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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8_B3_E9_BE_99_E9_c34_48073.htm 洛阳，素称“九朝古都

”，但实际上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洛阳作为都城，

前后历时1500年，是中国七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

多、历史最长的古都。 距市区13公里的龙门是洛阳南面的天

然门户，这里两岸香山、龙门山对立，伊水中流，远望就象

天然的门阙一样。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就获得了一个

形象化的称谓“伊阙”。隋炀帝都洛阳，因宫城城门产正对

伊阙，古代帝王又以真龙天子自居，因此得名“龙门”，“

龙门”之名即延用至今。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就雕刻在伊河

两岸的山崖上，南北长约1公里。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开

始营造，经过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延至北宋，累计

大规模开凿约四百余年，现存窟龛2345个，碑刻题记2800余

块，佛塔70余座，造像近11万尊。其窟龛、造像和题记数量

之多，居中国石窟之冠，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

为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61年

确定龙门石窟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通过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 龙门石窟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凌驾于佛教之上的

宗教艺术，由于魏、唐两代皇室的参与而形成了龙门石窟皇

家风范的重要特色，许多窟龛或造象的兴废变迁都与当时的

政治形势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龙门山色”自古即为洛阳八

景之首。北魏以来，这里松柏苍翠，寺院林立，到唐代有十

寺最为有名。山脚处泉水汩汩，伊水碧波荡漾，唐代时行船



往来，穿梭其中。精美的雕像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形成了

旖旎葱茏，。钟灵毓秀的龙门山色。伊阙风光。中国古代历

史上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帝王将相，高僧大德徜徉于此，赋

诗吟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的佳句，声名远扬，今诵

尤新。 潜溪寺 朋友们，下面我们将参观龙门石窟西山北端第

一个大窟潜溪寺。潜溪寺为唐高宗初年雕造。洞内造像为一

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主像阿弥陀佛居中而坐，身

体各部比例匀称，面容丰满，胸部隆起，表情静穆慈祥。两

侧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体躯比例适中，丰满敦厚，表情温雅

文静，富于人情味，揭示了唐初雕刻艺术的长足发展。阿弥

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是佛教净

土宗供奉的偶像。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又一个繁盛期

。佛教学风在“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形势下，南北佛教徒

们不断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完成了对以前各种佛教学说的概

括和总结，从而使佛教中国化的趋向更加明显，也使佛教造

像艺术充满了清新与活力。因此，在造像艺术上发生了不同

于北魏时代造像风格的变化，潜溪寺中的造像已揭开了盛唐

那种丰腴、典雅的造像风格的序曲。 宾阳中洞 北魏孝文帝迁

都洛阳后，实行了意义重大、比较彻底的汉化改革，历史上

称为“孝文改制”。由最高统治者实行的政治上的改革必然

对当时皇家贵族发愿开凿的佛教石窟造像有一定影响。下面

我们将参观的宾阳中洞的造像风格和服饰就是孝文帝改制在

文化上的反映。 朋友们，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三座洞窟合称为

宾阳三洞。宾阳三洞因统一规划、有计划开凿且并排布局而

得名。这三座洞窟从公元500年开凿直到523年停工，历时长



达24年还未完工，史书记载用工多达80多万。中间的为宾阳

中洞，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祈福做功

德而开凿。洞中三壁造三世佛，从南向兹依次为过去世燃灯

佛、现在世佛释迦牟尼和未来世佛弥勒佛。 宾阳中洞的窟顶

是穹隆形，好像蒙古包的顶部，地面雕刻着大型莲花，周边

是莲花花瓣、水波纹和其它装饰图案，如同鲜艳美丽的地毯

式样子。这种形式使人很自然联想起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 

主佛释迦牟屁，造像手法已和北魏鲜卑族拓拔部固有的粗犷

敦厚之风有所不同，而是吸收了中原地区汉民族文化的成分

和当时南朝所流行的“清瘦俊逸”的风尚，形成了迁都洛阳

后佛教造像“秀骨清像”的艺术形式。主佛体态修长，面容

清瘦，眉目疏朗，嘴角上翘，表情温和，神采飘逸。服饰已

脱去了云冈石窟中双领下垂式袈裟和偏袒右肩式袈裟，改为

中原地区褒衣博带的形式，衣裙下部雕作羊肠纹拖在基座前

部，一层一层折叠着。这种雕造风格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成

为北魏时期佛教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的造像特色。 这种造像

手法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接近了许多，正是孝文帝改制

在龙门石窟造像上的反映。 中洞窟门内前壁两侧下层各有一

幅大型浮雕，北为孝文帝及侍从礼佛图，南为文昭皇太后及

嫔妃礼佛图。这两幅作品，精美绝伦，20世纪30年代被盗凿

而去，现分别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州纳尔逊艺

术博物馆。 1978年，当人们拆除宾阳中洞的清代所建砖券门

时，雕凿于北魏时期造型鲜为人知的天王造像显现在人们面

前。朋友们请看，当时在窟门过道两壁上发现的就是三头四

臂的帝释天王和四头四臂大梵天王浮雕。 宾阳中洞完成于六

世纪中叶，它显示了当时我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高超水平。 伊



阙佛龛之碑-----李泰与宾阳南洞 朋友们，我们现在所看的这

块大碑，名为“伊阙佛龛之碑”，由唐太宗时中书侍郎岑文

本撰文，中央令、大书法家褚遂良书丹。这通碑为目前国内

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字形奇伟秀美，是唐楷书法艺术

的珍品。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

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而开凿，碑文中并有大量粉饰、美化李

泰之语。因此，结合太宗末年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太子位

的史实可知，李泰借为母亲开窟造像做功德，实有获得太宗

好感，为自已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和用心。需要说明的是，

这通碑原应为此魏所雕的宾阳中洞的造窟碑，到了唐代李泰

为节省费用，竟就势磨去原有碑文，又重新雕刻成唐碑的。 

宾阳南洞 下面我们参观宾阳南洞。宾阳南洞是在北魏未完工

的基础上，为唐代早期又继续开凿的洞窟，所以在造像艺术

上承北魏刚健之遗风，下开盛唐活泼生动之气象。主尊像阿

弥托佛面部丰润，嘴唇厚大，衣纹自然、流畅。这一期间的

宝座都是呈方形直角，到了盛唐才趋向于莲花束腰须弥座的

形式。 洞内龛像密布，其中太宗贞观年间的题记达19处，为

中国石窟中贞观题记最多的一窟。众多的造像题记为研究初

唐的石窟造像艺术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摩崖三佛龛 朋友

们，我们面前的这一窟因临山摩崖造像且题材为三佛而称为

摩崖三佛龛。崖壁上为三坐佛，以弥勒佛为主尊居中，左、

右二结迦坐佛。以弥勒为主尊的三佛题材为中国石窟所罕见

。该窟无题记，结合文献研究，该窟应为武则天建立武周政

权制造佛教神学舆论所开凿，宣扬武氏为弥勒下凡，以利于

稳固政权。它开凿于武周政权时期，即公元690年左右，因武

氏晚年发生了张柬之策动的政变，武周政权结束，该窟随即



中辍，因此，窟中造像仅为毛坯，比较粗糙。 万佛洞 万佛洞

因洞内窟壁上雕刻有一万五千尊小佛像而得名。窟顶莲花周

围刻有“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

场运禅师一万千尊像龛”的题记，表明这个洞窟完工于公

元680年的十一月三十日，主持修造者是大监姚神表和内道场

的智运禅师。 主佛阿弥陀佛的造像手法体现了唐代盛行的以

丰腴为美的审美时尚，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仪态轩昂的造

像风格。人物波状的发纹、丰满圆润的脸部轮廓、垂肩的双

耳、宽厚的双肩、简洁流畅的衣纹都表明盛唐的雕刻技艺在

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1] [2] [3] [下一页]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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