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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考古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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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年至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冈石窟山顶发掘了两座北魏至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发现两座塔基、

几排住房、陶窑、铸造井台、化铁炉、水井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材料、陶瓷生活用具、佛教石刻以及陶塑佛像和菩萨

像残块等。通过对该遗址性质、年代和用途的分析认识，可以展现北魏辽金云冈石窟山顶的佛教建筑群，加深《水

经注》对云冈石窟描述的理解，了解辽代云冈石窟的再度兴盛和铸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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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西 16km的武

州山南麓，武州川水的北岸，因北魏的大型佛教石窟

闻名于世。

遵照国家文物局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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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考古

队，于 2010年至 2012年，配合云冈石窟山顶防渗水

工程，发掘了云冈石窟山顶的两处北魏至辽金佛教

寺院建筑遗址。

一、2010年北魏佛教寺院遗址

第一处遗址位于云冈石窟山顶西部，南距十里

河约 1km，东距明代军堡八字墙约 70m，遗址南沿距

窟顶边的距离是 20—30m，对应山下具体石窟位置

是，介于云冈石窟第 35窟至第42窟之间。

2010年，在勘查基础上，布 10m×10m发掘探方

29个，后因为塔基南部在探方外，又整体南扩 7m，扩
方后，发掘面积达到 3600m2。共清理北魏时期房址

20余间、陶窑 2座、塔基 1处、灰坑 1个，辽金时期房址

2座、路 1条、灰坑 1个，明清时期灰坑 13个、沟 1条
（图1）。

该遗址地层分四层，现代层、明清层、辽金层和

北魏文化层。

第 1层：黄褐色耕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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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等。深 0.1—0.3m，叠压于此层的有现代

坑、F1、方形塔基。

第2层：黄色粉沙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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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0.15—0.6m，

厚 0—0.45m。该层部分探方有缺失，为明清文化层。

出土有瓷片、陶片、瓦片等。叠压于此层的有F1。
第 3层：褐黄色花土，土质较硬，结构较紧密，含

炭粒、料礓石、小砾石、草拌泥块、瓦石、白灰皮碎块

等。深 0.13—1.35m，厚 0—0.7m。该层在部分探方不

存在，为辽金文化层，出土有陶片、板瓦、筒瓦碎片、瓷

片、石刻佛像残件、红颜料石臼等，陶片可辨器形有

罐、盆、器、盖等。叠压于此层下的遗迹有F1和塔基。

第 4层：黄褐色花土，土质较软，含少量硬土块、

料礓石、碎石块、木炭屑。深 0.35—0.45m，厚 0.2—
0.35m。此层为北魏文化层。出土较多瓦片、少量陶

片、文字瓦当残片、莲花纹瓦当残片、陶莲花构件、石

莲花座、石刻构建等。

（（一一））遗址现存文化遗迹遗址现存文化遗迹

发现一组较完整的北魏寺院遗迹，具体有北房、

东房、西房、南房、塔基和砖瓦窑遗迹，之外还有辽金

房屋遗迹和小路遗迹。

其中北房遗迹长 61.5m，坐北朝南，由 15间房组

成，其中辽金的两间叠压于北魏房址之上。清理出

北魏房屋 13间。北魏房有套间和单间之分。最大套

间东西为 7.4m，南北为 3.4m，其中里间东西为 3.3m，
南北为 3.4m，门宽 0.6m；外间东西为 3m，南北为

3.4m，门宽 0.85m。房前面为柱础和散水，现存柱础

12个，砂岩质地，覆盆素面，直径基本相同，如 Z1，直
径 0.52m，柱洞直径 0.1m。柱础与柱础之间距离不

等，最长为 5m，最短为 2.5m。由遗迹观察，这排房应

为前廊后室的建筑。房前柱础距前（南）墙约 1.9m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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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房墙为夯筑，厚 0.65—0.85m，残高不等，最高为

1米多，有的房内有土炕、火坑和烟道。

西房位于北房F6和F7南部，南北长 13.5m，东西

为 5.9m，有房两间，F18和 F19。房前发现柱础，布局

与北房相同，也为前廊后室。

东房位于北房东端南部，长约18m，宽约4.4m，被
一条现代沟打破，破毁严重，依稀可辨，共有3间房。

南房位于该遗址西南部，南邻砖瓦窑，两间门朝

南，如 F16，东西为 2.9m，南北为 3m，另一间又稍大

些。还有的房门朝东，因破坏严重，难以清楚区别，

只能看出大致轮廓。

图2 2010年北魏佛教寺院遗址中的塔基遗迹

塔基位于东西房中间靠南的位置，平面方形，边

长南北 14m，东西 14.3m，现存高度约 0.35—0.7m（图

2）。台基四周是 1.5m厚的夯土，夯土外包有片石，南

面正中有一斜坡踏道，踏道宽约2.1m，长约5m。
台基东西两侧约 8m处，各有一个大柱础，直径

约0.7m。
砖瓦窑遗迹位于遗址西南角，发现陶窑 2个，编

号 Y501和 Y502。如 Y501,窑室南北长 3.6，东西宽

1.85—2.36m，深 1m，窑门宽 0.72m，残高 0.85m。内并

列 3个三角形口的烟道，烟道直径为 0.23—0.28m。
窑口前面是北魏工作面，土中夹杂不少木炭碎屑。

在北房建筑遗迹中部，存在两间辽金建筑遗迹。

叠压于北房遗迹之上，编号F1和F2,都是套间。

图3 带釉板瓦凹面

图1 2010年云冈石窟山顶北魏佛教寺院遗址全貌

张庆捷：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考古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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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出土遗物出土遗物

主要是北魏建筑材料，在塔基周围探方，还发现

釉陶板瓦，泥质红陶，泥条盘筑所制。梯形，形同素

面板瓦。凹面带靑绿色釉，凸面素面，前端有一排指

压痕迹。现以带釉瓦（釉陶板瓦）T502④为例介绍，

泥质红陶，泥条盘筑而成。平面呈梯形，前宽后窄，

断面呈弧状，外表磨光，施青绿釉，背面素面，留有制

作时陶拍使用痕迹，前端背面留有指压纹 18个。 瓦

身 通 长 45.6cm，上 宽 25.4cm，下 宽 32cm，厚 0.8—
1.4cm。（图3）

建筑材料还有“传祚无穷”文字瓦当、莲花瓦当

和莲花化身瓦当，还有莲花状建筑构件等。

在遗址间，出土大量北魏陶片，其中有的北魏陶

器残片上还有“西窟”戳印。根据陶片，可见器形有

陶盆、罐、钵等。另外发现一些石质佛像雕刻和供养

人残片。

较醒目的是 1件浅浮雕石板(T512④:64)。呈长

方形，上方钻有 1圆孔，似为便于悬挂。高 46.5、上宽

34.5、下宽 37、厚 3cm。石板上窄下宽，正面有图像，

中部为一圆拱尖楣龛，龛楣饰忍冬纹。龛内图像由

上而下：上面有一鼠形动物图案，头左尾右，双尖耳

直立向上；下面有一动物轮廓，种属不详；最下为一

立鸟，头左尾右，尖喙，3只不同的禽兽均朝向左侧一

方。龛外左上有一狗，头向右。龛外侧中部有一直

立人，面部清晰，头束发髻，身穿“V”领的上衣，系腰

带，下身穿袴裤，右手执棒状物。人下有一狗，头向

右，双耳直立，尾巴上卷。龛顶右上隅有一鼠形动

物，其下有一人，跪姿，头戴尖顶帽，身穿“V”领上衣，

右手上捧一钵，左手执一带柄器。龛外右侧中部有

一人，半蹲半跪，束发髻，身穿“V”领上衣，腰系带，腰

带中部似有带扣，右手执一件带柄方扇形器物，伸向

龛内鼠形动物下方。龛外右下角有一雄狮，左耳向

上，双目圆睁，阔口大张，颈部须髯发达下垂，前腿直

立，后腿卧地（图4）。

图4 北魏佛教石板雕刻拓片

在辽金地层，残存河卵石排列的小径，宽约

0.5m，弯弯曲曲，断断续续。

需要补充的是，在辽金房间遗迹地面上，残存许

多煤粒炭屑，但在北魏房间地面，甚至陶窑前的工作

面上，却不见煤炭踪迹。

二、2011-2012年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第二处遗址位于明代城堡东侧，2011年发掘，西

距城堡 5—27m，具体位置在云冈第 5、第 6窟上面的

山顶。

该处遗址地势平缓，南部有一座大土堆，怀疑是

塔基。发掘之初，先布探方 20个。塔基发掘后，又向

北部布方，共布方50个（图5）。

图5 探方俯视图

该遗址地层分四层，由上至下为现代层、明清

层、辽金层和北魏文化层。

第 1层：近现代耕土层，为黄褐色土，土质松软，

土内含有少量筒板瓦碎片、釉瓦片、石块、陶片、瓷

片、植物根系等，地层厚 0.1—0.3m，分布于整个发掘

区内。

第2层：明代文化层，为褐黄色粉沙土，土质较致

密，土内含有少量石块、砖块、小礓石、植物根系等，

此层厚 0—0.21m。出土遗物有筒板瓦碎片、陶片、瓷

片、釉瓦片、屋脊构件、滴水、瓦当等。

第 3层：辽金文化层，为褐色土质，土质较致密，

土内含有较多的炭粒、少量的木炭粒、石块、砖块、料

礓石、植物根系等，此层厚 0—0.3m，绝大部分探方存

在该层。出土遗物有筒板瓦碎片、陶片、瓷片、屋脊

构件、瓦当残片、滴水等。该层发现化铁炉 30座，铸

造井台一处。

第 4层：北魏文化层，为黄褐花土，土质致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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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有少量料礓石、石块、夯土快、植物根系等。此

层厚 0.1—0.6m，分布在T20607及T20707。出土遗物

有筒瓦、板瓦残片、“传祚无穷”和“富贵万岁”瓦当、

陶莲花饰件、残存柱础和塔基。

4月发掘到 8月下旬，探方基本发掘完毕，随后开

始打掉隔梁。遗址面貌更清晰地展示出来，重要遗

迹有塔基、石柱础、铸造井台、化铁炉、水井等遗迹

（图6）。

（（一一））北魏至辽金塔基北魏至辽金塔基

塔基位于遗址南部偏东，叠压于第 1至第 3层
下，由北魏塔基和辽金塔基组合而成。其中北魏塔

基平面近方形，底座南北长 14、东西宽 13.3、高 2.05
—3.3m，方向为北偏东 7度。边缘用大小不等的砂岩

片石和泥垒砌而成，片石长 10—18、宽 10—22、厚 0—
8cm。底座上为塔身，平面呈方形，长 9、宽 9、高 0—
1.3m。塔身边缘由大小不等的砂岩片石垒砌而成。

塔身砌石内为夯土，结构致密，高于塔身，南北长 7、
东西宽 7、高 0.15—1.5m，夯层厚 10—12cm。在北魏

夯土表层，发现一个埋藏坑（MC2001），形状近似长

方，内有泥塑佛像和菩萨像残块。

图6 2011年云冈石窟山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辽金塔基围绕中部北魏方形塔基扩筑而成，辽

金塔基上窄下宽，平面呈八边形梯形，底部南北长

22.1（包括北魏塔基）、东西宽 21.8m，上部南北长

21.4、东西宽 20.6、下部每边长 9、上部每边长 8.2—
8.3、砌石高0.2—3.1m。（图7）

北魏塔基和辽金塔基之间，填充大小不等的砂

岩片石和石块，其中有北魏时期覆盆式柱础石残块、

莲花瓣柱础石残块、长方形莲花饰件残石块等。为

加固八边形石砌塔基，塔基由上而下，每隔约 0.4m的

片石和石块，即平铺一层木棍，起拉筋作用。

踏道位于塔基北部偏西，西南至东北向，塔基边

缘和踏道用砂岩石块垒砌而成，石块长 0.3—0.75、宽
0.2—0.5、厚0.1—0.2m。

（（二二））辽金铸造遗址辽金铸造遗址

位于塔基北部，包括铸造井台和 30座化铁炉，中

心是铸造井台，周围环绕 30座化铁炉。铸造井台很

特殊，为地穴式，由方形井、圆形工作台、通气道组

成。东西长 3.5m，南北长 3.5m，深 2.4m，地穴内有一

个圆形工作台，直径 2.2m，高 0.2m。作坊四壁底部抹

有草拌泥，并且烤成红色。

化铁炉 30座（编号炉 2001—2030）。位于发掘区

中部偏东，平面布局以铸造井台为中心，近圆形排

列，多数化铁炉体中心至铸造井台中心点直线距离

为 10.75—12m，少数距离不等。化铁炉平面近长方

形，由炉室、炉膛、送风道和鼓风器组成。鼓风器在

送风道前，平面呈长方形。堆积为深灰色土，结构疏

松，含有砂岩石块、炭粒、锈蚀铁渣、烧裂的石块、硬

土块等，可知化铁炉燃料主要是煤炭。出土遗物有

坩埚残片、瓷片、陶片、瓦片等，可辨器形有北魏时期

的水波纹陶片，辽金时期的坩埚、瓷碗、板瓦、筒瓦。

水井一处，打破生土及基岩。井从表面向下挖

至基岩内。平面呈圆形袋状，口径 1.48、底径 2.20、深
13m，包括井壁砌石范围和砌石井圈外的圆形井框两

部。平面呈圆形，井壁用片石和凿过的弧形石块垒

砌而成。井壁内外围填充物只有辽金器物残片，推

知时代为辽金。

该遗址北部存在一个建筑遗迹，南北残长 4.45—
5.85m，东西宽 1.15—4.1m。东侧南北向竖砌两层辽

金长条砖，内平铺东西向辽金长条砖，西侧也竖砌两

层辽金长条砖，之西平铺方砖。时代为辽金。

灰坑354座，时代为现代至辽金。

（（三三））出土遗物出土遗物

有北魏时的泥塑佛像残块、瓦当残片、陶片、石

构件、筒瓦和板瓦残片等。还有辽金时期的陶罐、瓷

碗、瓷罐、瓦当、板瓦、滴水等。出土遗物较重要者为

泥塑菩萨像，均残，共24件。模制。

头像 6件。均为菩萨类头部残像。面相丰圆，

脸较圆鼓，长眉细目，鼻梁高直，口小唇薄且嘴角上

翘，大耳垂，戴耳珰，耳门轮廓清晰。依据头上戴宝

冠与发髻形状，分为二型。

A型：4件。菩萨头像。头戴高宝冠。依据头冠

装饰图案的不同，可分二亚型。

Aa型：3件。莲花冠菩萨头像。MC2001:7，面相

丰圆，五官俊秀，长眉细目，嘴角微微上翘（图 8：1）。

MC2001:8，面相丰圆，长眉细目，鼻梁高直，口小唇

薄，嘴角微翘（图 8：2）。MC2001:14，面相风化严重。

头戴三面宝冠，发际中分，冠饰呈红色，头发呈黑色。

张庆捷：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考古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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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高 8.3、宽 4.2、孔底边长 1.6、两侧边长约 1.3、残深

4cm（图8：3）。

Ab型:1件(MC2001:22)。兽面冠菩萨头像。头冠

为三面宝冠。中部塑一兽面装饰。头冠残高 8.8、宽
8.5、孔边长1.8、深2.3cm（图8：4）。

B型:2件。供养菩萨头像，束发。MC2001:12，面
相丰圆，弯眉细目，残高 7.3、宽 4.4、孔边长 1—1.3、深

3.9cm（图8：5）。

残身像 10件。坐佛，坐于重层仰莲座上，双手

作禅定印。MC2001:9，佛像著圆领通肩袈裟，残高

8.8、残 宽 6、竖 孔 边 长 0.4、深 3.5cm（图 8：6）。

MC2001:11，佛像衣纹线条流畅，残高 8.5、宽 6.2cm
（图 8：7）。MC2001:13，著圆领通肩袈裟，残高 8.5、腿
部残宽6.3、竖孔边长0.4cm（图8：8）。

图7 2011年云冈辽金塔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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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获与意义

两处佛教寺院遗址的考古收获，已如上述，分析

归纳这些考古收获，还可以得到几点认识。

（（一一））遗址性质遗址性质

2010年发掘的山顶遗址，南部有塔基，北部有住

房，有塔有院，塔在院中，周围是僧房，有中国佛教寺

院早期的特征。类似塔院结构的建筑，也见于巴基

斯坦的塔赫特巴希寺院遗址，为犍陀罗典型遗址；另

一个是克什米尔的赛度谢里夫一号佛教遗址，约建

于 1世纪，[1]( P367-375)俱是“浮屠居中建造，僧房周匝设

置，这应是天竺僧伽蓝中国化的最初尝试”。[1]( P383)是
一组塔院式结合的佛教建筑。不能忽视的是，出土

遗物中，还有许多小型佛教石刻，因此从建筑结构和

出土器物两方面看，再结合文献记载和云冈独特的

地理位置，都可以表明，这是一个佛教寺院遗址。

图8 2011埋藏坑出土北魏佛像菩萨像残块

张庆捷：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考古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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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和 2012年发掘的山顶遗址，主要遗迹有

塔基、铸造工场、水井和建筑基址，出土器物中有大

量小型佛教造像残块，因此可以认定，该遗址应该是

一个佛教寺院遗址，但不是殿堂区域，未曾发现像样

的建筑遗迹。

（（二二））遗址时代遗址时代

2010年发掘的山顶佛教遗址，塔基和北房、东

房、西房、南房和陶窑遗迹，从地层和出土器物两方

面观察，都属于北魏。尽管遗址中有辽金两间房和

小路遗迹，但所占比例过小。况且出土器物绝大多

数时代为北魏，因此可以说，该遗址的时代主要是北

魏，而且应该是北魏迁都前的遗址。进一步分析，此

遗址少见大同操场城北魏宫殿遗址和方山永固陵遗

址常见的压光黑瓦和瓦当，塔基内也没有河北定州

北魏太和七年塔基中的石函，所以说，它的时代可能

早于定州北魏寺院遗址，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佛教寺

院遗址。

2011年发掘的第二处佛教寺院遗址，单就佛塔

看，塔心是夯土所建，夯层清楚，平面为方形，符合北

魏佛塔特征。因为从塔的形制看，北魏塔平面一般

是方形或长方形，云冈石窟诸窟内，雕刻有成百的石

塔，低的有三层塔，高的有九层塔，平面多是方形，有

人研究认为：“云冈浮雕塔形,其造型的建筑特征,表
现了实际的造塔式样 ,即为四面塔制。在北魏塔的

形制中,可知方形的四面塔是主要的造塔规格”。 [2]

上世纪 90年代，云冈石窟研究院在山顶清理过一个

北魏塔殿建筑基础，平面也是方形。[3]方山永固陵南

端山下，也有一座北魏塔基（思远浮屠），“塔心实体

基部作正方形,南北残长 12.05、东西残长 12.2、残高

1.25米”。[4]原存于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的北魏平

城曹天度所造九层石塔，平面是方形，[5]甚至大同市

博物馆所藏出土北魏石塔模型、五台山南禅寺北魏

石塔[6]、山西沁县南涅水出土的北魏造像塔，[7]（P313—318）

平面亦为方形。另如河北、河南、辽宁发现的北魏

塔，平面也多是方形，嵩岳寺塔是多边形。互相参

证，可证明平面方形的塔在北魏最为流行。

而且，在北魏塔心上部埋藏坑发现的泥塑佛教

造像残块，时代属于北魏，因此推定，这是一座北魏

佛塔，反映出早在北魏，这里曾是一座寺院。仔细分

辨，这座塔的塔心是北魏的，周边八角形塔基却是后

代补建，因此在塔基充填物中，杂有不少北魏石构

件。辽金时代的塔平面多为八边形，实物有应县木

塔、灵丘觉山寺塔等，内蒙和东北辽塔也多为平面八

角形，与现存塔基一致。因此可以说，这座塔的内心

是北魏的，外围是辽代利用原有北魏塔心又有所扩

建，改变成辽代风格。塔基周围出土大量辽金瓦片

和瓦当、脊兽等，也能反映塔的时代。综合考虑，该

塔的时代，应该是北魏至辽金。在大同已经发现几

座北魏辽金佛塔遗迹，它们的异同，成为北魏至辽金

寺院佛塔演变的物证。

（（三三））遗址功能遗址功能

2010年发掘的北魏佛教寺院遗址，不仅有塔

基，而且有北房、西房、南房和东房诸遗迹，这些建

筑有的是前廊后室结构，典型如北房，房间数量较

多，通过观察可知，有的房间有火炕和火坑，有使用

痕迹，可见房间用途是居住。就出土器物分析，遗

址存在数量不多的小型佛像残片，存量较多的是日

用陶器残片，反映出这里是生活遗址，房间属于生

活用房。房间面积不大，大的十几平米，小的不足

十平米，出土许多陶器残片，房前柱础间距也证明

开间不大的事实，可以肯定此建筑不是礼佛的殿

堂。进一步观察，北房有的墙面涂有朱红颜色，这

种墙面涂朱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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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周围有许多板瓦、筒瓦和瓦当碎块，表明这批房都

是很好的瓦房。通过前面的对比分析，可见这些房

间装饰等级较高。结合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考虑，该

遗址不是礼佛场所，却可能是译经场所或者僧侣生

活修行区。

该遗址出土的塔基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塔基

之一，塔基中部没发现埋藏坑和埋藏物。塔基边长

约 14m，夯土筑成，推知它本身高度不是太高。洛

阳北魏永宁寺塔遗址发现后，塔基边长约 100m。 [8]

根据杨鸿勋和钟晓青的研究①，塔基边长和塔高之

比，约为 1:1.5。以此推之，本塔基边长 14m，高度约

在 20m左右。

在该遗址出土许多带釉板瓦，颜色是绿中泛

黄，这批带釉瓦是目前北方地区最早的釉陶板瓦。

它的大量发现，说明制作釉陶板瓦的技术已经成

熟。带来的问题是，这些带釉瓦使用在哪里？根据

遗址遗迹看，这里的建筑只有排房和佛塔，排房内

外，存在大量陶制板瓦和筒瓦，按照一般情况分析，

①杨鸿勋认为，“塔复原高 49丈，合 133.7米，加塔刹高 54丈许，约为 147米。”（杨鸿勋：《关于洛阳永宁寺塔复原草图的说

明》，《文物》1992年第 9期）钟晓青认为，“塔身复原后约合 123米，露盘下至地 49丈，加塔刹距地高(各层层高之和)复原高 45
丈，55丈许，约为150米。”(钟晓青：《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探讨》，《文物》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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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与建筑本身的级别应当一致，顺此逻辑推

测，陶制板瓦和筒瓦的质量和外观效果低于带釉陶

瓦，应该是用于排房。佛塔等级高于排房，是该区

域最高级别的礼仪建筑，带釉瓦是高级别建筑装饰

材料，应该用于较高等级建筑，两者正相匹配。带

釉瓦铺设于山顶 20m高佛塔之上，在阳光照耀下，

自然是流光溢彩，熠熠生辉，既是一个使游客仰望

观赏、神摇目夺的大景物，也给云冈石窟增添了更

浓厚的佛教气氛。

2011年发掘的寺院遗址塔基周围，没有发现房

间，留存许多辽代琉璃瓦、琉璃瓦当和琉璃脊兽，表

明这座塔在辽代也是大量使用了琉璃建筑材料。该

塔基底部南北长 22.1、东西宽 21.8m，如果还是按照

北魏塔基与塔高之比推算，该塔高度超过 30m，也是

非常壮观。

然而在塔的北部区域，发现面积数百平米的铸

造遗址，反映出，该遗址的另一个用途是为寺院铸造

铁器。

铸造遗址与辽代云冈寺院再度繁盛有密切关系。

30个化铁炉环绕铸造井台，井台低于地面，如此完整

的辽金铸造遗址极为少见，而且这种布局以前没有见

过。查找史载，在《天工开物·冶铸篇》中有相关记载：

“凡造万钧钟与铸鼎法同。掘坑深丈几尺，燥筑其中

如房舍，埏泥作模骨。用石灰、三和土筑，不使有丝毫

隙拆，干燥之后牛油、黄蜡附其上数寸。油蜡分两，油

居十八，蜡居十二。其上高蔽抵晴雨（夏月不可为，油

不冻结）。油蜡墁定，然后雕镂书文、物象，丝发成就。

然后舂筛绝细土与炭末为泥，涂墁以渐而加厚至数

寸。使其内外透体干坚，外施火力灸化其中油蜡，从

口上孔隙熔流净尽。则其中空处即钟鼎托体之区也。

……四面筑炉，四面泥作槽道，其道上口承接炉中，下

口斜低，以就钟鼎入铜孔，槽旁一齐红炭炽围，洪炉熔

化时，决开槽梗（先泥土为梗塞住），一齐如水横流，从

槽道中枧注而下，钟鼎成矣。凡万钧铁钟与炉、釜，其

法皆同，而塑法则由人省啬也。”[9](P234)

《天工开物》记载的“掘坑深丈几尺……四面筑

炉”的地穴式方法与铸造遗址现状基本吻合，以遗址

对比《天工开物》的记载，浇灌铁水的方式略有不同。

由铸造遗址井台深度和直径观察，深度比《天工开

物》记载要小，可知所铸的大型铸件高约 2m，不是书

中记载的高达一丈多的万钧（斤）大钟，而应该是数

千斤的一个铸件。如此重量的铸件，且在寺院，推测

最有可能是大铁钟。意料之外的是，我们随后调查

时发现，这种掘地为坑、铸造铁钟的铸造方式，一直

到今天，还在大同地区使用。

还需要注意，《天工开物》记载乃明代事象，而山

顶铸铁遗址是五代或辽代早期遗址，据遗址化铁炉

内遗存木炭做的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该遗址年代

为 ：890AD（11.1%）905AD，910AD（57.1%）970AD，
860AD（95.4%）990AD。与历史朝代相对应该是在后

唐、后晋或辽早期。”①比《天工开物》所记方法提前数

百年。可知早在《天工开物》数百年前，已经出现这

种极富智慧的地穴式铸造井台，再环绕化铁炉的铸

造技术。特别是，遗址化铁炉伴随有鼓风器座遗迹，

清晰可辨。这些新发现，对探索辽代冶金铸造史有

重要价值。

以上仅是对遗址性质、年代和用途的初步分析

和评估，如果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北魏至辽金两

处佛教寺院遗址的发现，还具有更大价值或意义。

具体地说，它对于重现和恢复云冈石窟北魏辽金时

期的繁华旧貌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证据。

首先，它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前期云冈佛教

寺院的布局和范围，《水经注》卷 13《㶟水》曾描述云

冈石窟当年盛况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

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

眺”。前四句完全可以印证，后四句现在只能想象，

特别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意指云冈石窟不仅有

大像洞窟，所谓“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

法所希。”而且还有山堂和水殿，什么是山堂？位于

哪里？多大规模？有何用途？以前一概不知。这次

佛教寺院遗址的发现，解答了这些问题。原来山上

还有许多史书未载的寺院，这些寺院功能不一，有的

供人观瞻，有的供僧侣居住，甚至还有译经或修行的

场所。山顶上的佛教建筑，就是《水经注》卷 13《㶟

水》里记载的“山堂”。所谓“山堂”，不是一处单体建

筑，而是泛指云冈石窟山顶的佛教建筑群。

其次，2011年的发现对于研究山顶寺院也提供

了新的资料。在 2011年发掘的遗址中，有一个明清

灰坑，出土一块绿釉陶碗足部残片（T20504H2044:
3），足底有刻字，共四字，是“天长寺枕”，分两列，刻

于器物底部，右边“天长寺”三字由上至下，为一列，

左侧与“天”平行，又有一个“枕”，单独成列，按习

惯，应读为“天长寺枕”（图 9）。观察该器物，为辽金

碗的足部，因此说它是“枕”，显然抵牾，应该是有别

的意思。初步分析，四个刻字中，“天长寺”当属一词，

表示一个寺院名称，“枕”当为另一个词，有另外含义。

①刘培峰：《云冈石窟山顶铸造遗址初步研究》，见《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第九章《附录》，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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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如此理解，可以进一步推测，此碗乃天长寺定制，

所以烧制前刻了寺名，以免混淆。值得注意的是，在

该遗址与此相邻的一个探方中，一个辽金灰坑出土一

片灰陶盆残片（T20503H2352:2），外壁也刻有“天长”

二字，自上往下排列（图 10）。两次出现“天长”，其中

一个明确有“天长寺”，不能不令人猜想，“天长”应是

一个佛寺的名称。两片陶片出土于该遗址，是纯属偶

然，还是该寺院遗址就是“天长寺”遗址？

图9“天长寺枕”器物底部

最后，关于云冈诸寺的名称，金皇统七年（1147
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有记载，其

曰；“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

通（示）[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

宫，七崇（教）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①此十寺

中，没有“天长寺”。另据北京图书馆藏《成化山西通

志》卷五：“石窟十寺，在大同府城西三十五里，后魏

时建，始于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十有一年。

其寺，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

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其中也不见

“天长寺”。上述诸寺的修建年代和具体地点，学界

尚不清楚。本次发掘出的佛寺遗址原为哪个寺院？

仅凭目前资料，证据不足，难以认定。“天长寺”器物

的发现，带来新的信息，进一步分析，或许它是十大

寺某个寺院的别称，抑或是一个辽金史碑不载的寺

院名称。今后需要探讨的是，这个天长寺，是北魏已

经存在的寺院，还是仅存在于辽金时期？无论是什

么，都可以证明，从北魏到辽金，山顶沿线，曾存在着

十个甚至更多佛教寺院，与山下石窟互相媲美，相映

成辉，成为云冈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山顶佛

教寺院遗址的陆续发现，是研究云冈石窟变迁的重

要资料，显然有助于研究云冈寺院在北魏和辽金不

同时代的布局、规模与变化轨迹。

①云冈十寺名称，见于《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该碑早年佚失。上世纪中叶，宿白先生在清人缪荃荪传抄的

《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中发现该碑录文，见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

大同云岗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 1期。又见张焯；《〈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

大石窟寺碑〉小议》，《云冈石窟编年史》，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 435页。（清）储大文：雍正十二年刻本《山西通志》第 25《左云

县》也载：“石窟十寺在县东九十里武周山云冈堡，后魏建，始神瑞，终正光，历百年而工始竣。其寺，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

防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孝文帝亟游幸焉，内有元时石佛二十龛，壁立千仞，面面如来，其它石

窑千孔，佛像万尊”。《雍正山西通志》载十寺名称与《成化山西通志》略有不同，然基本来自《成化山西通志》。

图10 “天长”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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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the Buddhist Temple Relics at the Top of Yungang Grottoes

ZHANG Qing-jie1，2

(1. School of Yungang Studies,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Shanxi, 037009;

2. Shanxi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01)

Abstract: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archaeologists excavated two Buddhist temples betwee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at the top of Yungang Grottoes. They found two tower foundations, several rows of houses, pottery

kilns, casting wells, iron stoves, water wells and other relics. A large number of building materials, ceramic living utensils, Buddhist

stone carvings, and pottery statues of Buddha and Bodhisattva were also unearthed.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ge and use of the site, it shows a picture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s on the top of Yungang Grottoes in the Northern Wei, Liao

and Jin Dynasties,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scription of Yungang Grottoes in shuijingzhu, and probes into the revival and

cast iron technology of Yungang Grottoes in the Liao Dynasty.

Key Words: Buddhist Temple relics; Buddhist Pagoda; foundry site; Buddhist relics; build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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