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云 冈石窟第 窟原来 的设计

彭 明 浩

内容摘要 ： 云 冈 石窟第 窟是整个窟群 中 最大 的未完 成窟 ，
其现状仅反映其开凿过程 的

一 阶段 ， 并 非原 来 的设计 。 本文根据与 窟 类似 的其他 已 完 成双窟 空 间形 态 的分析 ， 推测该

窟原 来没有设计前 室
，
窟 外两 侧立双塔 ， 中 部 立 阁 ，

窟 内 东西并 列双 室 ，
各设 中 心塔柱。

关键词 ： 未 完成 窟 洞 窟设 计 开 凿过程

：

，

：

云冈 石窟第 窟位于龙王沟东部 山体的西端 ，
是一处未完成的大型洞窟 根据

年窟前和窟 内遗址发掘 ，
可知第 窟在北魏开凿之后 ， 唐代 曾增修窟前台 堆 ， 利川审 内

岩体雕凿
一

佛二菩萨 ， 辽金在窟外搭建木构楼阁 。 至今 ， 唐辽金时期的增改除后审造 像和

壁面梁孔外 ， 都没有保存下来 ，
唯有北魏未完成的洞窟窟形还保持基本 血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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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窟坐北 向南 ，
立面分上下两层 ：

上层东西两侧各立
一座三级佛塔 ， 中间凿

一横长方形 、 方格平綦顶弥勒窟。 下层东

西各开一窟门 ， 窟门 内各具一前室。 两前

室为例 ，
室 内 靠西的

一

侧开 曲 尺形通道 ，

留 出方形岩体 ， 岩体正处于上层佛塔的下
土层平 面

（

米 方 ， 现存东西两壁开有盡形 ；
室内靠东的

一

侧依前壁开凿通道 ， 留 出方形岩体 ， 与
“

东前室这
一侧的岩体相连 ， 正处于上层弥

—
—

—

勒窟的下方。 两前室之后为连通的后室 ，

——

平面呈凹字形 （ 图 。

一般认为 ， 第 窟

原、 十力
一

会且双 ’

一
一

一

大型塔洞 ， 这是由 现状得到 的最直观

认识。

图 云 石窟第 窟平立面图 （
根据

但右
“

以此 为基础分析 洞 窟 名
“

部 分 白勺

《云 石窟第 窟遗址发贿报》 绘制 ）

’

个：
丨

“
』形式 ， 在

一些异常 的情 如

双窟的 前室 ， 平面 皆呈凸字形 ， 但室 内

两侧的大小和布局却不同 ， 这并非窟室常见的对称空间 ，
而一侧突起 的岩体似有意每面设

龛 ， 做成塔柱样式 ， 这种塔柱偏于一侧的作法在云冈也未 曾见过
；
又如云 冈石窟中有前后

室的洞窟 ，
两室平面大小虽有不同 ，

空间高度却基本
一

致 ，
而第 窟这样前室高度 当后室

之半的作法 尚无他例 ； 再如 窟上层形成一个窟外的平台 ， 其上立塔凿窟 ， 这种上下分

层
， 上层独立于窟外的布置在云冈石窟中也是仅有的 。 以上种种异常 的情况 ，

如果不是 当

时有意的新创造 ， 则有必要反思对第 窟已有的认识 。

鉴于云冈
一

、
二期洞窟的幵凿是

一

个在较短时间 内连续进行的大型工程群① ， 因此其

同
一类型洞窟的空间形式当有关联性 ， 要尝试对未完成的第 窟原来的设计进行推测 ， 就

需要先分析已完成洞窟的基本空间形式。 第 窟幵双门 ， 与其空间形式相关的是云 冈二期

常见 的双窟 ， 现较为 明 确 并基本完成 的云 冈 双窟有 、 窟 ，
、 窟 ，

、 窟 ，
、

窟 这四组洞窟 ，
它们有 以下两方面共通 的空间布局形式③ ：

① 云冈
一

、
二期石窟 的幵凿始于和平初 （

年
）

， 迄 太和十八年
（

年 ） 北魏迁洛
，
前后仅 年 ，

开凿大 型

洞窟近 个 ， 且绝大多数由 皇家经营 ，
虽太和七年 （ 年 ） 后 皇室 可能不再具有 主导地位 ， 但大型洞窟 的 开凿仍 由

强有力的达官显贵 发愿营造 。
见石松 日 柰子著 ， 姜捷译 ： 《云 冈 中期石窟新论

——沙 门统昙曜的地位丧失和胡 服供养 人

像的 出现 》 ， 《考古与文物 》 年 期 。

② 宿白 ： 《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 ， 《 中 国石窟寺考古 》 ， 北京 ： 文物出 版社 ， 年 。

③ 关于双窟 的布局特点及其历 史背景等问题前 辈学者 已有论述 ， 参见 宿 白 ： 《平城实 力的聚集和
“

云 冈模式

的形成与发展》 ， 《 中国石窟寺考古》 ，
北京 ： 文物 出版社 ， 年 王恒 ： 《 云冈 双窟研究 》 ， 《 敦煌研究 》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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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窟前左 、 右侧及双窟之间 ， 外壁岩体突 出 ， 雕成碑 、 塔等形式 ， 围合成一开敞

的前庭 （ 表 。

表 云冈双窟壁面组合

、 窟 、 窟 、 窟 、 窟

伽圓―

现各存
一 座浮屠②

，
北侧 现各存多级塔柱 ， 与 窟室 东侧 尚 存 风化 了 的 塔

现状 已风 化严重 ， 但仍
两窟外壁 与窟外岩体相连 ，

三壁 开 大体 同 高 北侧与窟外岩 体 ， 与 窟 室大体 同 高 ；

可 见 巨 大 高耸 的柱 体 ，

东西侧 龛 ， 浮 屠 两 外 侧 还 凿 有 体相 连 ， 各 级 三 噔 开 数 两侧仅存较大 的基 础
，

与窟室大体 同高
一

龛 小龛 其上被后期窟龛打破

柱体风化严重 ， 较窟檐
现已 无任何遗迹 ， 但从 史 下部可见明显的龟趺造

两窟外壁 凿有 与窟室大体 丨 高的塔 下其他塔柱粗壮 ， 底有
料 来 看 ， 有 可 能立 有

一 型 ， 其上风 化的柱体
之间 柱 ， 风 化严重 大 象驮负 ， 顶端尚存楼

大碑③ 能为丰碑
阁勾栏雕刻的局部

壁面组合 塔
一

碑 （ ？ ）

一

塔 塔
一

塔
一

塔 塔
一碑一塔 塔一阁一塔

① 双窟平立面示意图根据水野清
一

、 长广敏雄 ： 《 云 冈石 窟
——西历五世纪 中 国北部佛教窟院的考古学 调杏报

告 》 巾平 面图 ， 结合云冈 石窟立面正射影像图 （云 冈石窟研究院 ： 《 云冈 石窟测绘方法 的新尝试
——三维激光杓 描技术

在石窟测绘中 的应用 》 ）
绘制 。

② 这 两方形 浮屠上现存突起的残迹 ，
是否还有塔层 ，

需要进行清理。

③ 道 宣 ： 《 大唐 内 典录》 卷 《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 》 载 ：

“

恒安郊西大谷 ， 石壁 皆凿 为 窟 ， 高余 十丈 ， 东西三

十里 ， 栉比相连 ， 其数众矣 。 谷东石碑 见在 ， 纪其功绩 ，
不 可以 算也 。 其碑 略云 ： 自 媿 国所统赀赋 ， 并 成石 龛 。 故其

规度宏远 ， 所 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
”

。 又 《续高僧传》 卷
一

《 昙曜传 》 载
“

东头僧 寺 ， 恒共 千人 ， 碑碣见存 ， 未卒陈

委
”

。 《大金西京武州 山 重修大石窟寺碑》 载
“

今寺中 遗刻所存者二 ：

一载 在护国 ， 大而不全 ， 无年月 可考 ；

一在崇教
，

小而完
… …

”

宿白于 〈 大金西 京武州 山 重修大石窟寺碑 〉 校注 》 注二五即指 明金碑 中有关护 国寺的相关语句顺序错

乱 ， 文字脱讹
，
张焯于 《 〈 大金 西京武州 山 屯修 大石窟寺碑 〉 小 议》 中进 而 芩 ￡ 、 窟 丫

】
能 即是碑文 所载的

“

护

国寺
”

，
只是 当时护国 大碑 即 已 不存 ，

此 即金碑所指
“

以 灵岩 刹既 为 灰烬 护 国大 碑 乂釔摧毁 ，
胜概不传 ， 居常叹

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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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双窟后部划 分为双室 ，

且

室内 较普 遍 采用 供右旋礼拜 的 环 行
北 ‘

一”

） 广 丄

；

空间 。

每组 双窟 中 ， 均有从两窟 门 往后

： 纵向 的两条轴线 ， 这 两条轴线后端布

置相互独立 的 双室 。 四组双室 中 ， 除

‘

最早建成的 、 窟为佛殿窟外 ， 其

他三组双窟后室均有供右旋礼拜的 内

部空间 ，
可分为两种类型 ：

一类如第

窟 、 第 窟 、 第 窟
， 后室 中 心立塔

柱 ；

一

类如第 窟 、 第 窟 、 第 窟 ’

： ：

后室中部偏后虽凿有大佛 ， 但绕大佛

身后 ，
皆凿有一条沿后壁通行的 礼拜

门 ■
隧道 （ 表 。 因此 ， 双窟后部多有供

翼 翼 憎 人绕塔 像 ） 礼拜的室内空间 。
——

基于对云冈 已 完成双窟空间 形式

的分析 ， 再反观第 窟 ， 其也具有 与

以上两基本特点相关 的构成要素 ， 如

果去除前室外壁及顶部除塔 、 弥勒窟

之外的岩体 ， 并将后室横长 方形岩体

进一步开凿为双 屮心塔柱 ， 则第 窟成为
一组各具单室的双窟 ， 窟外东西两侧立塔 ，

之间

立阁上承弥勒天宫 ， 窟内 中心塔室 （ 图 。 这种 窟形较现状更显 出 与已 完成双窟的关联 ，

因此很可能是原来的设计

关于这种推测 ， 以下有几点补充说明 ， 也是从不 同角度对本文观点所做的补证 。

云冈石窟开凿中 ， 利用斩山岩体是石窟设计施工的进步

“

斩山
”

是云 冈石窟开凿的首要工序 ， 指的是在山 体上切凿 出垂直崖面②
。 云 冈所在

的武州 山 ， 是
一

条丘状的山脉 ， 并无天然的峭壁 ，
因此要斩出垂直窟壁 ， 需要凿去窟壁以

外巨大的石方 ， 云冈一期的几个洞窟 ，
从现状来看均采用了这种方式 。 而 至云 冈二期的洞

窟 ， 则改进了斩山工序 ， 预留 出窟壁以外的部分岩体加工为塔 、 碑 ，
赋予石窟立面更多层

次装饰 、 明确各窟位置的同时 ，
也节省了大量的斩山工程量 ， 当是施工经验积累 、 设 更

加科学的表现

① 宿白 ：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 《 中 国石 窟寺考古 》 ， 北京 ： 文物 出 版社 ， 年 ，

② 杭侃 ： 《云冈 石窟的幵凿工程》 ， 《 中 国 文化遗 产》 年 期 ，

③ 傅熹年主编 ： 《中 国古代建筑史 》 第 二卷第二章第 七节 《石 窟寺——窟群总体规划与窟室设计 、 开凿方式 》 ，

北京 ： 中 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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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冈石窟开凿中存在预留 岩体作 为工作面而后再凿除的施工方法

前文认为第 窟原计划去除前室外壁及 顶部 的岩体 ， 这种推断不仅 出 于窟形 的考虑 ，

乜坫 于云 冈 石窟开凿中存在这 种施工方法

的 贺实 。 以第 窟为 例 ， 其后室空 间 并 丨
丨

： ■
‘

‘

一体凿成 ， 而是分上下两个工作层分别开 胃
凿

，
上方 的工作层从明 窗进人 ，

下方的工
‘

作层从窟 门 进入 。 明 窗和窟 门之间是分隔

两个工作层的岩体 ，
也是上方工作层的工

作面 ， 待上下两层均开凿 出窟形后 ，
再打

破这部分岩体 ， 形成 贯通 的高 敞空 间 ，

现在呈 线分布在明 窗之下后室壁面略突

起的岩体即 是当 时上下层之 间工作面的残

留 图 。 以 此推之 ， 云冈 石窟 中普遍

存在的窟 门 、 明窗组合也是这种施工方法

广泛使用 的反映 。 再看第 窟现存的
“

前

室
”

， 仅具雏形 ，
而其上的塔和窟已 经雕凿

得细致非
‘

帛 ， 若从 侧卿将前讓

工作 面的 角 度 考 虑 ， 似乎是较 为 合理 的

以往学者多认 为 第 窟 为 大 型塔 洞 ，

以水野清 、 长广敏雄的意见为代表② ， 他

们观察到第 窟后室东部西墙的北端有朝 图 第 窟内工 作面 残迹

西开凿通道 的痕迹 ， 推测 其原计划在室 中

心设贸呈长方形平而的中 心柱 ，
很可能 第 窟 中心柱的形式相似 （ 图 。 这种观点注

意到 汗凿痕迹
，
也找到了与其推测 平 丨 似的洞窟 ， 但没有考虑到窟内 的空 间高度 实

际上 ， 第 窟窟内平面较其他塔洞远大 ， 但窟内高度却没有相应提升 ，
按水野 、 长广的推

测
， 则进人窟室看到的不是 中心柱或塔耸立的形象 ， 而是一横踞室 中东西延亘的巨 墩 ， 这

恐非塔洞一向 的空间意 向 。 另一方面 ， 第 窟的主体造像风格属于云 冈三期 （ 北魏迁洛

后 ） ， 该窟南壁窟 口 还有云冈现存最晚的北魏纪年铭记③ ， 而第 窟这样云冈敁大型制窟的

开凿在北魏迁洛 以后的 可能性极小 ， 若说第 窟借鉴第 窟 ，
则 与洞 窟的 汗 黹 年代相抵

① 刘建军 、 王 克林 、 曹承明 ： 《 洞窟开凿技术揭 秘
——

云冈打窟第 二窟遗址 》 ，

《 屮 阐 年百大 考古新发现》 ，

北京 ： 文物出 版社 ， 年 刘建军 ： 《新 中 国 云冈 行窟 的考古发现 》 ， 《 屮 丨
文化遗 产 》 年 期 ：

② 水野清
一

、 长广敏雄 ： 《 云冈石窟
——

两历 五 丨

丨 纪中 国 北部佛教 院的 卩 『 调 忾报 告 》 第 卷 ， 京都大学人

文科学研究所 ， 年 。

③ 宿白 ： 《云 冈石窟分期试论》 《 中 国 石窟寺考古 》 北京 文物 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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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痕迹

胃 第 裔

图 水 野 、 长广对第 窟 内平面推测示意

牾 ；
而若说第 窟参考第 窟 ，

则 窟中心塔柱尚 未凿出 ， 第 窟又何来参考的原型呢

考虑到前文所述其他双窟的室内布局 ， 结合水野 、 长广注意到的开凿痕迹 ， 我们推测

第 窟内分为两中心塔室 。 首先 ， 这符合窟室的现状条件 ， 若以两 窟门 中心分别作纵向轴

线 ， 将后室两端朝北转的部分以轴线对称 ， 则两窟中心线附近正 留有分隔两室的墙体 （ 图

，
即窟室现状尚具备继续幵凿为两对称塔室 （ 两室以 中心线对称 ，

且各 自 以轴线对称 ）

的条件 。 其次 ， 这样将窟内 平面分隔 ， 各 自 中心柱高度与平面 比例恰当 ，
维持了 塔洞一贯

的空间意向 。 最后
，
还需要对推测图 （ 图 中两室相连 的通道予 以说明 。 实际上 ，

这条

通道是否是原来的设计 ， 还存有疑问 ， 它也可能是工程失误或者后 期补凿所致 。 借助于现

代测绘成果 ， 我们注意到第 窟中心线位置左右 ，
也即推测的通道附近 ，

地面上留有南北

贯穿的沟槽 （ 图 ， 这是否即是原来下挖地面时 ，
预设的隔墙槽线 ？ 退一步说 ， 即使通

道是原来的设计 ， 在形式上 ，
云 冈

、
窟 、 、 窟已 有开凿连接双窟通道的先例 ， 在功

能上 ，
通过第 窟 内佛本行故事雕刻 的分析 ， 我们知道僧人在塔室内 礼拜时 ， 先礼拜中心

柱再及四壁 ， 绕行不仅
一圈②

，
因此

，
双窟间 幵凿通道不仅加强 了 双窟间的联系 ，

也不会

影响到礼拜流线的延续性 。

关于窟壁立面

前文推断第 窟窟外两侧设计有 自 下而上的佛塔 ，
从现状分析 ， 其上部三层均凿有屋

檐和斗拱 ， 为
一

楼阁式塔。 而云冈现存塔柱和浮雕塔所示 ， 楼 阁塔均逐层收分 ，
多 为奇数

层③
。 结合塔下部岩体的相对高度 ，

整个塔以五层为宜 ，
这种塔的样式 ，

见于云冈二期洞

窟的有第 、 窟和第 窟 （ 图 。

① 为避免这种矛盾 ， 水野 、 长广认为第 窟 、 窟附窟为第 窟的附属窟 ， 它 们的开凿时间均在北魏迁 洛前 ，
只

是 由于第 窟 、 窟附窟的规模较小 ， 因此率先完工 ， 但仍没打解决与其报告所载中 心柱上造 像风格和 铭记时间 上的 々

盾 。 参见水野清
一

、 长广敏雄 ： 《 云 冈石窟
——西历五 纪 中 国北 部佛教 窟院的 考古学调 查报告 》 第 卷 ， 京 都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 ， 年 。

② 杨泓 ： 《 云冈第六窟的佛本行故事雕刻》 ， 《 现代佛学》 年 期

③ 梁思成 、 林徽因 、 刘敦桢 ： 《云 冈石窟 中所表现的北媿建筑》 ， 《 中 国营造学社汇刊 》 第 四 卷第三 、 四期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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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图 第 窟室 内地面正射影像图 （ 《三维激光 扫描技术在云冈石窟 的应用 》 ）

國

务
—

：

—

图 第 、 窟壁面浮雕五层楼 阁塔 （ 《 中 国石窟 云冈 石窟 》
一

）

而两塔之间的弥勒窟 ， 其外壁雕有仿木构装饰 ， 尚存屋檐和榭下斗拱残迹 ， 实际上是

一座屋宇的样式 ， 如果将其与 、 窟外檐塔柱上的天宫楼阁对照来看 的话 ， 其于塔龛上

层布置天宫的手法是有先例 的 （ 图 。 现弥勒窟下部岩体前缘 向 内缩进 ， 似乎不具备承

负上部的条件 ， 但这并非历史情况 。 云 石窟 内部 ， 由 于渗水 、 积水 、 凝结水等与岩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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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作用 ， 促使石质风化 ，
这在第 窟

“

前室
”

内岩体表现得尤 为明显 ，
而至少在 世纪

以前 ， 窟窟上崖壁坍塌 ， 砸穿 了
“

前室
”

顶部② ， 也将室 内风化岩体压毁。 因 此 ， 推测

图 （ 图 中按上层弥勒阁的大体平面复原 了下层岩体前缘的位置 。

售糊
；

图 云冈石窟第 窟楹柱顶楼阁勾栏 （
《云冈双窟研究》

， 《云冈石窟》 第 卷 ）

云冈 石窟壁面雕刻从侧面反映了洞窟的空 间形式

云冈石窟开凿从窟到窟内壁面再到各龛各像 ， 虽分不 同 的空间层次 ， 但往往有呼应和

对照关系 ， 如第 、 窟作仿木构窟檐 ， 其前室东西两壁所凿的 四柱三间龛就再现 这两

窟的立面形象 （ 图 。

云冈二期大量出现塔的造型 ，
这不仅是在窟外与窟 内开凿塔柱 ， 在壁面上也雕刻 丫 佛

塔的立面形象 ， 其中较为流行的是以佛塔作分隔 、 立于成排分布 的各龛两侧 ，

以
、 窟

最为典型 。 、 窟东西两壁 中部凿有 四龛 ， 各龛之间均立有
一佛塔 ， 塔基与龛底平 ， 塔顶

与龛楣齐 （ 图 。 如果将这种布局形式与双窟的立面组合对 比 ， 则能看到明显的对应 关

系 。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了双窟两侧 及之间立塔这种空间形式的流行 ， 因此第 窟原来的布

局设计有可能与此相似 。

① 黄克忠 ： 《 水在云冈 石窟中的危害及防治 》 ， 《 文物保护技术 （
〗 》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年 ，

② 见 日 人云冈 窟照 片 ， 水野清
一

、
长广敏雄 ： 《云 冈 石窟

——西历五世纪中 国北部佛教窟 院的考古学 调查 报

告》 第 卷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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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云 冈石窟 第 、 窟立面与窟内壁面雕刻对比

；

靈
一

■ 二 ■ ‘
■ ‘ “ ‘

‘

图 云 冈石窟第 窟东壁实测图 （ 《云 冈 石窟》 第 卷

如果以上推断可 以成立 ， 则第 窟虽然未完成 ， 却留给我们思考云冈二期洞财空闽形

式及开凿工序 的许多珍贵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