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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金代修建工程

辛长青
( 《北朝研究》 编辑部 )

笔者曾就云冈石窟的辽代修建工程作过

一番粗浅的探索 ①
。

继契丹人之后
,

女真人对云 冈石窟也作

过修建
。

本文试图就云冈石窟的金代修建工程也

作大致探讨
。

如
:

金代云冈石窟的外护工程

的经过并如何与今日云 冈石窟对照
; 金代云

冈石窟
“

皇统工程
”

的主要 内容和今 日云冈

石窟 的对照
; 云 冈石窟和金史的关系

; 云冈

石窟住持 沙门在金代佛教 史上的地位 和作

用 ;
女真人和佛教文 化的关系等等

,

也都应

是云冈研究中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
。

一 关于金代在云冈石窟修建的资料

迄今所知
,

记叙金代在云冈石窟修建工

程和经过的文字资料仅见 《大金西京武州山

重修大石窟寺碑 》所载② (以下简称 《金碑 》 )
。

兹摘录有关金代修建云 冈石窟的资料如

下
:

1
.

“

… …大军平西京
,

故元帅晋国王到

寺
,

随喜赞叹
,

晓喻其兵 (军 )
,

不令侵忧
。

并戒纲首
,

长切守护
。

又奏
,

特赐提点僧禅

紫衣并通慧大德号
” 。

2
.

“

九年
,

元帅府 以河流近寺
,

恐致侵

啮
,

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
,

此则皇

朝外护之大略也
。

… …
”

3
. “
皇统初

,

缎白命议
,

以为欲图修复
,

须仗当仁
,

乃请惠公法师住持
。

师既住锡
,

即

为化缘
。

富者乐施其财
,

贫者愿输其力
,

于

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
,

门楼四所
。

香厨客次

之纲常住寺位
。

凡三十楹
,

轮灸一新
。

又创

石垣五百余步
,

屋之以瓦二百余楹
。

皇统三

年二月起工
,

六年七月落成
,

约费钱二千万
,

自是
,

山门气象翁然复完矣
” 。

4
. “

师又以灵岩古刻既为灰烬
,

护国大

碑又复摧毁
,

胜概不传
,

居常叹息
。

欲表前

踪
,

以垂后世
,

乃珑巨石
,

渴文于予
。

予既

闻师名
,

又嘉其志
,

遂不复辞
,

为披实而书

之
。

师名察慧
,

姓王氏
,

弘州永宁人
。

幼于

天成县幽峰院出家受具
,

自十八岁讲华严经
、

摩诃演论
,

辩析疑微
,

听者常数百人
。

四十

五散徒游方
,

即其所传
。

天眷元年
,

奉圣旨

传菩萨戒
。

皇统三年
,

转运司定充本寺提点
。

申行台尚书省
,

继准唐堂帖
。

师性明悟
,

威

仪端重
,

一方钦仰
,

建化之功颇多
。

至于石

窟为最玄
。 ”

5
.

“

皇统七年
,

夷门曹衍记并书
。

传菩

萨戒提点大石窟寺沙门察慧助辩经武将军前

西京军器库使骑都尉太原县开国男食 邑三百

户王庆枯… …
, ,



二 对以上五则资料的考证

《金碑 》是研究云冈石窟兴衰历史等方面

的
“
绝好的参考资料

’ ,③ ,

同样 《金碑 》 又是

研 究金代云冈石窟修建工程的珍贵依据
。

纵观以上所引关于金代修建云冈石窟的

五段资料
,

可获得如下印象
,

金代对云冈石

窟的修建工程基本可归纳为两大部分
。

一
、

金

代在云冈石窟的
“

外护工程
”

(即第一期工

程 )
。

其中
“

外护工程
”
又包括

: 1
.

天辅六

年 ( 1 1 2 2年 ) 的
“
守护

”
和对云冈石窟提点

僧 的加封
。

2
.

天会九年 ( 1 1 3 1年 ) 的
“

改拨

河道
”

工程
。

二
、

金代在云冈石窟的 内修工

程 (即
“

皇统工程
”

或曰二期工程 )
。 “
内修

工程
”
又包括

: 1
.

“

内修工程
”

的来由
; .2

工程前后所需的时间
; 3

.

修建工程的规模
、

布局
; 4

.

工程所用之经费
; 5

.

主持工程和

尚的简介
; 6

.

为何刊石立碑
。

即 《金碑 》 的

大体说明等
。

为了更准确全面地了解金代在云冈石窟

的修建工程
,

现对以上所引五则资料具体考

证如下
:

1
.

对金代晋国王首次到云 冈时间的考证

查 《金史 》
,

金天会十四年前被封为
“

晋

国王
” , “

兼都元帅
”

的只有宗翰一人
, “
汉语

讹为粘罕
’ ,
④

。

金天辅六年 ( 1 1 2 2 年 )
“

三月
,

… …辽主奔西京
;
宗翰复追白水冻 (山西省

天镇县西北 )
,

不及
,

获其货宝
。

已巳 (阴历

三月初十
,

阳历 4 月 18 日 )
,

至西京
。

壬申

( 阴历三月十三 日
,

阳历 4 月 21 日 )
,

西京

降
” 。 “

乙亥 (阴历三月十六 日
,

阳历 4 月 24

日 )
,

西京复叛
’ ,③ 。

由此可知
,

宗翰忙于战事

奔波于战场
,

在三月是无暇领略云冈石窟的
。

“

四 月辛卯
”

(阴历四 月初三
,

阳历 5 月 10

日 ) 宗翰又率金军
“

复取西京
’ ,
⑥

,

辽代西京

守将耿守忠
“

败走
” , “

其众歼焉
’ ,⑦ 。

至此
,

“

西京遂陷
’ ,⑧ ,

金军彻底 占领 了西京
。

故宗翰

游览云冈石窟应是金天辅六年 ( 1 1 2 2 年 ) 四

月以后的事了
,

即 《金碑 》 所记
“

大军平西

京
”

的时间
。

从 《金碑 》所记推敲
,

金军
“

平西京
”
后

,

宗翰不止一次到过云冈石窟
。

宗翰虽为武将
,

叱咤疆场
,

但喜佛
,

赞叹云冈石窟之宏伟
,

故

首先令军队保护云冈石窟
,

免得云冈石窟再

遭破坏
,

这是宗翰到云 冈石窟办的第一件大

事
。

宗翰到云冈石窟办的第二件大事是奏准

皇上批准云冈石窟寺住持沙门为
“

提点僧
”

“

禅紫衣
”

并封为
“

通慧大德号
” 。

按 《大金

国志 》 卷 36 记
: “

… … 在京曰国师
,

帅府日

僧录
、

僧正
,

列郡曰都纳
,

县 曰维那
。

披剃

威仪与南宋等
。

所赐号曰
`

大师
’ ,

曰
`

大

德
’ ,

并赐紫
” 。

因此从金皇主所赐封号来看
,

天辅六年后
,

云冈石窟寺就已是皇家寺院的

规格了
。

2
.

对改拨河道工程的考证
“

九年
”

系指金天会九年 ( 1 1 31 年 )
。

宗

翰
“

天会十四年亮
, ,
⑨

。

金占领西京十年后
,

社会 日趋安定
,

生

产 日趋发展
,

进行云 冈石窟的
“

外护工程
”

是

完全可行的
。

宗翰
”

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

拨河道
” ,

其原因是武州川水
“

近寺
” , “

恐致

侵啮
” 。

这一点可以从哪道元的
“
山堂水殿

”

中的记载中得到映证
。

从北魏建云 冈十寺后
,

历经唐
、

辽几代
,

屡建屡修
,

屡遭兵火
,

到

辽末金初
,

云 冈石窟寺 院建筑已
“

扫 地无

遗
” ,

既然如此
,

建筑已毁
,

防水设施 自然消

失
,

河水
“

侵啮
” ,

势在必然
。

宗翰用改拨河

道的办法从根本上清除了武州川水对云冈石

窟的永久危害
,

确有远见卓识
。

今实地考察

云冈的现状与 《金碑 》 记载相符
。

现武州川

水 (今十里河 ) 河道 已南移百米左右
,

河道

改道长度约 1 0 0 0一 1 5 0 0 米
。

整个改拨河道工

程动用和挖掉的土石方是巨大的
。

三千人施

工
,

最少也得半年之久方可完工
。 “

烟火司
”

检遍 《金史 》 不见有明确记载
。

《金史
·

卢窟

伦传 》 记
: “

天会二年 ( 1 1 24 年 )
,

知新城事
。



… …改静江军节度留后
,

知咸州烟火事
”
此

例说明烟火之事本应是宋人使用的一种土火

土炮
,

后来被女真 人效仿而在军中设置了
“

烟火司
” ,

相 当于今 日之
“

工 程兵
” ,

恐怕
“

烟火司
”

大多数也是由宋降兵
、

下民
、

方伎

等所组成
,

战时打仗
,

平时生产
。

对此 《金

史 》 都漏记
,

《金碑 》 则补之
。

3
.

对
“

皇统工程
”

的考证
。

金代云冈石窟
“
皇统工程

”
(即

“
内修工

程
”
) 是云冈石窟外护工程的继续

,

是金代统

治者崇佛弘法的标志之一
。

此项工程是皇统

初年 ( 1 14 1 年 ) 奉金熙宗圣 旨开始筹划
,

到

皇统三年二月 ( 1 14 3 年 ) 正式开工
,

再到皇

统六年七月 ( 1 14 6年 )
,

完工前后达六年之

久
。

金熙宗是金代倡导佛教的皇帝之一
。

他

曾派名僧海慧大师 ?( —
1 1 4 5年 )

,

到上京

建立了大储庆寺
,

他广接名僧
,

弘扬佛法
,

并

开始了金刻本 《大藏经 》 的工作 (从金熙宗

皇统八年 <1 1 4 8 年 > 开始 )
,

也就是说
“

金

藏
”

的刻 印是紧接着云 冈石窟的
“

皇统工

程
”
之后进行的

,

由此奠定了金熙宗 (女真

人 ) 对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
。

金熙宗执政时期虽然是金代的
“

盛世
” ,

然而从 《金碑 》 的记载推敲
,

云冈石窟
“
皇

统工程
”
其经费基本来源于 民间的布施和察

慧法师奉圣 旨出面的化缘
。

“
皇统工程

”

的全部内容包括
“

灵岩大阁

九楹
” ,

即今云冈石窟第三窟前木构建筑和其

他窟前木构建设
对 。

《营造法式 》 说
: “

柱
:

一

曰楹
,

二曰柱
。 ”

第三窟前在金代曾重建过大

的楼阁式建筑
、

其工程是宏伟壮观的
,

从今

天三窟窟壁上的椽柱眼的遗痕中可以受到启

发和推想
。 “

门楼四 所
”

是指东
、

西各一门
,

正门里外门 (即南门 )
。 “

香厨客次之纲常住

寺位
,

凡三十楹
” ,

此二十间新屋似乎大致应

在今 日云冈石窟的四
、

五
、

六窟前边
。 “

又 创

石垣五步余步
” ,

从今天云 冈出土的沟纹砖等

遗迹上推断
,

石垣墙应是云冈石窟东西边的

院墙
,

这样
,

金代云 冈石窟东西有院墙
,

有

「1楼
,

中部有佛殿
、

佛堂
、

新旧配屋相连接
,

自然形成一个整体
。

云 冈石窟的金代建筑已经全毁无存
。

我

们从太宗天会六年 ( 1 1 2 8年 ) 圆满大师重新

修建的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
、

普贤阁
、

三

圣殿和天王殿@
,

天眷三年僧录通悟大师重

修 的大 同上华严寺 的大雄宝殿
,

天会二年

( 1 1 24 年 ) 建的山西应县的净土寺以及皇统

三年 ( 1 143 年 ) 建的山西朔县崇福寺等现存

的金代建筑去想像当年金代云冈石窟寺院的

建筑风格
、

水平和规模等
。

可以说金代重建

后的云冈石窟寺院仍然是雄伟壮观的
。

4
.

对察慧大师的考证

从 《金碑 》 所知
,

金代在云冈石窟修建

工程 (即
“

皇统工程
”

) 的主要负责者是察慧

( 惠 ) 大师
。

察慧
,

俗姓王
,

汉族无疑
。

弘州

永宁人 (今河北省阳原人 )
“

弘州
,

下
,

刺史
。

辽名军曰博宁
,

本襄阴村
,

统和中建
。 ” “

弘

州城
:

蔚州西北九十里
,

汉为代郡
’ ,L 。 “

阳原

县地
,

后魏置长宁县
,

隋改开阳县
,

唐为安

边郡
,

辽置弘州
’ ,L 。

阳源金代归属西京路
,

大

同府管辖
。

察慧大师能成为云冈石窟住持并

负责金代工程不仅与他的学识等有关
,

还可

能与他的出生地有关
。

他从小出家受具于天

成县幽峰院
,

天成县今山西天镇县
,

幽峰院

暂不可考
。 “

天成县
,

辽析云中置
’ ,L

。

金代归

西京 路大同府管辖
。 “

天成
, `

成
’

原作
`

城
’ 江旁 。

《金史
·

苏保衡传 》 云
:

衡
, “
云中天

成人
” 。

察慧大师十八岁便能精通 《华严经 》
、

《摩诃演论 》 等经
,

一举成名
,

说明天成县幽

峰院应是当时名僧荟集的名寺院
。

《华严经 》

原名为 《大方广佛华严经 》
,

是华严宗信奉的

主要经典
。

华严宗供奉华严三圣
,

即中尊为

毗卢遮那佛
,

左为普贤菩萨
,

右为文殊菩萨
。

《华严经 》宣传的是
“

顿入佛地
”
的大乘 思想

,

《摩诃演论 》 原名 《摩诃衍论 》 是 《起信论 》



之异名
。

《起信论 》 原名 《大乘起信论 》
,

为

马鸣菩萨所作
。

《起信论 》 同样宣传的是大乘

思想
。

可见察慧大师一生信奉和宣传的是大

乘思想
。

金天眷三年 l( 1 38 年 ) 他已奉圣 旨

传菩萨戒
,

成为金熙宗的御用僧人
。

三年后
,

他又奉圣 旨化缘并主持了修建云冈石窟寺工

程
。

由此可证
,

金代云 冈石窟修建工程基本

是皇家工程
。

可工程经费却又 主要来自民间
,

这也是金代佛教发展的一个特点
。

据 《大金

国志》 卷 36 云
: “
僧录

、

僧正
、

帅府僧也
,

皆

择其道行高者
,

限三年为任
,

任满
,

则又另

择人
。 ”

察慧大师确系
“

道行高者
” 。

察慧大师
“

自幼 明悟
” 、 “

威仪端重
” ,

不

仅精通佛学
,

而且又懂建筑
,

善理财务
、

学

识较渊博
,

应是金代高僧之一
。

5
.

对曹衍的考证

由于资料所限
,

只知曹衍为河南开封人
,

其他事迹暂不可考
。

从碑文上推断
,

曹衍是

通晓佛法
、

擅长文辞的儒士 (或居士 )
,

这是

无疑的
。

曹衍与察慧大师早有往来
,

且关系

甚好
,

曹衍此次北行云冈撰书 《金碑 》 应是

受察慧大师的邀请专程来云冈的
。

《金碑 》 既

然是
“

曹衍记并书
” ,

说明曹衍颇具书法功底
,

因此
,

曹衍又应是金代一名书法家
。

三
.

金代云冈石窟修建工程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金代云冈石窟工程的初步考

证
,

我们可获得启示如下
:

1
.

女真人信奉佛教其来源较早
。 “
金之

始祖讳函普
,

初从高丽来
,

年已六十余矣
,

兄

阿古遭好佛
’ ,
L

。 “

金之先
,

出鞋鞍
,

鞋蝎本号

勿吉… …元魏时
,

勿吉有七部
’ ,L 。

这些记载

说明女真人奉佛应主要是源于北魏和高丽
。

女真人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历史是较长的
。

2
.

金熙宗是金代最崇信佛教的皇帝之

一
。

西京作为金代陪都
、

佛教圣地之一
,

云

冈石窟作为金代皇家工程之一
,

金熙宗实际

考察云 冈石窟是可能的
。

3
.

《金史 》 并未记载粘罕崇信佛法和保

护云冈石窟之史实和其他史实
,

《金碑 》 的记

录可补 《金史 》 之不足
。

4
.

从 《金碑 》 的记载可知
,

金代在云冈

石窟的修建工程主要 内容仅仅是土建工程
,

改拨河道等外护工程
,

是否对雕像作过补雕

或彩画
,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可能性较小
。

那么金代对云冈石窟的保护态度较辽代是严

肃谨慎的
。

符合史籍金代
“

奉佛尤谨
”

的记

载
L 。

5
. “
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的高僧

,

有宝

严
、

义柔
、

惠寂和苏陀室利
’ ,
L

。

从察慧大师

的业绩上看他也应是
“
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

的
”
高僧

,

而他的名字事迹不见 《金史 》 和

其他史籍的记载
,

《金碑 》对他作了简要介绍
,

可补中国佛教史特别是金代佛教史之不足
。

故 《金碑 》 是研究金代政治社会历史佛教文

化生活和地方史以及云冈石窟兴衰历史沿革

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

值得学术界格外重

视
。

而天会九年获
“

通慧大德
”

号的云 冈石

窟住持沙门也应是金代一位高僧
。

6
.

曹衍作为金代文化名人和书法家
,

也

不见史籍记录
。

在研究金代文化史中曹衍应

是值得注意的人物
。

7
.

《金碑 》 出现了
“

唐堂贴
”
一词

。

帖

古有
“

军帖
” 、 “

府帖
”

等
。

帖在金代有好几

等
,

现知有
: “

唐堂帖
” 、 “

进奏帖
” 、 “

中都流

泉务帖
”

等L
。

《尔雅释宫 》 云
: “

庙中路谓之

唐
” 。 “

唐堂
”
应是宰相府之帖

。

关于金代之
“

帖
”

需继续搜集探讨
。

8
.

金代僧官制度有僧
“

禅紫衣
”

的赏赐
,

实则来源于唐代
,

而唐代又始于则天朝
。 “

大

唐三年僧惠崇赐紫袭装
” 。 “

传记
,

僧史略 曰
,

则天朝僧法朗等赐紫架装
,

僧之赐紫 自天后

始
。 ”
金代佛教文化受唐代佛教文化之影响深

远矣
。

9
.

“

提点僧
” 。 词

,

辽金现存碑文中多

见
,

此系俗称
,

而非宗教职衔
。

意同后人所



说的
“

主持人
”

或
“

督办
”

等
。

《金碑 》 所记
“

特赐提点僧禅紫衣
” ,

等于说赐
“

工程负责

人
”

次
“

紫衣
”

等级
。

如辽大安七年泰州建

塔题名 残石 (通称
“

大安 七年残石
”
) 记

:

“

大安七年岁次辛未
,

红首西头供奉官泰州河

堤口
。

同建办塔事弟右班殿直口
。

提 点塔事

前管 内僧政讲经沙门口
。 ”

(陈述按
:

红首
、

同

建办塔事
、

提点塔事… … 均属建塔 邑令头 目

人 ) 又如
:

辽刘湘造经题记
: “

大契丹国重熙

十年岁次辛 巳七月戊申朔十日
,

给事中知琢

州军事刘湘提点书镌
’ ,

@
。

再如
:

金承安 四年

道士碑记
:

承安四年五月初五 日太虚崇道 邑

红首提点郭彦温立石
”

等等
,

都可作为参证
。

“

提点
” ,

据 《金史
·

百官志 》 属
“
正五品

” 。

由此 可见
,

金代主持维修云 冈石窟工 程的
“

提点僧
” ,

其地位相当高
。

1 0
.

云冈石窟的金代建筑工程必然是女

真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

而民族文化

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便是宗教文化
。

这是 民

族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

雁同地区成

为今天我国重要的旅游 区之一理所当然有古

代女真人的贡献
。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

光

彩夺 目
,

享誉世界
,

是 中华各 民族劳动人民

共同创造的结果
,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

而云

冈 《金碑 》 所反映的金代以前云冈石窟的兴

衰历史过程和金代的修建工程正是对这一历

史结论的最好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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