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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洞窟明窗窟门体系调查

王 恒

大同市委宣传部

明窗和窟门是云冈石窟几乎所有主要洞窟必然具备的构成要素
。

这种多以上下 (明窗上窟门
一

F )

结构的洞窟外部形式
,

首先是由于石窟寺艺术的继承性所然
。

在石窟寺发源地印度
,

保留至今井可以

直观其外部面貌的早期石窟寺
,

如巴雅塔堂窟
、

纳西克塔堂窟
、

卡尔拉塔堂窟①等均为上 开明窗下开

窟门的形式
`

其次是大型洞窟的必需
。

云冈石窟主要洞窟高度多在 10 米以 卜②
,

如此大型洞窟的窟内

光线需求
,

不仅需要依靠窟门
,

更需要通过明窗来实现
。

因此
,

明窗和窟门是 云冈洞窟必不可少目
.

相

互伴随的幕本建筑形式
〔。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
,

无论是印度早期石窟
,

还是云冈石窟
,

在充分发挥明

窗和窟门的通行和照明的基本功能外
,

都在明窗和窟门内外上下雕刻了众多宗教信仰内容
,

有的还 以

浓重的艺术化设计
,

使明窗和窟门显现出超越其基本功能的特色
。

透过云冈众多洞窟明窗和窟门的形

式及其艺术雕刻内容的变化发展
,

我们领略到石窟寺艺术设计创作过程的变化发展规律
,

也领略到

15 0 0 多年以前人们在追求宗教信仰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过程中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
。

同时可以明窗和窟

门样式变化轨迹为参考
,

从一个侧面探寻和旁证石窟开凿的先后顺序
。

一 早期表现特点

首先是突出明窗照明功能
。

普遍认为
,

现编号第 16 一 2 0 窟的所谓昙暇五窟是云冈的早期洞窟
。

这些洞窟均为平面椭圆形弯隆

顶的大像窟
,

规模和形制上统一格式
,

使它们的明窗和窟门也表现为一定程度 上的统一性
。

这些洞窟

最显著的统一性表现在充分发挥明窗照明的基本功能 上
,

从我们对各窟明窗
、

窟门尺寸统计表可以明

显地看到
,

明窗的采光照明功能是早期洞窟设
一

计雕凿明窗和窟门的首要依据 (表一 )
。

表 一显示
,

明窗的尺寸大大超过窟门的尺寸
,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第 18 窟 ( 图一 )
,

该窟明窗是

窟门所占壁面面积的 3
.

6 倍之多 ! 加之昙暇五窟 (因第 20 窟前壁坍塌不存
,

不在统计范围 ) 所有洞窟

窟内深度较小
,

进人洞窟中的照 明均非常良好
,

不仅正壁 (北壁 ) 和东西两壁的雕刻内容明亮清楚
,

①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
:

《佛教石窟考古概要 》 19 2
一

2 02 页
,

文物出版社
,

1993 年

② 员海瑞
:

《云冈石窟内容总录》
,

《中国石窟
·

云冈石窟》 (一 )
、

(二 )
,

文物出版社
,

1991 年
,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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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背靠明窗的南壁
,

在大面积明窗余光和北壁光线的反射作用下
,

其雕刻内容也无比清晰
()

表一 云冈昙限五窟 (除第 20 窟 ) 明窗和窟门尺寸显示衰

窟窟号号 明窗和窟门位置关系系 明窗尺寸寸 窟门尺寸寸

高高高高 (米 ))) 宽 (米 ))) 面积 (平方米 ))) 高 〔米 ))) 宽 〔米 ))) 面积 ( 平方米 )))

111666 明窗上窟门下下 555 4
.

2555 2 1
.

2 555 5
.

999 2
.

555 14
.

7 555

lll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lll 888 明窗上窟门下下 5
.

444 555 2 777 6
.

888 3
.

444 2 3
.

1222

lll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明明明窗上窟门 卜卜 8
.

111 6
.

888 55
.

0 888 555 333 巧巧

明明明窗 L窟门下下 7 222 5
.

1333 36
.

9 333 6
.

2333 3
.

888 23
.

6 777

为 了使洞窟内明亮而开凿大型明窗
,

是早期石窟就采用

的方法
〔。

西印度 仁尔拉塔堂窟 ( 图二 ) 就开凿了巨大的明

窗
,

以便使洞窟中具有充分的明亮程度
。

与云冈昙暇五窟相

比较
,

印度早期塔堂窟在结构比例上的洞窟深度
,

似乎吏需

要开渐大刑明窗来使洞窟深处有些许光线
,

以供崇拜者的仪

式所用
。

而云冈昙耀 :lI 窟尽管洞窟规模巨大
,

但其深度则较

小
,

只要 开出较小明窗
,

就完全可以满足洞 窟内照 明的需

要
,

川亏么
,

为什么还要开凿大型明窗呢 ? 笔者以为
,

这里不

仅存在石窟寺开凿土 (
’寸印度早期石窟 ) 的继承关系

,

还存

在其他的原因
〔〕

关于云 冈石窟昙暇五窟的开凿
,

《魏书
·

释

老志》 记言
:

和平初 ( 4 6 0 )
,

师贤卒
。 .

昙喂代之
,

更名 沙门统
。

初昙

喂以 复法之 明年 ( 4 5 3 )
,

自中山被命赴京
,

值帝出
,

见 于

路
,

御马前街喂衣
,

时以为马识善人
。

帝后奉以师礼
。

昙唯 图一 第 18 窟前壁及窟门和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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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载明确地告诉人们
,

昙暇开窟与当朝皇帝 (文成帝 )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

显然这个巨大的佛

教 卜程与国家政治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

这个联系是了!
·

么 ? 《魏书
·

释老志》 也做 了回答 :

兴光元年 ( 45 4 ) 秋
,

救有司 于五级 大寺内
,

为太祖 已下 五帝
,

铸释迎立像五
,

各长一 丈六尺
,

都用赤金二 十五万斤
。

尽管文中所言
“

为太祖已下五帝
,

铸释迎立像五
”

的行为发生在五级大寺内
,

但无论是时间 ( 5

世纪中叶 )
、

帝王 (文成帝 )
,

还是造像数量 ( 五尊 ) 卜的一致性
,

都足以说明
,

昙耀五窟的开凿是五

级大 寺
“

为太祖已下 五帝
.

铸释迎立像五
”

的重演
。

既然是为皇帝造像
,

洞窟中的主佛像就具备了既是佛像又是皇帝的双重身份
。

因此
,

这种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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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卡尔拉塔堂窟前廊正壁

5 2 7

烟造自然是非常庄严 l(lJ’ 隆重的
。

除 r 众

所周知的高大雄伟 (最小的造像高 13
.

5

米 <第 16 窟>
,

最大的造像高 16
.

8 米

<第 19 窟> ) 之外
,

就是将置于佛像面

部和上胸部止前方的明窗月
:
凿得极其巨

大
,

以便射人大量的自然光线
,

使佛像

面容形象更加光彩夺目
。

其次 是不 注重 明窗和 窟门的雕刻

设计
一 。

与云 冈其他洞窟
一

样
,

昙暇 111 窟

(除第 20 窟外 ) 的明窗和窟门上下内外

均雕刻佛教艺术内容
,

但艺术雕刻内容

比较简单随意
,

有的画 面布局缺乏统
·

设计
,

显得零乱
〔 ,

虽然我们在这些洞窟

的明窗中看到了与洞窟外壁一致的千佛

像雕刻
,

也看到了一些洞窟 ( 如第 16

窟
、

第 17 窟
、

第 19 窟以及第 19 一 1 窃

等 ) 的明窗外侧周围曾经做过凹回去的

雕刻装饰痕迹
,

有的将左右两侧边渐为

图三 第 19 窟及第 19
一

1窟明窗

凹形边饰 ( 图三 )
,

有的将明窗 卜侧拱形背为四形拱

桅
,

但这些装饰雕刻表现了较为简单的设计思想
,

并

没有将明窗或窟门的设计作为重要雕刻对象
,

只是将

它们作为窟内壁面雕刻内容的延续而加以利用罢 了
。

因而我们看到的明窗和窟门壁面雕刻
,

虽然其局部内

容既规范且表现出成熟的艺术水平
,

但明显地表现了

雕刻状态整体 卜的无计划性
,

这一点通过第 16 窟明

窗东西两壁的状况就一 口 r 然了
。

此外
,

由于没有足够的重视 ( 也许足时昨U的仓

促 )
,

导致了这些洞窟的明窗和窟门雕刻内容没有在当时完成
。

从艺术风格上看
,

多数造像显示 了北魏

云冈中晚期的特征
。

明窗和窟门顶部雕刻简单化
。

在昙暇五窟
,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明窗和窟门的顶部经常是坍塌无形

的状态
,

似乎它们以前有过辉煌表现
,

只是因为坍塌而
“

容貌
”

被毁
。

但只要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

即

使在那些明窗和窟门保存相对较好的洞窟
,

也仅仪是在顶部中央雕刻着 一朵较小的莲花而已
,

大部分

面积为平整过的岩石平面而无任何雕刻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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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第 61 窟窟门两侧雕刻了对称立佛像
。

此窟门一改早期洞窟窟门东西两壁雕刻零乱无序的状态
,

在两壁对称雕刻 r 高达 3 米多的 众佛像
,

这种内容和布局均对称一致的格式是早期窟门雕刻中的唯一
,

同时
,

在窟门左右两壁雕刻大型立姿佛

像也是云冈所有洞窟的唯一
。

这些情况说明
:

( l) 窟门雕刻内容的对称规范化已经引起营造者的充分重视
。

对以前随意的雕刻作出了及时的调

整
,

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

( 2) 立佛像与窟内主佛像同样雕刻为褒衣博带式
,

显然其与洞窟内其他雕刻内容 (洞窟形制
、

壁

面设
一

计和多数造像 ) 不是同时所为
,

是北魏云冈中期样式
。

( 3) 将立佛像置于窟门两侧
,

是云冈洞窟少见的现象
。

这种以佛像
“

守门
”

的情况
,

与以后出现

的以金刚力上守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

对于后者人们往往容易理解和接受
,

但对于前者 (佛像守

门 )
,

是由于有着特定时间内宗教上的特定要求
,

还是雕刻设计者的无意所为
,

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

察的具体内容
。

二 中期表现特点

与早期洞窟相比较
,

中期洞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

一是明窗与窟门间面积比例关系的变化
。

我们注意到
,

虽然被列为中期洞窟的单窟室大像窟 ( 第 5 窟和第 13 窟等 ) 和大型中心塔柱窟

(如第 6 窟和第 11 窟等 ) 依旧继承了早期大像窟明窗大窟门小的形式
,

但由于此期石窟多表现为平面

方形
、

壁面分层布局的新形式
,

因此
,

从第 7
、

8 窟开始
,

这些洞窟的明窗和窟门所 占壁面而积之比便

发生 了逆转性的变化 (表二 )
。

表二 云冈中期部分洞窟明窗和窟门尺寸显示表

窟窟号号 明窗和窟门位置关系系 明窗尺寸寸 窟门尺寸寸

高高高高 (米 ))) 宽 (米 ))) 面积 (平方米 ))) 高 ( 米 ))) 宽 (米 ))) 面积 (平方米 )))

lllll 明窗上窟门下下 1
.

555 1
.

222 1
.

888 2
.

111 222 4
.

222

77777 明窗上窟门下下 3
.

888 3
.

666 1 3
.

6 888 5
.

444 4
.

555 2 4
.

333

88888 明窗上窟门下下 4
.

111 3
.

888 15
.

5 888 5
.

666 3
.

999 2 1
.

8444

99999 明窗
_

l二窟门下下 2
.

666 222 5
,

222 333 2
.

222 6
.

666

lll OOO 明窗 卜窟门下下 2
.

777 2
.

111 5
.

6777 3
.

333 2
.

333 7
.

5999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666111222 明窗上窟门下下 1
.

111 1
.

444 1
.

5444 3333333

从表二看出
,

以上洞窟明窗和窟门尺寸大小正好与
一

早期洞窟相反
,

即不是 明窗大于窟门
,

而是窟

门大于明窗
。

这种改变说明
,

虽然明窗的照明功能依旧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

但因明窗大
、

窟门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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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二者比例
_

L的不协调
,

已经引起 r 设计者的充分重视
。

早期洞窟中明窗和窟门比例 上的头重脚轻

视觉效果
,

在中期上得到 了明显的改观
。

当然
,

这种改变与云冈大规模营造中由以西方 (印度及中亚

等地 ) 佛教艺术为范本逐渐向大量融合中国传统雕刻
、

建筑过渡的整体趋势相联系
。

在洞窟形制 -il
,

表二所列洞窟
,

除个别洞窟外
,

多数洞窟均为平面方形
,

并多表现为前后室结构 (除第 1
、

2 窟 ) 的所

谓双窟 (除第 12 窟 )
。

同时洞窟内各壁面及窟顶雕刻无论艺术雕刻式样
,

还是布局都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
。

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明窗和窟门的变化
,

即更加注重二者在视觉上的相互协调
。

二是明窗和窟门雕刻设计的整体化表现

这一表现首先是从窟门左右两侧雕刻的程式化开始的
。

上文所言
,

属 早期洞窟的第 16 窟窟门两侧

所塑立佛像是早期石窟中的唯一
,

也是云冈所有洞窟的唯一
。

但这个唯一对于以后洞窟 (中期 ) 窟门

左右两侧雕刻的程式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我们看到
,

中期洞窟的绝大部分窟门左右两侧均雕刻 了大

型人物形象
,

尽管将佛像置换为护法金刚力士
,

但毫无疑问这种对称雕刻形式源于第 16 窟窟门的佛像

雕刻
。

很显然
,

如果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人物形象的变化
,

将窟门口 的佛像置换为护法金刚力士是更

为恰当的做法
,

因此
,

在窟门两侧安置护法金刚力士就成为云冈中期洞窟普遍采用的基本做法
。

我们注意到
,

云冈中期洞窟
,

特别是双窟形制的洞窟
,

其明窗和窟门的雕刻设计均为异常细致 的

整体图案
。

表二显示
,

双窟的明窗所占壁面面积均小于窟门所 占壁 面面积
,

但其依旧保持了早期洞窟

圆拱形的窟门形制
,

所不同的是
,

无沦明窗还是窟门
,

均一改过去 ( `补期 ) 雕刻设计零乱而顶部雕刻

儿乎空白的状况
,

由下至上雕刻了完整统一的
、

左右两壁对称的
、

充满壁面顶部的佛教内容
。 一

般讲
,

这种统一布局以左右两壁内容形象对称
,

顶部雕刻飞天形象簇拥团莲 ( 图四 )
。

同时
,

也出现 r 左右

两壁内容延续至顶部的情形
,

这就是第 7
、

8 双窟明窗所呈现的足以使我们惊叹的雕刻设
一

计 ( 图五 )
。

明窗高约 4 米
,

宽约 3
.

7 米
,

壁厚约 1
.

42 米
。

东西两壁下部雕山岳
,

山中有植物雕刻
。

山岳 上部北侧

(内侧 ) 雕刻树 f
:

粗壮弯曲的大树
,

树 .T 向 卜弯曲延伸
,

卜部枝叶繁茂
,

占据较大面积
,

东西两壁树

图四 第 9 窟明窗雕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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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第 8窟明窗雕刻内容

冠直至顶部而相会
。

枝叶下
、

树于旁上下雕刻二坐禅弟子
,

弟子像架装从头上披下
,

裹住全身
,

头微

侧
,

正面盘坐于方座 (上 ) 和圆座上
。

身边各雕净瓶和空中的莲花
,

树干 上悬挂着雕刻为网状 圆形

物
。

两壁北侧大树后
,

各雕一飘带飞舞的菩萨立 于束帛座上
。

要完成像第 7
、

8 窟明窗这样完整统一的设计雕刻
,

至少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

一是明窗应是拱

形状
,

即两侧壁面向上延伸不得出现死角
,

使壁 面的树干白然延伸至顶部
。

二是对窟门和明窗要有成

熟的艺术设讨
一

思想
,

要具备与洞窟内壁面整体雕刻设计同样的重视程度
。

三是明窗和窟门的形象变化
。

变化的原因是使明窗和窟门不仅要有照明和通过的功能
,

同时还要具备形象上的美术装饰功能和

服务于宗教意义的思想功能
。

中期洞窟一改早期洞窟重视明窗和窟门的照明和通过功能 lhJ’ 忽视其他功

能体现的做法
,

努力使多方面的功能同时得以实现
。

如 上所述
,

这种努力是从第 7
、

8 双窟开始的
。

但

在原来明窗和窟门形象 (上部均为拱形 ) 基础上的美术装饰
,

已经不能满足雕刻家艺术认识的变化以

及创作欲望的提升
,

于是在第 9
、

10 双窟以及第 12 窟的创作设计中
,

窟门和明窗的形象和雕刻均出现

了新的变化①
。

( l) 圆拱明窗口 和窟门口的装饰

与第 大 8 双窟一样
,

这些洞窟的明窗所占壁面面积均小于窟门
,

因此在视觉效果
_
_

卜已经完全改变

了早期洞窟那种头大脚轻的感觉
。

不仅如此
,

为了增加艺术雕刻的装饰意味
,

第 9
、

10 双窟的明窗均

在原来拱形状基础上
,

将南壁明窗 口的上侧和左右两侧雕刻为向内的斜面
,

并以圆拱佛像完的装饰手

法
,

进行 了细腻的雕刻设计 (图六 )
。

主要雕刻内容如下
:

第 9 窟

明窗两侧雕刻梵志坐束帛座形象

两侧嵋尾雕刻二龙反顾

窗相下沿雕刻
一

飞鸟 6 只

媚内雕刻坐佛像 9 尊

窗相上方雕刻双手合十供养菩萨 20 身

① 第 9
、

or 双窟和第 12 窟均为呈前后室的列柱式洞窟
,

这些洞窟的明窗和窟门位于前室北壁中央
,

因少受水蚀

风化而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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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方雕刻飞行夜叉 10 身

第 10 窟

明窗两侧雕刻胡跪供养天人

两侧媚尾雕展翅反首金翅鸟

窗媚下沿雕刻飞天 6 身

相内中央雕刻坐佛像
,

两侧供养天人

形象 10 身

窗相上方雕刻护法夜叉 18 身

最上方雕刻飞天形象 9 身

与第 9
、

10 双窟拱形明窗 口在设
一

计雕刻

上相近似的窟门 口出现在第 12 窟
。

雕刻内

容如下
:

第 12 窟

窟门两侧为浮雕方塔

两侧相尾 为金翅鸟雕刻 (风 化坍塌不

清 )
图六 第 9 窟明窗口

相额下沿雕刻手持不同乐器 的 飞天乐

伎 10 身

相内中雕刻坐佛像 9 尊

相内上方雕刻 14 身 芍犬形象
,

最上方中央 2 身飞天托举博山炉

相外左右两 卜角各雕刻供养天人 3 身

以上是现存云冈圆拱形明窗 口和窟门口 设计装饰中最显华丽的三例
。

其实
,

在属于中期石窟的其

他洞窟 (如第 1
、

2 双窟 ) 中
,

也应该有可以与它们相媲美的同样装饰雕刻
,

只是因为暴露在外的众多

明窗和窟门经过千秋风雨剥蚀已经使其失去了本来面貌
,

现在的我们不能看到罢了
。

( 2) 明窗和窟门式样的变化组合

所谓式样的变化
,

是指明窗和窟门在单一拱形顶基础上的变化
。

云冈的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第 9
、

10 窟和第 12 窟
` ,

其中第 9 窟的中国传统门楼是最具典型性的窟门创新 (图七 )
,

也是窟门顶部式样从

圆拱形向方形变化之始
` 〕

雕刻内容如下
:

仿木结构瓦垅屋顶
,

屋顶上两角雕刻鸥尾
,

檐下雕一斗三升人字拱
。

屋顶正脊装饰四个内雕三叶

忍冬和火焰纹的正三角
,

三角间雕刻三只金翅鸟
。

两侧垂脊各雕一只展翅面向中央的侧面式金翅鸟形

象
。

支撑斗拱的平行绳纹雕刻 卜
,

为对称状八个牵华绳 (樱洛 ) 的飞天
,

中央簇拥博山炉形象
。

凹下

去的门梢上以高浮雕凸出莲花门瞥五个
,

莲花门替底衬的浅浮雕椭圆环形忍冬纹中
,

雕出化生乐舞人

物形象
,

1111 下去门媚东西两侧下部的方形空问
,

分别雕刻团莲
。

作为佛教艺术雕刻
,

雕刻内容自然是以传统佛教崇拜物为主体的
,

但雕刻形式却一改佛教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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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第 9窟北壁门楼

早期传统
,

以极其中国化的方式加以体现
,

我们看到了一个由瓦垅屋顶
、

一斗三升人字拱和方形门相
、

「J柱构成的完整的中国传统建筑
。

也正是这一形式的出现
,

促使了传统窟门样式从顶部拱形向方形的变化
,

但这种变化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
。

我们看到
,

虽然为了适应中国传统瓦垅屋顶木结构建筑形式而将门 口凿为方形
,

但第 9

窟窟门内直通后室的顶部则依旧保持 r 圆拱形结构 ( 图八 )
。

很显然
,

这是一个过渡
,

同时也是一个

合理的结合
,

这一结合不仅使我们领略到不同文化艺术间相互融合的美妙无比
,

更使我们看到了艺术

形式发展过程的规律性
,

并且这 一规律性贯穿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始终
。

顶部圆拱形和方形的有机结合不仅反映在第 9 窟的窟门中
,

还 反映在第 9
、

10
、

12 窟明窗与窟门

的匹配上
。

具体匹配如下
:

第 9 窟

窟门为外方内圆拱式
,

明窗为圆拱式 ;

第 10 窟



云 冈洞窟明窗窟门体系调查 5 3 3

窟门为方形
,

明窗为圆拱式 ;

第 12 窟

窟门为圆拱式
,

明窗为方形
。

以上三个洞窟中的不 同明窗
、

窟门组合
,

打破了以

前明窗和窟门均为拱形顶 的单一式样
,

创造 了非常活跃

的艺术变化形式
,

显示 出艺术形式多元化融合带来的新

进步和新发展
。

( 3 ) 方形窟门的再发展

艺术形式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

如果

说拱形顶到方形顶是云冈窟门和明窗由单元性向多元性

的发展变化
,

那么出现在第 6 窟的方形立柱式窟门则是

图八 第 9 窟窟门外方内圆示意图 这种发展变化的进一步深化
。

因为第 6 窟是 云冈石窟中

设计最豪华
、

雕刻最精细
、

内容最丰富的洞窟
,

所以其

窟门的雕刻设计也表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和强烈的装饰意味
。

虽然由于单窟室洞窟窟门长年遭受

风雨剥蚀而部分凋落坍塌①
,

但仅观察残存状况
,

也足以领略它的风姿卓著 了 (图九 ) :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方形窟门口
,

其门媚
、

门柱 以环形 忍冬出化生形象为底衬
,

门媚间隔高浮雕莲

花门替
,

尽显繁缚豪华
。

这些雕刻内容均与第 9
、

or 双窟相同
。

所不同的是
,

由窟外进人窟内留有 2

米多的厚壁
,

门嵋和门柱的雕刻均深凹于内
,

在门柱东西两侧面的前角各雕刻分别由大象和雄狮 ( 大

象和雄狮形象损毁不存 ) 承托的八棱柱
,

使窟门内侧面 (东侧面西
,

西侧面东 ) 和外侧面 (均面南 )

形成立体状空间
,

然后在东西四个面雕刻大型佛教人物 (现存泥塑护法天 王像是清代所为
,

北魏雕刻

形象不明
,

但可见北魏时雕刻的人物头光及身体两边的浮雕飞天形象 )
。

同时在门桐上侧顶部雕刻了不

同飞行姿势的飞天形象
。

总结以上第 6 窟的这个窟门雕刻设计
,

至少有以下几点
:

( l) 将呈前后室结构的第 9
、

10 双窟的众多雕刻内容集于一体
。

这些内容是
:

方形窟门
,

门相
、

门柱雕刻繁缚花纹图案 ; 以第 9
、

10 双窟前列八棱柱样式为范本
,

在窟门两侧

前方雕刻立体八棱柱
,

并由大象和雄狮分别承托
。

( 2 ) 留出厚壁
,

将窟门方框 (上侧门媚
,

两侧门柱 ) 凹进
,

形成顶部和两侧雕刻面
,

使整个窟门

结构显现出强烈的空间感
。

( 3) 窟门两侧置护法形象
。

这是首创
,

是今后在窟门两侧出现护法形象的艺术模仿根据
〔。

① 现存木结构窟檐为清代顺治八年 ( 165 1) 所建
,

据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记载
,

结合现存洞窟

上方崖壁残留
“

梁孔
”

痕迹
,

辽代曾在云冈建
“

十寺
”

无疑
,

窟前也应有木结构窟檐
。

但在长达 1500 多年的历史时间

中
,

窟前存在窟檐的时间很少 ( 5 00 年以下 )
,

因此暴露在外的窟门必然风化严重
,

甚至坍塌不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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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作 为和 第 6

窟在雕刻设 计 卜构成双

窟①的第 5 窟
,

其窟门的

设置也表现 了规模和风

格上 与第 6 窟的一致性
。

其最 重 要 的特点是在窟

门 的 两 侧 安 置 了力 士

形象
。

四是与众不同的第 3

窟明窗和窟门的设置
。

第 3 窟是北魏云 冈

中期 设计规模最大
、

形

制最为特殊的未完成洞

窟
,

出现 了众多不 同于

云冈其他洞窟 的特殊表

现形式
,

其中窟门和 明

窗的设置 就因其洞窟形

制的 特 殊 而 与众 不 同

(图一 O )
` )

从外 部 观察
,

第 3

窟为东西 宽约 5 0 米的巨

大型 统一布局 前庭
,

窟
,. , 、

二
。。 ,

占

一
,

、 I, 、
` ~ 图九 第 6 窟窟门正面和内侧面图

外设 置高约 7 米
、

进深 目
’ “ 刁 ` 一

相相 ” 一 四
`

, ” r ’ `
习 四

’ ”

约 7
.

5 米的平 台
。

因平

台内部为分成东西两个独立 的前室
,

所以平台前壁出现了东
、

西两个拱形窟门
,

各窟门两侧又出现两

个方形明窗的双双对称格局
。

显然这是云冈其他洞窟没有的特例
。

出现这种特殊 的设置
,

是由特殊洞

窟形制所决定的
:

( l) 平台高度约为 7 米
,

而窟门的高度大约为 5 米
,

要按照 以往设
一

计将明窗设于窟门 仁方是不可

能的
。

( 2) 进入窟内前室
,

地面至顶部约为 6 米
,

而东西宽度达 23 米
,

窟门 卜侧没有可供开凿明窗的空

间
,

如果仅靠窟门的光线照 明
,

窟内两侧的可视水平可想而知
。

① 第 5
、

6 窟是云冈唯一形制不同的双窟 (第 5 窟为平面椭圆形的大像窟
,

第 6 窟是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 )
。

之

所以认定为双窟
,

是由于其外部雕刻设计的统一性及其洞窟规模
_

上的一致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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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上述情况下
,

要达到洞窟

中较为理想的照 明水平
,

古人采用 了

最为合理的做法
,

在窟门两侧开凿明

窗
,

从 而使窟内光线 充 足并 东 西

匀称
。

通过前室进入后室的拱门与前室

窟门规模形式相仿
,

但由于后室高度

图一 0 第 3 窟外壁 大大提高 (距地面约 14 米 )
,

为 r 提

高窟内有效照 明
,

在东西两拱门的 上

部均开凿了较大型的拱形顶明窗
。

尽管这样
,

由于窟门南侧为前室
,

所能射入的自然光有限
,

仅靠两

个位于较高处明窗 (外部处于平台上
,

可 以直接收到自然光线 ) 直接射入的光线
,

显然不能够充分满

足大型窟内空间的照明
,

使该窟空旷的后室显得较为阴暗
。

从第 3 窟特殊的明窗窟门设置看到
,

窟门和明窗的设置与洞窟形制有着直接的联系
,

同时也显示

了明窗照明基本功能的巨大作用
。。

三 晚期表现特点

云冈晚期洞窟主要集中在第 20 窟以西的西部地区
,

中部地区的部分洞窟 (宿白先生认为
,

第 14
、

巧 窟也应是晚期洞窟 ) 和东部的第 4 窟等也属于晚期洞窟
,

此外在早中期大型洞窟外壁开渐的一些千

佛造像和壁完等均属云冈晚期洞窟
。

与早
、

中期洞窟相比较
,

云冈晚期洞窟的洞窟规模小而数量大 (大约 150 座 )
,

同时由于并 }卜统一

计划性的开衡
,

使洞窟式样急剧变化
, “

成为云冈窟室式样最繁杂的阶段
”

(宿白先生语 )
。

在明窗和

窟门的雕刻装饰
、

式样
一

设计和二者在洞窟中的运用等方面
,

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变化
。

一是由于洞窟规模普遍小型化
,

多数晚期洞窟均只开窟门而不设明窗
。

同时这些洞窟的窟门 与洞

窟空间相比
,

往往显得很大
,

有的甚至是完全敞口
,

以方便人们的出人
,

也使洞窟内的光线更加充足
。

二是窟门装饰的主要形式
。

虽然晚期洞窟的窟门由于长年暴露在外而风化坍塌非常严重
,

但依旧

有一些当年 (北魏 ) 对窟门做过装饰雕刻的洞窟残存了部分形象 (表三 )
。

表三 晚期洞窟鹿门外盛装饰雕刻统计表

窟窟 号号 形 式式 内 容容

2226
一 444 拱形窟门无明窗窗 窟门上侧雕饰尖拱形相面 (风化不清 )))

222777 拱形庸门 卜侧置方形明窗窗 窟门外东西两侧各雕力士形象 ( 东侧不存 )))

333 2
一

1!!! 拱形窟门无明窗窗 窟门上侧雕饰尖拱形媚面
,

媚内饰忍冬纹
。

窟门两侧雕力士 ( 残存存

西西西西侧力士下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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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窟窟 号号 形 式式 内容容

3333
一

333 拱形窟门无明窗窗 窟门上侧雕饰尖拱形媚面
,

相内中央雕坐佛像
,

两侧为供养天人像
,,

下下下下饰伎乐天 (均为残存形象 )))

333 3
一

444 拱形窟门无明窗窗 窟门左上角残存相面一角
,

内雕花纹
。

窟门东侧残存力士像
,

西侧侧

坍坍坍坍塌近代维修修

333555 拱形窟门上侧置方形明窗窗 窟门上侧雕饰尖拱形相面
,

相内饰忍冬纹
。

窟门两侧雕力士 (形象象

轮轮轮轮廓清晰 )))

3336 一 222 拱形窟门无明窗窗 窟门两侧各雕力士像 (东侧仅存下半身 )))

3336 一 333 拱形窟门无明窗窗 窟门两侧各雕力士像 (东侧残 )))

3336 一 444 拱形窟门无明窗窗 窟门两侧各雕力士像 (见轮廓 )))

333777 拱形窟门上置方形明窗窗 窟门坍塌近代修复
,

窟门东侧残存高浮雕力士头像轮廓廓

333888 拱形窟门无明窗窗 窟门上侧为造像铭记
,

窟门两侧各雕力士像 (残存 )))

333999 拱形窟门上方东西两侧各置置 窟门上侧雕饰尖拱形嵋面
,

媚内饰忍冬纹
,

窟门两侧各雕力士像像
明明明窗窗 (西侧早年坍塌

,

力士像不存 )))

表三统计了云冈西部一些洞窟的窟门装饰雕刻
,

这些雕刻内容尽管没有一处保存较完整
,

同时晚

期洞窟风化坍塌非常严重的事实
,

也使更多的窟门样式完全毁坏
,

但我们将这些仅存的些许内容加以

梳理便会发现
,

云冈晚期洞窟窟门装饰雕刻的主要形式是
:

窟门上侧雕饰尖拱形相面
,

媚内饰忍冬纹
,

窟门两侧各雕力
一

L像
。

以上窟门装饰雕刻形式的代表作品为第 35 窟和第 39 窟 (图一一 )
。

晚期窟门造型的特点是
:

( l) 拱门上侧之相面形状
,

采纳了圆拱完的媚

面形式
,

其中的单列忍冬纹雕刻是云冈壁 面装饰的

主要花纹之一
,

同时还出现在佛像或菩萨像的头光

之中
。

因此
,

晚期窟门媚面形式是早中期完相和忍

冬纹的集合体
,

体现了简略
、

美观的特色
。

( 2) 窟门两侧的力士形象最早出现在第 5
、

6 双

窟之中
,

因为此双窟是云冈中期开凿较晚的洞窟
,

所以晚期洞窟窟门两侧力士形象的出现
,

是这种窟

门形式的延续过程
,

而这个延续一直发展到了龙门

石窟①
。

图一一 第 35 窟窟门

① 龙门石窟宾阳洞
、

万佛洞
、

药方洞
、

极南洞等洞窟窟门两侧均保存了较完整的力十像
。

此外还有不少小型洞窟

也雕刻了同样形式的窟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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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出现了新的窟门形式
。

在第 11 窟和第 31 窟较为平整的外崖壁上
,

不规则地布置了一些小型洞窟
,

这些洞窟的窟门大多

为半敞口形状 (即窟 口 卜侧和左右两侧均留出少量饰边
,

使窟内中心 (正壁 ) 造像从窟外可以全部观

察到 )
,

同时将上侧和左右两侧做艺术的雕刻设计
,

使窟口形象在体现佛教意识的同时
,

产生艺术上的

新形式
。

但由于和西部晚期窟群同样处于风雨直接打击之下而使多数洞窟窟门的雕刻风化坍塌
,

保存

至今可以观察的已经不多 (大约仅存四五例 )
,

保存完好的更是凤毛麟角
,

仅存一例
,

即是位于第 11

窟明窗以西和第 12 窟东侧 L方编号为第 11 一 9 窟的洞窟 (图一二 )
。

由于该洞窟窟门外围凿为方形而

使窟门雕刻下凹
,

这种局面使得整个窟门保存良好
。

窟门两侧为狮子座 (左右二塔下各一头狮子
,

二狮头对称相对 )

亿体中国式瓦顶出檐五重塔
,

每层每面 (凿出西
、

南
、

北三 面 ) 并

排两个圆拱坐佛完
,

塔顶雕刻覆钵
、

相轮
,

顶部为宝珠
。

两塔顶面

向窟门方向 (东侧塔西面
,

西侧塔东面 ) 呈 45
“

斜角对称雕刻天夜叉

与窟门上部 (相面 ) 形成窟 11 的拱形结构
。

窟 ll L侧 (额 ) 雕刻表

示建筑顶部的三角间隔圆形和下垂双锯齿纹
,

锯齿纹下为手持呈三

角形环状樱路绳的飞天六身
,

下垂帷幕
( ,

我们看到
,

以 卜新出现的窟门装饰雕刻
,

也是一个在旱中期就

出现的艺术雕刻形象的集合体
。

( l) 在洞窟外雕刻双塔
,

是云冈双窟 (第 1
、

2 窟
,

第 3 窟
,

第

5
、

6 窟
,

第 7
、

8 窟
,

第 9
、

or 窟等 ) 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

同时这种

图
·

_ : 第 ! ! 一 9 窟窟日 以双塔对称装饰壁面的情形 (第 5 窟南壁等 ) 也是云冈石窟壁面对

称布局的精品
。

晚期窟门将双塔以立体的形式装饰于窟「l两侧
,

是

双塔形式新的运用
。

( 2) 窟门两侧双塔狮子座
,

其艺术形象来源于佛像狮子座
。

这种新的组合是云冈晚期雕刻艺术变

化多样的表现之一
。

( 3) 窟门 卜侧相面雕刻也是云冈早中期常见的壁面中佛像完装饰雕刻内容
。

( 4) 双塔与上侧桅面由对称天夜又填充形成的拱形 口
,

既形成了合理 支撑 L部力量的角度
,

又有

着形象上自然
、

舒畅之美感
,

更体现 r 佛教意识中的护法要求
。

以此天夜叉替代窟门两侧的力十形象
,

又是一个力求变化
,

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例证
。

四是新型窟门明窗设置组合
。

一

也是由于云冈晚期窟室式样急剧变化
,

不少洞窟的窟门和明窗均出现了在设置和使用上与早中期

不同的情形
。

( l) 一门二窗式格局

晚期洞窟中较大型的中心塔柱窟第 4 窟和第 39 窟均是这种安排
。

我们从图一六或图一七看到
,

该

两个洞窟的拱形顶窟门均与传统洞窟窟门位置相同
,

在洞窟的地平上 面中央
,

而两个明窗则分别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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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门 卜方的左右两侧
,

它们和窟门形成一个倒
“

品
”

`

笋形结构
。

非常明显
,

这种新出现的上置二明窗格局
,

是直接服务于窟内照明需求的
。

一门一明窗格式无法达到塔庙窟内的照明要求
。

在塔庙窟中
,

如果使中心塔柱占据较大的平面面

积
,

则塔柱四面就会相应 出现较大面积的可利用

壁面
,

用来雕刻塑造更多的佛教内容
。

早中期塔

庙窟的第 11 窟
、

第 6 窟等就是这种设计 ( 图一

1二)
。

由于这两个窟的中心塔柱平面较大
,

而明窗

依旧为一个
,

并且仍然放置于窟门的上方
,

极大

地影响 了照明功能充分发挥
,

只是照亮了中心塔

柱的南面
,

窟内其他地方特别是北壁以及塔柱的

东
、

西
、

北面无法得到有效的照 明
,

使这些地方

雕背的内容观察起来显得异常困难
。

我们可以想

到
,

在没有先进人工照明手段的古代
,

这种情况

是多么不尽如人意
。

为了缓减这一情况
,

云冈雕

凿者在设计雕刻位于最东端的第 l
、

2 窟时
,

就将

中心塔柱的平面面积大大地缩小了 (图一四 )
,

使

窟内光线显著加强
,

除塔柱的南面被由明窗直接

照射的光线照亮
,

东西 两面也 由于吸收 了较多的 一

间接光线而明亮了许多
,

与此同时窟内各壁 (包 图
.

二 第 6 窟平面图

括北壁 ) 也受到较多光线的关照而亮堂起来
。

图一 四 第 1
、

2 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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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型化的塔柱为洞窟内带来了较多的光线
,

从而使窟内明亮
,

但小型化的塔柱同时也无法雕

刻相对较多的宗教内容
。

因此
,

既要洞窟内明亮
,

又要中心塔柱雕刻许多宗教内容
,

只遵循旧格式在

窟门上方开凿明窗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

于是新格式的明窗就应运而生 了
。

这就是云冈晚期洞窟中的塔

庙窟第 4 窟和第 39 窟 (图一五 )
。

我们看到
,

虽然该两个窟中心塔柱在窟中占据了较大面积
,

但由于

南壁前所未有地在窟门上方两侧各开辟了明窗
,

二明窗位置正对着塔柱东西两侧的通道
,

其光线直接

照射在洞窟内的北壁
,

同时也射到了中心塔柱和洞窟内的东西两壁
,

使洞窟中各个位置同时明亮起来
。

就连远离并背向明窗和窟门的中心塔柱北面
,

其雕刻内容也可以从容地观察了
。

口
~

入、

口 日
.

觅

图一五 第 3 9 窟平面图 图一六 第 4 窟窟外

双明窗虽然解决了中心塔柱窟内的照明问题
,

但从第 4 窟外壁目前能够观察的情形看 (图一六 )
,

这种明窗和窟门的新式组合在视觉上存在头大脚轻的不稳定状态 (第 4 窟由于外部风化严重
,

或是当

年未完工
,

其全部外壁形象残缺 )
。

但第 39 窟通过将窟门增大并调整为下大上收的拱形状
,

并在窟门

两侧雕力士人物的做法
,

使这种二明窗和一窟门的组合在视觉上达到了统一的稳定状态
。

那种头大脚

轻的情形已然是荡然无存了 ( 图一七 )
。

很显然
,

这是一个美术设计上的调整
,

是古代艺术家美术设

计能力的进一步体现
。

( 2) 一门五窗式格局

所谓一门五窗格局是指洞窟前壁中间开凿窟门
,

窟门两侧开二窗
,

上方并排开三窗的窟门明窗形

式
。

这种格局的洞窟在云冈有两处
,

均属晚期开凿的洞窟
,

即东部编号为 3 一 1 窟 (图一八 ) 和西部编

号为第 31 窟的两个洞窟
。

第 31 窟位于石窟群西部
,

该窟形制较为特殊
,

不仅为前后室结构
,

而且前室西侧又开洞窟
,

是为

窟中窟的形式
。

由于洞窟风化坍塌异常严重
,

多年来前室一直为敞 口状态
。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

为

了防止洞窟上方崖壁塌落
,

根据前壁残留痕迹
,

将其
“

复原
”

为一门五窗的形式
。

毫无疑问
,

此窟设计雕刻为一门五窗形式的直接 目的是为了增加窟内的亮度
。

洞窟内不仅有后室

的存在
,

而且还雕刻了窟中洞窟
。

因此
,

窟内的照明要求便是最重要的设计内容
。

我们联系云冈所有

呈前后室结构的洞窟来看
,

每一个洞窟的设计都表现了努力增加窟内照明的明显意图
,

第 7
、

8 窟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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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第 39 窟外壁 图一八 第 3 一 1 窟窟外

为敞 日露天式
,

第 9
、

10
、

12 窟前室为列柱式
,

此两种形式均使窟内后室的照明程度达到了较理想程

度
。

因此
,

第 31 窟一门五窗的设计
,

是继云冈前后室结构增加照明效果设
一

计中的第三种形式
。

关于第 3 一 l 窟
,

此窟不仅不是前后室结构的洞窟
,

并且其南北进深仅有 3 米多一点
,

不存在增加

窟内照 明的问题
。

因此将一门五窗形式运用于该窟
,

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
。

此窟因中央窟门上方隐约可见
“

碧霞洞
”

三字
,

因而也称碧霞洞
。

洞窟开凿于距地面 3 米高的山

体 自然斜面之中
,

该窟不仅外壁方整
,

窟内前后上下也呈方形
,

因门窗数量多
,

南北进深较浅
,

窟内

非常明亮
。

在洞窟四壁约 4 米的位置
,

分布有数量不等的方形椽槽
,

这应是后世的人们将洞窟分为上

下两层 以适合其利用的痕迹
。

在壁面的多数地方
,

还可看到凿痕
。

从洞窟整体结构及雕刻痕迹看
,

该

洞窟应是北魏所开而当时没有完成的遗留洞窟
。

但其为什么开凿为一门五窗式
,

则是前人为我们留下

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

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比较
,

以便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

由于洞窟中非常

明亮
,

后世的人们曾经作为经常的活动场所
。

现存窟内遗留痕迹就是例证
。

同时
,

窟门上方
“

碧霞

洞
”

三个字
,

从字体上看应是后世所凿
,

也说明了这一点
。

以上从早期至晚期不同的云冈窟门
、

明窗表现形式
,

为我们勾画 了一个由继承到发展
、

由西方

(印度 ) 到东方 (中国 )
、

由一般到特殊
、

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
、

由拱形到方形再到二者有机结合
,

这样一个规律性的完整体系
。

这一体系不仅使我们仔细地认识了云冈洞窟中窟门和明窗的功能和作用

及其发展规律
,

也使我们根据洞窟不同的窟门和明窗形式
,

进一步审视该洞窟的艺术设计雕刻思想
、

与其他洞窟的关系及其开凿先后顺序成为可能
。

(本文插 图由毛志喜
、

张建新绘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