一文化层，又不存在比北魏晚的情
况，故只能把它看成是北魏之前的作品了。其层
位在北魏文化层之下。
在麦积山，北魏文化层之下即十六国文化

层，故麦积山西崖大佛的时代可早至十六国时
期。
而在这一时期，其他地区有大立佛的相关材

料可佐证
上述结论。

1.龟兹石窟大立佛
龟兹石窟的早期，公认可早到东晋十

六国时期，即 3、4世纪，此时已多有大像
窟。如克孜尔石窟第 47窟，其中的大立佛
像在 10米以上（图 6）。虽然其大立佛像
为窟内中心柱上的大立佛像，但此种于垂
直壁面上的高浮雕式的大立佛，应对摩崖
立佛的雕凿有诱导作用。
后秦长安多西域来往僧人，国师鸠摩

罗什亦从龟兹来，故后秦佛教界当知西域
有大立佛像，且是贴壁大立佛。

2.炳灵寺石窟大立佛
首先，炳灵寺石窟第 169窟中有多身

十六国时期西秦立佛，其中较大较完整的 2
身，正壁中间上方偏左石胎泥塑 1身，高

图 6 克孜尔第 47 窟正壁立佛痕迹

图 7 炳灵寺 169 窟正壁上方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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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米（图 7）。左壁泥塑 1身，高 2.30米
（图 8）。

其次，上文已论及的炳灵寺十六国时期
西秦的第 1 窟接引大立佛龛，同麦积山第
98窟西崖接引大立佛龛，在具体细节上很
相似。
从洞窟形制上看，两者都是摩崖浅龛

窟，都曾利用山崖横向之脊作为窟龛之上
檐。从造像题材上看，都可能是表现无量寿
佛自空而来的接引佛的形象。从造像风格上
看，都是石胎泥塑的高浮雕形式。佛的姿态
都是头部紧贴于崖壁，作昂头挺胸，双腿微
叉的立式，目视前方。炳灵寺第 1窟立佛虽
残损，仍可见其双小臂原是伸向前的。麦积
山第 98窟之立佛，虽因后代重修的情况多，
仍可见左小臂向前伸的相似之处，其右小臂
于十六国时期也有可能向前伸。
因此，进一步推断，结合与麦积山石窟

较近，同在黄河以东黄土高原秦地上的，炳
灵寺第 1窟西秦摩崖接引佛大像龛，麦积山
西崖第 98窟摩崖接引佛大像龛，似可认为
能早到十六国阶段的西秦时。
然而，结合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背景，笔

者认为，西秦政权主要影响了炳灵寺石窟，
而对距离其根据地较远的麦积山石窟的影响
较小，它与麦积山石窟有联系的史料较少。
但后秦政权与麦积山石窟相关的史料较多。因此，麦积山石窟西崖大佛更有可能
早至十六国阶段的后秦时。
具体地看：
1.西秦政权与麦积山西崖无量寿大立佛的关系（较少）
西秦政权与麦积山发生关系，当在后秦政权灭亡之际，即西秦政权向东扩

张，并攻占麦积山所在地上邽地区之时。
据《资治通鉴》 （以下所引纪年及史事多出自此书，一般不再注明），后秦

永和二年（417年） 八月，东晋刘裕克长安，后秦帝姚泓降，后秦灭。十月，西

图 8 炳灵寺第 169 窟左壁立佛

第一章·从文化层位上看麦积山石窟后秦开窟 01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