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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求索 成绩不凡

刘建华君的专著《义县万佛堂石窟》终于出版了。这是万佛堂石窟

创建1500年以来惟一的一部专著。它既具有佛教石窟考古报告的完整性，

类型、分期的准确性，也包含了部分窟龛的复原研究、对造窟功德主的

推论等，还对三燕及北魏前期佛教史进行了广博的考证。刘君多年来上

下求索，成绩不凡，很值得鼓励与祝贺。

论起学术传承，我于20世纪60年代投师于北京大学宿白教授门下；

刘君于90年代投师于宿白教授及我的学兄马世长教授门下；80年代中叶

以来，她曾求师于我，调查过河北井陉县南障城石窟等。如此，刘君先

是我的学生，继而成了我的师妹。我们都是宿白教授的门生。佛教考古，

既艰辛又深奥，不坐几十年冷板凳难出成果，出了成果也无经济效益，

故莘莘学子，往往弃之而去。国内以此为业的博士、硕士，寥若晨星，

状况堪忧。而急功近利，狂解塞路者，适应浮躁的风气，却不乏其人，

此尤堪忧也。刘君居官而不攀富贵，返身而入学海，孜孜敏求，不亦难

乎!

《义县万佛堂石窟》虽研讨辽宁义县一地之佛迹，却广涉重要的学术

问题，尚有待深入展开、探讨。

一是麦积山石窟开创的时间问题。刘君在第五章之四“南燕佛教”

中，肯定了公元407年左右慕容超妻呼延氏在麦积山第76号窟造像的真

实性。对此，不少人曾表示怀疑，认为第76号窟窟形属北魏后期(公元

502～534年)，以当时人不能称自己为“南燕”云(见国家文物局教育处

编：《中国佛教石窟概论》，文物出版社，1993年)。据张锦秀执笔的《麦

积山石窟志》介绍，“此则题记上，原有一层白粉”o从而可判断：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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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窟经后人改造过，原题记也被覆盖过。仇池杨难当被北魏封为“大秦

王”，而北魏人则称之为“南秦王”。后秦姚兴称慕容超为“南燕”是可

能的；而流落于后秦的慕容超妻呼延氏用南燕自称，也顺理成章。近年

间，笔者又依庾信(公元513～581年)《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

考证杯度(公元?～426年)早在公元402～405年间即在麦积山开龛造

像；麦积山的“秦州模式”是中国最早期的石窟造像(见温玉成：《中国

早期石窟寺研究的几点思考》，刊于《敦煌研究》2000年2期)。“秦州模

式”及稍晚的“凉州模式”，共同影响了“云冈一期”的造像。云冈“昙

曜五窟”中没有塔柱洞，即是受“秦州模式”的影响所致；而第17窟的

主尊交脚像，则来源于“凉州模式”o

二是高句丽接受佛教的时间问题。刘君在第五章之六“三燕佛教与

东渐高句丽”中有全面的论述。文中“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

像、经文”(公元372年)，应是一次外交行动。正确的理解应是，只有高

句丽入已信佛法，苻坚才派使臣及僧人至高句丽修好，并送去高句丽所

需要的佛像、佛经。据《高僧传·僧朗传》及《续高僧传·僧意传》可知，

公元351年僧朗与僧湛、僧意隐居泰山西北金舆谷以后，有高丽、相国、

胡国、女国、吴国、昆仑、代京等七国，给僧朗等人送来了金铜佛像。

其中的“高丽”，即是高句丽；而“相国”，亦是高句丽的一个封国。其

地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西永陵镇一带(见《水经注》卷十四)。这就是说，

在公元351～381年的30年内高句丽及相国都制作过金佛像。从而可推

知，佛教传入高句丽，必在公元350年以前。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集安长川

一号墓高句丽佛教壁画中，“坐佛”被置于“南方”，与公元1至3世纪

中原地区的“仙佛模式”相一致(见温玉成：《公元1至3世纪中国的仙

佛模式》，刊于《敦煌研究》1999年1期)，反映了高句丽佛教与中原的

密切关系。
‘

三是关于龙门风格，即“中原风格”的影响问题。李文生先生在

《我国石窟艺术的中原风格及其有关f．-j题》中断言： “北魏南迁洛阳后，

洛阳已成为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除新疆、河西走廊以及

陇右、云冈石窟中的十六国、北朝早期的石窟造像以外，我国内地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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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凿时间都晚于龙门石窟的大部北朝石窟，就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由

于中原佛教及其艺术的昌盛和影响而大量地修建起来。”他又具体指出：

“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可能受到中原风格的影响”；甘肃庆阳·北石窟寺

的第165窟“是接受了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影响而开创的”。关于义县万佛

堂石窟与中原北方石窟的关系，刘君指明，义县万佛堂石窟“总的来看，

受云冈石窟的影响远远大于龙门石窟”，“它的主体直接源于云冈石窟”，

这些应是科学的结论。同样，关于庆阳北石窟寺的第165窟“还多少带有

一些北魏早、中期的特点，是因为当时我国佛教艺术还处在一个交替变

化时期”，或认为“做法与云冈近似”(见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

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这说明，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

所造的石窟统统归结为受“中原风格”的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形而

上学的结论。龙门“秀骨清像”风格的形成，约在公元500～510年间。

只有在此之后，龙门风格才会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的造像。

四是关于佛穿“褒衣博带”式新装的问题。5世纪中叶以前的佛装，

只有通肩式大衣和袒右肩式大衣两种，总称袈裟。或许犍陀罗的袈裟一

般是毛织物，所以早年写做“颦娑”。葛洪作《字苑》，始改从衣，写作

“袈裟”，是红色法衣(《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佛穿“褒衣博带”式

大衣，大约起自南朝宋。《宋书·礼志五》记载，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

470年)经过一番考辨才决定元正朝贺时，“皇太子”可以服“衮冕九章

衣”o释迦牟尼是由皇太子而成佛的，自然也可以服“衮冕九章衣”——

褒衣博带。

今所知佛穿新装最早的文物，是20世纪20年代川西茂县出土的南朝

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碑。它正面刻“千佛”及“当来弥勒成

佛”像，背面刻“无量寿”世尊像。此后，此等新装在南朝普遍采用，

在云冈二期亦偶有用者。孝文帝迁洛后，龙门皇室开凿的古阳洞、宾阳

中洞等大窟，即用此新装。但小型龛中，仍有使用通肩或袒右大衣者。

刘君指出，自平城，沿上谷路，以至龙城，至义县，均未发现“褒衣博

带”式袈裟的佛像，应是南朝文化影响较弱的表现，亦属正常现象。同

样，南朝齐的“弥勒成佛”像，早已是结跏趺坐的样式；而在北魏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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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仍是交脚的坐式。南北文化的差异，于此可见矣。

刘著《义县万佛堂石窟》的出版，凝结了一段僧俗合和的因缘。永

信大师以弘法为己任，’更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矢志。在少林文化研究

所成立大会上，刘君结识了永信大师，谈及出版之艰难。永信大师商讨

于我，我即告曰：善哉。此又一功德也。刘君请我作序，便欣然允诺。

一来是感谢宿白教授对弟子们的谆谆教诲；二来是鼓励青年学者奋进不

息。匆匆草此，是为序。

温玉成
2000年7月9日于洛阳应天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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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7西区第1窟前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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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16两区第1窟中心拄南面下屡竞王尊像

图版I 8卣压弟I窟十心柱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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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9西区第1窟中心柱东面上层中部龛像

图版21 西区第1窟中心柱北面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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