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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批准时间：2000年11月●遗产种类：文化遗产●遗产遴

选标准：龙门石窟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入

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龙门地区的

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公元493～907年)期间

，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详实描述佛教中宗

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概况

：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与大同云岗石窟

、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 龙门是一个风

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

。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

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

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石窟始

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

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

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

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

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

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

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

造诣。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魏

窟公元495年魏宗室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

，500--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



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

凿了药方洞和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

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

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

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

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

像。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

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

。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

、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

中称第一，先后用了四年时间，武则天自己出钱二万贯。 龙

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

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

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 宾阳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北

魏时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洞窟前后用了24

年才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

。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

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

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

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图"，造型别致，构图美妙，后被

盗凿，现置于美国纽约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

书碑铭，很值得一览。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

，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

，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

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

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



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

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奉先寺是龙门唐

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

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

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

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

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

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

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

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

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

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

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

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

气势逼人。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

座，也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

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

像年月及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

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

这里。“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体端正大方，气势

刚健有力，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

推崇。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

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

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龙门

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

、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又是一座大



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文化遗产价值：中国石窟艺术的“

里程碑”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

，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

它以自身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

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

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

，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

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

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

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

术变革的“里程碑”。皇家风范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

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室贵族拥有雄厚的人力、物

力条件，他们所主持开凿的石窟必然规模庞大，富丽堂皇，

汇集当时石窟艺术的精华，因而龙门石窟是十分具有代表性

的。这些洞窟的开凿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

国家宗教色彩，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不仅反映了中国5至10

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同时从某些侧面也反映出中

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它的

意义是其它石窟所无法比拟的。龙门二十品“龙门二十品”

的称号始自清代，所谓“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

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其中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

慈香窟。“龙门二十品”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

它所展现的书法艺术，是在汉代隶书和晋代隶书的基础上发

展演化而来的，字体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具隶书格调，

又有楷书因素，是“魏碑”体的代表，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

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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