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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在中国南方形成的以士大夫为模特儿"史称&秀骨清相'的佛教艺术风格"自北魏孝文帝南

迁洛都营造龙门石窟以来"成为影响北朝佛教美术的主要源头$ 尽管这一时期的古印度佛教艺术仍然对

中国持继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造像题材#形式#仪轨#庄严等方面在中国的传播"而艺术风格和表达程式

远远不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玄学的南朝美术式样"郭建设研究员)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

刻及相关问题*对此予以详细讨论$ 对中国北朝佛教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源头是古印度的笈多艺术"张同

标博士)西印度考察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就讨论了古印度笈多佛教艺术中的舍卫城大神变题

材"并由此发现中国佛教美术中诸如莲花座#净土变相#千佛等造像类型的古印度渊源"这是中国学者对该

话题的首次系统研究$ 另外"余咏芳博士)析秦家懿多元主义的宗教观*对加拿大华裔学者秦家懿的宗教

观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界定"在秦氏观点的转述和阐释当中"一直争辩不休的&关于中国是否有宗教'的话题

得到很好地辨析与理解$

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

郭建设

!河南焦作市博物馆#河南 焦作#GJG!J&"

"摘#要#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的重

要通道$ 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

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石窟%刻经%古丹道%观音%千佛%药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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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是古代著名

的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地区之一( 即河内地区#

亦谓'怀州'怀庆等#素有+河朔名邦,之称( 历来为

豫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该地区佛教源远流长#基础深厚( 西晋时河内

高僧帛法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日诵经八九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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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建设!!CJ$ H"#男#河南焦作人#河南焦作市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佛教文化艺术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总第 ^' 期"

言#常以讲习为业#信奉其德业者#数以千计,(

-!.%'

后赵佛图澄曾在洛阳'邺城'河内一带活动#焦作东

邻的辉县市鸭口村北悬崖间有+千佛洞,遗迹#传为

佛图澄创建的玄极寺(

-%.从学于鸠摩罗什的后秦河

内名僧僧业#擅长)十诵律*#被罗什赞为+后世之

优波离,(

-$.G%C特别是北齐著名僧人僧稠#长期活动

在豫西北一带#今焦作修武百家岩寺为僧稠创建#

寺西有其诵经坐禅的石窟+稠禅师庵,遗迹等( 古

河内地区佛教石窟文化与周边地区联系也很密切(

其北倚太行#沿轵关陉'太行陉和古丹道穿越群山

起伏'峰峦叠嶂的三晋大地#可达北魏故都平城#沿

线羊头山'天龙山及云冈等石窟历历在目&南面黄

河#越河而南即是著名的洛阳龙门和巩县石窟&东

连太行山东麓#与邺城南北响堂山石窟'安阳石窟

群等相衔接(

北魏隋唐时期#皇室多尊奉佛教( 河内地区由

于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之间的重要通道( 尽

管不能与洛阳和邺都寺院林立#僧尼万众的规模相

比#但由于深受帝都佛教崇尚之风的影响#该地同

样凿窟刻石#建寺塑像#信众如潮#崇教之风日盛(

一些佛教石窟遗迹至今犹存#如博爱青天河北魏摩

崖线刻观音经像'焦作市山门河口北魏佛龛遗迹'

焦作龙洞南岭摩崖石刻造像'济源白涧口唐代摩崖

石刻造像'沁阳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修

武西村淹井河隋代摩崖石刻'博爱石佛滩隋唐摩崖

石刻造像等( 今就博爱青天河北魏摩崖线刻观音

经像'沁阳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博爱石

佛滩隋唐摩崖造像等三处佛教石窟!摩崖石刻"遗

存及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析(

##一#石窟和摩崖石刻遗迹概述

!一"博爱青天河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

青天河摩崖北魏观音经像#位于博爱县青天河

风景名胜区内的二空山山腰间#该山高约 !^& 米#

宽约 !&& 米#整座山峰酷似一尊端坐的大佛( 当地

人称此山为菩萨岭#其悬崖如壁#山下为涛涛丹水#

地势十分险峻( !图 !"%& 世纪 "& 年代#博爱县文

物部门在丹河峡谷内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一处北

魏永平二年!J&C"刊造的摩崖线刻观音经像( !图

%"%&&% 年#罗哲文'李福顺等先生考察后#给予高

度评价( %&&'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图 !#青天河风景区菩萨岭天然大佛

图 %#悬崖峭壁上的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

图 $#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拓片

该石刻面积约 % 平方米#中间线刻一观世音菩

萨像#两侧刻录)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

!图 $"线刻观世音菩萨图像#刀法流畅#线条劲挺

有力#刻工精熟老道( 观世音菩萨图像人物体形修

长#头戴花蔓冠#冠中刻一饰莲瓣形背光的立佛(

冠两边的宝缯向两侧平伸折角呈 4 形下飘( 面相

方正#向右微侧#有八字形胡须( 颈佩桃形项饰#两

肩部佩圆形饰物( 宽大的帔帛绕肩在腹前穿璧环

下垂至膝际后上扬#一条穿左肘形成环形后回绕沿

体侧下垂#一条绕右臂向外飘扬( 左手持忍冬荷叶

屈肘于左胸前#右手执莲苔下垂#两腕均戴手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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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着长裙#跣足立于覆莲座上#脚趾向外( 身后有

圆形头光和莲瓣形背光( 上有帏幔装饰的方形华

盖#华盖四角饰山花焦叶和下垂的幡带(

线刻观世音菩萨图像之左刻)妙法莲华经普门

品第廿四*序首以及修丹道的经过#正书#!& 行#行

!& 至 $C 字不等&右刻参与施工的军队将领名单等(

保存完好#全文共 G$% 字( 录文如下%

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

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

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

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

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佛弟子清信士建等"庸软忝处朝末"猥蒙所遣"

通治丹道卅二难"从南至北"造作垂讫$ 会遇此难"

其侧有自然石堪可造灵容"遂发微心"刊造观世音

像一区"并注观世音经序首一启$ 欲令路人憩息之

暇"因生礼诵"敬拜赞读"靡不感悟$ 经云(&福不唐

捐'"可谓妙旨之明验$ 后愿斯道坚固"永无亏损"

使行士驰途坦然无碍"所愿如是$ 其道以大魏永平

元年冬十有一月建"功至二年春二月成讫$ 凡用夫

四千"其日九旬$

南无观世音菩萨消伏一切毒害"行人见者亦发

菩提心$

厉威将军#覆津太守#监治道都将#员外将军#

都副将#武功苏建$ 大魏永平二年春二月造$

长史赵郡李雍#司马勃海高成#主薄兼长史间

茂#长史汝南周$

司马新平冯珍#主薄带军主广平司空湛#当此

难军主赵郡刘运

军主颖川郡郭龙远#匠潘惠孙造#军副韩道遵#

幢主张俱罗

兼主薄令史索猛#主薄领令史姜达#军副令史

贾显#军副令史王万兴#军副令史李标#军副令史郭

达#军主令史田显

该石刻文体略带隶书遗韵#刀锋犀利#字形隽

秀#为流传魏碑之上品(

!二"沁阳悬谷山窄涧谷太平寺石窟及摩崖

造像

窄涧谷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位于河南省沁

阳市西北 %& 公里太行山南麓的神农山主峰西侧#

当地人俗称此处为悬谷山( 山下一涧平地而起#以

$ 米隙地蜿蜒曲折北上#两侧峭壁悬崖#奇石嶙峋#

林木繁茂#溪流潺潺#人曰+窄涧,( 行至海拔 J&&

米时#豁然开朗#一个宽约 J& 米的平坦谷地#成为

窄涧谷的终端( 石窟处在整个山体为石灰岩抱持

的半山腰上( 悬谷山窄涧谷石窟摩崖石刻造像计

有造像龛 ' 个#千佛洞 ! 个#摩崖题记 ^ 处#线刻佛

塔 ! 处等#分布在沿山壁长约 !'& 米的范围内(

!B造像龛

造像龛自西向东分别为 ! 至 ' 号( 一号龛位

于最西端#近正方形#龛高 !GJ'宽 !G$ 厘米#内雕一

佛二菩萨#主尊善跏趺坐在方形台基上#两侧菩萨

双手合掌于胸前#站立于莲台之上( 二号龛位于 !

号龛东约 ^ 米#为一边长 C& 厘米的方龛#内雕一佛

二菩萨#主佛为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两

侧为观世音和大势至( !图 G"三号龛是该区造像

龛中最大者#龛高 $$^ 厘米#宽 !%' 厘米#内雕一佛

立于莲座之上#佛右手斜持锡杖#杖端雕一坐佛#左

手托药钵#应为药师佛( !图 J"龛右上方有唐咸通

二年!^'!"造像题记一方#名为)药师像赞并序*#

由邑人乡贡明经郭崧书丹( 结合清)河内县志*和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三)窄涧谷石刻

三段*有关记载#录文如下%&粤有东方去此佛刹十恒

河沙彼国"大师厥号药师琉璃光如来经云(以白银琉

璃为地"宫殿楼阁"悉
"

七宝"亦如西方无量寿国"无

有
"

也$ 此药师琉璃光本所修行菩萨道时"发心自

誓行十二微妙"上
"

令一切众生所求"皆得慈如是$

崧
"

思火宅之难"想无依倚"遂说喻乡人"恃凭内典"

顿悟迷津"?相诱化"至成结愿$ 方会无上之因"各

以舍财不
!

$ 与道齐通"心坚贞"奔驰于此"立召

良工"雕磨斯像"使信士等日加精勤"时无懈怠"用工

计日备矣$ 庄严具相"真如恩布之容$ 礼者福利无

疆"念者祸灾永灭$ 自兹恳愿"愿国祚永远"朝贤无

缺"元戎布德"泽润生灵"牧宰常安"人民鼓腹"龙神

后稷"潜佐人天"风调雨顺"国泰联绵"施主邑人等生

生值佛世"往往唯闻解脱音"德垂后裔"令望古今"乃

祖乃父"世笃忠贞"子子孙孙"引无极也$ 复愿幽冥

先亡"早离三途"内外姻亲"咸登法会$ 时属咸通贰

载岁临辛巳九月壬申十五日丙戌"用表成功"以明著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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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洞彻空宗"志谓斯文$'四'五号龛为并列双龛#

两龛规格相同#通宽 !$' 厘米#高 '& 厘米#中间隔以

!G厘米宽的界限#均为五尊式造像( 四号龛内雕一

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号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二力士(

!图'"两龛风格一致#系同时开凿( 双龛下方有一造

像题记#为唐大历九年!""G"所刻( 六号龛为莲花

形#龛顶中央作尖縅状#最高处 !JJ 厘米#龛上宽 !&"

厘米#下宽 !%J厘米#内雕一佛二菩萨#主佛高 !$&厘

米#善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右手握拳#左手扶膝#双足

踏于莲花之上#似为弥勒佛( 佛两侧菩萨分立左右#

双手合掌于胸前#跣足站立于莲花之上#佛与菩萨足

下的莲花之间有莲梗相连( !图 ""

图 G#悬谷山太平寺摩崖造像一号龛和二号龛

图 J#悬谷山太平寺药师佛造像

图 '#悬谷山太平寺摩崖造像五号龛

图 "#悬谷山太平寺摩崖造像六号龛

%B千佛洞

千佛洞位于摩崖造像区的中部( 洞口南向#东

西宽 %^& 厘米#南北深 %$& 厘米#中心高约 %%& 厘

米#穹窿顶( 北'东'西壁下部各雕一佛龛( 正面

!北壁"靠下部佛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头

像俱毁#主佛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之上( 东壁下部

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龛风化严重( !图 ^"西壁

保存较为完整#下部位置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 主

佛身着袈裟#内着僧?支#右手上抬#施无畏印#左

手置左腿上部#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之上#头顶为

桃形头光( 左协侍面部端庄秀丽#颈饰项链#双肩

下披长带#着素裙#右手前持莲朵#左手下提净瓶#

双足立于仰莲座上#桃形头光&右胁侍除左手前持

莲朵#右手下提净瓶外#余同左胁侍( 南壁下部未

雕佛龛( !图 C"四壁除下部佛龛外#空余壁面用同

一规格整齐的雕出千佛图像( 千佛的每个佛龛壁

面高约 !& 厘米#宽 ^ 厘米#着通肩式大衣#施禅定

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 每个小佛龛的立颊上均

刻出佛名#四壁共雕小佛像龛 !%J! 尊( 可见残存

部分佛名有%北壁%极高德佛'功德佛'德河佛'

"

光

明佛'高山佛'善定
"

佛'坚
"

佛'坚现佛'住法佛'

天德佛'法章佛'石虚殿佛'难施佛'太光
"

佛'德势

力佛'采菩提佛'电明佛'月光佛'子光佛'狮子想

佛'上利佛'人德佛'邮罗延佛'大音佛'极高佛'施

明佛'老月佛'全家成佛'善师名佛'珠足佛'妙身佛

//( 东壁%无忧佛'无量佛'月
"

佛'身著佛'不
"

佛'

"

负佛'龙手佛'师
"

佛'德人佛'见面佛'净糏

佛'名德佛'实
"

佛//( 南壁%宝师佛'施礼佛'涤

义佛'随日佛'师为乐佛'破怨贼佛'觉德华佛'增益

佛'弥楼明佛'甘露主佛'有家灭佛'大慈佛'爱明

&'



郭建设%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佛'无量佛'清净佛'实多佛'土节佛'香明佛'药师

佛'叶明佛'梵名佛'如众王佛'罗
!

月佛'福保明佛

//( 西壁%如王佛'华池佛'善良佛'扎楼佛'师子

佛'庄严诃佛'最上佛'慧国佛'金须佛'端庄佛'妙

音佛'华积佛'天光佛'慧华佛'智藏佛'上接佛'法

乐佛'罗佛'甘露明佛'善手佛'羽材日佛'名间佛'

势法佛//( !图 !&"

图 ^#悬谷山太平寺千佛洞北壁和东壁

在四壁千佛和佛龛之下#均留出一段高约 $& 厘

米的空间#分别雕出弟子'护法狮'熏炉等( 计有弟

子 %J躯#像旁有题名#因石刻多风化#隐约可见+佛

垂灭度以诸法藏付大迦叶,'+难,'+

!

罗,'+次付
"

伽难提,'+次付霍勒,'+次付师子比丘,等( !图 !!"

图 C#悬谷山太平寺千佛洞西壁和南壁

图 !&#悬谷山太平寺千佛洞千佛图像$局部%

图 !!#悬谷山太平寺千佛洞南壁弟子造像$局部%

$B线刻唐塔

线刻佛塔位于四'五号双龛与六号龛之间的崖

壁上( 该塔为粗线阴刻#线刻佛塔通高 $&$ 厘米#

下部塔身高 !$& 厘米#塔身上部正中位置刻一圆拱

形龛#龛内雕像已不清晰#龛楣上部从正中分别向

两侧立颊各雕一条降龙#龛高 C& 厘米#宽 '& 厘米(

塔身之上有 !& 层叠涩檐#最宽一层两端各刻出一

个风铎( 檐部正中有+唐故
"

大和尚肃公影塔铭,

题记( !图 !%"该线刻佛塔应为肃然禅师的影塔(

肃然#原为河内县龙兴寺的僧人#因遭安史之乱#发

誓+不坐禅房#不食常住,#来到窄涧谷太平寺千佛

岩下#凿窟而居!三号龛东侧 % 米处有其禅房洞窟

遗迹"( 石窟中一般多见浮雕塔形#如云冈'龙门石

窟#在佛龛两旁浮雕塔形#作为石窟造像的一部分#

也反映了当时佛塔建筑的实体( 该遗址中用线刻

表现出如此之大的塔形#较为少见(

关于悬谷山太平寺及千佛洞的年代( 千佛洞

造像多为隋代特征(

-$.然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

正卷*六十三)窄涧谷石刻三段* )僧肃然造像记*

有+此窄涧谷#古魏太平寺千佛岩下//,等记载(

)河内县志0金石*也载此处有 +大隋皇帝,'+旧

置伽兰之所#寺号太平,'+千佛堂,等语( 在距千

佛洞很近的崖壁上有一方刻于唐建中元年!"^&"的

题记#名为)唐窄涧谷僧肃然造像记*#录文提到肃

然禅师于唐大历二年!"'""发愿出家于+千佛岩

下#住经十四年,等语( 在四'五号双龛下方刻于唐

大历九年!""G"的造像题记中也提及有+千佛岩,

等( 因此#有学者认为该+石窟开凿于悬谷山南的

窄涧谷侧( 在北魏及东魏时#有太平寺千佛岩之

称,#千佛洞+三壁三龛#又刻千佛#当作于北魏末至

北齐年间,(

-G.根据文献有关记载及遗存情况( 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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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千佛洞至迟凿于隋前期或更早( 隋代之前此处

已+旧置伽兰之所,#即+寺号太平,的太平寺#先后

易名悬谷寺'开化寺'真谷寺等( 隋唐是该石窟的

发展鼎盛阶段#以后历代开发#形成现之规模(

图 !%#悬谷山太平寺线刻唐塔

!三"博爱石佛滩隋唐摩崖造像

石佛滩摩崖造像位于博爱县许良镇下伏头村

丹河口东岸的石灰岩山崖上#崖下为丹河及享誉古

今的古丹道( 摩崖造像均开凿在陡直的悬崖峭壁

上#南北长 '& 米#高约 %& 米( 自北而南分为三个

区#共 JC 个龛#其中隋代龛像 JJ 个#唐代 $ 个#年

代不明 ! 个( 各种造像 "^ 尊#造像题记 !& 方( 所

有龛像均为浅浮雕#最大者高 !!& 厘米#宽 '' 厘

米#最小者高 %G 厘米#宽 %& 厘米#龛像深度一般在

G 厘米至 !^ 厘米之间(

-J.

!图 !$"

图 !$#石佛滩隋唐摩崖造像

一区%位居造像区北端#下部接近水面( 龛像

均为一佛二菩萨造像#绝大部分保存较好( J 个龛

像分上下两层开凿( 龛的形制'规格均相同( 长方

形圆拱龛#浅浮雕尖拱形龛楣( 上饰莲花三朵#花

中心有花蕊向下伸出#立颊雕作宝珠束莲柱式( 这

一区有两方题记#其中一方题记为+大隋大业十二

年//为皇帝陛下造弥勒两铺,等内容(

二区%在一区之南 !%B̂米#计有 J&个龛像#分六

层雕造( 形制有并列的双龛'成排的单龛及几个未

凿毕的龛( 大龛采用较多的是长方形圆拱龛#阴线

刻尖拱形龛楣#楣饰莲花与忍冬( 龛楣装饰有 % 处

最为精美#不仅楣额外饰盛开莲花#涡角饰宽大的三

叶式忍冬纹#尖拱处又有石榴花与忍冬纹组成的点

缀图案( 其造像内容丰富#有一佛二菩萨的三身龛#

单身佛龛#还有单身菩萨像龛( !图 !G"据题记内容

可知#题材有弥勒佛#阿弥陀佛'观世音等( 有造像

年代的题记如+大隋大业十一年四月八日,'+大业十

一年岁在乙亥,'+大业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等(

图 !G#石佛滩隋唐摩崖造像二区$局部%

三区%在崖壁最南端的河桥处#与二区相距 %JB

^ 米( 多为唐代龛像( 据当地群众反映#该区龛像

原有四五十个#在 %& 世纪 J& 年代修渠筑路时被炸

掉#今仅存 G 龛#有圆龛和方拱龛两种(

##二#相关问题探析

!一"古丹道及永平二年的丹道修治工程

北魏青天河摩崖观音经像中记载了古丹道的

修治情况( 丹道因丹河而名#丹河发源于山西的高

平市#)水经注*称之为丹溪'丹水等( 古丹道在丹

河峡谷内长约 G& 公里#以山峻道险而著称#是当时

晋豫交通要冲( 古丹道北通山西上党#东接华北平

原#南经孟津渡口进入伊洛平原到达都城洛阳#是

北魏时洛阳通往平城的重要道路之一( 现古丹道

遗迹可大致分为三个地段#从丹河出山口向北至青

天河水库北侧为第一段( 该段主要位于丹河西岸#

现保存有部分道路#在沁阳九渡村尚保存有一个宋

代寨堡#大部分古道分别被现代道路#水渠#水库所

破坏( 第二段从青天河水库北侧至豫晋交界处#此

段道路跨越丹河东西两侧#现存有坂道和北魏摩崖

题刻( 第三段开始脱离丹谷向东北方向#攀山脊#

越山谷至柳树口!今山西晋城市东南"#从柳树口向

西北#可达山西晋城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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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GCG"将都城从山西

平城迁到洛阳后#太行山南麓的太行陉和古丹道就

成为北接晋地'南通洛阳的交通要道( 由洛阳向

北#经豫北河内地区#走太行陉或古丹道可达山西

泽州'长平'太原'平城等地( 然太行陉道路崎曲#

行走艰难#且位于山脊之上( 汉建安十一年!%&'"

冬#曹操北征高干时所作著名的)苦寒行*#诗中描

写盘旋曲折的+羊肠坂,即为太行陉在此处最险要

的路段( )水经注*中也记载有古丹道载体丹河峡

谷的险峻%+丹河又东南历西岩下# 岩下大泉涌发#

洪流巨输# 渊深不测(,保证该要道的畅顺#从而有

利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及交通运输#对北魏统治者

来说#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观音经像中记载古丹道

的这次修筑#即为开凿维修古丹道的重大工程

之一(

关于此次修治丹道的情况#造像记中有较详细

的记载%+通治丹道卅二难#从南至北#造作垂讫(

会遇此难#其侧有自然石堪#可造灵容( 其道以大

魏永平元年冬十有一月建功#至二年春二月成讫(

凡用夫四千#其日九旬(,+通治丹道卅二难,#应是

修筑丹道中的 $% 处较大的工程#工程动用 G 千兵

士#时跨两个年段#计 C& 天( 可见这是一次较大的

古丹道修筑工程#工程的最北端#应在北魏摩崖造

像附近( 由于丹河峡谷地势险峻#施工艰难程度可

想而知( 因此#修筑丹道的最高将领苏建在丹道

+造作垂讫,#完成最后一段工程#即三十二难之最

后一难时#利用菩萨岭这一自然石堪#选择观音菩

萨+灵容,造像并雕刻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欲

令路人憩息之暇,#+礼颂, +敬拜,#祈愿+斯道艰

固#永无亏损#使行士驰途坦然无碍(,

!二" )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刻经发现

的意义及观音信仰

青天河摩崖刻经刻出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

二十四*的卷首部分#这是目前发现有确切记年的

时代最早的同类刻经(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初期大乘佛

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 今存最早的译本#当为西晋

武帝太康七年!%^'" 竺法护在洛阳译出的)正法华

经*十卷二十七品( 由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八年

!G&'"译出的版本为七卷二十八品#是当时影响最

大'流传最广的译本( 罗什译本最初的内容是七卷

二十七品#而且其中的)普门品*没有重诵偈( 后人

将法献同达摩摩提合译的)妙法莲华经0提婆达多

品*第十二和那崛多译的)普门品偈*收入罗什

译本#其后又将玄奘的)药王菩萨咒*一起编入#构

成现行流通本七卷二十八品的内容( 隋仁寿元年

!'&!"#那崛多和达摩笈多二法师在罗什本的基

础上#重勘梵本# 名为)添品妙法莲花经*#共七卷

二十七品(

-".

类似的)普门品*刻石目前发现的还有一些(

如邯郸南响堂山第 G 窟北齐天统元年!J'J" 刊刻

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涉县娲皇宫石窟北

窟北侧崖面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节文&涉县木井

寺北齐武平二年!J"!" )七级石浮图观音经碑*刻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同地北齐武平四

年!J"$ ")石垂教经之碑*碑阴刻的)妙法莲华经观

世音菩萨普门品*等(

-^.以上几处刻经与青天河北

魏摩崖刻经年代较为接近( 一般来讲#西晋十六国

时期# 主要流行竺法护所译的)光世音普门品*#南

北朝至隋代# 主要流行罗什译本(

-C.上述)观世音

菩萨普门品*刻经#依时代先后而言#青天河摩崖刻

经石刻为最早#应与)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的原始译

本最为接近(

自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后#观世音信仰便

开始在民间广泛流行#遂形成一种深厚的观音文

化( 观世音#又名光世音'观自在'观音等( 是大乘

佛教中的十地菩萨#也是完美的慈悲化身( 他能随

类应化#以 $$ 种不同形象#为众说法#救苦救难(

观世音信仰的修行方法也较为简炼( 在)普门品*

中#通过佛世尊之口宣说#当众生遭遇困难之时#只

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能脱离+七难,

!火'水'风'刀杖'鬼'枷锁'怨贼"'+三毒, ! 贪'

嗔'痴"之苦#并能满足+二求, !求男'求女"的愿

望( 还出现了许多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灵验故事

和专门讲述这类灵验的集册等( 这在政治分裂'连

年战争'民不聊生的南北朝时期#正好抚慰生活在

动荡不安中的百姓心灵#奠定了观世音菩萨帮助世

人解除现世生活中各种苦难和灾祸的功能定

位(

-!&.

+以像设教,是佛教的重要表现形式( 因此#

在北魏出现了大量的观世音造像( 现存最早的观

世音造像是甘肃永靖炳灵寺 !'C 窟北壁第六龛内

塑造的一佛二菩萨像#旁有墨书 +无量寿佛,'+观

世音菩萨,'+得大势志菩萨,和+建弘元年, 榜题(

此时的观世音造像是以协侍菩萨身份出现( 距博

爱麦青天河摩崖刻经不远的龙门石窟中#由观音崇

拜而启龛造像者也很多( 仅刊刻确切纪年的观音

造像就有 "^ 尊# 其中北魏 !$ 尊'东魏 ! 尊'隋 !

尊'唐!包括武周"'G 尊'后梁 ! 尊(

-!!.龙门最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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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造像见于古阳洞北壁# 即)清信女宋温鸯造像

记*#该造像有+永平二年四月廿三日造观世音像一

区#上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愿弟子愿

愿从心#所向无难( 清信女宋温鸯,的题记#时代略

晚于+大魏永平二年春二月造,的青天河摩崖观音

线刻图( 此外#还有许多北魏观世音金铜造像#仅

)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就收录北魏观世音造像

%& 余尊#多为立像(

-!%.

永平年间这一支由北魏军队高级将领统率的

队伍#因一项重大工程竣工而发愿为观世音造像的

情况#较为少见#这也充分证明当时观世音信仰的

广泛程度和社会基础(

!三"观音经像中菩萨的造型特点

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中的菩萨形像呈现

出一种+秀骨清像,的风格(

所谓+秀骨清像,#是由东晋顾恺之'戴逵和刘

宋陆探微创立的一种佛画式样# 其特征为面相清

瘦#细颈削肩# 体态修长#风度潇洒( 顾氏是当时

的名士#更是代表性画家#他在绘画上成名很早#以

+刻削为容仪,#二十岁左右就在瓦棺寺描绘+清羸

示病之容# 隐几忘言之状,的维摩洁像( 戴逵也是

时尚清谈玄学的典型人物#善绘画与雕塑#)历代名

画记*记载其+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

高丈六#并菩萨,( 陆探微作画的艺术风格与顾恺

之相近#)历代名画记*评之为%+参灵酌妙#动与神

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

懔懔若对神明(,应该说#晋宋时期+秀骨清像,式

的佛教绘画和雕塑#是由顾'戴的变革创造加上陆

探微的发展完善而形成的(

-!$.

+秀骨清像,的风格

与当时社会风尚与审美趣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

晋及南北朝#已广泛流行于士族之间的人物品藻风

气日趋兴盛(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手执麈尾#口吐玄

言的名士#模仿的是他们服药'喝酒'赋诗'清谈的

情志与风度( 以为高逸#相因成习( 在)世说新语*

和)晋书*中有许多对这类人士的品评和赞誉( 如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3萧萧

肃肃#爽朗清举(4或云%3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

引(4山公曰%3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

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4(,阮籍+傲然独

立#任性不羁(,阮瞻+神气冲和而不知人间所在#举

止灼然恬淡#神色其闲畅(,王恭+濯濯如春月柳,(

陆机+风鉴澄爽#神情俊迈(,等( 这类+秀骨清像,

之美遂成为士大夫所向往和追求的最高标准#也正

是艺术作品表现的理想题材(

在文物考古中也发现了一些东晋及南北朝具

有秀骨清像风格的文物( 如 %& 世纪 '& 年代#考古

工作者先后在南京及丹阳出土了多幅+竹林七贤,

题材的砖印壁画(

-!G.画面人物各具特色%嵇康端坐

抚琴#傲睨天地万物#那种鄙夷世间污浊的孤傲#被

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戎倚几侧卧#随手舞弄如意#高

傲的神姿#如瑶林琼树&刘伶低头捧杯#沉浸于醇酒

的芬芳之中#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向秀斜倚树干#

闭目凝思#神情萧索( 其他如阮籍'阮咸'山涛等

人#无一不神态栩栩#气韵生动( !C^' 年#在山东济

南东八里洼墓发现了可能为+七贤,的北朝高士图

壁画( 壁画中的高士#宽袍大袖#袒胸裸足坐于树

!竹"下的席上#旁置壶'盘'杯等酒器#悠悠自得#作

饮酒状(

-!J.

!CJ^ 年#在南阳市邓县学庄村画像砖墓

发现了南朝彩色画像砖( 画像构图紧凑'形象生

动'线条流畅#人物造型颀身蜂腰#有着南朝人物画

+秀骨清像,之特征( +竹林七贤, 砖印壁画及邓县

画象砖中人物的刻画手法'风格'线条'神态等#都

可在顾恺之)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卷等摹本中

找到类似的形象# 并可看出在艺术造型方面的继

承关系(

-!'.推测+竹林七贤,砖镶壁画壁画的最早

粉本作者可能为顾恺之等( +秀骨清像,画风影响

之广#可见一斑(

随着孝文帝迁洛的汉化进程#鲜卑贵族和汉族

仿效南朝士族的风气日甚#俨若南方世家( 南北交

流的社会文化风气对北方佛教造像艺术#特别是对

石窟造像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 佛教造像瘦削的

身躯'不可言说的微笑'洞悉哲理的神情及摆脱世

俗的潇洒风度#正是门阀士族审美理想在该方面的

现实体现( 龙门石窟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魏

字洞等北魏后期作品#都有着当时风行的+秀骨清

像,风格( 古阳洞第二阶段雕造的第二排大龛中的

交脚弥勒像#以及在大龛之间及左右壁上方直至窟

顶加刻的许多小龛中的释迦弥勒像#都是典型的躯

体修长瘦削的+秀骨清像(,宾阳中洞以后的洞窟#

+秀骨清像,的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 佛像身着褒

衣博带袈裟#面相清朗秀美#嘴角上翘略呈笑意#

神秘而恬静# 两肩瘦削#身体扁平#为层层叠叠的

衣服所淹没#衣褶稠密华丽# 线条流畅( 佛身边的

菩萨弟子#也都面相清秀#表情含蓄温柔#颈长腰

细#体现出风神秀骨的飘逸之气( 这种风格也普遍

出现于当时中原其他一些石窟中(

-!".中原地区的

一些单体佛教造像也多有类似风格( 如北魏景明

四年!J&$"的张难扬造像#主尊面相清瘦#颈部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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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胸部扁平#两肩削窄#身躯修长( 二胁侍菩萨与

主尊面相类似#清癯秀丽( 正始二年!J&J"尚齐八

十人等造像#主尊和胁侍平胸削肩#身材颀长( 熙

平二年!J!""孔惠超造像亦呈现出端雅秀丽的+秀

骨清像,之风貌等(

-!&.!&

青天河摩崖经像中的菩萨形象#除了其+秀骨

清像,的中原风格外#在其身上同时还保留有西域

特色( 如鼻高目深#唇上有八字形髭等( 这类形

象#在我国西部的石窟中多有发现( 如 J 世纪至 ^

世纪中叶的新疆库车库木吐拉石窟新 % 窟中的彩

绘菩萨#其唇上有髭&

-!^.敦煌第 %'& 窟中心柱南龛

下层西侧的北魏菩萨彩绘立像和第 %^J 窟北壁东

侧下的西魏菩萨像#

-!C.超凡脱俗#+秀骨清像,# 一

派南朝名士之风度#菩萨面部胡须均与青天河摩崖

观世音像相似(

在印度石窟中#根据佛经的教义#菩萨的形象

既有善女子相#更多则为善男子相( 其原型为古印

度的一些上层贵族#这类人养尊处优#生活丰裕#形

象丰腴俊美#在菩萨造像的嘴唇旁画几道髭#以

表示他们的性别( 圣众中男女其他一些生理特征

也非常明显#男者面相丰圆'肩宽腰壮'强健有力(

女者圆脸'尖眼'长眉'厚唇'丰乳'细腰大臀等( 石

窟艺术传到我国新疆'敦煌一带后#由于当地人文

风情的影响#裸体形像已大为减少以至逐渐匿迹#

但菩萨的一些男性特征还有所保留( 青天河摩崖

刻经菩萨造象保留这类特点#应是这个时期西域式

样与中原模式的结合形式( 然据目前资料#中原地

区极少见到面带胡须的佛和菩萨造像出现#似可认

为这种带胡须的菩萨图像尚未被中原的佛教信徒

所接受#在中原地区没有流行开来(

-!&.!!该线刻观

音经像的刻文中#记载厉威将军苏建曾任覆津太

守( 覆津#地名#在今甘肃省武都县( 甘肃地区是

佛教东渐的必经之地#也是接受孝文帝迁洛后中原

佛教艺术向周边辐射的重要地区( 作为修治丹道

的总指挥官#工程期间及竣工之后乞求菩萨佑护#

在当时应是一件十分重大且神圣的事情#选用西域

敦煌一带的菩萨形像作为粉本刻绘供奉#当属正常

之举( 线刻菩萨的粉本很可能是苏建由西北所带

之物(

!四"悬谷山千佛洞及千佛题材

沁阳悬谷山摩崖石刻千佛洞的千佛题材#是研

究我国千佛信仰的实物资料( 千佛题材是大乘佛

教思想的产物#大乘佛教经典认为#在过去庄严劫'

现在贤劫'未来星宿劫三大劫中#各有一千人成佛(

合称三世三千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

皆可成佛(,三世三千佛信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抄

写'称颂'礼敬佛名号等来解脱诸苦# 累积功德(

千佛是佛教经典中记载的重要对象#在佛教造

像艺术中自然得以广泛的表现( 在佛教洞窟'造像

碑'造像塔中#千佛是常见的基本造像题材( 其表

现形式多为一排排横竖排列的小佛龛#布满石窟的

中心塔柱'壁面或造像碑的碑身等#数量无固定#有

的成千上万#有的几百或几十( 虽然千篇一律#但

为洞窟或寺院笼罩了一种神秘的宗教氛围( 据 %&

世纪 ^& 年代的统计#在 "! 个较有名的佛教石窟

中# 被称作千佛洞的就达 $$ 个之多-%&.敦煌石窟保

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千佛

造像#以壁画为主( 在莫高窟的 GC% 个洞窟中# 大

多数窟内都绘有千佛( 我国现存有确切纪年的最

早千佛图像#是炳灵寺第 !'C 窟东壁西秦!$^J$

G$!"时绘的说法图( 北朝时的石窟千佛图像还有

新疆鄯善吐峪沟第 GG 窟东'南'北壁上段绘的千

佛&武威天梯山石窟第 ! 窟北壁底层北魏时期所画

的千佛&张掖马蹄寺'金塔寺的千佛画&酒泉文殊山

千佛洞的千佛画&吐鲁番雅尔湖第 " 窟的千佛画&

麦积山千佛廊'万佛堂雕刻的 !$$" 身千佛&云冈石

窟 %& 余个洞窟的千佛图像&龙门石窟古阳洞'莲花

洞'魏字洞和巩县石窟的千佛图像&响堂山和邯郸

水浴寺石窟西窟四壁的千佛图像等( 在石窟千佛

题材的影响下# 还有许多千佛造像塔'造像

碑等(

-%!.

沁阳悬谷山千佛洞建于隋前期或更早# 其造

像内容可以反映北朝佛教思想( 该千佛之间横'竖

俱有界格相隔( 在千佛的每个佛龛壁面立颊上刻

出佛名#这种形式在其它以千佛为题材的造像中较

为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千佛的排名次序是有规律

的#是按竖行自上而下排列#而且逆时针旋转( 排

名始于东壁左上角#自左上角始第一行#前三尊千

佛题名已毁#第四尊像侧尚存残字题记+释迦牟,三

字#第五尊像侧尚存残字题记+弥,字( +释迦牟,

即释迦牟尼佛之残字#+弥,即弥勒佛之残字( 释迦

佛系贤劫千佛中第四位出世的佛#也称现在佛( 弥

勒佛是继释迦佛后第五位出世的佛B被称作未来佛

或当来佛( 该窟所刻千佛题名#与)贤劫千佛名经*

列举的一些千佛名多有相合(

-$.

关于千佛名号榜题和排列顺序#在莫高窟第

%JG 窟北魏千佛画中也有体现#该千佛画共绘有佛

像 !%$J 尊( 榜题中多是+庄严劫!过去"千佛, 和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总第 ^' 期"

+星宿劫!未来"千佛, 的题名( 千佛榜题的名号也

有排列顺序#过去世千佛在东壁门南起部位最适中

的下起三排开始# 经南壁至西壁中部止#按先后顺

序排列( 未来世千佛从西壁下四排中部向北#又以

大致的先后顺序排列( 构成一个按顺时针方向旋

转的+环,(

-%&.沁阳悬谷山摩崖石刻千佛洞贤劫千

佛题名的排列顺序与莫高窟第 %JG 窟千佛榜题名

号排列顺序#对我国千佛题材及千佛名号的研究提

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在距沁阳悬谷山摩崖石窟东约 $& 公里的博爱

石佛滩摩崖造像中#也有隋代的千佛简化表现形

式#如在二区六层排列有 J& 个像龛#其中南段并列

有 C 个像龛( 可见千佛信仰在该地的兴盛(

-J.

!五"关于药师佛造像

药师佛造像是沁阳悬谷山窄涧谷摩崖造像中

保存最为完好且体量最大者( 在已发现的唐代药

师佛造像中也较为少见(

药师佛#又称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

王佛'医王善逝'十二愿王等( 为东方净琉璃世界

教主( 由于药师佛成佛时曾立下十二大誓愿!又称

十二上愿"#誓愿为众生解除疾苦和灾难'求得现世

安乐#拔除苦难#致福众生( 因此#人们也常称其为

+消灾延寿药师琉璃光佛,(

信仰药师佛#只要造立佛像#就能所求如愿#

)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言%+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等#发心造立药师琉璃光如来形像#供养礼

拜#悬杂色幡盖#烧香散华#歌咏赞叹#围绕百匝还

本座处#端坐思惟念药师琉璃光佛无量功德( 若有

男子女人#七日七夜菜食长斋#供养礼拜药师琉璃

光佛#求心中所愿者无不获得( 求长寿得长寿#求

富饶得富饶#求安隐得安隐#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

得官位(,由于这诸多好处#药师佛在民间影响很广

泛#许多寺院的大雄宝殿内#居中供奉释迦牟尼佛#

左边供奉西方阿弥陀佛#右边供奉的就是东方药师

佛( 寺院还常有专设的药师殿!俗称药王殿"#以药

师佛为主尊供奉等(

药师佛造像#多保存于石窟中#现存最早的有

炳灵寺 !'C 窟第 ' 龛建弘元年!G%&"的药师佛像(

还有北魏云冈石窟第 !! 窟西壁上部小龛的药师佛

禅定像&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孝昌元年!J%J"所造

的药师像与弥勒'观音三尊像&

-%%.宁夏须弥山石窟

第;窟主室北壁低坛上的唐代药师佛像( 该像高

GB̂J 米#面相浑圆#身着交领袈裟#左臂曲置胸前#

手中似托一药钵状物#右手上举#作说法印#足踏仰

覆莲座&

-%$.陕西药王山唐摩崖造像中!编号 $%"的

一佛二菩萨组合#主像应为药师佛#结跏趺坐于双

层莲花座上#身着通肩大衣# 波浪纹发髻# 左手持

钵置于腹际# 右手拈一粒药丸举至胸前(

-%%.新疆伯

孜克里克石窟第 %C 窟南侧一铺药师经变#绘药师

佛'二大菩萨'十二神将及诸圣众&库木吐拉石窟第

!' 窟主室北壁绘药师经变#存有榜题&克孜尔石窟

附近的阿艾石窟也有盛唐绘的药师单尊像&敦煌莫

高窟壁画里有 JJ& 余尊药师像#敦煌石窟药师经变

的数量高达 !!& 铺之多(

-%G.四川资中'大足'安岳'

巴中等石窟中也发现有较多的唐宋时期的药师造

像等(

-%J.此外#考古发现还有一些药师佛的石刻造

像( 河南浚县北齐武平三年!J"%"造像碑中的药师

佛像&

-%'.郑州博物馆隋开皇二年!J^%"三层四面造

像碑中的行禅定印龛佛# 旁边有+药师琉璃,题记&

陕西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藏唐神龙三年!"&""青石

药师佛立像( 造像高约 !B̂ 米# 身着圆领通肩大

衣#右肩斜披袈裟# 跣足立于仰莲座上#左臂弯屈#

手掌垂伸# 掌心握药丸#右臂前伸# 手掌上举&西安

碑林博物馆唐四面石佛塔构件#北面主像结跏趺

坐#身着通肩大衣# 双手持钵于腹前#应为药

师佛(

-%%.

药师佛的形象不甚统一( 一般左手执持药器

!又作无价珠"#右手结三界印#身穿袈裟#结跏趺坐

于莲花台上&有的药师佛形象是#左手持一只内可

盛甘露的钵#右手以拇指和食指持一颗药丸&有的

造像未塑钵和药丸#仅以手势表示&有的塑像则是

手持法器( 窄涧谷摩崖石刻佛龛所雕的药师佛#立

于莲座之上#左手托一药钵#右手斜持锡杖#杖端雕

一坐佛( 这类造像很值得注意#日本佛教资料曾提

到+唐本,中记载的药师佛形象#其主要特征就是

+持钵'锡杖,( 锡杖是佛教徒日常器具之一( 东汉

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详列了 %J 种使用

锡杖的原因和使用方法#其中前 $ 条为使用锡杖的

原因%一者# 为地虫故&二者# 为年老故&三者# 为

分卫故( 即为驱逐野兽害虫和年纪老迈者以及为

保卫自身使用等( )续高僧传*卷第十六记载有北

齐高僧僧稠使用锡杖的故事%僧稠前往怀州!今沁

阳"西王屋山!今济源境地"修法途中#听闻两虎交

斗#咆哮声响震动山岳#僧稠即以锡杖途中调解#于

是两只老虎便各散而去( 在佛教逐渐壮大之后#

持锡杖的形象遂定格于药师佛# 作为和其他诸佛

身份的区别# 并成为一种定式(

-%%.沁阳窄涧谷太平

寺的信众+立召良工#雕磨斯像#日加精勤#时无懈

''



郭建设%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怠#庄严具相#真如恩布之容,#以持锡杖'托药钵的

药师佛形像#专设石龛以供奉( 可谓唐代药师佛信

仰在太行山南麓兴盛的体现( 持锡杖'托药钵的造

像更是研究药师佛形像的珍贵实物资料(

##三#结#论

焦作地区的三处石窟!摩崖石刻"属于中小型

石窟一类#其学术价值十分重要(

!B北魏青天河摩崖观音经像)妙法莲华经普

门品第二十四*#是目前发现有确切记年的#时代最

早的同类刻经( 线刻菩萨图像是西域佛教与中原

佛教的结合形式#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

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B青天河摩崖菩萨线刻图像'沁阳悬谷山千

佛洞的千佛及大体量的药师佛造像等#反映了千佛

题材'观音信仰#以及药师佛信仰在当地的兴盛(

持锡杖'托药钵造像本身是研究药师佛形像难得的

实物资料(

$B沁阳悬谷山太平寺'博爱石佛滩隋代摩崖

造像题材'风格及雕刻手法与太行山东麓的安阳灵

泉寺和邯郸响堂山石窟颇为相似#有互相影响之因

素( 石佛滩隋末摩崖造像雕凿时间集中#题材'风

格一致#是迄今河南省中小型石窟中发现的最大一

处隋代造像群#对区别隋唐造像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

GB这三处石窟!摩崖石刻"及太行山南麓其他

一些石窟遗迹#分布在平城至洛阳和洛阳与邺城的

交通线上#是晋豫沿线及其以东地区北朝隋唐佛教

石窟分布区域的重要内容( 它为中国佛教石窟分

布的区域划分#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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