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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石窟是国务院 1961 年 3 月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历史

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石窟寺自十六国西秦

时期开创以来，又先后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请各代不断增

修扩建，现留下了大小窟鑫 216 个，有 800余尊造像和约 1000平方米壁画。主要分布

在上寺、下寺和洞询三个区域，其中下寺区是窟鑫分布相对集中的地方，较多反映了

汉传佛教的内容，而上寺区和涧沟区则主要反映了元明以来藏传佛教的一些内容。

著名的第 169 窟内北壁的一方国秦建弘元年 (420) 的造像题记，是国内石窟寺中

保留最早的造像题记。窟中大量的西秦造像古朴庄严，苍劲挺拔，塑造技巧和艺术风

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显示着浓郁的外来特色。 6 鑫内的泥塑西方三圣造像、 20

鑫内的释迦苦修像、 12鑫的维摩i吉菩萨画像等均被专家认为是国内石窟中出现或保存

最早的相关题材，代表了西秦时期雕塑和绘画技术的较高水平，这也使得第 169 窟被

石窟界作为一个重要的断代标尺而被视为瑰宝。

炳灵寺石窟雕像人物形象细腻逼真，鲜活生动，造型千姿百态，惹人喜爱，别有

一番韵味。其中 125 鑫内秀骨请像、潇洒飘逸的择迦多宝佛和 64集内丰映秀美、庄重

和谐的一铺造像，雕凿技巧纯熟洗练，形神兼备，把北魏和唐代不同历史时期迥异的

艺术形象生动地展现给世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炳灵寺石窟见证了 1600年前汉传佛教的传人、兴盛、衰退及藏传佛教后来居上的

整个发展历程，留下了汉、藏两种形式的佛教艺术。北魏、北周、唐等早期窟内的壁

固多因元明以来的刷新重绘，彰显了藏传佛教怪异恐怖、神秘奇特的宗教色彩。而遗

存于 8 号、 29 号、 86号等窟鑫内的部分隋唐时期的壁画，线条流畅洒脱，表现手怯丰

富多变，佛教艺术在封建盛世中的辉煌流布可见一斑。

自 1955 年成立炳灵寺石窟文物保管所以来，在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和省内、外广大

学者、专家的协助支持下，我所先后编辑出版了多部图书和画册，如 1999年和 2001 年

分别以雕塑、壁画艺术为分期，编成四个版本的石窟画册，受到广大游人的喜爱。

今年 9 月，适逢炳灵寺建所 50 周年。为充分展示石窟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我

所对石窟中上至西秦，下至明清时期的各代造像和壁画进行了详细的拍摄，编辑了《炳

灵寺石窟艺术》一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付梓，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

和有所收获，并请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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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寺石窟概述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西南约 35 公里处黄河北岸的小积石

山中，是我国著名的石窟寺之一 。 炳灵寺石窟最早称为唐述窟 。 唐代称

灵岩寺 。 "炳灵寺"的称谓始于宋代，这是炳灵寺被吐蕃所占领时的称谓。

炳灵寺是藏语"仙巴炳灵"的音译，即十万弥勒洲之意 。

炳灵寺石窟开创于东晋十六 国时期，甚至更早 。 经北魏 、 北周 、

隋 、 唐 、 西夏 、 元 、 明 、 清等各代相继修建，历时 160 0 多年，形成今

天之规模 。

石窟由下寺 、 洞沟 、上寺三部分组成，共有窟盒 216 个 ， 造像 800 余

尊，壁画 1 0 0 0 平方米，各类塔 5 6 座，藏品 34 5 件 。 下寺区窟拿 195 个，

雕像近 8 00 尊，壁画 9 00 平方米，大部分窟金开凿在大寺沟西侧的崖壁

上，这里是石窟群最集中的部分，也是精华所在 。 炳灵寺的岩体为白圭

纪红砂岩，易于雕刻 ， 因此，除第 169 窟 、 第 8 窟 、 第 16 窟 、 第 134 窟 、

第 172 窟造像为泥塑或石胎泥塑外 吁 其余皆石雕造像。第|窟 、 第 16 窟 、

第 90 窟 、 第 133 窟四个窟 因修防护堤坝被埋没，其中第 16 窟的唾佛搬至

新修的睡佛殿内 。 第 169 窟是炳灵寺开创时间最早 、 规模最大 、 内容最

丰富的洞窟 。 千百年来，因窟内岩体渗水外流，窟底被侵蚀树塌成漏斗

形 1 原窟内壁面满布塑像和壁画，因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大量的造像 、

壁画毁坏严重 。 北朝时期的壁画因明代时重绘，已不见其面貌，第 144 窟 、

第 145 窟 、 第 146 窟及一些摩崖小金的石雕像因战争 、 风化破坏较为严

重，其余造像保存完好 。 隋唐的窟盒除个别窟的雕像因鸟抓头部残损外 ，

其余窟盒的造像保存较完好，壁画被元明时重绘，现仅存一小部分装饰

画和小盒的壁画 。 元明时期的壁画大部分保存完好。

上寺区是炳灵寺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距下寺 2 5 公里，建于

唐代，现存窟盒 13 个 。 清代时这里香火非常旺盛，窟盆 、 佛殿 、 木构

建筑广布，雄伟壮观，后因兵焚 ， 屡建屡毁，仅卓玛殿建了五次之多。

现在的卓玛殿是 1 986年由当地群众和四方善男信女募捐修建成的仿汉

建筑，内存唐代雕像 、 明代塑像 、 卓玛佛 、 唐卡 、 佛经 、 铜像等珍贵

文物，保存完好 。 第 2 盒内 4 米高的弥勒大佛，经明代重修，保存完

好，其余窟分散在各沟岔里，为明代壁画，因风化脱落 、 烟熏 、 人为

破坏等，残损严重 o

洞沟区位于炳灵下寺和上寺之间的洞沟内，始建于明代，现存窟盘

8 个，石雕像 l 尊，壁画 40 平方米，第 2 窟 、 第 5 窟 、 第 7 窟内造像已毁，

壁画保存较完整，第 3 窟 、 第 8 窟仅存少量壁画，第 6 窟雕像保存完整，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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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各窟的造像和壁画遭到人为破坏，不存在遗迹。

欣赏炳灵寺石窟艺术，应当先从开创最早的西秦艺术谈起。 第 169

窟是一个大型的禅窟，宣扬大乘佛教思想，因此佛教的内容以观像 、 说

法为主，壁画是一幅幅说法图 、 千佛图等 ， 如川、 12 、 13 、 16 、 24 各盒

的壁画 ， 场面宏伟，造型古拙，绘画主要采用传统的线描 、 平涂法 ， 兼

使西域的凹凸画法，线条粗矿奔放，挥洒自如，具有浓厚的西域风格 。 无

量寿佛背项光的一组伎乐天，手持腰鼓、莹捷 、 阮咸、排萧等乐器，翩

翩起舞，这种乐舞组合具有西凉乐的特点，是研究古代乐舞艺术的珍贵

史料 。

造像为泥塑或石胎泥塑，题材多样，形式各异，以反映西方净土思

想的西方三圣最具代表性，形体雄健有力，造型概括，手法简练，面形、

服饰带有异国情调，但仍使人感到亲切自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 古

代的能工巧匠把外来佛教雕塑艺术形式，融合在传统文化艺术中，创造

出了更加丰富 、 成熟的艺术形象 。

北朝时炳灵寺开窟造像又进入高潮期，这一时期的窟形较大，造像

以大型的石雕为主，题材有三佛 、 释迦 、 多宝、七佛等，造像传承中原

"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风格，匠师们通过娴熟的雕刻技艺，把一块块

冰冷的岩石变成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造型优美的人物形象 。 北朝的

壁画大部分被明代重绘，我们从残存的壁画中可以窥其一斑 ， 造型与雕

像一样，布局杂乱，自由，色彩以石青、石绿为主，鲜艳夺目，线条流

畅自如，绘画采用传统的线描平涂与凹凸相结合方法 。

隋唐时炳灵寺佛教活动达到鼎盛阶段 。 题材多样，内容以反映净土

宗思想为主，造像高者达 27 米，小者不足 2 0 厘米，造像富有活力，雕刻

注重形象动态节奏变化，身材的优美和体形的丰满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无论是佛还是菩萨，都使人感到无比亲切自然 。 一个个优美的形象，表

现手法极为简练，是对人体形象自然美的高度概括，具有超强的艺术感

染力 。 这一时期的壁画被明代密宗内容所代替，保存下来的甚少，仅在

一些小金内遗留着花卉、化佛、云纹等装饰画，绘画简练，变化巧妙，施

色以石绿 、 朱红为主，高贵典雅，具有强烈的装饰美 。 总之，以简练 、 朴

素的手法表现动人的形象，是炳灵寺隋唐石窟艺术魅力所在 。

元明壁画以藏传佛教内容为主，绘画技法具有藏族民间风格，线条

圆润严谨，色彩艳丽 ， 表现手法呈现出丰富、厚重、艳丽的特色 。

炳灵寺石窟的艺术作品虽然已有 16 0 0 多年的历史，但今天看来仍有

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研究古代文化艺

术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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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灵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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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艺术

炳灵寺第 1 69 窟是一个集中反映早期佛教艺术的自然

大窟 ， 窟形平面近椭圆形，在北壁 、 西壁和东壁凹凸不平

的壁面上依崖壁走向而制作有石胎泥塑或木胎泥塑的造像

共 68 身，壁画约 150 平方米 。 这些造像和壁画依其方位 、

造型和主题内容而自北向南编有 24 个盘 。 其中北壁 6 盘内

保存的一方百秦建弘元年 ( 420) 的墨书题记是迄今为止我

国石窟寺中发现最早的造像题记，为第 169 窟中大部分造

像及壁画的创作年代提供了可靠的时间依据，也为我国石

窟早期造像的断代起了标尺作用。

窟内的泥塑造像，一般是先在崖面上插木桩或草棍，

上敷泥制成单个、双个 、 三瓣莲式或多个相连的背屏浅盒，

而后在盒前造像 。 16 盘内的一身思惟菩萨高警长友，上身

袒露，低首含笑，坐姿舒展大方，其概括简练的雕塑手法

表现出了卓越的艺术技巧。菩萨身后的彩绘背光呈倒三角

形，与敦煌等河西早期石窟内弥勒菩萨的三角背靠极其相

似 。 20 盘内的释迦苦修像 ， 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佛在苦修

时面颊下陷，皱纹纵横，腹部凹入，骨瘦如柴的形象，但

又通过其挺直的腰杆和面部坦然的微笑，刻画出了释迦矢

志不渝的修道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

第 169 窟西壁上方为一组大小不一 、 分布凌乱的单金

石雕或石胎泥塑像，这些造像题材单一，风格古朴，受西

域造像的影响较深，可能早于建弘元年，是石窟中最早出

现的一批造像。

壁画的绘画技巧‘主要以我国民族传统的线描法用

墨线勾勒而成 ，而在人物的双眉 、 眼 、 鼻及颈部则施以

西域式的白色晕染，以表现其明暗的变化来增强立体的

效果 。 佛背项光上 大量 的忍冬纹 、 火焰纹及几何形纹与

早期西域常见的联珠纹的组合，也体现了中西文化艺术

的交汇与融合。

第 1 69 窟是一种兼收并蓄 、 中西萎萃具有独特艺术感

染力的佛教艺术，其崭新的创作方式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

在我国佛教石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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