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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白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

云冈石窟明以前名武州山石窟
,

位在山西大同城西十六公里的十里河北岸的山崖上
,

东西

连续约一公里
。

石窟的绝大部分
,

都是北魏中后期雕造的
。

按石窟形制和造象内容
、

样式的发

展
,

可分三期
。

太武帝 ( 4 24 一 4 52 年 )晚期
,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日益尖锐
,

北魏的统治开始衰弱
。

文成

帝 ( 4 5 2一 4 65 年 )继位
,

马上颁布恢复佛教的诏书
,

诏书中特别强调佛教
“
助王政之禁律

,

益仁

智之善性
,

排斥群邪
,

开演正觉
” 。 。

恢复佛教是为了维持北魏政权
,

这是极为清楚的
。

接着
,

文

成帝就
“ 诏有司为石像

,

令如帝身
。

既成
,

颜上足下各有黑石
,

冥同帝体上下黑子
” 。

兴光二年

( 4 5 4 年 )秋
,

又勒有司在京师 (平城
,

即今大同 )’’ 五级大寺内
,

为太祖已下五帝 (即道武帝
、

明

元帝
、

太武帝
、

景穆帝和文成帝自己 ) 铸释迎立像五
,

各长一丈六尺
” 。

文成帝以其帝王形像

为蓝本雕造佛像
,

一方面为了祈求他们 自身的安全和冥福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
,

显然是在继续

利用太武废佛 ( 44 6 年 )以前
,

佛教徒宣扬皇帝
“
即是当今如来

”
的欺骗手段

,

妄图借此缓和人民

的反抗
。

公元 4 60 年
,

云冈石窟开始雕凿
。 《魏书

·

释老志》记录了开始凿窟时的情况
: 和平

初
“
昙耀白帝

,

于京城西武州塞
,

凿山石壁
,

开窟五所
,

镌建佛像各一
,

高者七十尺
,

次六十尺
,

雕

饰奇伟
,

冠于一世
” 。

这五座佛像
,

当是前不久五级大寺铸像事件的一次重复
。

这次重复的工

程远比五级大寺为巨大
,

反映了以文成帝为代表的 日益虚弱的北魏统治集团
,

求助于宗教的需

要更加迫切了
。

昙耀为皇室所开的五所五窟一
一 “
昙嗜五窟

” ,

即今云冈石窟中的 1 6一 20 窟
。

这是云冈的第一期石窟
。

第一期石窟
,

在形制上的特点是
:
各窟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平面

、

弯窿顶的草庐形式 ; 造

像主要是三世佛 (过去佛
、

当今佛和未来佛 ))z 和千佛 ; 主像形体高大
,

占据了窟内面积 的大 部

分
。

从主像内容和石窟布局上观察
,

五窟还可细分为两组
。

18
、

1 9
、

20 三窟为一组
。

都是以佛装的三世佛为主像
。

左右两主像分处在左右胁洞的 1 9

窟
,

是这一组的中心窟
。

这一组石窟在云冈石窟中开凿的时间最早
,

但 19 窟胁洞的主要工程

一直拖到第二期
。

这组最早的石窟布局紧凑
,

形像造型雄伟
,

佛像服装或右祖
,

或通肩 ;衣纹流

1)
《
魏书

·

释老志
》 ,

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
,

皆引此书
。

2 ) 参看刘慧达
《 北魏石窟中的三佛 》 , 《 考古学报 》 1 9 5 8 年 4 期

一 2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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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仿毛质厚衣料而 出现的凸起的式样
。

总之
,

从窟的整体安排到各种形像及其细部的雕刻技

艺
,

水平都很高
,

这决不是北魏恢复佛教后不久就能够突然产生的
,

当是公元 4 46 年废佛以前

!日情况的继续
。

因此
,

我们应把这一组石窟及其造像的各种特点
,

看作是前一时期特征的延

长
。

1 6
、

1 7 两窟是一组
。 17 窟主像也是三世佛

,

但当中的大像是菩萨装的未来佛弥勒交脚

像
。

16 窟主像是单一的释迩立像
。

如以当时在平城五级大寺为自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一佛像为

准
,

来考虑从西 2 0
、
1 9

、

18 这一组石窟起顺序分配自太祖以下五帝
,

这处在东头第二窟主像是交

脚弥勒的 1 7窟
,

应相当于没有即位就死去了的景穆帝 ;最东的主像是单一的释迩立像的 16 窟
,

应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
。

后两帝与前三帝情况不同
,

因而 16
、

17 窟的主像也与 1 8
、

1 9
、
2 0

窟有别
。

16
、

、

17 窟除了在主像内容上和 1 8
、

1 9
、

20 窟不完全相同外
,

在施工计划上也有差别
,

1 8
、

20 和 19 的主窟
,

基本上按原计划全部完成
,

而 1 6
、

17 两窟壁面都有较多的第二期甚至第

三期补刻的小型佛盒 (以下简称小盒 )
,

16 窟的主像工程更拖到第二期的晚期才告竣 (表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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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帝恢复佛教后
,

昙耀为皇室造窟
,

选

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
,

除了上述政治原因

外
,

同时也有意地针对废佛前流传胡本无佛
,

“
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 … 接乞胡之诞言

,

用老庄之虚假
,

附而益之
,

皆非真实
”
的言论

,

而大力宣传佛教源远流长
,

所谓
“ 释迎前有六

佛 (过去佛 )
,

释迎继六佛而成道
,

处今贤劫

(当今佛 )
,

文言将来有弥勒佛 (未来佛 )
,

方继

释迎而降世
” 。

昙耀这后一 目的
,

是和他在

4 62 一 4 72 年间
,

在云冈一再翻译自三世佛开

始的佛教历史《付法藏传》的工作相 配 合 的
。

另外
,

我们还应注意
,

北魏佛教特重禅法
’ )

,

太

武废佛之前
,

凉州高僧玄高
“ 即达平城

,

大流禅化
,

伪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
” 。

昙耀也向 “ 以禅业

见称
”
(均见

《
高增传

·

玄高传
》
)

,

而第一期石窟中的三世佛
、

释迎
、

弥勒和千佛
,

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

谛观的主要形像
,

因此
,

昙嗜设计的这批最早的云冈石窟
,

也兼有广聚沙门同修定法的目的
。

X 火 X X

公元 4 65 年
,

文成帝死后
,

各族人民不断起义
。

47 1年孝文帝即位后
,

青齐一带起义规模

越来越大
,

北魏皇室
、

贵族崇佛祈福也愈演愈厉
,

这时云冈连续开凿成组的大窟
,

如实地反

映了北魏统治集团对自身安全的极端忧虑
。

这一阶段
,

即云冈石窟的第二期
。

其具体时间
,

大

l) 参看汤用彤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下册第十四章 《 佛教之北统》 、

第十九章
《 北方之禅法净土与戒律 》 。

中华书局
,

1 95 5 年
。

— 2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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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自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 4 4 9年 )迁都洛阳以前的孝文帝时期
,

即 4 65 一49 4 年
。

北魏

云冈
,

以此阶段为最盛
。 《水经注

·

澡水 》 : “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

,

水侧有石祝疽舍并诸窟室
,

比

丘尼所居也
。

其水又东转逸灵岩南
,

凿石开山
,

因岩结构
,

真容巨壮
,

世法所希
,

山堂水殿
,

烟寺

相望
” ,

应该就是这一期晚期云冈的情景
。

云冈第二期的主要石窟有五组
: 7

、
8窟

,
9

、

10 窟
, 5

、
6 窟

, 1
、

2 窟
,

这四组都是
“
双窟 ,’;

另一组三个窟
,

即 1 1
、
1 2

、

13 窟 (图一 )
。

此外
,

云冈最大的石窟第 3 窟及其中北魏时的主要

工程
,

也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

11 窟外崖面上的小窟和 20 窟以西的个别中小窟
,

也有的是这

个时期的晚期开凿的
。

第二期石窟
,

在形制上的特点是
:
平面多方形

,

多具前后室
,

但也有个别的类似第一期椭圆

形平面的草庐形式 ;有的窟中部立塔柱 ;还有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 ;方形平面窟的壁面

雕刻都作上下重层
、

左右分段的布局
,

窟顶多雕出平基
。

在造像方面
,

像第一期那样的大像稀少

了
,

造型远不如过去的雄伟
,

但形像的题材多样化
。

出现世俗的供养人行列 ;凸起式的衣纹
,

逐

渐被简化的断面作阶梯式的衣纹所代替
。
与第一期比较

,

引人注目的是
,「

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

有榜题的壁面布局
,

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
,

日益增多 ; 佛像的服装
,

在第二期晚期也换

上了中原流行的新型的褒衣博带式的样式
。

外来的佛教石窟艺术
,

在北中国
,

就是在这个时期
,

较显著地开始了逐渐中国化
1) 。
此外

,

这一期还出现利用已开凿的石窟壁面
,

雕造小盒的作法
。

盘 磁

图一 5
、
6 , 7

、
8 , 9

、
1 0 , 1 1

、 1 2
、 1 3 四组石窟原来窟前立面的遗迹

7
、

8 窟双窟
,

是第二期石窟中最早的一组
,

大约完成在孝 文帝初期
。

据金 皇 统 七 年

( 1 147 年 )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尸的记载推测
,

这组双窟是孝文帝所开
,

辽时即以

此为主体兴建了护国寺
3) 。

以后室后壁上下大兔为准
,

两窟上完的主像都是三世佛
,

不过这里

三世佛的式样
,

比昙耀五窟复杂得多
,

交脚菩萨装的形像似乎不限于 未来佛弥勒 ; 尤其别致的

是
,

7 窟下盒主像中出现了被作为过去佛而安排的释迩多宝对坐像
。

两窟都突出了释迎
,

所以

l) 同样情况也反映在敦煌莫高窟北魏石窟中
。

如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和中国传统的建筑装饰
,

见于莫高窟

25 1
、
2洲

、

25 7
、
2 , 9

、
2 7 5 等窟

。
2 75 窟中尚画有世俗的供养人行列

。

2) 此碑久佚
。

19 47 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缪 荃荪传抄的
《 永乐大典

》
卷四六五 O 创质天府

》 七引元熊自得
《
析津志

, 中

重新发现该碑砷文
。

参看《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
》 , 《 北京大学学报

》 19 5 6年 l 期
。

以下简称
《金碑 》 。

3 ) 同上引文
,

注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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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室壁面分层分段大面积的布置了本生故事浮雕和表现佛传的佛盒
。

此外
,

佛装的交脚弥

勒
、

维摩
、

文殊
、

护法诸天和较多的供养天人以及布满壁面的千佛和大型的供养人行列等
,

都最
-

早出现在这组双窟里
。

两窟前室露天
,

原应覆有屋顶
。

9
、

10 窟双窟
,

在第二期中略晚于上述的 7
、

8 窟
。

根据前引的《金碑》 ,

大致可以推定它是孝

文帝初期宠阉钳耳庆时于
“ 太和八年 ( 4 84 年 )建

,

十三年 ( 4 89 年 )毕
”
工的石窟

。

辽代在这里兴

建了崇福寺
` , 。

两窟中
,

9 窟主像是释迩
,

10 窟主像是弥勒
。

这是云冈第二期出现的新的主像

组合
。

壁面布置了较多的释迎多宝对坐像
,

也是这组石窟的突出之点
。

9 窟明窗东西壁出现

坐莲菩萨和骑象的普贤
。

形制装饰方面
,

隧道式的右旋礼拜通道
,

中国建筑传统的盒饰和中

亚
、

西亚一带流行的繁缉的植物花纹
,

在云冈都以 9
、

10 窟出现得最早
。

5
、
6 窟这组双窟的主像都是三世佛

。 6 窟内正中雕塔柱
,

塔柱下层四面大盒中
,

南盒雕坐

佛像
,

西盒雕倚坐佛像
,

北盒雕释迎多宝对坐像
,

东盒雕交脚弥勒像
。

塔柱四面大盒的两侧和

窟东
、

南
、

西三壁
,

雕刻三十多个内容连续的佛传故事
。

面对塔柱的南壁窟 口上方雕维摩
、

释

迎
、

文殊
。 6 窟全部大型佛像改变了过去的服装

,

都雕成了
“
褒衣博带

” 式
。

佛像褒衣博带
,

是

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 ( 4 86 一 4 95 年 ) 的服制改变相呼应的
2 , 。

所以推测 6 窟竣工之时
,

已去太和十八年孝文迁洛不远
。

至于 弓窟壁面布满了没有统一布局
、

时间又不相同的小盒
,

更

说明了它并未按原计划完工
,

这种情况当然也和孝文南迁有关
。

因此
,

5
、

6 窟这一组双窟的

雕凿
,

约在孝文帝都平城的后期
。

两窟工程大
,

主像三世佛的组合与昙灌五窟的 1 8
、

20 两窟

相同
,

特别是 6 窟
,

雕饰富丽在云冈称最
。

有的同志根据《金碑》所记推测孝文帝所凿
、

辽时建

天宫寺的石窟
,

可能就是这一组
, , 。

5
、
6

,
7

、

8
,
9

、

10 三组双窟
,

东西毗邻 ; 三组双窟窟前外壁左右两侧又都雕镌高塔
,

这些

都是说明它们时间接近的最好迹象
。

5
、
6 , 7

、
8 两组采用同一的双塔一碑的窟前设计 (两组石

窟的中间隔壁的前端
,

都雕出下具龟跌的丰碑 )
` ’ ,

都 出现释迎多宝对坐和维摩
、

文殊的形像
,

这

种情况
,

正和孝文帝时
,

北魏开始重视义行僧人
,

注意宣讲《法华》
、

《维摩》两经的历史背景相符

l) 参看 《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
,
一文中的注 七

、

注八
。

2) 太和十年 ( 4 8 6 年 )
“
帝始服衰冕

,

… …以法服御肇祀西郊
”

(
《 魏书

·

高祖纪下 .)
。

太和十 五年
“
帝衰冕辞太庙

” ( 《魏书
·

礼志一 ,
)
。

太和十六年
“
禁革袒裸之俗

” ,

十九年
“
革衣服之制

”

(
《 魏书

、

高祖纪下 》
)

。

云冈褒衣博带装束的佛像
,

有纪年铭文可考的最早实例是 n 窟上方太和十三年 (斗89 年 )铭释迩多宝完
。

着右祖

大衣的佛像
,

有纪年铭文 可考的最晚实例是 l夕窟明窗东侧的释迩多宝弥勒三像盒
,

完铭纪年也恰是太和十三年
。

这

个巧合
,

可以说明太和十三年应是这两种服制的交替时期
。

6 窟佛像既己全部褒衣博带
,

表明该窟的竣工
,

应在太和
,

十三年之后
。

3) 见金维诺 《中国美术史稿》 ,

未刊
。

幻 此龟跌丰砷崩毁剥蚀
,

已失原态
。 《 魏书

·

释老志
》 : “

景明初 ( 5 00 年 )
,

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
,

于洛南伊网山
,

为高祖 (即孝文帝 )
、

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
。 ”

此二所石窟即今洛阳龙门石窟的宾 阳洞和宾阳南

洞
。

宾阳洞和宾阳南洞间的隔壁前端
,

镌有下具龟跌的大碑
,

这应是沿云冈孝文帝石窟
,

即 5
、
6

,
7

、
8 两组石窟的旧

制
。

关于龙门宾阳二洞的龟肤大碑
,

参看王去非
《
关于龙门石窟的几种新发现及其有关问题

》 , 《 文物参考资料
》 1 9弓,

年 2期
, 12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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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这些似乎也都给 ,
、

6 , 7
、
8 两组双窟

,

同是

孝文开凿的推测
,

增添了论据
。

9
、

10 窟双塔间

并列六楹
,

正中和东西两端的楹柱雕造狮
、

象负

须弥山的形象
,

其余四楹雕象负千佛柱
。

楹柱

所雕的须弥山和 10 窟前室后壁中雕镌 的 须 弥

山相配合
,

使 9
、

10 这组双窟中的须弥 山形 象

极为突出
。

须弥山是卫护释迎的帝释天所居之

地
。

突出这样的题材
,

也似乎和开窟人
,

作为皇

室宠阉的钳耳庆时的身份相符合
。

1 1
、

1 2
、

1 3 三窟是一组
,

具前后室的 12 窟

是中心窟
。

12 窟 口外部上凿屋檐
,

前列两楹
,

洞

开三门
, , ,

后室入口上雕明窗
。

两侧的 1 1
、

13 两

表 二

窟窟号号 乃乃 1222 下111 1OOO 叼叼 888 777 666 555

平平百百

几几荞荞只只鼎鼎是是是是 只只
.

奥奥皇皇婆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 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之之:艺艺艺艺
生生生 上上

·

丫
··

XXX 摊摊鉴
:::

XXX TTTT 开开 XXX 后壁
:::

l lll
要要要 层层层层

·

555 XXXXXXXXXXXXXXXXXXXXX
IIIII

准准准下下下下下 !!!!!!! X XXX
l _ _ lll r rrrrr

象象象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盛 IIIII

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1111111

偌偌偌偌偌偌偌偌偌偌偌偌偌偌偌偌
:::::

EEEEEEEEEEEEE

平平平平平平
s

冷冷冷冷冷冷冷
}}}}}}}}}}}}}}}}}}}}}}}}}}}}}}}}}一 }}}}}

NNNNNNNNNNNNN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仁工二二二}}}}}}}}}}}}}}}}}}}}}}}}}口 11111

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
【 ! 」」」

铸铸铸铸铸铸铸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 二二 11111

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囚
} l 」」」
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

二释迩多宝 其他符号的说明觅表一

窟则于窟门上各雕一明窗
,

这样为 12 窟布置左右对称的立面布局
,

显然是有意的安排
。

12 窟

主像在后室后壁
,

分上下完
,

上盒为弥勒
,

下盒为释迩多宝
。

同样组合还出现在这一窟的前室

表 三

宠宠号号 222 111

平平面面
卿卿马马...

色绷MMMMMMM

后后后壁壁
口 . . . . ...

XXX
工工

’’

5
...

上上 一X州州巨」」

要要
················拮拮拮拮 中中 rT一订订

口口下下下下下下 三习习
巨巨巨

’’

上上上 瓜刃刃--------- 一
. 气气气

中中中中中 丫 X 丫丫二门门
下下下下

·

}}}l 一 `̀
三 ]]]

象象象 N
...

上上 一丫 ,, 二习习
中中中中中 ~ 口一一二〕〕
下下下下下 I一 lll二口口

WWWWWWW 上上上 玉引引
中中中中中 -一一 }}}二〕〕
下下下下 III· 一一 lll三〕〕

丫7思惟菩萨

其他 符号说
明晃表一二

东壁上
。
此窟造像服饰

、

风格和窟前立面
,

都与 9
、

10 窟接近
。

11 窟中立方柱
,

方柱四面各雕上下完
,

除南面上盒为弥勒外
,

都

是释迎立像
。

下盒佛像经过后世修补
,

上盒佛像造型清瘦
,

已接

近第三期流行的式样
。

窟东壁有太和七年 ( 4 8 3 年 )铭小完
。

西

壁有太和二十年 ( 4 9 6 年 )铭小盒
。

西壁中部的七佛立像
,

是新

出现的题材
,

其褒衣博带的装束和 6 窟相似
。

以上情况
,

说明 11

窟的开凿年代接近 9
、

10 窟
,

但直到 6 窟完工时
,

此窟的中心方

柱和壁上小盒还在补雕
。

13 窟主像是弥勒
,

南壁有与 11 窟相

似的七佛立像
。

此窟小完也同 11 窟
,

延续的时间很长
。 11

、

12
、

13 这一组石窟
,

看来
,

只有中心窟的 12 窟按原计划完成
,

1 1
、

13 两窟大约在开凿不久即停止原计划
,

之后陆续雕凿了不少无

统一安排的小盒 (表二 )
。

1
、

2窟是一组塔洞
。

窟后壁的主像
,

1 窟是弥勒
,

2 窟是释

迎
。 1窟塔四面都雕出上下层

:
上下层的佛像

,

除东西两面上

层雕弥勒
、

北面下层蚀毁不辨外 ;都雕释迎
。

2 窟塔四面都雕上

中下三层 :
南面下层雕释迎多宝

,

中上两层则雕镌组合不同的

三世佛
,

上层三世佛当中的是弥勒 ; 其他三面各层除西面中层雕

l) 参看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等《 云冈石窟建筑遗迹的新发现 》 , 《文物》 1 97 6 年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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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及其胁侍外
,

也都雕镌组合不同的三世佛
,

北面上层三世佛当中的形像是弥勒
。

两窟南壁

窟口 两侧都雕出较显著的维摩文殊对坐问答像
。 1

、

2 窟造像样式和风格较 5
、

6 窟为早
,

雕凿

的时间应在 9
、

10 窟和 5
、

6窟之间 (表三 )
。

3 窟原为大型塔洞设计
,

从窟前立面上雕左右明窗
、

下列左右窟口 及前方上部两侧各树一

塔的布局
,

与 ,
、

6
,

7
、
8两组双窟相似这一点推测

,

此窟的开凿时间应在第二期
。

但终北魏一

代内部工程迄未完成
。

唐初利用未完工的塔身南面西侧开凿了倚坐大佛及其胁侍
` , , 《金碑》所

记唐以来的灵岩寺
,

大概就在这里
2) 。 3 窟前方上部双塔间

,

凿一窟口南向的矩形窟室
,

室 内主

像为弥勒
,

壁面满雕千佛
,

东西两壁千佛中现释迎坐像盒
。

此弥勒窟室
,

应是 3 窟的一部分
,

室

内雕像的形制
,

约属第二期的后半 (图二 )
。

_ / / /
,

呻

一
.

产

、
2

} 口

~
、 ~ 一 ~ -

团

图二 3 窟原来窟前立面的遗迹和平面

l) 参看 《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
》 注二五

。

2) 同上引文
,

注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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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白: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雕造在已开凿的石窟壁面上的小 盒
,

集 中在 1 1
、

13 和 1 6
、

17 等窟中
。

这种小盒数量很多
:
有单像完 ;

有并列像盒 ; 还有重层的像盒
。

盒中的形像
,

初步归

纳
,

其主要内容如表四
。

第二期石窟和盒像的急剧增多
,

反映了文成帝以

后孝文迁洛之前这一阶段
,

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

倡下
,

发展迅速
。 《大唐内典录》卷四记

“
恒安郊西谷

东石碑具在
,

其碑略云
,

自魏国所统货赋
,

并成石窟
”

事
,

主要应是指这一期的情况
。

第二期窟盒的现存铭

记
,

除皇室外
,

还有官吏 (如 《金碑分所记的钳耳庆时 )
、

上层僧尼 (如 17 窟造三像盒的比丘尼惠定 ) 和在俗的

邑善信士 (如 11 窟造神庙形像九十五区的邑 善信 士

五十四人 )等
,

表明这时云冈已不限于皇室开窟 ; 窟完

的造像内容
,

进一步说明云冈这时已成了北魏京城附

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动的场所
。

如果说云冈第一期

造像作为僧人禅观的对象还不甚明确的话
,

第二期窟

盒的形像就十分清楚了
。

特别是在面积 较 小 的 范 围

内
,

把主要佛像集中起来的小盒的形象
,

表明禅观这个

宗教目的尤其明显
。

这时窟盒不仅继续雕造禅观的主

要佛像三世佛
、

释迎
、

弥勒和千佛
,

并且雕出更多的禅

观时所需要的辅助形像
,

如本生
、

佛传
、

七佛和普贤菩

萨以及供养天人等
,

甚至还按禅观要求
,

把有关形像联

缀起来
,

如上盒弥勒
,

下盒释迩
。

这种联缀的形像
,

反

映在释迎多宝弥勒三像组合和流行释迎多宝对坐及多

表 四

辈辈辈
. . .口 . . . . . . ... 一

_ _ ...
又

, ,

}}}
念念念

, ,,

—
村村村

`̀̀

……
. .

…… :: x ;三
, ,,.....

……
. . . . , . . . 口口口

ssssse
带fff 一 .

一
.

刊刊刊

:::::打 ; 仃仃 ! △ , ,,,

丝丝丝丝 气气气 气气
’

XXX 气
,,

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

盒盒
...

XXX 耳耳==i 卜
△△△ XXXXX

lllllllll 嘴777777777

AAAAA一△△ 八二二食食 ` X代
,,

咋咋咋寸寸 甲,,,

XXXXX△ jjj {___ XXX
甭甭X一又又

才才才呀呀呀呀呀 嘴666

XXXXXXXXXXX
{{{{{

月月月月月嘴嘴嘴嘴

重重重 层层 XXX X 冷滚滚 XXX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完完完完 —
宁333 -

节,,

TT
,
翎翎

XXXXXXXXX 三试亏亏八美△△

—————————————— 才寸寸
二二二二 }、 ,,,,

层层层层 欠欠

一一一一一
一一

XXXXXXX一洲洲
了了了了333

四四四四

二二
,

才才
油眯眯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二二

干干干干干干
.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阵阵阵阵阵门门
` ...

布布布布布布444
祠祠祠祠祠祠祠
111111111111111

*

有
“

太和十三年
” 铭 *. 有

“

太和十三年
· ·

一
造释迎多宝弥勒三躯

”
铭 **

* 有
“
太和七年

· ·

一
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

”
铭

这三处有纪年铭记的小完
,

不但明确造 像 内 容
,

又给二
、

三两期小盒
,

提供了分辨的可靠标准

宝塔上
,

极为明显
。

这样安排
,

正是当时流行的修持
“
法华三昧观

”
时所必要的

’ 〕。
可能是

`

东头

僧寺
,

恒供千人
” (

《续高僧传
·

昙耀传 .) 的第 3 窟
,

有人怀疑它是昙耀雕凿的大型禅窟
,

这个怀疑
,

由于 3 窟上部发现了弥勒窟室
,

有了更有力的佐证
。

坐禅人定
,

急需
“
次后作佛

” (
《妙法莲花 经

·

从地涌出品
》
) 的弥勒决疑

,

以求往生包括率兜天在内的佛国净土
。

下边开凿巨大的禅窟
,

上部单

独雕 出一个弥勒形像
,

显然是为了禅观的需要
。

因此
,

在这一期石窟主像的布置上
,

交脚菩萨

装的弥勒就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7
、
8 一组

,

交脚弥勒尚在三世佛的组合之中
。

9
、

l 。 , l
、
2 两组

,

弥勒就和释迎分别为双窟中一窟的主像 ; 1 1
、

12
、

13 一组
,

就和释迎 (或

l) 法华三昧观的具体情况
,

见
《妙法莲花经

·

见宝塔品
》 、 《
思惟略要法

·

法华三昧观法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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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图三 7
、
5

、 2 2 窟的
“
树下坐禅

, ,

7 窟明窗西侧 2
.

5窟窟门西壁 3
.

12 窟明窗东侧

释迎多宝 )分别成了上下盒的主像共

在不少小盒中
,

弥勒也和释迎成了

并列和上下盒的关系
。

到了 3 窟
,

弥勒就独占上室
,

成

为北魏时期 3 窟中 唯一 的 大 型 佛

像 ; 11 窟的小完中
,

也出现了以弥

勒为主像的情况
,

甚至还出现了双

弥勒盒
。

由于石窟和禅观联系密切
,

这

期不少窟室的窟 口 和 明 窗 的 两 侧

雕出了 “ 树下坐禅
” ,

推测是孝文帝

兴凿的
。 5

、
6 , 7

、
8 两 组 更 为突

出
,

看来
,

这很可能是当时有意树

立的禅定的标准形像 (图三 )
。

修禅

宜僻静
, “
高祖 (孝文帝 )践位

,

显祖

(献文帝 )移御北苑… …建鹿野佛图

于苑中之西山
”
(
《 魏书

·

释老志》
)

, “
注

诚端思
,

仰模神影… …凿仙窟以居

禅
,

或步林以径 行
,

或 寂 坐 而 端

冥
”
(
《
广 弘明集》 卷二十九高允

《 鹿苑赋》
)
。

佛

陀禅师
“ 至魏平城

,

孝文帝敬之
,

别

谈禅林
,

凿石为盒
,

结徒定念
” (

《 续高

僧传
·

佛陀禅师传》
)
。

云冈环境
,

崖边水

旁
,

正适禅寂
。

北魏统治集团 自文

成以后
,

特别在孝文时期
,

在云冈

为佛教徒建立了一个习禅的重要地

点
,

可以无疑
。

当时的习禅僧人有的是为宗教所欺骗
,

祈求
“ 解脱 ,’; 但更多的是 “

假称人道
,

以

避输课
” ;也有的是像

“

承明元年 ( 4 7 6 年 )八月
,

高祖 (孝文帝 )于 (平城 )永宁寺设太法供
,

度良

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
,

帝为剃发
,

施以僧服
,

令修道戒
,

资福于显祖 (献文帝 )
”
那样

,

被皇室

大族为了自家作功德所度舍 ; 当然也会有象以后一些上层
“
僧尼辄度他人奴脾

” ,

或是
“ 多养

亲识及他人奴脾子
,

年大私度为弟子
”
的

。

我们对照当时已译出的《禅经》 ` , ,

结合云冈的具体条

1) 当时已译 出的禅经
,

主要有姚秦鸿摩 罗什译的
《坐禅三昧经

》 、 《
禅秘要法经

》 、 《 思惟略 要法》 ,

东晋佛陀跋陀译的《 观

佛三昧海经
》 和刘宋昙摩蜜多译的

《 五门禅经要用法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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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表 六

匆匆窟窟 二

旦旦旦旦旦旦旦旦
平平平平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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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造造造 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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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象象象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 99999999999999999

葺葺葺葺葺
笼口n X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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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丫 减以 T f XXX

, 义一义洲洲

.......

厦厦
打X一《 厅厅 X- n 汉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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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厦厦厦厦翎卜干
...

刁 =叮卜卜书月卜卜卜

四四四壁壁 斤 佛佛

符号说明见表二
、

二
、

三

件
,

可以估计那时云冈集聚了不少如上所述的各种禅僧
,

他

们 自愿或不 自愿地为佛教上层禅师所摆布
,

被强制地摒除

所谓尘世欲望
,

着魔般地按规定顺序
,

就窟盒观看各种石

像
,

然后分布于水边
、

树下
、

崖间
、

盒内等幽静之处
,

打坐苦

忆所观的形像
,

如果苦忆不出 (不能入定 )
,

就要一遍一遍地

再度人窟就盒观像坐禅
,

实在解决不了
,

就得请求弥勒决

疑
。

弥勒地位在这期不断提高
,

正反映了禅僧们的极端苦

闷
。

坐禅僧人就是这样经年累月
,

冥思穷想
,

精神极度疲惫

之后
,

于是朦朦胧胧
,

有若弥勒面奉
,

释迎现前
,

千佛授手
,

七佛见证
,

或是涌现宝塔
,

化佛遍布
,

恍恍惚惚
,

而渐人幻想

中的佛国
,

终于神经错乱而成为统治阶级残酷统治的牺牲

品
。

总之
,

第二期石窟清楚地表明当时上自皇室以迄上层

僧尼和所谓的
“ 邑善信士

”
的统治阶级

,

浪费大量人力
、

物

力
,

雕窟完
,

造佛像
,

甚至广度僧尼为他们祈求福田饶益
,

而

广大劳动人民则为他们输租调
,

服劳役
,

甚至被强迫出家为

他们作功德
。

这样一幅对比鲜明的阶级压迫图画
,

就是第

二期石窟所反映的当时北魏社会的最真实的形象
。

X X X

任任任任 冈冈 WWW

lllllll ????? 答答
寸寸哈哈 ??? 谷谷 ???

!!!几几几几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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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X

引引、、 工LLL 普普 于于
讥讥讥讥讥 111

}}}}}}}}}}}}}}}}}}}}}}}}}}}丫丫丫 }一 IXXXXXXXXXXXXXXXXX
}}}}}}}}}}}}}}}}}}}}}}}}}}}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

双双双 X !一 IXXXXXXX

二二二 }一一一一

戈戈戈 沐沐 二二二二

奖奖奖
0 }义 !口口口 △ ! ? }???

?????????
’

}}}

琴琴琴 XXXXXXX

气气气 下下下下 }}}
00000 卜 l口口口 {{{

招招招 开开 } 二二 XXX

{{{{{{{ △ 吞吞吞

口 左火琳右始序
` 左众象入胎

.

右跪城出家

其他持号说明 见表 , 之
.

四

太和十八年 ( 4 94 年 )孝文迁洛
,

平城仍为北都
,

云冈作为佛教要地尚在继续
,

凿窟雕盒并未

一 3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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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歇
,

尽管大型窟减少了
,

中小窟盒却自东迄西遍布云冈崖而
,

甚至向西一直延续到云冈以西

三十里外的焦山南坡
” 。

这种迹象
,

说明当时北魏北部地区的阶级关系与北魏其它统治 区一

样
,

不仅未因迁都而缓和
,

反而更加激烈了
。

据《金碑》所记
,

云冈铭记纪年最晚的是孝明帝正

光五年 ( 5 24 年 )
,

这个记录与现存窟完情况相符合
,

因此
,

云冈第三期的具体时间
,

应是公元

4 9 4一 5 24 年
。

云冈第三期主要洞窟分布在 20 窟以西
。 4

、

14
、

巧 窟和自 11 窟以西崖面上部的小窟
,

还

有 牛 至 6 窟之间的中小窟
,

大都属于这一期
。

此外
,

第一
、

二期窟中
,

也多有第三期补刻的小

盒
。

云冈第三期有别于以前的较显著的特点是
:
没有成组的窟

,

中小窟多
,

布局多样的小完遍

布云冈各处
。

洞窟内部 日益方整
,

塔洞
、

千佛洞
、

四壁三盒式和四壁重完式的洞窟
,

是这时流行

的窟式
。

窟口外面的崖面上出现了券面和力士等雕饰
,

这种雕饰愈晚愈繁缚
。

第二期布置在

窟内的那样丰富而生动的浮雕场面
,

这时已很少见
。

个体形象中也没有出现新的式样
,

但造型

愈来愈削瘦
,

衣服下部的衣纹越来越重叠
。

盒嵋
、

帐饰也越来越复杂
` , 。

由于第三期窟完数量多
,

现就第三期窟中常见的四种不同类型的石窟分别选例综合叙述

如下
。

4 窟
,
4

、

, 窟之间的未编号塔窟和 3 9 窟
, , , 都属塔洞

。

正中雕塔或方柱
,

壁面多凿千佛小

盒
,

为其共同点
。 4 窟与第二期的 n 窟相似

,

中心方柱没有雕出塔形
,

柱身四面皆雕立佛像
。

该窟南壁窟口上方有正光纪年 (5 20 一5 24 年 )的小盒
,

这是云冈现存最晚的北魏纪年铭记
。 斗

、

5

窟之间未编号塔洞和 39 窟都镌出五层塔
,

塔正面第一层正中的小完都雕释迎多宝对
一

坐像
。

36

窟东西后三壁皆雕千佛
,

后壁千佛中现释迎多宝完
,

东西壁千佛中现释迎完 (表五 )
。

1 4
、

巧 窟
。 14 窟内列柱满雕千佛金

,

后璧主像是弥勒
。
巧 窟是典型的千佛洞

,

四壁皆千

佛
。

后壁千佛中
,

上部现弥勒盒
,

下部现释迎多宝完
,

东西两壁千佛中现释迩盒
,

南壁满镌千

佛
。

云冈对岸西湾的雕满千佛的南
、

北两窟
,

也属这一类
。

四壁重盒式的中小型洞窟约二十座 (表六 )
。

时间较早的
,

后壁多雕一大完
,

主像有释迎
,

有释迎多宝
,

如 11 B
、

21
、

29
。

时间较晚的后壁多和东西壁同为重盒形式
,

后壁重完 中的 佛

像 : 多上盒弥勒
,

下盒释迎或释迎多宝
,

如 23 A
、

31 H ; 也有上盒弥勒
,

下列千佛的
,

如 1 1 ;J 还

有释迎弥勒分层错罗布置的
,

如 15 A 。

后壁雕大完
,

东西壁重完组合复杂
,

甚至有在角隅或下

部出现佛传故事
` ’
和维摩文殊等像的

,

如 3 2E
、

34 A
、

38 等
,

也是较晚的式样
。

啼 参看王逊《 云冈一带勘察记》 , 《雁北文物 勘察报告》
.

19 51 年
。

2 ) 这一期特征有许多方面和洛阳龙门石窟中的莲花洞
、

石窟寺
、

火烧 洞
、

魏字洞等北魏开凿的窟完相似
。

勺 云冈石窟 20 窟以西
,

即 20 窟以后的窟号
,

暂用水野清一等人的编 号
,

参看《 云冈石窟》 第十五卷《 西方诸窗》
.

日本京

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19 , 5 年

。

4) 佛传故事以能仁菩萨乘象人胎和悉达太子骑马 喻城出家为多见
,

参看 }闯文儒
《
云冈石苗造像中一些题材 询 考 释

》

《
现代佛学》 19 6 3 年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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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壁三盒式多小型洞窟
,

约三十余座 (表七 )
。

4
、

5
、
1 1

、

13 窟附近的小窟和 22
、

23
、
2 7 、

28 A
、

3 3
、
3 8 等窟

,

是现存较完整的
。

这类洞窟窟内后壁主像多释迩或释迎多宝
,

东壁大部雕弥

勒
。

表 七 表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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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

号说明见表。 二
、

三
.

四六

特号说明见表二二
.

四

体

除 11 窟有` 太和廿年
” 铭盒外

,
2 7 B 窟有“ 正始四年 .

铭盒和
“
延昌三年

”
铭盒

, 4 窟有
“
正始口年

”
铭兔

*. 有“ 延昌四年 (51 5 )
·

一造弥勒七佛并菩萨
”
铭

**
* 有

“
太和十九年… … 造释迎文佛弥勒二躯

”
铭

第三期小盒
,

东自 4 窟
,

西迄 3 9 窟塔洞以西都有分布
,

但 4
、
5

、

1 1
、

13
、
1 6

、
27

、

1 5 和 1 9

西胁洞以及 39 窟口附近较为集中
。

这期小完
,

单像完日趋简单 ;并列兔出现了新组合
,

双塔的

布局数量增多 ;重层完复杂化
,

这一点和同期的四壁重盒式窟有相似处 (表 / \ )
。

第三期中小窟会的发展
,

表明迁洛以后的北魏晚期
,

佛教在平城地区的中下层蔓延起来
。

现存铭记中
,

记录窟主官职最高的是从二品散侯爵位的从三品冠军将军 ( 38 窟口外上方吴忠

一 3 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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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为儿子华口侯吴天恩造像铭中的昊夭恩 )
,

小盒盒主最高的是四品下阶的常山太守 ( 11 窟明

窗东壁太和十九年妻周为亡夫田文虎造释迎弥勒金铭中的田文虎 )
。

铭记最多的大约是没有

官职的佛教徒
,

他们有的称清信士 (如 19 窟右胁洞后壁下部延昌四年造像铭中的清信士元三 )
,

有的称佛弟子 (如 11 窟西壁太和二十年造像铭中的佛弟子某 )
,

也有没有称谓直接镌刻姓名的

(如 2 7 B 窟东壁惠奴造像铭 )
。

凿窟盒的目的
,

大部分是为亡者祈冥福
,

也有的为生者求平安
。

值

得注意的是
,

延昌正光间的铭记中
,

出现了愿
“
托生净土

”
( 4 窟南壁正光口年为亡夫侍中平原

太守造像铭 )和
“ 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

,

莲花化生 ,’( 见 19 窟上引清信士元三造像铭 )之类的新

要求
。

这说明北魏晚期佛教中的净土崇拜已渐泛滥
,

并流布云冈
。

此外
,

18 窟窟 口西壁镌刻

了
“
大茹茹… …可敦

”
的铭记

,

表明平城佛教这时更进而影响了北方的柔然族
。

宗教的广泛蔓

延
,

是当时社会极度黑暗的反映
。

第三期窟盒在形像上
,

更向符合禅观方面发展
: 一部分雕出

………
图四 38 窟南壁

“ 雕鸳怖阿难人定因缘
”

了有次序的
“
法华三昧观

”
所要求的主要内容

,

如上述四种

类型中的前两种
,

即塔洞和千佛洞 ;另一部分即四种类型中

的后两种
,

四壁重盒窟和四壁三完窟
。

这两类石窟
,

既延续

第二期释迩弥勒并重的趋势
,

又集中雕出《禅经》所提出的

幻想的主要形像
,

同时石窟的规模又 日趋低小
,

因此
,

有理

由怀疑这两类石窟
,

特别是只可容纳一人寂坐的四壁三盒

窟
,

实际就是为了僧人禅居所开凿
。

所以
,

这类窟中的 3 8窟

的东壁北部既雕出了禅坐僧人像
,

南壁东侧下部又雕镌出

专对静坐禅僧慰借的
“
鹃鸳怖阿难人定因缘 ,,1 )( 图四 )

。

这

一期小盒出现释迎多宝对坐与弥勒并列完 ; 流行双塔对峙

完 ;重层完也加重了释迎多宝与弥勒的联系 ;见证深定的七

佛也在小完中出现
。

这期小盒的内容
,

和上述四类洞窟同

样强化了禅观的气氛
。

第三期窟会的这种设计
,

更清楚地

表达了主要是为了僧人更易于进人幻境 (人定 )而布置的特

点
,

同时
,

有力地说明
,

当时云冈习禅之风已臻极盛
。

坐禅

僧人的数字自然要有显著的增加
。 《魏书

·

李孝伯传附从孙场传 》 : “

正光已后
,

天下多虞
,

王役

尤甚
,

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
,

假慕沙门
,

实避调役
。

… …略而计
,

僧尼大众二百余万矣
” , “ 于时

民多绝户而为沙门
” 。

出家当僧人
,

并不能真正逃避官府的控制
,

永平神龟间 ( 5 08 ee 5 1 9年 )
,

一

l) 鹃鹜怖阿难入定因缘故事
,

见《 法显传》 和《 大唐西域记 》 卷九
。

后者记录较详 : “

(摩揭陀国 )姑栗陀罗矩吓山 (唐言鸳

峰 .)
· ·

… 山崖侧有大石室
,

如来在昔于此人定
。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盘石
,

阿难为魔怖处也
。

尊者阿难于此人定
,

魔王化作鹜鸟于黑月夜分
,

据其大石
,

奋翼惊鸣
,

以怖尊老 (
《法显传 》 作 : “

天魔波旬化作鹏鸳
,

在窟前恐阿难
”

)
,

尊者

是时惊惧无措
。

如来鉴见
,

伸手安慰
,

通过石壁
,

摩阿难顶
,

以大慈言而告之曰
,

魔所变化
,

宜无怖惧
。

阿难蒙慰
,

身

心安乐
。

石上鸟迹
,

崖中通穴
,

岁月虽久
,

于今尚存
。 ”

(
《法显传》 作

“
鸟迹手孔悉存

,

故曰鹃鹜窟
”

)
《 水经注

·

河水
》
也

略记此事
,

应是录自《法显传 》 。

参看通一
、

董玉祥
《云冈第五O 窟的造像艺术 》 ,

刊《 现代佛学 》 1 96 3 年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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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白 :云 冈石窟分期试论

再申令
:“ 如来阐教

,

多依山林
” ,

僧众不得
“
游行民间

,

乱道生过 ,’; 甚至编造 : `

,( 洛阳 )崇真寺比

丘惠凝死
,

一七 日
,

还活
。

… …具说过去之时
,

… …阎罗王曰
: `

沙门之体
,

必须摄心守道
,

志在

禅诵
,

不干世事
,

勤心念戒
,

不作有为
,

… … (灵太后因 )请坐禅僧一百人
,

常在殿内供养之
”
等鬼

话
,

威胁利诱
,

迫使
“
京师比丘悉皆禅诵

” (
《洛阳伽蓝记

》 卷二 )
。

这些记载
,

提供 了孝文帝以后
,

宣

武
、

孝明时期佛教泛滥的一般情况
,

特别是指明僧人的主要来源
,

这时已转移到
“ 实避调役

”
的

编民方面
。

因此
,

尽管北魏末年统治阶级更加卖劲地提倡佛教
,

强化僧规
,

但从中原到北方广

大地区的入道沙门
,

不仅
“ 不能改肃

” ,

而且愈来愈多地进行各种反抗
,

甚至冲破重重枷锁
,

参加

到农民起义的行列中来
” 。

当时云冈虽然没有留下僧人起义的记录
,

但正光四年 ( 5 2 3 年 )围绕

平城的六镇镇民已相率起义
, “
执 (武卫将军于 )景杀之

。 … …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 应
” (

《 资治通

鉴
·

梁纪五 ,

)
,

后三年即孝昌二年 ( 5 26 年 )
, “ 流民寇恒州 … …陷平城

” (《 通鉴
.

粱纪七》
)

。

此后
,

平城

在起义队伍控制下达七年之久
。

可以推断
,

在这种革命形势下
,

云冈居禅的妖雾顿时消散
,

统

治阶级精心建立的佛教
“
圣地

”
顷刻崩毁

。 《金碑》所记
“ 验其遗刻

” , “
终乎正光

,, ,

极盛一时的云

冈
,

终于在如火如茶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沉寂下去了
。

l) 在我国农 民起义史上
,

唯有北魏末年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不少僧人参加
,

甚至有多起直接由人道的沙门所领导
。

参

看《 魏书
·

世宗纪
、

肃宗纪
、

孝庄纪
、

废出三帝纪
》 和 《 释老志》 。

在多起的由僧人领导的起义中
,

值得注意的是延昌四

年 ( 5 1 5 年 )六月
“

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
”
( 屯魏书

·

肃宗纪
》
)

,

他们“
所在屠 灭寺舍

,

斩戮僧尼
,

焚烧经像
,

云新佛出世
,

除去众魔
”

(
《 北史

·

魏景穆十二王传
,

京兆王子推传附子遥传
》
)

,

此新佛出世
,

即
“
弥勒下生

” 之谓
。

北魏统治集团妄

图消灭反抗
,

提倡禅诵
,

而极力宣传的弥勒
,

竞然被起义僧人利用为造反的 根据
。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这是不依反

动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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