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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而进行的
几次重要考古发掘

1 9 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

在中

央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的 关怀下
.

1 9 5 0年代初成立了山西云 冈文物

管理所
,

开始对部分洞窟进行清理

和整治
。

但由于那时人们缺乏石窟

寺遗址考古的正确理念
,

洞窟清理

工作没有按照 考古发掘程序进行
,

在一部分洞窟清理和整治过程中破

坏了一些晚期遗迹现象
,

使云冈的

许多历史信息丧失
。

进入 , 9 7 0年代
,

随着人们文

物保护意识的增强与提高
,

由过去

专注佛教石窟寺造像的保护与研究
,

转向同时注重石窟寺遗址文化
—

即
“

大遗址
”

的保护与研究
,

同时

将遗址的考古工作列入保护与研究

范畴
,

先后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
,

即 1 9 7 2年 一 1 9 7 3 年对第 9
、

1 0窟

窟前地面和崖面顶部以及第 1 2窟崖

面的清理
,

1 9 6 7年对龙王沟西侧

洞窟窟前地面的考古清理
,

1 9 9 2

年 一 1 9 9 3年对第 1窟一 4 窟及第 9

窟一 2 0窟窟前地面的考古发掘
。

每次发掘都有不同程度的新发

现
。

其中第 1 2窟窟外崖面上发现的

仿木构建筑庞殿顶屋梅
,

既是研究

平城时期北魏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
,

第3窟窟前发拥布方情况
在第 3窟窟前共揭璐遗址面积约 6 5 0余平方米

.

发现遗迹有 北魏开凿石窟遗

留下的未完工的荃岩地面
:

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荃
:

金代修建的殿

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坑等
。

出土了大 t 陶片
、

瓷片
、

石雕
.

钱币
、

建筑构件等
。

同时又对其他石窟寺的洞窟外貌形

式具有很大的影响
。

龙王沟西侧小

型洞窟窟前辽代生活型寺院的发现
,

对了解大同地区辽代寺庙的居址以

及云冈
“

十寺
”

等相关问题有很大

帮助
。

第 2 0窟窟前的北魏文化遗迹

和第 1 9窟辽金时代窟前建筑遗址的

发现
,

不仅是云冈北魏时期石窟寺

营建状况的新发现
,

而且是对历史

记载的设释
。

同时也使云 冈辽金寺

庙建筑的存在
、

作为其
“

十寺
”

之

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得到进一步证实
。

第 3窟洞窟内外发现的北魏时期基

岩地面未凿完的遗迹
,

揭示了前所

未知的石窟开凿程序与方法
,

对于

研究像云冈这样大规模的石窟工程

开凿次序和操作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

同时发现的窟前面宽九间
、

规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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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金建筑遗迹
,

对金代在云 冈修

建寺院有了新的认识
。

总之
,

这些

为保护云冈石窟进行的一系列考古

发掘工作
,

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

十分有利的条件
,

也为云 冈石窟研

究工作的深人奠定了基础
。

云冈考古的新发现与收获

除了为保护石窟而进行的三次

考古发掘
,

在配合 日常文物保护和

管理工作中也进行过一些考古清理

工作
,

均小有收获
。

囿于篇幅
,

这

里只介绍考古
、

建筑
、

美术学者比

较关注的问题—
石窟工程的开凿

次序和操作方法
、

山顶北魏佛塔遗

址这两项重要新发现
。

第 3窟开凿程序和方法

细心的观众参观云 冈第 3窟时

会发现
,

时至今 日这个洞窟仍然保

留着考古发掘后北魏开凿洞窟的工

作现场
。

这是因为一方面考虑让普

通观众体会亲临考古发掘现场的感

受
.
另一方面第 3窟遗址的发现解

决了考古学界长期 以来悬而未决的

一个技术问题
,

即石窟的开凿程序

和方法
。

在第 3窟的前庭
、

前室与后室
,

经过考古发掘的基岩地面全部保留

着如何分割或揭取岩石的信息
,

为

我们今天研究石 窟工程问题提供

了详细的实证材料
。

后室东侧基岩

遗迹反映了石窟工程技术中岩石分

割与揭取的过程
。

在东西宽约 5
.

9

米
、

南北长约 8
.

3 5米范围内
,

由东

至西分别凿有纵向 (即南北向 )沟槽

6条
,

将岩石面分割成 5条南北向

长方形条石
,

它的长度分别在 4
.

8

米 一 8
.

3米之间不等
,

宽度大约在

.0 9米 一 1
.

2米之间
.

再由北至南又

分别凿有横向 (即东西向)沟槽6条 一

8条
,

将每条纵向沟槽分割的岩石

面又分成 5至 7个规格不同的石块
。

这说明分割岩石是石窟工程开凿程

序的需要
,

也是让开凿的洞窟岩石

能够迅速采集出来首先要进行的步

骤
。

显然
,

这种岩石分割方式适应

规模较大的洞窟岩石开采
,

可用于

大的施工作业面
,

同时也是石窟工

程能够顺利实施的必备条件
。





分割岩石的沟槽断面基本上呈

“
U

”

字形
,

上面 口部较宽
,

向下逐

渐缩小变窄
,

底部为圆弧形
,

宽一

般为 9厘米一 21 厘米
,

深为 3 0厘米

左右
。

一般分割
、

揭取石块沟槽

的宽窄
、

深浅
,

直接影响着分割

石块的大小
。

石块大者沟槽普遍宽

深
,

小者沟槽明显浅窄
。

这说明沟

槽形制
、

深浅也决定着揭取石块的

大小和规格
。

那么沟槽将岩石面分割后
,

如

何揭取地面岩石 ? 我们从遗迹的细

部观察
,

其具体方法是矩形石块从

分割石块的一端依次逐块揭取
,

首

先选择分割石块的某一端
,

将沟槽

再沿着岩石面呈 3 0
“

一 4 0
“

方向继

续凿成斜向沟槽
,

随后打人铁质楔

子
,

从一端撬起
。

在施工过程中如

果需要大面积凿去的岩石
,

就要首

先对岩石进行分割
,

然后再揭取
,

这样就形成了 自上而下的逐层开采

石料的方法
。

这种逐层开采石料的

方法
,

不仅适用于面积较大的洞

窟
,

也适应窟内空间高旷的石窟
。

新发现的未开凿 完工的遗迹

现象
,

不仅是北魏平城地区石窟工

程
,

乃至北魏其他地区石窟工程研

究方面的最基础材料
,

同时对分析

洞窟壁面和窟顶等部位是否北魏开

凿石窟时留下的遗迹
,

都有着十分

重要的参考价值
。

在第 3窟后室壁面接近明窗的

位置
,

发现了一层断断续续凸出石

窟壁面的残石
。

根据该窟考古发掘

后地层推断
,

这些遗迹是北魏开凿

洞窟时残存的遗物
,

也就是石窟开

凿过程中
、

上部与下部空间分别开

凿
,

打通其隔层时残留的遗迹
。

这

个遗迹现象能说明 第 3窟的开凿工

程分两个阶段
:

上层开采的石料由

洞窟明窗运出
,

下层开采的石料由

洞窟门拱运出
。

只有当上层洞窟的

窟型基本完成
,

下层洞窟开凿到一

定程度
,

才能将这个隔层打通
,

形

成一个更大的空间
。

联系洞窟前庭

的正立面和两侧立壁的遗迹现象
,

我们发现前立壁和两侧立壁形成了

三个明显台阶
,

并且东
、

西侧立壁

的遗迹基本完全对称
,

它说明前庭

开凿工程分成三个阶段
。

通过云 冈第 3窟的遗址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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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0窟窟前西南发现的北魏以后水井遗迹 第 2 0窟窟前河坝南的道路遗迹

现
,

北魏时代每一个大型石窟的开

凿都应根据洞窟形制的设计要求进

行
,

先凿出石窟的基本窟形
,

然后

才进行壁面的雕刻造像
。

如果造像

超出或突出洞窟的壁面
,

则采用在

凿取窟形时预先留下每组或每尊造

像的坯料
,

然后再进行艺术加工
。

一般大型石窟的开凿大致可以划分

为三个阶段
,

即第一阶段主要是斩

出洞窟外部接近窟顶的崖壁
.

第二

阶段主要是斩出洞窟外部的明窗位

置的崖壁
,

并通过明窗开凿洞窟内

的上层空间
.

第三阶段主要是斩出

洞窟外部的门拱位置的前庭崖壁
,

并通过门拱开凿洞窟 内的下层空

间
。

用这种程序和方法开凿洞窟
,

说明石窟工程的计划性和 目的性都

十分明确
。

对应的位置也发现两个残破的方形

石柱基
。

1 9 9 9年 9 月清理前室窟顶的二

层平台时
,

在北侧靠近壁面的基岩

面上
,

发现一排形状为方形
、

规格

大小不一
、

东西向的 1 0个柱坑
;

在

南侧接近平台边缘的基岩面上
,

同

时出现一排东西向
、

长方形梁槽
,

仅残存6个
。

梁槽之间有一条东西

向凹槽相连接
。

这些梁槽与北侧基

岩面上的柱坑可以对应
。

如果将前

室窟顶平台上的这两排建筑遗迹与

前庭地面上的两排柱基夯土坑进行

联系
,

发现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也

都完全对应
,

可见这是一处面阔九

间的窟前木结构建筑遗迹
。

依据前室窟顶平台上梁槽
、

柱

坑和前庭地面夯土柱基的位置分布

情况
,

推断这处建筑的实测结果
:

明 间面阔 6
.

2 5 米
,

次间 5
.

4 8米
,

稍间 5
.

2 8米
,

次稍间 5
.

1 6米
,

尽

间 5米
。

平台上梁槽至后壁的进深

5
.

1米
.

下层檐柱至前庭北壁进深

约 2
.

8米
,

副间进深3米
。

但是
,

这

组建筑的地面柱网排列情况
,

难以

与洞窟北壁崖面现存 1 2个长方形梁

孔遗迹位置对应
,

所以建筑的总高

度无法推断
。

若从两个平面的柱网

分布
、

对应关系等多方面考虑
,

推

断应为一座多层建筑
。

据 《金碑》 “

皇统初
,

细白命

议
,

以为欲图修复
,

须仗当仁
,

乃

请惠公 (即票慧 ) 法师住持
”

化缘

募钱
“

重修灵岩大阁九楹 … … 皇

统三年 ( 11 4 3年 ) 二月起工
,

六

年 ( 1 1 4 6年 ) 七月落成
,

约费钱

二千万
”

记载推测
,

虽然还不能将

第 3窟的金代建筑确定为灵岩大阁
,

但可以肯定是金代在云冈修建的一

处规模较大的寺院
。

金代建筑遗址的新认识

在第 3窟窟外前庭地面金代文

化层中
,

发现两排东西向的夯土柱

基
,

它们距前庭北壁分别约为 3米
、

6米
,

南排现存6个
,

北排仅存1个
,

两排前后对应
,

其中心距离约 3米
。

另外
,

两排夯土柱基最外端东壁上

山项 北魏佛塔遗址的新 发现

云 冈石窟山顶上的寺院遗址在

2 0 世纪三四 十年代就引起考古学

界重视
。

在东部的第 3窟窟顶上和

西部的第 4 5 窟窟顶上都发现了北

魏建筑遗址
。

1 9 9 3年据群众反映
,

在云冈石窟山顶东部的一处土堆上

发现有盗洞
。

为此进行抢救性的清

理工作
,

在盗洞周围发现一处北魏

塔基遗址
,

并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和

一些石雕残件等
,

故将该遗址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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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的东斜坡踏道和西斜坡踏道

各一条
,

踏道宽均为 1
.

4 5米 一 1
.

5

米
,

可以从东
、

西侧两个不同方向

登临上塔的基座
。

可惜
,

东
、

西两

条踏道表面已经破坏
,

现在呈斜坡

状
,

北魏时的原状不明
。

踏道内外

全部用砂岩石片垒砌
,

朝南的外侧

面较为整齐
,

与基座的四面墙体做

法一致
,

以保持相同效果
。

基座北

面正中位置有一条通向北面斜坡的

慢道
。

慢道两侧墙体用 石片垒砌
,

其南端与基座北面石片墙体呈 9 0
。

交接
,

两墙同时垒砌
,

二者连成一

体
,

它说明当时石塔的设计是将基

座与北向斜坡慢道作为整体建筑进

行统筹考虑
,

或许该石塔遗址只是

北面寺院的一部分
。

从清理后残存的遗迹现象观

察
,

底层建筑由塔芯实体
、

环塔

芯殿堂式 回廊两部分组成
。

塔芯

位于塔基中央部位
,

石塔的底衬石

东侧残存 3
.

1米
,

而北侧仅存 1
.

4 5

米
。

在塔心的北面残存一段长 1 0
.

5

米
、

宽 .0 8 5米
、

高 .0 4米的墙
,

此

墙用石片垒砌
,

墙体内外两侧抹以

泥皮
,

外侧的泥皮厚 3厘米
,

表面

涂一小块猪红色彩
。

东面的墙体破

坏更为严重
,

长4
.

7 5米
、

宽 0
.

3米
、

高0
.

, 3米
。

塔芯与墙体之间构成

1
.

1 8米 一 1
.

3米宽的 回廊
,

回廊仅

保存东面与北面的一小部分
。

回廊

的地面比较平整
,

出土以砂岩质地

的北魏佛教造像残件为主
,

主要有

菩萨
、

弟子
、

护法
、

飞天的头像
,

供养天人身躯
,

千佛图像以及其他

装饰等残件
,

这可能是塔芯中央

部位佛塔雕凿石刻像或装饰品
,

系

塔芯实体的塌落之物
。

建筑材料最

多的是筒瓦
、

板瓦残片
,

并有一定

数量莲花帐座和
“

传柞无穷
”

瓦当

及 7个石刻兽头门墩出土
,

主要集

中在基座的四周外围
。

而生活用品

仅出土几片陶片和一枚
“

五株
”

钱

币
。

这些石雕造像和生活用品出土

第2 0窟窟前西侧北魏文化层出土的佛像石

刻残件多达 50余块 上面有禅卯遗浪
。

这是

西侧立佛崩塌留下的遗物 说明第2 0窟前立

壁坍塌时间在北魏
。

第9窟前庭东塔柱外侧发现的动物雌刻
.

头及

上身都已风化
.

仅存两足
。

从两足推测可能是
一只狮子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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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

对分析和研究石塔的建筑

形制
、

功能
、

作用都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从 云 冈石窟大遗址 的保存状

况和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现

象
,

以及这个石塔的建筑遗址位

置
、

出土石雕造像方面观察
,

再

结合相关文献和有据可查的考古资

料
,

基本上可以正确地认识北魏佛

教寺院的发展情况
,

复原云冈石窟

的北魏历史
。

新发现的北魏佛塔遗址不仅所

处位置比较特殊
,

而且佛塔遗址的

平面形制也格外引人注目
。

从佛塔

遗址保存的遗迹
,

再结合位置和形

制综合分析
,

现在保存的佛塔遗址

很可能 只是寺院的一部分
。

首先
,

佛塔遗址南面1 0余米即为崖壁
,

从

过去的地形与地貌观察
,

它是山下

崖面开凿石窟寺院与山上僧侣寺院

连接的纽带
。

因此
,

它的作用很可

能是寺 院的标志性建筑
,

这与哪

道元描述云冈
“

山堂水殿
,

烟寺相

望
”

的记载相吻合
。

其次
,

基座南

部与北部都修筑了登上佛塔的慢坡

式踏道
,

尤其是南部的两条东西向

踏道的设置
,

与该塔所处的位里相

适宜
。

由于佛塔位于石窟山顶的位

置
,

佛塔建筑在选址和形制方面固

然可能受到山顶地貌影响
。

但是这

种塔基南部东西向和北部南北向踏

道的 以不同方式进行设计
,

其意图

应该比较明显
。

即南部东西向踏道

设置不仅从地形方面考虑
,

也涉及

视觉效果
,

即云 冈石窟的标志性建

筑
.

北部南北向踏道则是从寺院布

局整体设计方面作安排
。

从塔 基 遗 址 残存 的形 制 观

察
,

也与当时京都平城地区其他

佛寺的设计理念一致
。

北魏方 山

思远佛寺第一层平台建筑应该是

寺院的基础
,

平台的南部与北部分

别设计了一条东西向和南北 向御

道
。

以遗址所处的地形与地貌考

察
,

第一层平台建筑基础南面地

形十分开阔
,

有足够空间设计出

一条南北向御道
。

若从地形方面考

虑
,

这里并不需要将御道设计为

东西方向
,

可见这是当时北魏思

远佛寺设计的主要意图
。

第一层

平台建筑基础北面有一条通往方山

山顶的御道
,

这与云 冈塔基遗址

形制 相仿
。

所以我们推测 山顶塔

基遗址只是云 冈 山上寺院的一部

分
。

有关佛塔的形制问题
,

因为该

遗址破坏十分严重
,

仅能根据残存

的遗迹现象结合出土石刻造像残件

进行分析
。

从底层建筑遗址的方形

塔的平面形制来看
,

佛塔由石塔塔

芯
、

回廊两部分共同构成
,

其结构

形式与北魏方山思远佛寺的木塔
、

洛阳永宁寺的木塔形制基本相似
。

总之
,

云冈石窟山顶佛塔均为石结

构建筑
,

其形制更接近云冈中晚期

的中心塔柱窟
,

功能方面也应与石

窟相仿
。

O

第9
、

1 0窟前庭地面发现的北魏莲花图案遗迹
.

从东到西雕刻替一列圆形莲花图案
.

共有四朵
。

每朵莲花由三层准拼组

成
.

四周围绕由莲瓣
.

联珠纹饰带构成的方形边框
。

外侧两朵莲花较大
,

直径 3
.

4米
。

中间两朵莲花较小
.

立径3米
。

这是

北魏云冈石窟考古的重要发现
.

它对研究洞窟的完整结构具有十分重要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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