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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

云冈石窟研究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为配合云冈石窟窟顶防水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

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组成云冈考古队，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至１０月３０日，发掘了云冈石窟

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建筑遗址。

一　遗址概况

遗址位于大同市南郊区云冈镇云冈石窟窟顶西部，东距大同市约１５公里，南距十里河约

图一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寺院遗址发掘位置示意图

１公里，西北距吴官屯煤矿约１５００米，东距明城堡约７０米（图一）。以石窟位置定位，遗址东

缘位于云冈石窟３９窟上，西缘位于４５窟３０米处，南缘距窟顶２０－３０米，北缘进入山顶杏林

（图二；图版壹，１）。遗址塔基中心点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０°０６′３８．３″、东经１１３°０７′１５．０″，海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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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寺院遗址与石窟位置关系示意图

　

１１７３米。遗址为略有起伏的缓坡地，种植有树木，由于自然冲刷及人类生产活动，文化堆积遭

到破坏。

在该区发掘１０米×１０米探方２９个，为把塔基和窑前活动面清理完整，南部探方统一向

南扩方７米，发掘面积共３４６０平方米。清理出北魏时期佛教寺院遗址一处，辽金时期房址一

处，明清时期灰坑十余个（图三；图版壹，２；图版贰）。

二　地层堆积

遗址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呈缓坡向西南延伸。地层堆积有四层。现以Ｔ５１７－Ｔ５２０东壁

剖面和Ｔ５０８、Ｔ５１２、Ｔ５１６、Ｔ５２０南壁剖面为例说明。

１．Ｔ５１７－Ｔ５２０东壁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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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Ｔ５１７－Ｔ５２０东壁剖面图

１．黄褐色土　２．黄色粉沙土　３．褐黄色花土　４．黄褐色花土

　

第１层：黄褐色土，深０．１－０．３米。土质较软，结构疏松，含大量植物根系、少量炭粒、砂

岩石块、料礓石、瓷片、瓦片等。叠压于此层下的有现代坑、Ｆ１、塔基。

第２层：黄色粉沙土，深０．１５－０．６、厚０－０．４５米。土质略硬，结构较紧密、较纯净，含少

量炭粒、小砾石、植物根系等。部分探方无此层。出土有瓷片、陶片、瓦 片 等。该 层 为 明 清 时

期。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

第３层：褐黄色花土，深０．１３－１．３５、厚０－０．７米。土质较硬，结构较紧密，含炭粒、料礓

石、小砾石、草拌泥块、瓦、白灰皮碎块等。部分探方无此层。出土有陶片、板瓦、筒瓦碎片、瓷

片、石刻佛像残件、石臼等，可辨器形有陶罐、盆、器盖等。该层为辽金时期。叠压于此层下的

遗迹有Ｆ１和塔基。

第４层：黄褐色花土，深０．３５－０．４５、厚０．２－０．３５米。土 质 较 软，含 少 量 硬 土 块、料 礓

石、碎石块、木炭屑。出土较多瓦片、少量陶片、文字瓦当残片、莲花纹瓦当残片、陶莲花饰件、

石莲花座、石刻等。该层为北魏时期（图四）。

２．Ｔ５０８、Ｔ５１２、Ｔ５１６、Ｔ５２０南壁剖面。

第１层：黄褐色土，深０．１－０．３５米。土 质 较 软，含 大 量 植 物 根 系、料 礓 石、砂 岩 石 块、炭

粒、瓷片、瓦片、炉渣等。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４－Ｆ７墙体，被现代坑打破。

第２层：黄色粉沙土，深０．３５－０．６５、厚０－０．４５米。土质略硬，结构较紧密，较纯，含较

多的植物根系、少量小砾石、石块、炭粒等。部分探方无此层。出土有陶片、瓷瓦片等。该层为

明代。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６、Ｆ７墙体。

第３层：褐黄色花土，深０．１５－１．３５、厚０－１．１５米。土质较硬，结构较紧密，含炭块和炭

粒、料礓石、瓦石、硬土块、草拌泥块等。部分探方无此层。出土陶片、瓦片等，可辨器形有盆、

罐等。该层为辽金时期。叠压于此层下的遗迹有Ｆ１，Ｆ１打破Ｆ７－Ｆ９。

第４层：黄褐色花土，深０．３－１．２、厚０－１米。土质较软，含少量硬土块、草拌泥块、料礓

石、石块、木炭块、白灰皮碎块、烧土粒等。出土大量的北魏瓦片、文字瓦当残块、陶莲花饰件、
—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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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Ｔ５０８、Ｔ５１２、Ｔ５１６、Ｔ５２０南壁剖面图

１．黄褐色土　２．黄色粉沙土　３．褐黄色花土　４．黄褐色花土

　

石莲花座、石柱础、建筑构件、石刻佛像、陶片等。可辨器形有陶盆、罐、壶、钵等。此层遗迹有

Ｆ３－Ｆ７。为北魏时期（图五）。

三　遗　　迹

（一）北魏时期

北魏时期遗迹是一处较完整塔院式结构的佛教寺院，包括房址２０间（套）、塔基１处。另

外有北魏陶窑２座、灰坑１个（图六）。

１．房屋　２０间（套）。位于塔基北部，分别为北廊房一排１３间（套）、西南排房２间、中部

廊房一排２间（套）、东廊房一排３间（套）。地面建筑有单间和套间，皆有门道（图版叁）。

（１）北廊房　１３间（套，Ｆ３－Ｆ１５）。有单间和套间，主要集中于北中 部。坐 北 朝 南，方 向

１９１度。东西长６１－６２．５、南北宽１０－１０．６米。中部Ｆ８－Ｆ１１被Ｆ１、Ｆ２（辽金）叠压，东部被

Ｇ５０１打破。为前廊后室的房屋结构。

廊房主墙均由夯土所筑，前墙夯层长１０－１３、宽０．７５－０．９厘米。后墙夯层与前墙相近，

宽约０．８５厘米。隔墙有的是夯土墙，有的用土坯所砌，夯土墙宽度与前后墙相近，宽０．５－

０．７５厘米。土坯墙长０．２６、宽０．１６、高０．０６米。有 的 房 间 有 火 炕，有 的 有 灶。内 墙 抹 草 拌

泥，外抹白灰，草拌泥厚１－１．５、白灰墙皮厚０．１－０．４厘米。前后外墙抹草拌泥，厚１－５厘

米。屋内有一层褐黄色活动面，土质较硬，结构紧密，四周略高，中间稍低，厚２－６厘米（图版

肆；图版伍，１）。

房回廊前有柱础石１２个（Ｚ１－Ｚ１２），直径５１－５５、孔径１０－１０．７、深约６厘米。前墙南边

缘至柱础石间距１．８－２．１米。廊长６０．８、宽１．８－２．１米。廊前地面铺有石板，顺柱础东西

向延伸，长１５、宽０．７５米，当为散水（图版伍，２）。

前廊柱础石南有用筒瓦和长石条垒砌的墙两处。一处用筒瓦垒砌的墙被Ｆ１院墙叠压，

长１．２、宽０．１８、高０．１米。另 一 处 墙 位 于Ｆ１３、Ｆ１４柱 础 石 之 南，用 长 石 条 和 筒 瓦 砌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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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Ｆ３、Ｆ４平面、剖面、剖视图

１．黄褐色耕土　４．黄褐色花土　Ｚ１、Ｚ２．柱础石

　

４．４、宽 ０．１２－０．１５、高

０．２米。

房 后 有 护 坡 和 活 动

面，护 坡 长 ６１、宽 ０．３－

０．５、高０．２－０．３米。护

坡 北 面 是 一 层 活 动 面，长

６２．５、宽１．８－２米，高０－

５厘米。

房前、房 后 和 房 内 填

黄褐色花土，土质较软，结

构疏松，含有陶片、草拌泥

块、硬 土 块、料 礓 石、木 炭

块或粒、白灰墙皮碎块、植

物根系 等。可 辨 器 形 有 陶

盆、罐、钵等。

北 廊 房 门 道 西 南 向，

各 房 间 面 积 不 等，形 制 有

别，现 以 Ｆ３、Ｆ４、Ｆ６、Ｆ７、

Ｆ１４为例说明。

Ｆ３是 北 廊 房 中 面 积

最 大 的 单 间 房，位 于 西 侧

第 一 间。Ｆ４是 北 廊 房 最

小 的 单 房 间，位 于 西 数 第

二间。以 Ｔ５０８东 壁 地 层

为 例。第１层，黄 褐 色 耕

土，厚０．２－０．５米，叠压于此层下有Ｆ３、后墙和火炕，出土有北魏时期的板瓦、筒瓦碎片。第４

层，黄褐色花土，厚０．２－０．８米，叠压于此层下有廊前地面和房后护坡及活动面。出土有北魏

时期板瓦、筒瓦残片及完整筒瓦、陶建筑构件、陶片等（图七）。

Ｆ３　平面呈长方形，南北３．２５、东西４．８５米，墙体夯土高０．１７－０．７５米。房内有火炕、

灶、烟道、小柱础石，门道开于南壁偏西侧。

火炕位于房内西北部，平面呈长 方 形，长２、宽１．７、高０．６５－０．７５米，由 石 片 垒 砌 而 成。

灶位于火炕的南端，平面近长方形，长１、宽０．８、深０．１－０．２米。北中部有一烧火口延伸入火

炕内。立面呈长方形，长０．８、宽０．３、高０．２５米。
—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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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Ｆ６、Ｆ７平面、剖面、剖视图

１．黄褐色耕土　２．黄色粉沙土　３．褐黄色花土　４．黄褐色花土　Ｚ３－Ｚ６．柱础石

　

火炕东南部有一小柱础石，直径０．３５、孔径０．０５、高出地面０．０５米。火炕西北部有一烟

道，直径０．３、高０．７米。

门道位于房屋西南部，长１、宽０．８５、高０．０５－０．０８米。门向西南，方向１９２度。

Ｆ４　平面近正方形，南北长３．４、东西宽３．２５米。墙体夯土长０．６－０．９、宽０．２－１米。

门道位于房间的东南部，长１、宽０．８、高０．２米。门 道 中 间 有 门 槛，东 西 长１、宽０．２、高

０．０７米。门槛内外各有一台阶，房内台阶高０．１５、房外台阶高０．１米。

Ｆ３与Ｆ４回廊前有两个柱础石（Ｚ１、Ｚ２）。Ｚ１位于西南部，Ｚ２位于东南部。直径０．５１、孔

径０．１１、深０．０６米。两柱础间距５米。房南墙距Ｚ１和Ｚ２有１．８米。Ｚ１和Ｚ２中心点向南

０．６５米处有一条石片铺砌成的散水。

Ｆ６是北廊房中套间最多的，位于北排房中部，Ｆ７的西部。Ｆ７是北廊房中最大的套间，位

于北排房中部。其层位情况，以Ｔ５１２、Ｔ５１６、Ｔ５２０南壁地层堆积为例说明。第１层，黄褐色

耕土，厚０．１５－０．３７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６、Ｆ７和隔墙，出土有北魏时期板瓦、筒瓦等。第

２层，黄色粉沙土，厚０－０．２米。第３层，褐黄色花土，厚０－１．１米。第４层，黄褐色花土，厚

０．０５－１．０３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６、Ｆ７房内地面，出土有北魏时期的板瓦、筒瓦、雕刻石板、

“传祚无穷”瓦当、陶盆等（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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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６　套间。平面近方形和长方形，东西并列，西部为里间，东部为外间，又分为南北里外

间。西部里间平面近方形，南北３．５、东西３．６米，门道位于东南部，长１．２５、宽０．１８、高０．３－

０．６米。东部里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１．８５、东西２．２米。门道位于东南部，长１．１、宽０．１８、

高０．０７米。东部外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１．３５、东西２．２米。主门道位于东南部，长１．０５、宽

０．８、高０．２５－０．３米。

主墙是夯土墙，长０．７－０．８５、宽０．２５－０．８米。隔墙是用褐色土坯垒砌而成。里间西壁

中南部有两处涂有朱红颜色，呈不规则形，一处面积为５厘米×８厘米；另一处面积为６厘米

×９厘米，距房内地面高０．１５－０．２米，应为墙脚。

房回廊前有两个柱础石（Ｚ３、Ｚ４），Ｚ３位于里间外西南部，Ｚ４位于主门道外西南部，Ｚ３和

Ｚ４直径均约０．５１、孔径０．１１、深０．０６米；Ｚ３中 心 点 至Ｚ４中 心 点 直 线 间 距４．９、距 前 墙１．８

米。柱础石南侧用石片铺砌散水。

Ｆ７　里外间。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东西并列。西部是里间，长３．６５、宽３．３米。门

道位于东南部，与 东 部 外 间 相 连，长０．７５、宽０．３、高０．４－０．５５米，门 道 内 门 槛 长０．７５、宽

０．２、高０．１－０．２米，室内地面高于外间地面０．１米。外间长３．３、宽３米，主 门 道 位 于 东 南

部，门道长０．８５、宽０．８、高０．４－０．５米，门槛长０．８５、宽０．５５、高０．０７米，门槛高出外间和廊

内地面０．０７米（图八）。

房间主墙是夯土墙，夯层厚约０．１２、墙高０．５－１．２５米，主门道向南。

房回廊前有两个柱础石（Ｚ５、Ｚ６）。Ｚ５位于主门道西南部，Ｚ６位于门道东南部，被Ｆ１院墙

叠压。Ｚ５中心点距Ｚ６中心点２．９５米。Ｚ５直径０．５、孔径０．１、深０．０６、距前墙南２．１米。Ｚ５

东南部有用筒瓦垒砌的墙，东部被Ｆ１院墙叠压，墙长１．２、宽０．１８、高０．１米，墙南平铺石板，

长０．５５－０．９、宽０．４２－０．５米，当为散水。Ｚ６直径０．５１、孔径０．１１、深０．０６米。

Ｆ１４　是北廊房中最小的套间。位于北排房东头第一间。其层位情况，以Ｔ５２９地层堆积

为例说明。第１层，黄褐色耕土，厚０．１－０．３米。第２层，黄 色 粉 沙 土，厚０－０．４米。第３

层，褐黄色沙土，厚０－０．８５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４、后墙体。第４层，黄褐色花土，厚０－１

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４、廊前地面和房后护坡及活动面（图九）。

Ｆ１４平面呈长方形。里外间，东西并列，坐北朝南。东为里间，长３．３、宽１．２米。门道位

于西南，长０．８、宽０．７、高０．５米。西 为 外 间，长３．４、宽３．３５米，门 道 位 于 南 东 向，长１．２－

１．２５、宽０．９、高０．６－０．７米。

墙体夯土残长０．６－１．１、宽０．５－０．９５米。里间前墙有一灶，一半在墙内，一半在墙外，

平面呈圆形，直径０．４、高０．５米，青灰色烧结面厚１、红烧土厚０－５厘米。

房回廊前有两个柱础 石（Ｚ１１、Ｚ１２）。Ｚ１１，位 于 门 道 西 南，直 径０．５５、孔 径０．１１、深０．０６

米。Ｚ１２，位于门道东南，直径０．５１、孔径０．１１、深０．０６米。两柱础中心点间距３．６５、距前墙２

米。Ｚ１１中心点向南０．６米处，有筒瓦和长石条垒砌的墙，顺着柱础石东西向展开，长４．４、宽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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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Ｆ１４平面、剖面、剖视图

１．黄褐色耕土　２．黄色粉沙土　３．褐黄色沙土　４．黄褐色花土　Ｚ１１、Ｚ１２．柱础石

　

０．１２－０．１５、高０．２米。Ｚ１２南有用石片铺砌的散水。

（２）西南排房　２间（Ｆ１６、Ｆ１７）。单间。位于遗址西南部，东西长７．１、南北宽４．１５－４．３

米，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东部和南部被破坏，门道西南向。Ｆ１６是单间房，位于南排房西部。

Ｆ１７是大单间房，位于南排房东部。其层位情况，以Ｔ５０２东壁地层堆积为例说明。第１层，黄

褐色耕土，厚０．０７－０．３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６的后墙生土，出土有北魏时期板瓦、筒瓦

残片。第４层，黄褐色花土，厚０－０．５５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６及门道，出土有北魏时期的

板瓦、筒瓦、釉陶板瓦、铁钉、陶片等（图六；图一〇）。

Ｆ１６　平面近方形，南北 长３、东 西 宽２．９米。东 墙、西 墙、北 墙 为 夯 土 墙，墙 基 为 一 层 石

片，长４－７、宽０．１－０．１２米。前墙用石片、瓦片垒砌长０．８－１、宽０－０．３５米。壁上抹草拌

泥，厚０．８－１．５厘米。

屋内有一层黄褐色的活动面，厚０－８厘米。质地较硬，四周略高，中间稍低，门道位于房

间的中部。门道长１、宽０．７、高０－０．３５米。门向西南，方向１９１度。

Ｆ１７　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３．５、东西宽２．７米。西墙和北墙是夯土墙，夯层厚约０．１１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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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Ｆ１６、Ｆ１７平面、剖面、剖视图

１．黄褐色耕土　４．黄褐色花土

　

米。东南部破坏严重，只存墙基。墙基由石板垒砌而成，高０－０．３、厚０．７－１米。房内壁抹

草拌泥，外抹白灰。

屋内有一层褐黄色活动面，厚１－８厘米。门道位于房间西南部，南北１、东西１．１、高０－

０．３米，门向西南，方向１９２度。房内活动面呈水平状，从门道向南延伸至门前。

（３）中部排房　２间（套，Ｆ１８、Ｆ１９）。位于遗址中部偏西，一南一北。南北长１３．４、东西宽

８．２５米，被 Ｈ５０９打破，南部破坏至生土。一门道东南向，另一门道北向。

各房主墙是夯土墙，夯层厚０．１－０．１２、墙长０．３５、宽０．７－０．９米。隔墙是用褐色和黄色

土坯垒砌而成，土坯长０．３、宽０．２５、高０．１３米。房内壁和前墙外壁抹草拌泥，厚约１．５厘米。

屋内有一层褐 黄 色 活 动 面，厚２－７厘 米，质 地 较 硬，结 构 紧 密，四 周 略 高，中 间 稍 低，深０－

０．０６米。

房回廊前有柱础石（Ｚ１４），直径０．５、孔径０．１、深０．０６米。前墙距Ｚ１４中心点２米。房后

有护坡和活动面，护坡长１１．４、宽０．３－０．４、高０．１５米，活动面厚１－８厘米。

其层位情况，以Ｔ５１４北壁地层堆积为例说明。第１层，黄褐色耕土，厚０．１－０．１３米，出

土有北魏时期的板瓦、筒瓦残片等，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８的墙体。第２层，黄色粉沙土，厚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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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Ｆ１８、Ｆ１９平面、剖面、剖视图

１．黄褐色耕土　２．黄色粉沙土　３．褐黄色花土　４．黄褐色花土　Ｚ１４．柱础石

　

０－０．１５米。第３层，褐黄色花土，厚０－０．０９米。第４层，黄褐色花土，厚０．１－０．４米，出土

有北魏时期板瓦和筒瓦残片、釉陶板瓦残片、陶片等。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８、廊前和房后的

有护坡（图六；图一一）。

Ｆ１８　套间。位于西排房南头。里外间，南北并列。平面呈长方形，北部是里间，东 西 长

４．４、南北宽４米。室门道位于东南部，和外间相连。室门道长０．８、宽０．３米。里外间之间有一道

０．７米高的门槛。外间在南部，东西长４．４、南北宽４米。主门道位于房间东北部，长１．１、宽０．７米。

主墙是夯土墙，高０－０．１３米。隔墙是用褐色和黄色土坯垒砌而成，高０．１３米。主门道

东南向，方向２５９度。

房内呈水平 状 向 东 延 伸 至 回 廊 内，廊 内 活 动 面 呈 东 北－西 南 向。房 回 廊 前 有 柱 础 石

（Ｚ１４），位于门道东北，直径０．５、孔径０．１、深０．０６米。Ｚ１４中心点距前墙东边缘２米，房内地

面高出房后地面０．１５米。

Ｆ１９　单间房。位于西排房北头。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４．４、南北宽３．５米。房内东部

有一道土坯垒砌的南北向墙，中南部被 Ｈ５０９打破，北段残长１．６、南段残长０．３５、宽０．５、高

０．２３米，土坯长０．４、宽０．１７、高０．１３米。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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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Ｆ２０、Ｆ２１和Ｆ２２平面、剖面、剖视图

１．黄褐色耕土　２．黄色粉沙土　３．褐黄色花土　４．黄褐色花土

　

主墙为夯筑，高０．０５－０．５米。门道位于房间北部，长０．８５、宽０．７５、高０．３５－０．５米。

房内壁抹草拌泥，外有抹白灰的痕迹。屋内有一层褐色活动面。门道东北向，方向１２度。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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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东排房　３间（套，Ｆ２０－Ｆ２２）。位于遗址东部，南北并列。南北长１８．２、东西宽４．７－

８．７５米，西北部 被 Ｇ５０１打 破，东 南 部 被 Ｈ５１５打 破。墙 为 夯 土 墙，夯 层 厚０．１－０．１２、墙 长

０．６－１、宽０－０．１５米。房间内壁和外壁抹草拌泥，厚１－１．５厘米。房前有一柱础石和筒瓦

垒砌墙，小柱础石，直径０．２５、孔径０．０４米；墙长６．８、宽０．２、高０．１米。门道西北向。

其层位情况，以Ｔ５２８为地层堆积例说明。第１层，黄褐色耕土，厚０－０．７５米。第２层，

黄色粉沙土，厚０－０．４米。第３层，褐黄色花土，厚０－０．４５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２２隔墙、

火炕和Ｆ２１隔墙。第４层，黄褐色花土，厚０．２５－０．５５米，出土有北魏时期的板瓦和筒瓦残片

等。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２０－Ｆ２２（图六；图一二）。

Ｆ２０　单间房。位于东排房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２．２５－３．１、南北宽２．２米。西墙墙基

用石片砌成，北墙是夯土墙，高０－０．１５米。因南墙破坏严重，仅存部分石片砌成的墙基。

Ｆ２１　套间。位于东排房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并列，里间东西３．３、南北３．５５、墙高

约０．５米，门位于南部中间，门道长０．８、宽０．６、高０．２５米，门槛长０．８、宽０．２、高０．１米。外

间东西长３．２５－３．９５、南北宽３．７５米。主门道位于西南部，长１．１５、宽０．９５、高０．０４米，方向

１０１度。门道长１．１５、宽０．５－０．５５、高０．０４米。

Ｆ２２　单间。位于Ｆ２１的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３－３．８、南北４．７５、夯土墙厚约０．９

米。房内有火炕、烟道、隔墙。火炕为长方形，长３．３、宽１．２、高０．３５米。烟道口径约０．３米。

２．塔基　１座。位于遗址东南部（Ｔ５１７、Ｔ５１８、Ｔ５２１、Ｔ５２２、Ｔ５２４和南扩方），北部有辽金

时期的活动面和路，南部中间踏道离窟沿较近，故未清理到头（图六）。廊房与柱础石间距１、

塔基西缘与西廊房前墙间距１１．４、塔基东缘与东廊房前墙间距９．８５米。

其层位情况，以Ｔ５２４北壁地层堆积为例说明。第１层，黄褐色耕土，厚０．１－０．４米。叠

压于此层下的有塔基。第２层，黄色粉沙土，厚０－０．６５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塔基东边缘砌

石。第４层，黄褐色沙土，厚０．３３－０．５５米，出土有北魏时期的板瓦和筒瓦残片、“传祚无穷”

瓦当残片、陶莲花饰件、陶片等。叠压于此层下的有塔基东部地面。

塔基坐北朝南，方向１９１度，与北房方向相同。平面近方形，南北长１４．５、东西宽１４．４、高

０．３５－０．７５米。踏道位于塔基南部正中间，平面 呈 长 方 形，北 高 南 低，长５．３、宽１．９、高０－

０．３米（图一三；图版陆；图版柒；图版捌，１）。

塔基西南部和东南部有两个柱础石（Ｚ１３、Ｚ１５）。Ｚ１３，直径０．７５、孔径０．１４、深０．０５米，

中心点与塔基西边缘间距８．６５米。Ｚ１５，位于Ｔ５２４南扩方处，Ｚ１５开口于第４层，打破地面。

直径０．７５、孔径０．１４、深０．０５米，Ｚ１５中心点与塔基东边缘间距８．１米（图六）。

塔基主体为夯土，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砌在塔基四周的石片，宽０．２－０．３米，起到

保护塔基的作用。南边和西边的石片已经被破坏，但北边东半部及东边的石片依然存在。第

二部分是塔基外围的夯土，宽０．９－２．６、高约０．１３米，夯窝有圆形和圆角长方形两种。圆形

夯窝直径１０、深２．５厘米，圆角长方形夯窝长１０、宽７．５、深１．５厘米。第三部分是塔基中部的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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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云冈石窟窟顶佛教寺院遗址塔基遗迹平面、剖面图

　

细沙土，质地较纯，紧密坚硬。

塔基上有柱洞７排４０个（Ｄ１－Ｄ４０），排列有序，每排５－８个，呈东北－西南向。柱洞平

面有长方形、圆形、方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应为原来塔的立柱（图一三）。经解剖塔基中部未

发现地宫或埋藏坑遗迹。

塔基中部解剖沟以东壁地层夯土堆积为例。第１层，黄褐色花土，厚７－２０厘米，结构致

密。第２层，杂土，厚３６－４２厘米，含杂质较多，有白灰渣、鹅卵石等，结构致密。第３层，黄褐

色花土，厚５－１０厘米，结构致密。第４层，黄褐色花土，厚０－１５厘米，结构致密。第５层，黄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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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塔基解剖沟东壁剖面图

１．黄褐色花土　２．杂土　３．黄褐色花土　４．黄褐色花土　５．黄褐色花土　６．黄褐色花土

７．黄褐色花土

　

褐色花土，厚５－１８厘米，结构致密。第６层，黄褐色花土，厚１２－１８厘米，结构致 密。第７

层，黄褐色花土，厚０－１１厘米。第７层下为砂石淤积层（图一四）。

３．陶窑　２座（Ｙ５０１、Ｙ５０２）。位于发掘区西南部，东西并列。西为Ｙ５０１，东为Ｙ５０２。东

北－西南向，生土向下用草拌泥土坯垒砌窑室周壁，窑壁抹一层厚０．６厘米的草拌泥。土坯长

０．３２、宽０．１３、高０．０８米。陶窑由窑前活动面、窑门、火膛口、火膛、窑室、烟道等组成（图六；

图版捌，２）。

以Ｔ５０１南壁、西壁地层堆积为例。第１层，黄褐色耕土，厚０．１－０．３米。叠压于此层的

有北魏时期的两座陶窑及生土。

Ｙ５０１窑室比Ｙ５０２稍大，窑前场地低于Ｙ５０２窑前场地０．２米，窑前有活动面。窑室和窑

前填土内含有瓦片、陶片、文字瓦当等。Ｙ５０２叠压于第１层下，打破生土。

窑前活动面呈不规则形。东北深，西南浅，南北长４．４－５．３、东西宽４、深０．４５－０．８米。

活动面色泽发黑，不 见 炭 屑。窑 门 西 南 部 有 一 椭 圆 形 坑，坑 内 有 大 量 草 木 灰、木 炭 块 等，长

１．８８、宽１．３４、深０．１５－０．２米。前 壁 较 规 整，底 部 不 平。前 壁 地 面 上 有 一 层 踩 踏 的 灰 褐 色

土，质地较硬，结构紧密，靠近窑门处厚８厘米，向南逐渐变薄。

窑门位于窑前活动面偏西，顶部残，呈拱门状，窑门西宽东窄，长０．７－０．９、宽０．４－０．６８、

高０．６－０．７米。门底部有一火膛口，呈“凹”字形，长０．２６、宽０．２、高０．１２米。

火膛呈喇叭形，东西两侧延伸较深，平底，东西两壁和窑门内壁烧结面呈青灰色，壁面挂有

烧流，呈乳丁状。南北０．６－０．７、东西１．２－１．６、深０－０．２米，底部有一层厚约０．２米的灰黑

色草木灰和木炭屑堆积。

火膛北为窑室，平面近长方形，顶部残，直壁，底部北高南低，壁烧成约厚０．１４米的青灰色

面，内为０－０．１米厚的红烧土，窑室南北长２．１－２．２、东西宽１．５－１．９、深０．６８－０．８米。窑

室北壁有三条烟 道，呈 等 腰 三 角 形，高０．３米。中 间 主 烟 道 较 宽，左 右 烟 道 较 窄，左 侧 间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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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４、右侧间距０．３４、主烟道直径０．２６、左右烟道直径０．２米（图版玖，１）。

窑室和窑前填土分二层。第１层，黄褐色花土，厚约０．６米，土质较软，结构疏松，含青灰

色草拌泥土坯块、红烧土块或粒、木炭碎块、石块、料礓石、植物根系等。出土有较多的瓦片、少

量陶片、文字瓦当残片等，可辨器形有陶盆、罐等。第２层，灰褐色土，厚约０．２米，土质松软，

结构柔软，以草木灰为主，含青灰色土坯碎粒、烧土碎粒、木炭粒、料礓石、石块等，出土有瓦片、

陶片、建筑构件残片、文字瓦当残片等。可辨器形有陶罐、盆。

４．灰坑　１个（Ｈ５１７）。位于Ｆ２２东南角，开口于第４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呈圆形，腹径

大于口径，呈罐形，平底。口径０．４、腹径０．６４、底径０．２、深０．７米。填灰色土，土质松软，结

构柔软，以草木灰为主，含少量烧土粒、小石粒等，出土可辨器形有陶钵、盆。

（二）辽金时期

辽金遗迹包括房址２座、路１条、灰坑１座。

１．房址　２座（Ｆ１、Ｆ２），位 于 发 掘 区 北 中 部 偏 东，东 西 并 排。东 西 长１５．８、南 北 宽１１．９

米。平面呈长方形和北宽南窄的斗形。房址填土内含有瓦片、陶片和石片，值得注意的是，辽

金房址内有许多煤渣，而在北魏房址中不见。

其层位情况，以Ｔ５１９、Ｔ５２０北 壁 地 层 堆 积 为 例 说 明。第１层，黄 褐 色 耕 土，厚０．１５－

０．２５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西墙、Ｆ１、Ｆ２的隔墙和Ｆ２的东墙。第２层，黄色粉沙土，厚０

－０．３米。第３层，褐黄色花土，厚０．１－１．４米，叠压于此层下的有Ｆ１和灶台、Ｆ２及火炕，出

土有辽金时期的石锅、陶盆、板瓦、筒瓦等（图一五；图版玖，２）。

Ｆ１　南北５、东西６．１米，墙体分别用土坯、石片和残瓦片垒砌而成，墙长０．６－２、宽０．３５

－１．０５米。房内壁抹草拌泥，并且贴有零散的瓦片，外抹白灰墙皮。

房内有灶台、火炕和土台。灶台位于房内东部偏南，长１．９、宽１．０５、高０．２米。灶口直径

０．５－０．９、深０．５米。灶内有草拌泥，厚０．０１米，烧结 面 呈 红 褐 色。灶 接 近 底 部 有 一 圆 形 火

道，向北延伸至火炕内，直径０．１５米。房内西北角有一用板瓦垒砌的烟道，平面呈椭圆形，口

径０．２－０．３、高０．４米。

灶台北部是火炕，长２．５、宽２．４、高０．５米。灶与火炕之间有一堵东西向的墙，长１．４５、

宽０．５、高０．４米。

土台位于房间西北部，与火炕相连，土台长３．７５、宽０．７５－１．１、高０．５米。火炕、墙和土

台用土坯垒砌而成，面上抹一层草拌泥，厚１－２．５厘米。土坯长０．４５、宽０．１３、高０．２米。

屋内有一层褐色活动面，厚０．０５米，质地较硬，四周略高，中间稍低，深０－０．０５米。南壁

中央开门，门向西南，方向１９０度。门道长２．２、宽０．６、高０．４米。

院西窄东宽，东西长６、南北宽２．３５－３．１５、墙长０．７－１、宽０．２５－０．３７米。院内有灶，

位于中部偏西，直径０．２５、略高出活动面０．０１米。院内活动面和处理地面硬土厚０．１米，呈

水平状略带斜坡向南延伸。大门开在正南方，门道长０．９５、宽０．８５、高０．３７米（图一六）。
—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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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Ｆ１、Ｆ２平面、剖视图

１．黄褐色耕土　２．黄色粉沙土　３．褐黄色花土

　

Ｆ２　平面近方形，北宽南窄，南北４．３、东西４．４－５．３５、墙长０．８－２．２、宽０．４－１．７米。

墙内用石片垒砌，墙外用残瓦片垒砌。墙内贴有碎瓦片，内抹草拌泥，外抹白灰，草拌泥厚１－

３、白灰皮厚０．２－０．４厘米。前墙和东墙壁抹草拌泥。

房内遗迹有火炕、灶和火炕洞，火炕位于房内东北部，长３．７、宽２．３、高０．３５米，火炕面用

石片铺砌。

灶位于火炕的西侧偏北，平面呈瓢形，北侧长０．５－０．６５、南侧长１．２－１．４、宽０．６５、口径

０．５５－０．６５、深０．３米。灶面和火炕面高０．３５米。底部有一长０．２米的方形火道向火炕内东

部延伸。烟道在房内东北角，平面呈圆形，直径０．２、高１．２５米，烟道外有１厘米厚的褐色土。

火炕洞位于火炕的西部，平面呈长方形，半封闭状，东南部有一个缺口。火炕洞长１．１、宽

０．８、高０．３５、缺口长０．４５、宽０．１５、高０．３５米。

室内有一层褐色活动面，厚０．０５米，活动面下有０．１米厚的地面硬土，四周略高，中间稍

低，深０－０．０６米。南壁偏东处开门，门向西南，方向１９５度。门道内有一０．２米高的台阶，呈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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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状向南延伸至院内。门道长２．１、宽０．９－１．４、高０．６５米（图一六）。

院内呈长方形，长５．９、宽３．３米。大门在院的东南部，长２．４５、宽１．３、高０．１５、院墙长

０．７５－２、宽０．１５－０．４５米。活动面和地面硬土厚０．１５米，夹杂着不少炭屑，呈水平状到大门

外，略带斜坡向南延伸。

２．路　１条（Ｌ５０１）。位于Ｆ２院外西南部。叠压于第３层下，打破第４层，被现代坑和第

２层打破。平面呈弧线长条形，西北－东南向，长６、宽０．５米。路面 用 小 卵 石、瓦 片、石 片 铺

成，东西两侧用竖 砌 瓦 片 砌 成 路 牙，路 面 高 出 东 西 两 侧 活 动 面１厘 米。小 卵 石 直 径０．０５－

０．０１、瓦片长０．１５－０．３、厚０．０２、石片长０．１５－０．３米。路砌在Ｆ２院外西南部活动面上，南

部略带斜坡向上延伸，被第２层破坏（图一五）。

３．灰坑　１个（Ｈ５１６）。位于遗址东部，开口于第２层下，打破第４层、Ｆ２１以及生土，被

Ｇ５０１打破。不规则形，近直壁内收，口大底小，平底。口径１．８－３．４、底径１．４－３．２、深１－

１．１米。坑内填土至自上而下为基本相同的黑褐色土，土质较软，结构疏松，含有烧土块或料

礓石、石块等，出土有瓦片、陶片等，可辨器形有陶盆等。

（三）明清时期

１．灰坑　１３个（Ｈ５０２－５１１、Ｈ５１４－５１６）。有 不 规 则 形１０个、长 方 形２个、“Ｔ”字 形１

个。以斜壁和弧壁为主，多为不规则形底和圜底，平底少，一般坑口直径１－５、深０．２－０．８、最

深约１．７米。出土遗物有瓷片、陶片及北魏时期的瓦片、陶片、文字瓦当等，可辨器形有瓷碗、

瓷罐、陶盆等。

２．沟　１条（Ｇ５０１）　位于遗址东部，东北－西南向。叠压于第１层下，打破第２至第４

层、Ｈ５１６、Ｆ２１、Ｆ２２及生土。平面呈长条形，斜壁。长４０、宽７－９．５、深２．５－３米。填黄色粉

沙土，土质较软，结构疏松，含有炭粒、料礓石、石块或粒、植物根系等。出土有陶片、瓷片、早期

瓦片等，可辨器形有瓷碗等。

四　出土遗物

北魏辽金遗址出土有建筑构件、石刻、日用器物等。

（一）北魏时期

出土建筑构件、石刻和日用器物。

１．建筑构件　１１７６件。有板瓦、筒瓦、瓦当、莲花饰件、柱础等。

板瓦　５５４件。多不完整。部分瓦为泥条盘筑，有不规整横纹。前端开始逐渐变薄。有

釉陶板瓦、黑衣压光板瓦和灰陶板瓦三类。

釉陶板瓦　３３４件。仅复原数件，泥胎红色或灰白色。正面施较薄的绿黄色釉，背面有的

施釉，有的有流釉。平面呈梯形，断面呈弧状，多数瓦两侧向下倾斜，形成向下的斜坡，与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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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出土北魏时期建筑构件

１．釉陶板瓦（Ｔ５０２④∶１０）　２．灰陶筒瓦（Ｔ５２５④∶１）

　

板瓦倾斜角度相反，似是切割后再次加工。前端下沿有指压痕迹，数量不等。少数瓦 两 侧 平

直，呈不规则形或圆形。素面。Ｔ５０２④∶１０，泥质红陶。前宽后窄，外表光滑，施青绿釉，有少

量釉斑，前端背面留有十八个水波状指压纹。长４５．６、上宽２５．４、下宽３２、厚０．８－１．４厘米

（图一七，１；图版拾，１）。

黑衣压光板瓦　完整者２０余件。泥质灰陶。似在表面施黑色颜料或油脂，经刮压烧制光

滑，形成一层薄硬皮，色泽发黑，保存好者甚至油光发亮，保存差者仍可见斑斑黑色，表面有竖

向刮压痕迹。平面呈梯形，两侧向上倾斜，形成向上的斜坡。凸面下沿有水波状指压痕迹。下

端距边沿６厘米处开始变薄。Ｔ５１６④∶２５，通长４７．６、上宽３０．５、下宽３２、厚０．５－１．８厘米

（图版拾，４）。Ｔ５１６④∶４，通长５０．８、上宽２８．６、下宽３２．４、厚０．４－１．８厘米（图版拾，２、３）。

灰陶板瓦　修复完整者２００余件。泥质灰陶，泥条盘筑。有的制作规整，有的较粗糙。平

面呈梯形，上窄下宽，断面呈弧状。两侧上倾形成斜坡。下端距边沿６厘米处逐渐变薄，形成

斜坡。Ｔ５２４④∶１，凹面有 布 纹。长５２．１、上 宽２７．６、下 宽３３．２、厚０．６－２．２厘 米（图 版 拾，

５）。Ｔ５０２④∶２，凹面两侧可见布纹，下端距边沿６厘米处逐渐变薄。通长４５．４、上宽２４、下

宽２９．８、厚０．３－２．１厘米（图版拾，６）。Ｔ５１２④∶２８，凹面布纹明显，下端距边沿６厘米处逐

渐变薄。凹面饰布纹。长５０、上宽２８．６、下宽３２．８、厚０．４－２．４厘米（图版拾，７）。Ｔ５２９④∶

３１，凹面布纹明显，下端距边沿６厘米处逐渐变薄，形成斜坡。长４８．６、上宽３１．４、下宽３５．８、

厚０．５－２．１厘米（图版拾，８）。Ｔ５２６④∶３１，凹面有布纹，近下端处变薄。长４８、上宽２４、下

宽２８、厚０．５－２．２厘米（图版拾，９）

筒瓦　２３６余件。泥质灰陶。断面均为二分之一圆弧形。瓦舌较长，略向前倾。凹面后端近边

沿２－３厘米处逐渐变薄。根据表面颜色和加工工艺，分为黑衣压光筒瓦和灰色筒瓦两类。

黑衣压光筒瓦　完整或修复者３６件。泥质灰陶。表面 施 黑 色 颜 料，颜 色 均 匀。经 过 刮

压，凸面黑色光滑，凹面不光滑，有的保留较少黑色。断面呈半圆形，瓦舌前 倾，个 别 带 瓦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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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布纹。Ｔ５２８④∶５，舌平面呈梯形，后端近边沿处变薄。长４２．４、宽１５－１５．４、厚１－１．７、

舌长５、宽９．７－１２．４厘米（图版拾壹，１、２）。Ｔ５２８④∶２，平面呈梯形，舌平面呈倒梯形。残长

４４、宽２１．２－２１．８、厚２－３．４、舌 长７厘 米（图 版 拾 壹，５）。Ｔ５１４④∶２，舌 平 面 呈 梯 形。长

４６．６、宽１４．８－１６．６、厚０．５－２．３、舌径１１．２－１２．５厘米（图版拾壹，３、４）。Ｔ５１６④∶３，上部

磨平。残长４８、宽２３－２４、厚１．３－２．４厘米（图版拾壹，６）。

灰陶筒瓦　完整和修复者２００余件。泥质灰陶，制作较规整，弧形表面有的有陶拍痕迹。

断面呈半圆形，平面近长方形，舌平面呈梯形，瓦舌前倾，平面呈梯形。内饰布纹。Ｔ５０７④∶

１，瓦身和瓦舌连接处微内凹。长４１、宽１１．４－１３．６、厚０．８－１．６、舌长３．２、宽９－１１厘米（图

版拾贰，１、２）。Ｔ５１６④∶５，凹面下端 近 口 沿 处 变 薄。瓦 身 通 长４５．９、宽１４．６－１７、厚０．６－

２．３、舌长５．８、宽１０．６－１２．８厘米（图版拾贰，３）。Ｔ５２７④∶１５，胎上厚下薄。瓦身长３６．５、宽

１５－１５．３、厚０．８－２．７、舌长６、宽１１－１３．４厘米（图版拾贰，４）。Ｔ５１７南扩④∶１５，长４４．５、宽１５．２

－１７．６、厚０．８－２．４、舌长４、宽１１．８－１３．６厘米（图版拾贰，５）。Ｔ５１１④∶３３，长４９．４、宽１５－

１８．３、厚１．２－２．５、舌长４、宽９．２－１２．６厘米（图版拾贰，６）。Ｔ５２５④∶１，带完整瓦当，瓦当

与瓦背呈１０５度角。瓦当是另外与瓦身黏接的，从背面可见瓦当与筒瓦结合处有很厚的黏接

泥条。长４４．８、宽１５．２－１６、厚１－２．６、舌长４．２、宽１１．４－１３．１厘米（图一七，２）。

瓦当　３７４余件。泥质灰陶，模制。正面呈圆形，根据瓦当表面形制，可分三型。

Ａ型：３６０余件。Ｔ５２４④∶１１２，边轮内饰一周凸弦纹，当面以“井”字形分隔成九格，中部

为凸起大圆心，圆心四面分布“传祚无穷”四字，隶书体。四字间有四个小乳丁，乳丁外饰一周

凸弦纹。当径１５．３、边轮宽１．１－１．７、中 心 大 圆 形 乳 丁 直 径３．４、四 角 小 乳 丁 直 径０．６厘 米

（图版拾叁，１）。

Ｂ型：１２件。莲花纹。Ｔ５２４④∶１１１，当心饰一圆心，外饰一周连珠纹和八组双瓣莲花，每

组花瓣中间贯穿一条由连珠纹至边轮的直线。直径１４、厚１．５、乳丁直径３、边轮宽０．８－１．７、

瓦身残长９、厚１．３厘米（图版拾叁，２）。Ｔ５２５④∶４３，当心有一乳丁，外饰一周凸弦纹，外侧由

七组双莲瓣组成。瓦当直径１７、厚２．２、边轮０．８－１．２、乳丁直径３．８厘米（图版拾叁，３）。

Ｃ型：２件。莲花化生纹。Ｔ５１７南扩④∶８４，当心凸起，饰一童子上半身，身体两侧饰披

帛，面部稍残，双手合十，之外由十一片莲瓣组成一周，莲瓣均为双瓣，花瓣饱满，线条疏畅，外

饰一周凹弦纹。直径１３．４－１４．２、厚１．８－２．８、边轮１．４－２厘米（图一八，１；图版拾叁，４）。

莲花饰件　完整或较完整者８件。泥质灰陶，模制。据形状不同，可分三型。

Ａ型：６件。连珠纹，八组莲瓣。中为方孔。Ｔ５２８④∶３，连珠纹外饰一周凹弦纹，外饰一

周八组双瓣莲花纹，每组之间有圆珠隔开，外端有削痕。背面光滑。底径１４．２、高３．２、方孔边

长３、连珠纹珠径０．５厘米（图一八，２）。

Ｂ型：１件（Ｔ５１３④∶１）。六组莲瓣。外饰六组双花瓣一周，背面光滑。直径１２、内孔径

３、外孔径４、高３．６厘米（图版拾叁，５）。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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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出土北魏时期建筑构件

１．Ｃ型瓦当（Ｔ５１７南扩④∶８４）　２．Ａ型莲花饰件（Ｔ５２８④∶３）　３、４．柱

础（Ｔ５２９④∶２２、Ｔ５０２④∶１）

Ｃ型：１件（Ｔ５１６④∶２）。六

组莲瓣，方孔四周有圆轮廓。外 饰

一 周 六 组 双 瓣 莲 花 纹，外 端 有 削

痕。背面光滑。底径１０．５、高３．５厘

米；内孔径２．８、外孔径３．４厘米。

柱础　４件。砂 岩。Ｔ５２９④

∶２２，制作粗糙。上部为圆形 莲 花

座，下部 为 方 形 底 座，中 间 有 一 圆

形 柱 洞，上 部 平 面 为 六 组 双 瓣 莲

花，底部 有 凿 痕，器 物 表 面 残 留 红

色颜 料。直 径１２．５、残 高３．５、座

长１４、高４、孔 径２厘 米（图 一 八，

３）。Ｔ５０２④∶１，覆盆式，中部有一

方孔。外 饰 六 组 双 莲 瓣 纹。座 径

１３、方孔径３、高４．８厘米（图一八，

４；图版拾叁，６）。

２．石刻　１０件。砂 岩。有 雕

刻石板、石龛像、佛像残片、塔刹相

轮等。

雕刻 石 板　１件（Ｔ５１２④∶

６４）。平面近长方形，上窄下宽。中部为一尖顶龛，下沿外翻上卷，顶部下饰变形忍冬纹。龛内

图像有一鼠形动物图案，头左尾右，双尖耳直立向上。其下有一动物，种属不详，头左尾右，双

圆耳直立向上；最下为一立鸟，头左尾右，眼部明显。龛外左上有一狗，头向右，眼部明显，双耳

斜立，尾上卷，俯卧。左龛沿下有一直立人，面部清晰，头戴发冠，身穿“Ｖ”领上衣，腰系带，下

身穿灯笼裤（），右手执棒状物，左手张开伸向右侧，似作舞蹈。人下有一狗，作行走状，头向

右，双耳直立，眼部明显，尾上卷，四腿站立，迈步。龛顶右上有一狐形动物，头向左，眼部明显，

双耳直立，尾向右自然伸 展，俯 卧。右 下 一 人，呈 跪 姿，面 部 清 晰，头 戴 尖 顶 帽，身 穿“Ｖ”领 上

衣，右手捧一钵形器，左手执一件带柄法器。右沿下一人，头戴发冠，身穿“Ｖ”领上衣服，腰系

带，腰带中部似有带扣，右手执一件带柄方扇形法器，伸向龛内鼠形动物下方。石牌右下角有

一雄狮，左耳向上，双目圆睁，口部大张，须髯垂向下，前腿直立，后腿卧地，尾直立上扬。石牌

中上方钻一圆 孔，似 为 便 于 悬 挂。高４６．５、上 宽３４．５、下 宽３７、厚３、孔 外 径２、内 径１、龛 高

３２．５、宽１７．９－１８．９、龛顶距石牌上端５．２厘米（图一九，１；图版拾肆，１）。

龛像　１件（Ｔ５１５④∶５５）。双面雕刻，上窄下宽。正面雕刻佛龛，龛为尖顶，右沿外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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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　出土北魏时期石刻

１．雕刻石板（Ｔ５１２④∶６４）　２．龛像（Ｔ５１５④∶５５）　３－７．佛像残片（Ｔ５２２②∶２２、Ｔ５２５④∶４２、Ｔ５２２②∶

２３、Ｔ５２２④∶５、Ｔ５２４南扩④∶１１）　８．塔刹相轮（Ｔ５１７④∶８４）　９．龟（Ｔ５１２④∶１６）

　

卷，龛内刻有一坐佛，面部、右肩残缺，头顶略尖，双手合十，置于双脚上，盘坐。背面中下部残

缺，中上部 残 存 两 佛，位 于 佛 龛 内，龛 顶 与 正 面 相 同。通 高１６、宽１４．６、厚４．５、正 面 佛 龛 高

８．８、宽８．４、进深１．４、背面佛龛残高５．３、宽９．２、进深１．２厘米（图一九，２）。

佛像残片　７件。有的为佛像局部，有的仅为纹饰。Ｔ５２２②∶２２，双面皆刻有佛像。正面

右侧残存一佛右半身像，背光，高发髻，面部清晰，圆领，双手捧一件桃形器，似有丝带从手腕下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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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〇　出土北魏时期遗物

１．石灯（Ｔ５０７④∶３１）　２．石槽（Ｔ５１４④∶６）

３．石须弥座（Ｔ５１５④∶９）

垂；左侧残存线条似一矮柜；背面左侧残存盘腿打坐佛像，上下各排列一尊，背光，高发髻，面部

表情不清，右侧为火焰纹，与佛像之间用连珠纹隔开。正面残高１０、残宽７．２、厚２．４厘米（图

一九，３）。Ｔ５２２④∶４和Ｔ５２８③∶１０，两件拼合，呈不规则三角形，正反两面皆刻有佛像。正

面残存佛像下半身，衣着纹路清晰。背面为佛像上半身，头部缺失，双手合十，右臂外侧衣带明

显，脚踩莲花座。高１２、宽９．８、厚４厘米（图版拾肆，２、３）。Ｔ５２５④∶４２，图案为左侧火焰纹，

右侧忍冬纹，中间以粗弧线条隔开。高１２．８、宽５、厚２．４厘米（图一九，４）。Ｔ５２２②∶２３，平

面呈不规则三角形，残存佛像背光少许。刻有火焰纹。残高１０、宽７．６、厚２厘米（图一九，５）。

Ｔ５２２④∶５，基本呈三角形，现存图案为屋檐一角，有瓦垄三段，延伸至屋檐外，残存脊，中 间

高，两侧低。长５．３、宽４、厚２．６厘米（图一九，６）。Ｔ５２５④∶９，平面呈不规则三角形，正面残

存佛像下半身，衣着纹路明显，右侧残存 两 条 竖

线、两条斜线。背面左下角残存 二 条 弧 线 纹、二

截披帛，右侧光滑。素面。残高７．６、残宽８．６、

厚０．４－２．６厘 米（图 版 拾 肆，４、５）。Ｔ５２４南 扩

④∶１１，底座刻有八瓣莲花，座上方残存一右脚，

五个 脚 趾 清 晰。座 长６．４、高６、厚４．２、脚 长

２．４、宽０．９－１．３厘米（图一九，７）。

塔刹相轮　１件（Ｔ５１７④∶８４）。塔 轮 共 五

层，最上层残缺，顶部残留一个方形榫卯构件，方

形底座四周各刻有一尊半身背光佛像，衣着纹路

清晰，佛 像 左、右、下 刻 有 两 道 线 形 成 凹 槽。高

１２．５、轮径６．２、底 座 长４．６、宽３．６厘 米，轮 距

１．１、轮厚０．７厘米，佛像高２．１、宽１．５厘米，顶

部孔径２．８、宽２．２、深２．２厘米（图一九，８；图版

拾伍，１）。

３．日用器物　４１件。有石器、陶器。

石器　４件。有龟、灯、槽、须弥座等。

龟　１件（Ｔ５１２④∶１６）。砂岩。外表粗糙，

盖呈方形。长１２．８、宽８．６、高７．２厘米；头部长

３．８、宽３．８厘米（图一九，９）。

灯　１件（Ｔ５０７④∶３１）。砂岩。椭圆口，口

内有凹槽，座呈椭圆形。口饰一周凸弦纹。灯柱

高１６、灯口长１４、宽１１．９、口厚２．３、通高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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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一　出土北魏时期陶器

１．盘口罐（Ｔ５０８④∶２）　２、３．盆（Ｔ５１６④∶９、Ｔ５１９④∶１６）　４．圜底钵（Ｔ５２９④∶１１）　５．罐（Ｔ５１２④∶３）

６．残陶片（Ｔ５２７④∶１）　７．罐（Ｔ５１５④∶１１）

　

厘米（图二〇，１；图版拾伍，２）。

槽　１件（Ｔ５１４④∶６）。砂岩。外表粗糙。平面呈长方形，立面呈梯形，槽内斜壁留有雕

凿痕迹。槽长１８．８、宽９．５、高４．２厘米（图二〇，２）。

须弥座　１件（Ｔ５１５④∶９）。砂岩。打磨较光滑。平面近方形，中间有一长方形凹槽，槽

有凿痕，束腰，中部雕刻有一博山炉图案，四个立面中部有双棱内凹，底部有凿痕。长２７．４、宽

２６．８、高１１．４厘米（图二〇，３；图版拾伍，３）。

陶器　３７件。有罐、单耳罐、盘口罐、盆、杯、圜底钵、纺轮、残陶片、支钉等。

罐　２件。泥质灰陶。鼓 腹，平 底。Ｔ５１５④∶１１，泥 条 盘 筑。侈 口，宽 平 沿，圆 唇，粗 颈。

素面。距底１．２厘米处有一钻孔，孔径１．５厘米。口径３２．６、腹径４６．６、底径１７．４、高６６厘米

（图二一，７；图版拾伍，４）。Ｔ５１２④∶３，轮制。侈口，圆唇。颈、肩、腹部各饰一周凹弦纹，颈下

部至腹部有数十周暗纹。口径１３、腹径１９、底径８、高２３厘米（图二一，５；图版拾伍，５）。

单耳罐　１件（Ｔ５１２④∶２）。泥质灰陶。盘口，平沿，尖唇，矮颈、鼓腹，平底。肩部饰一周

凹弦纹。口径１４、腹径２０、底径１１、高１４．２厘米（图版拾伍，６）。

盘口罐　２件。Ｔ５０８④∶２，泥质灰陶。方唇，矮领，鼓腹，平底。肩腹部各饰两周凹弦纹。

口径１４．６、腹径１８．６、高１２．４厘米（图二一，１）。

盆　２０件。Ｔ５１６④∶９，泥质灰陶。口沿下翻，圆唇，弧腹，平底。盆内饰六周凹弦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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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出土辽金时期板瓦

（Ｔ５２３③∶１）

　

图二三　出土辽金时期遗物

１．陶盆（Ｔ５１９③∶２）　２．陶罐（Ｔ５２３③∶１）　３．铁铃（Ｔ５１８③∶１）

　

部两周弦纹间饰一周水波纹。口径３０、底径１２、高８．６厘米

（图二一，２；图版拾陆，１）。Ｔ５１９④∶１６，泥条盘筑。微敛口，

圆唇，鼓腹，平底。内 饰 二 周 忍 冬 纹、数 周 暗 纹，盆 底 饰 三 周

忍冬纹，器腹有八孔，孔径０．３厘米。口径２９．６、底径１４．８、

高１０．５厘米（图二一，３；图版拾陆，２）。

杯　１件（Ｔ５０８④∶３）。泥 质 灰 陶，手 制。直 筒 形，平

底。口径６．８、底径４、高８厘米。

圜底钵　６件。Ｔ５２９④∶１１，泥质灰陶，轮制。敛口，圆

唇，鼓腹，圜底。口径１７．６、腹径１８．６、高１０厘米（图二一，４；

图版拾陆，３）。

纺轮　３件。Ｔ５１１④∶１２，泥 质 灰 陶。圆 形，中 间 有 二

孔，一个穿透，另一个未穿透，边缘磨制。器表饰方格纹。直

径８．６－９．６、穿透孔径０．５厘米。

残陶片　１件（Ｔ５２７④∶１）。泥质灰陶。呈不规则长方

形，有“西窟”戳印，不太清晰。文字上部有两组方格纹，方格纹中间饰水波纹。残长３４、残宽

１８、厚０．９－１．４厘米（图二一，６；图版拾陆，４）。

支钉　１件（Ｔ５２９④∶２４）。泥质灰陶，捏制。锥形。素面。底径３、高４．４厘米。

（二）辽金时期

出 土 建 筑 构 件 和 日 用 器

物。

１．建 筑 构 件 　１２ 件。

有板瓦、筒瓦等。

板瓦　５件。Ｔ５２３③∶

１，泥 质 灰 陶。外 表 粗 糙，平

面呈梯形，断 面 呈 弧 状，内 饰

布纹，滴水 上 饰 五 周 弦 纹，滴

水下有指压纹。滴水宽４．８、

厚１．４－２．５、瓦 长４０．４、宽

２４－２５厘米（图二二；图版拾

陆，５）。

筒瓦　７件。Ｔ５２３③∶

８，泥 质 灰 陶。截 面 为 半 圆

形，瓦 舌 内 凹，舌 平 面 呈 梯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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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内壁饰布纹。用宽４－５厘米泥条盘筑。长３５．５、宽１９．３－２０、厚２．１－５、舌长３．４厘米

（图版拾陆，６）。

２．日用器物　６件。有陶罐、陶盆、铁铃等。

陶罐　２件。Ｔ５２３③∶１，泥质灰陶，轮制。直口，沿外翻，圆唇，矮颈，鼓腹，微凹底。肩饰

一周凹弦纹。口径７．２、腹径１２、底径６、高１１厘米（图二三，２）。

陶盆　３件。Ｔ５１９③∶２，泥质灰陶，模制。侈口，折沿，尖唇，弧腹，微凹底。沿下有一周

指压痕迹，腹和凹底有按压的指纹痕迹。内底部中间饰一个小圆点乳凸，外饰两周弦纹，之外

饰八个单莲瓣凸起的花纹一周，莲花纹外饰两周凸弦纹，腹饰一组对称凸起的莲花和荷花花

纹，花纹之间有花草细枝纹饰，沿上饰一周连续锯齿纹，齿空隙处各饰二周小圆点乳凸。口径

１３．６、底径７、高５．５厘米（图二三，１）。

铁铃　１件（Ｔ５１８③∶１）。桥形钮，圆穿，钮下一侧有一椭圆形孔。残长６．４、高４．５、钮高

１．８、宽２．４、孔径０．７厘米（图二三，３）。

五　结　　语

云冈石窟窟顶是第一次经过大规模科学发掘的寺院遗址，发现塔基、北廊房、西廊房、东排

房、南排房和陶窑等，房间的格局标示了院落范围。遗址原应有塔有院，塔在院中，是塔院结构

的一组建筑，为北魏时期云冈佛教寺院群中的一处早期寺院〔１〕。

建筑已使用釉陶板瓦。大同操场城北魏宫殿遗址和方山永固陵遗址常见的黑衣压光板瓦

和瓦当在本遗址出土数量不多〔２〕，多是灰色陶瓦和瓦当，瓦当种类也少，以文字瓦当为主，不

见北魏太和年间常用的兽面瓦当，塔基内也没有类似河北定州北魏太和五年塔基中的埋藏坑

和石函〔３〕。综合考虑，它的初建年代要早于定州北魏寺院遗址，北魏迁都洛阳后逐渐衰败，辽

金时期或利用此遗址再次建房。

北魏遗址中的北廊房和中部廊房均为前廊后室结构，有的房间有火炕，遗址中少见佛像，

多见日用陶器，说明这里不是礼佛区，而是僧侣的生活区或译经藏经场所。有的墙面下部涂有

朱红颜色，这种情况仅 在 大 同 操 场 城 北 魏 皇 宫 遗 址 和 方 山 永 固 陵 前 的 陵 寝 遗 址 墙 体 上 发 现

过〔４〕，说明房间装饰等级较高。

出土遗物主要是北魏时期的建筑材料，残瓦最多。据初步统计，板瓦约有十万余件，筒瓦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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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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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八万余件，板瓦中包括釉陶板瓦。１９４０年，这里曾出土少量釉陶板瓦〔１〕。２００８年，大同

操场城北魏３号遗址古井内也出土过数件釉陶砖，同遗址的夯土台出土过釉陶板瓦残件〔２〕，

本次出土的釉陶板瓦是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釉陶瓦仅见板瓦，在当时已广泛使用，为北朝釉

陶瓦的使用时间和使用范围提供了可靠证据。另外，北魏陶片中有一件有“西窟”戳印，表明早

在北魏时期就已对窟群做过分区。

塔基遗迹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塔基之一，塔基呈方形，塔的平面也应为方形。云冈北魏

诸窟雕刻的塔有１２０余座，平面均为方形〔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云冈石窟研究院在山顶发

掘一座北魏塔基，平面呈方形〔４〕。原存于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的北魏平城曹天 度 所 造 石

塔，平面也呈方形〔５〕。互相参证，可知平面呈方形的塔流行于北魏前期。塔基边长约１４米，

夯筑，没有发现埋藏坑和埋藏物，说明塔基建造时间较早。塔是该遗址最主要的建筑之一，遗

址出土不少釉陶板瓦，应该用于高级建筑。本遗址最高级的建筑是塔，因此推测釉陶瓦当用于

塔的顶部。

该遗址的发掘印证了《水经注》描写云冈石窟当年“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气象，不仅有助

于了解北魏前期云冈寺院的范围和布局，也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布局演变。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张庆捷，参加发掘的人员有黄继忠、张庆捷、吕金才、冀保 金、李 白 军、江 伟 伟、

任建光、温小龙、员新华、冀晋东、渠传祥、许进智。照片由吕金才、员新华拍摄，插图由江伟伟、高振华、白

曙璋绘制，发掘得到山西省文物局和大同市文物局的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执笔者　张庆捷　张焯　黄继中　李白军　江伟伟　冀晋东

　　附表一 柱础统计表 长度单位：米　　

柱础编号 直径 位置 备注

Ｚ１　 ０．５１ Ｆ３东南 距离Ｚ２中心点５

Ｚ２　 ０．５５ Ｆ４东南 距离Ｚ３中心点３．６

Ｚ３　 ０．５２ Ｆ５东南 距离Ｚ４中心点４．９

Ｚ４　 ０．５５ Ｆ６西南 距离Ｚ５中心点７．７

Ｚ５　 ０．５５ Ｆ７西南 距离Ｚ６中心点３

Ｚ６　 ０．５１ Ｆ７东南 距离Ｚ７中心点４．１

Ｚ７　 ０．５１ Ｆ８东南 距离Ｚ８中心点４．１

Ｚ８　 ０．５１ Ｆ９东南 距离Ｚ９中心点８．２５

—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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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一

柱础编号 尺寸 位置 备注

Ｚ９　 ０．５３ Ｆ１１东南 距离Ｚ１０中心点４．３５

Ｚ１０　 ０．５１ Ｆ１２东南 距离Ｚ１１中心点４．２５

Ｚ１１　 ０．５１ Ｆ１３东南 距离Ｚ１２中心点３．７

Ｚ１２　 ０．５１ Ｆ１４东南 距离Ｚ１５中心点２４．２

Ｚ１３　 ０．７５ 塔基西南角偏西北 距离Ｚ１４中心点１４．２

Ｚ１４　 ０．５１ Ｆ８东北 距离Ｚ５中心点９．４

Ｚ１５　 ０．７５ 塔基东南角偏西北 距离Ｚ１３中心点３１．１５

　　注：柱础均为素面。

　　附表二 带釉板瓦分布统计表

探方号 数量 探方号 数量

Ｔ５０１　 １ Ｔ５１８　 ０

Ｔ５０２　 ４ Ｔ５１９　 ５

Ｔ５０３　 ３ Ｔ５２０　 １

Ｔ５０４　 ７ Ｔ５２１　 ０

Ｔ５０５　 ０ Ｔ５２２　 １

Ｔ５０６　 ４ Ｔ５２３　 ０

Ｔ５０７　 ３ Ｔ５２４　 ３

Ｔ５０８　 ４ Ｔ５２５　 ２

Ｔ５０９　 １ Ｔ５２６　 ０

Ｔ５１０　 ２１３ Ｔ５２７　 ３

Ｔ５１１　 ９ Ｔ５２８　 ９

Ｔ５１２　 ４ Ｔ５２９　 ２０

Ｔ５１３　 ２

Ｔ５１４　 ７

Ｔ５１５　 １１

Ｔ５１６　 １

Ｔ５１７　 １６

小计 ２９０ 小计 ４４

总计 ３３４

　　注：表中多为釉陶板瓦碎块的数量，太小碎片未统计。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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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

1. 寺院遗址远眺 ( 西南—东北 )

2. 寺院遗址发掘区（东—西）

北魏佛教寺院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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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贰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

1. 发掘区全景（东—西）

2. 房址遗迹（F1、F4—F7，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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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叁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房址

1. 房址（F1、F4—F7，东—西）

2. 房址（F3—F7，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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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肆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房址

1. 房址 F5 雕刻石板出土情况（俯视）

2. 房址（F12—F15，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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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伍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

1. 房址（F3—F7，俯视）

2. 北排房廊柱础石（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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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陆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

1. 塔基遗迹（俯视）

2. 塔基全景（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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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柒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

1. 塔基西边缘（西—东）

2. 塔基东边缘垒砌片石（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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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捌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

1. 塔基北边缘（北—南）

2. 陶窑遗迹（Y501、Y502，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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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玖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佛寺遗址

1. 陶窑遗迹（Y502，南—北，北魏）

2. 房址（F1、F2，东—西，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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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拾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出土板瓦

1. 釉陶板瓦（T502 ④∶ 10）

4. 黑衣压光板瓦（T516 ④∶ 25）

2. 黑衣压光板瓦（T516 ④∶ 4，凹面） 3. 黑衣压光板瓦（T516 ④∶ 4，凸面）

5. 灰陶板瓦（T524 ④∶ 1） 6. 灰陶板瓦（T502 ④∶ 2）

7. 灰陶板瓦（T512 ④∶ 28） 8. 灰陶板瓦（T529 ④∶ 31） 9. 灰陶板瓦（T526 ④∶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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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拾壹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出土黑衣压光筒瓦

1. T528 ④∶ 5（凸面） 2. T528 ④∶ 5（瓦舌）

5. T528 ④∶ 2

3. T514 ④∶ 2（凸面） 4. T514 ④∶ 2（凹面）

6. T516 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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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拾贰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出土灰陶筒瓦

1. T507 ④∶ 1（凸面） 2. T507 ④∶ 1（凹面）

3. T516 ④∶ 5 4. T527 ④∶ 15

5. T517 南扩④∶ 15 6. T511 ④∶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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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拾叁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出土建筑构件

2. B 型瓦当（T524 ④∶ 111）

3. B 型瓦当（T525 ④∶ 43）

1. A 型瓦当（T524 ④∶ 112）

4. C 型瓦当（T517 南扩④∶ 84）

5. B 型莲花陶饰件（T513 ④∶ 1） 6. 柱础石（T516 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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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拾肆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出土石刻

1. 雕刻石板（T512 ④∶ 64）

4. 佛像残片（T525 ④∶ 9，正面） 5. 佛像残片（T525 ④∶ 9，背面）

2. 佛像残片（T522 ④∶ 4 和

T528 ③∶ 10，正面）

3. 佛像残片（T522 ④∶ 4 和

T528 ③∶ 10，背面）

拼考古学报2016.04.indd   14 16-10-24   下午2:42



图版拾伍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寺遗址出土遗物

1. 石塔刹相轮（T517 ④∶ 84）

2. 石灯（T507 ④∶ 31）

3. 石须弥座（T515 ④∶ 9）

4. 陶罐（T515 ④∶ 11）

5. 陶罐（T512 ④∶ 3）

6. 陶单耳罐（T512 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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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拾陆

云冈石窟窟顶西区佛寺遗址出土遗物

1. 陶盆（T516 ④∶ 9，北魏） 2. 陶盆（T519 ④∶ 16，北魏）

3. 陶圜底钵（T529 ④∶ 11，北魏） 4. 残陶片（T527 ④∶ 1，北魏）

5. 板瓦（T523 ③∶ 1，辽金） 6. 筒瓦（T523 ③∶ 8，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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