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口'

mm
石

F客
来
化



社长·
.马森彪

总编辑:

责任编辑:华敏

云冈石窟文化

赵一德著

9导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fp联厂fp剧

美

开本， 850X 11 号 8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50 子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关

ISBN 7--5378-1873-8 

1 • 1820 定价 :28.00 元



五五
日

副主又

主化

任任研

.7L 

王张张陈刘刘侯式李赵丛

化才走 墨 贯伍正玉雨书

伦夫领章江文杰国明亭编

辑

采
乡c:::

τ:3 

贝

À 
Z王



作者简介

赵-iE(路德) 。 山四大同人 ， 1 933 年牛 。 五卡年代初就读于

消华大学社会系、中同人民大学财政系 。 从事经济工作四十年。

高级经济师。 业余倾心于历史、，1，- 代民族、石窟'等研究 。 现为中国

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殉节 。 创))、 CI七朗研究〉 杂志，主编 。 参与 " 七

fL国家课题 〈中国，1，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编撰 . 副主编 。 发表有

关云冈石窟及其他论文卡余篇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今以1: I l -t 
@先 步〉

yb I t- 岳飞 ~ τthdI#‘ A J L dk 
主忖 Z民负可 b
41支才看 J官只民马王抖厅-ui iJ 时队 h3?聋νi I . ~' I O~~ f λ工y， τ27 亚al 3 ·宅、/、毛二 乓71 t r u 、

sft a t事} 元 ' jLLi主与 1去
吃1Ld歹 dJIZi .r 元 ' \ 3唱， 发 T vri , 还~ d- J4 ·多:.. I ~-^-

f. iA -qJ A r rß I ~.泊 r:; 1""(.... 剑，自，~
A 气:Lf 』叫，、过三'芝td l 

Jh卖?民 iFZgt83h
在f是)斗斗悲鸣~~ I '- . I ~' I ~j! 
,cfL JEE ··tJfh' 4Mb 

?子 A 协! -11_ ~马五芝泛
A3v 4 气 k言?jL 旷-;- :! l -j告 E匾融 t在町.; 1 ，秽'俨

H也 立足以主孚
~在王血~~I I I j主反r I -t I I ~ι 奇房~X东 JF、 荔叮 a,a 军



丑事

李玉明

艳名中外的云同石窟，是我自最大的早期石

窟群之一，石雕造像气魄宏伟，内容丰富多彩，是

遗存了 1500 多年的文化体，现存 53 个大型洞窟和

1100 多个小型石盒，共有大小石刻造缘 5. 1 万多

尊，最高的 17 米，最小的只有 2 星米，雕刻艺术

性具一格;平菜藻井上成群的飞天，凌空飞舞，姿

态飘逸，神韵非凡。这个藏匿子塞外的艺术宝萍，

给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增加了瑰爵的风采，是我国

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研究我国多民族社

会发展史、 f弗教史、艺术史的珍贵资料。被罢务院

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 1973 年

9 月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属恩来总理陪同下专程参

观云冈石窟以后，它更是享誉世界，每年吸引着国

内外众多的潜客 o

依稀记得， 50 年代韧，我看过云坷的黑白电影

纪录片，石窟一字排开，在东西绵延一公里的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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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上，几个骆驼从窟前走过，驼铃声声，石窟煌

煌，潺人阵辞，一幅壮美的画卷深深印在我的黯海

里，令人向往。后来，我说不清到过云冈多少次，

反正是每到大闰差不多都要去放赏一下这个艺术

宝库。有一天竟看了两次，上午自己去看，下午陪

客人去看 o 1982 年，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国工作

需要着意去看的那次，云冈石窟保管斯所长李治

E在接待室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ll1I后告一位导

游小姐领我去参观，我说石窟有 53 个，我今年也

是 53 岁。小姐笑着说，你的年龄年年长，它却总

是这个数了。参现中小姐认真熟练地向我讲解石

窟的悠久历史，艺术才价值，说得妙趣横生，我听得

津津有味，心花怒放，赞叹不己。然而，遗臻的是，

参观完了，回到家中想再细细地品味一下导游的

讲解，恶党意在未尽。想更深一层地杠玩一下石窟

艺术的丰富蕴涵，却没有一本能满足这种心愿的

书，心中感到空荡荡的。现在好了，赵一德先生的

论著《云肉石窟文化>>，从文化的大视建研究云冈

石窟的历史内涵、文化价值，将我引入悠远的历史

文化艺术情境中，政赏和感受祖国历史文化遗产

的精湛魅力，增知广识，受益良多。

《云同石窟文化》是一部学术专著，约 30 余万

字，分 8 章 34 节，从论述云同石窟的文化由涵入

手，品评云司石窟的文化管佳，导出云阿石窟的历

史文化，云 i可石窟的佛教文化，云同石窟的~族文
.2. 



化，云冈石窟的英俗文化，云岗石窟的艺术文化以

及云肉石窟的文化外廷，云冈石窟文化与中 001者

石窟的比较和影响等等。对这些层面作了详尽的

商述与深入的探讨。是迄今为止，从多视角、多层

面全面褂析云冈石窟的一本好书。在云冈研究领

域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很有学术价值。

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由西域的佛教高僧芸

璀奉旨开凿 o 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迁都洛~El之

前。历时四五十年，用工难以数计。参加开凿的工

匠来自四百八方，不仅有北凉的，就连当时椅子囡

(斯里兰卡)的佛教使也参与了这一艺术杰作。所

以说，它是我 E古代劳动人或集钵智慧的结晶 o 杠

北魏时期的诸多文化包摄于其中。特别把古代堤

陀罗艺术和复多艺术，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相互

转化、相互融合，发展成为维具风格的中型锦教石

窟艺术，刨建出"云|骂风格"0 <<魏书·释老志》语

云"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信非过誉。如此浩瀚

的工程，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珍贵的价值，绝非

程式化的解说词可以表达清楚的。赵一德先生从

云窍石窟的遗存中发据当年那些业已消失的文

化，是一种别开生苗的探索。他是以石窟文化的内

蕴去探寻历史，前不是单纯地渭史料记载去注明

石窟，这就给研究北魏石窟的历史、宗教、民族等

拓宽了思考的芫嚣。他提由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

见解，尽管有些见解一时尚难达成共识，但若能继
• 3 • 



续深入讨论下去，必将获得更丰项的成果。诚如他

珩云"今 5 的错筒，也许正是晓宙的路基。"这点

精神难能可贵。可以这样说，这本书全E系统地介

绍了云到石窟，是历史的，是学术的，也是艺术的，

很莹得一读。

然雨，自然无靖，风甫浩桑。长期以来，这一

文化瑰宝遭到严重的吉然风化和历代战乱的人为

破坏，尤其是近百年来世界列强大肆蒜夺中国文

化艺术，使完美的石窟 E 目全幸，许多精美的石刻

锦告支援盗费被破坏。如今，进入窟内，何能看到被

侵略者、盗劫者破坏的累累伤痕。令人痛心惋惜。

故而再说一句，云同石窟的保护是个紧迫问题，企

盼政府急切关注。

是为序。

1996 年 12 月 128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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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本书取名《云冈石窟文化>>，是想从文化的大视角分结云冈，

还葱、从云冈石窟的遗存中发掘当年那些业已消失的文化。无论从

文化的视角竣石窟，还是从石窟的现象寻文化，萄还是个新课题。

"石窟文化"是我在 1989 年为《中雷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撰

写专题时提出的一个薪命题。虽然在一时"文化热"的背景下出

此命题，难避凑热闹之嫌，但经几年的深入探索，体会到"石

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文化体，它纪录了一个地区，一定的时代，

一个民族(或数个)的文化现念和文化成就。尽管它的宗教局限

约束了它的表达形式，但是它以自身的文住素员透过宗教的蒙陇

展示出一幅清晰的社会意识形态大画卷。应当认识它的文住份筐。

云冈石窟，是中国石窟之林的一株。它与诸石窟有共性，也

有个性。个性在于:它是中国旱期石窟之-j 是最先以皇家之实

力营造的石窟 p 是少有的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

F的产物。所以它的文化特征更具有鲜明性。由此商决定了它是

世界性的文化瑰宝。

文生 Cultu妃，模念纷繁。为适应解说石窟文化，我从返本求

真的角度，摄取了中国需家学说中的一语，即"质胜文则野;文

.1. 



云雨石窟文化

胜贯黯史F 文质桦丰在然后君子。"①以这一不寻|人注意的文化观念

作为文化的基本定义。因为"质押与"文"确系产生文化现象的

根本。它二者间的交互关系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分离后率先发生的

现象。当人类从初始的蒙胧中觉醒过来，第一次费用遮羞蔽体之

物开始，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用一点身外之物 那怕是一片树

叶，文错了自我。文化现象也就发生了。搓着人类在生存竞争中

日益扩大领域，为对抗自然需居多种物质，为应付桂会需要各种

精神。因此，人自身固有的"质"必然要以身外的"文"去不断

装悔，不断美化。以后人类从维护生存、美生生活、健全思想出

发，创造了无尽的物质文饰(文化)和精神文饰(文化〉。一个个

文明社会形成了。装饰与美化人本的文f七日益发展，于是门类繁

多，内容广搏，五影缤纷的地烂文化与日俱增。但这些现象的宗

旨，总不出 z 文键人本。如果承认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之物，那

么我说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善人本自我 F 文化的作用就是对人

本质的文饰;文化的动力是人类为生存而需要物质，为理程而需

要精神;文化的效果是社会的文明进化。

如果:jE"石窟"这种现象，也主人某些人类(某民族)为了完

善自我;为了将其自身之质，文饰成为神佛;是一种精禅升华的

物质表现形式 z 是一项文明的标志;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现象来认

定。那么"石窟文化"可以确立。事实上至今遗存的许多石窟遗

迹，正展示着一种强具特色的文住风彰。

综合分析石窟文化的表现形式，约可归纳出七种特征z

第一特征:石窟特征

石窟，是石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首要特征。此"石窟"有

着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古人穴居野处所层的岩祸或洞穴，也不

①《论语·雍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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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同于供人观赏的自然溶擂。石窟的吕的是人们为了满足一种精神

的需求， ~p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斗灵慰藉商缸设的一种宗教活动

场所。它不是人们的物质需要，它是纯属"人为开凿"而为其精

神目的服务者。

石窟的表现形式是=佛教信徒为实行其宗教活动，或为坐禅

修行、或为供佛礼拜、或为弘揭佛法等，选择风光秀商、山水相

连、僻静幽深的灵岩圣地，于山崖岩璧开捐窟，造佛像〈有石雕、

有涯塑、有壁绘) ，行佛事。以企祈福往生摄乐世界。此中凝聚的

是 z 佛教信使及社会人士的精神寄托，精神向往，精神享受。故

而表现为一种精神世界的文住现象。丽与那种为生存、生活的物

厦需求的"润穴文化"肃然区分了。

第二特征 z 佛教特在

人们按照自己的某种意愿开凿石窟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是

佛教创立的。w，后的发展也是按照佛教的教义要求发展的。终极

成果也仍然是佛教的文化现象。

佛教开凿石窟无非是两种功能，一种是坐禅，一种是供佛。坐

禅是印度结人的传统，传入中望后被中国僧人广泛接受，故坐禅

窟在石窟中占一定的比重，但它还不是石窟文化的代表。能代表

石窟文化的是供佛窟，这与寺庙供佛是同一目标下的两种文化影

式，石窟供佛有它的独特的文化表现。

佛教在供佛问题上有过长期的争议，起初只是以保存佛的牙、

发、J1飞、舍利，并为之建塔贮存以示纪念。对佛陀画影、塑形不

甚注意，甚至反对。经过几百年，槌着希腊文佳的入使印度，造

橡观念有改变。佛像出现后，先是兴建制蓝寺庙作酸堂式的供养，

由于寺庙的局眼性太大，才又回归山林，能造了石窟供佛。

佛教在石窟拱佛上创建很多，借着石窟的条件扩大了供佛的

内容，保存了古老的佛像。在供佛内容上，除以释迦牟尼为主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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