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陵万佛寺
、

延安万佛洞石窟寺稠查纪

张 智

一九五九年
,

古代建筑修整所李竹君
、

李哲元
、

张智等三同志曹赴陕西省北部进行

革命耙念建筑物的勘查和测棺工作
,

顺便看

了一些古代建筑和石刻造象
,

现在就所兑到

的两处石窟寺介招于后
。

一 黄陵万佛寺

从黄陵县西行握店头
,

便到达双龙琪
,

全程豹四十五公里
。

万佛寺 (一名石空寺 )石窟开凿于山腰
,

坐西朝东略偏北十度
,

.

窟前有十余米的空地
,

窟平面 呈方 形
,

竟 .9 18 米
,

深 .8 45 米
。

在

窟的中简凸起一
“
n

”
形的大基坛 (图一 )

,

宽

.5 70 米
,

深 4
.

8 6 米
,

距西南壁较近
,

其 南
、

北
、

西三面凿成背屏式的石壁
,

上莲窟顶
,

斗拱 (图五 )
,

合拱之上承托替木和撩稽搏
。

柱头枯上隐刻出泥道拱
,

上横素枯一层
,

林

上刻出散斗两个
,

但未隐出 泥 道慢拱 的 形

象
。

植斗歌颇显著
,

华拱
、

合拱普刻出一道

拱瓣
。

在以上构件上都糟有彩画
,

内容有花

卉
、

卷草
、

行龙
、

虎头和西游靓
、

三国志的

故事等
,

颜色妍丽
,

是近代画上去的
。

八角

柱前南次简跳留石台
,

类似坎墙
,

北次简有

残留的石踏
。

窟 P弓之外有月台
,

台的北面挂

一口大铁钟
,

台前有极不规 lHJ 的石踏跺
,

高

拘 L 80 米
,

台的前沿有 三 株营柏
。

回 首 仰

望
,

窟阴上有人工开凿的小洞和齿状浅沟
,

再上更有较深的人字形壕和小洞
,

这显然不

是往上攀登的横道
,

而是修建窟檐的痕迹
。

从断面来看
,

窟顶由内向外大致向下斜平
,

底部 lHJ 由外向内逐渐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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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屋中套屋的格局
,

南

北两屏壁的前端刻成抹角柱

的样子
,

其上有碑刻和铭韶
。

窟阴雨道较长
,

拘 .3 7 3 米
,

其外 .1 1 5米处有 锵 出平 面

为八角形的檐柱
。

正中平柱

二根
,

其上有古代游人的邻

刻
,

下雕宝装复逮柱础
。

棘

角处上部亦各露出八角柱形

的半面
,

形成三开周的檐廊

(图四 )
,

明简竟拘 .1 9 8 米
,

两次简各为 L 4 8 米
。

柱简以

嗣额相莲
,

柱头上施 四铺作

一
` 吞

t l 里 甲.

图一 黄陵万佛寺平面图 (左 ) 横断面 (右上 ) 正立面 (右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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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窟内四壁
,

正 中三屏壁内外以及雨

道南北壁面都雕刻有大小佛象或佛传故事
。

雕象艳大部分保存完整
,

仅有小部分风化刹

触
,

现重点分述如下
:

(一 ) 雨道两壁

南壁最前面一菩窿 坐 在 山石 上
,

高 发

髻
,

上身裸露
,

筋极筒单的樱路
,

破帛向外

飘
,

下身围裙
,

左手袒轻放在石面上
,

右臂

搭在曲起的右腿上
,

左腿 自然下垂
,

脚踏莲

花
。

左下方有两个供养人
。

稍后
,

有一菩窿

(图六 )
,

桔枷跌坐
,

头戴高宝 冠
,

宝 糟 下

垂
,

面相圆 i背
,

左手拿摩尼珠
,

内着短衫
,

外面天衣的下部搭在座的仰逮之上
。

左上方

有一似正在修道的比丘
。

左面有一大矗
,

内

雕十王袒内
“
地狱变相

”
的故事 (图七 )

。

释翅

牟尼佛坐在大基座素遂上
,

作靓法相
。

周围

有地藏菩窿
、

天龙
、

弟子
、

信徒等以种种不

同的姿态蹄听着
。

西侧有一较大的舟形矗
,

内雕一菩窿站象 (图八
、

九 )
,

在北 壁 面 相

对称的位置上
,

亦有一 同 样 的 造 象 (图 一

O
、

一一 )
,

可能分别为 日
、

月光菩窿
。

均高

髻花冠
,

宝糟下飘
,

一个面相丰满作男象
,

另一个面相圆 i围适中
,

绷眉
,

藏鼻
,

表情庄

重
,

作女象
。

双手所持青道之上分别承托 日
、

月
,

上身着短装
,

下着轻柔贴体的长裙
,

破

帛宛搏下垂
,

姿态优雅站在不高的仰复素莲

座上
。

衣校雕刻凹凸显明
,

立体戚很强
,

裸

露的手脚刻划的更 为 真 实
、

韧 腻
,

极富质

威
。

在北壁月光菩磋象的左上方
,

雕有一佛

二弟子
,

佛袒右胸
,

双手捧火焰宝珠
。

其左

侧一大矗内雕
“
涅桨变

”
(图一二 )

,

释题牟

尼佛于两棵菩提树下
,

右侧而队
,

枕手
,

叠

双足
。

身后的八个弟子和世人表现出哀号悲

痛的心情
,

完全符合佛握摩诃摩耶握上描述

的
: “
其中或有宛于地

,

或有牵艳衣服缨路
,

或拔头发
,

褪胸大畔
。 ”

床下两侧有两个肌肉

隆起的夜叉承托
,

中简有二个此丘扶着一个

袒胸半躺着的弟子
,

表现得十分悲哀
。

上空

雕出佛的母亲摩耶夫人从切利天宫赶来
,
右

手掩 口作出悲痛哭泣的样子
。

在雨道两壁 日
、

月光菩窿的边侧以及壁

的下面
,

还雕有罗汉象十六疆
,

现不足此数
。

两壁的造象有的被后来加以彩糖
。

(二 ) 中央佛坛内外

在南屏壁前端柱的正面和左面有如下路

刻
:

礼首苑口苑晨李晕明和共四人等
,

镌造

石空寺佛殿后璧口面伍百罗汉拜部从

共六百仕 ( ? )
,

伏颐

皇帝万岁
,

臣左千秋
,

碌位常居
,

国泰良安
,

四恩三有
,

同成佛果
。

貂圣

三年九月八 日
。

郭州介端等镌井工
。

另一刻
:

回合山形如抱曲
,

为僧凿洞营崖腹
,

勤劳不辍二十年
,

佛象才成玺寒玉
。

自言所费实不口
,

葩兔规规海瞥俗
,

我听师言登叹生
,

瞻仰虚空无量福
。

玉溪居士题

在北屏壁前柱的正面有
“

大定三年二 月

十三 日口李善晏刻石
” ,

内容甜述了石窟常住

地上范围的契书
。

其内侧小抹角壁上下有二

段题韶
。

上段是
:

元符三年十月一 日
,

哪州介直罗县乾达

犬村劳予赵兴男赵玉造药师佛一尊
,

舍

啄 ( ? )三十贯文是焉报四恩三有法介众

生同成佛道
。

谨甜
。

下段是
:

招圣三年二月五 日
,

清信弟子周万发心

作菩窿一尊
,

弥勒佛一尊
,

自舍静财壹

百贯
,

省伏乞

合家平男早成

佛道者
。

灌韶
。

路佛人介端
。

坛的正面中央是释题牟尼象
,

两侧分别

为阿难
、

翅叶
。

南北两屏壁面上各雕一佛二菩陇象
。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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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相鲍满 (图一三 )
,

衣杖筒洁流幅
。

菩窿

为高发髻 (图一四 )
,

着花蔓冠
,

面相丰颐
,

身着架装
,

双手合什
,

身体略显扁平
,

刀法

明快筒练
。

北屏壁前端柱的内侧有一矗
,

内雕一身

小坐佛象
,

高拘 .0 56 米
,

面相腆消
,

用刀流

幅
,

比例稠和
,

盘坐在束腰谨花座上
。

坛上还有泥塑佛象三尊
,

技法低劣
。

坛

内壁面佛象均握彩箱重装
,

有捐原貌
。

正面

背后无雕筋
,

南北屏壁外侧各有七个矗
,

上

三下四
,

每矗一佛
,

雕工粗筒
。

(三 ) 石窟四壁面

前壁面
:

过雨道往左为前壁南侧面
,

北面有三个

小矗
,

上为一修道此丘
,

中简矗内雕一菩窿

象
,

形象和 雨道南壁前面的一躯相似
,

只是衣

着增加了些
,

其下两侧有三个供养人象
。

下

面矗内雕一双腿下垂倚坐着的佛象
,

腹部鼓

出 (图一五 )
。

右面从上至下为一大矗
,

顶上

刻一佛二菩窿均为坐象
。

中部中央一佛象
,

坐于较高的束腰逢座上
,

着偏衫
,

裸右胸
,

双手作智拳印
,

是大 日如来象
。

身旁有二胁

侍菩窿站象 (图一六 )
。

最下 面 有 十 躯 站 象

(图一七 )
,

高拘 .0 7 6米
,

分两粗相对而立
。

脚踏流云
,

面相丰腆圆消
,

颇有精神
,

作肉

髻
、

螺髻
、

波状发者都有
。

身披架装
,

有的

袒露右胸及右前膊
,

手印各异
,

形象优美
,

刀法钝熟
。

前壁雨道 口上雕一千手千眼观音象
。

前壁北侧右面仍雕一菩窿象
,

和南侧的

那躯相对
,

造型亦相同
,

只是右手数念珠
。

其右侧为一大矗
,

上部有四坐象
,

或为佛或

为菩窿
,

中部有一佛二菩窿坐象
。

下面有矗

七个
,

右面四矗拜排
,

每矗一菩窿坐象
,

头

戴冠
,

顿颐丰满
,

发下披过两耳
,

作 中年妇

人的形象
,

姿态表情各异
。

南壁面
:

右侧一大矗内雕一佛一弟子
,

佛的头部

略 向右侧垂
,

两小膊亦向右侧方伸出
,

右手

似作撰摸状
。

弟子在其右下侧
,

双手合什
,

体态生动
。

其右三矗
,

上一菩窿二供养人
,

中一佛二弟子
,

下雕一坐佛
。

大矗的左面
,

雕三尊大站象
,

高度均为 .3 2 0 米
。

北壁面
:

前面从上至下镌一亘大的托钵佛象
,

左

手托钵
,

右手作印
。

头上雕二裸体对称飞天
,

一手托物
,

身下有浮云
。

佛象的左下方凿出

一方形七层佛塔
,

形制筒单
,

塔刹仅一复钵

一宝珠
。

壁的中央稍后也雕一亘大佛象
,

高

拘 3
.

15 米
,

二佛象之固的上部有并排而坐的

菩窿象二躯
。

南北两壁所雕大佛象
,

由于高大之故
,

身体均显扁平些
。

后壁面
:

满雕小比丘象
,

可能就是佛坛柱上邻刻

所靛的五百罗汉等
。

再下面已受风化
,

虽雕

有佛传故事
,

但不易辨认
。

在窟檐平柱上留有古代游人题刻
,

现曹

录如下
:

其一
:

东菜焉仲稳明州

权龙塌事松口

干到此
,

崇宁 四

年乙酉季秋升

六 日
,

时院主善海
。

其二
:

龙坊从事张朋师瑾
,

崇宁元年

十月十八 日言己
。

共三
:

州干保安赵过此韶之
,

崇宁三年八 月十五 日酉
,

坊州口明朝散郎燕口

从整个窟内窟外的挑刻来看
,

多为北宋

貂圣 (公元 1 0 9 4一 10 9 7 )
、

元符 ( 1 0 9 8一 1 1 0 0 )
、

崇宁 ( 1 1 0 2一 1 1 0 6) 年简的
。

仅一处为金大定

三年 ( 1 1 63 年 )
。

造象虽有的被后代 粉抹 彩

糟
,

但就其特点分 析
,

可 以 肯 定
,

万 佛 寺

石窟当为北宋招圣年前后 开 凿
,

后 世 虽 有

雕凿
、

塑糟
,

但并不多
,

大致 尚 存 原 来 面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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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安万佛洞

延安万佛洞在延安旧城东阴外清凉山山

麓( 图二一 )
,

出东 阴走过新建成竟朋平坦的

延安大石桥
,

向左拐即到达清凉 山山脚下
,

然后再顺山路西去不到半里
,

就是石窟的所

在地了
。

关于延安万佛洞的来历 《陕西通志 》 云
:

“

太和 山
,

一名清凉山
,

在县城东北七十步
,

其巍最高一峰 曰逮花峰
,

上有尸昆最
,

又万

佛洞
,

内有石佛万余
,

佛书言昔尸昆王割身

肉铜膺
,

后人言肤施即此地
,

按汉书肤施乃

秦县
,

其时未有佛书
,

此附会之魏也
。 ”

宋代范仲淹曹写 了清凉山漫兴四首》 :

“

金明阻西岭
,

清凉峙其东 ; 延 水 正 中

平面为不规刻的四边 形
,

面 朋豹 16
.

1 0

米
,

后面则宽 17
.

6 0 米
,

进澡韵 1么 90 米
,

洞

高钓 .6 3 5米
,

平顶
,

在洞中央偏后壁处是一

个近似长方形的竟 阴的高石台
,

高拘 L 4 0米
,

台的两端是两个高速洞顶与 台浮:竟 的 大 屏

柱
,

石台长 n .0 6 米
、

n .7 0 米不等
,

竟 .4 8 5

米
,

两端屏柱竟 .1 0 5 米 或 L 6 5 米
。

顶 上 两

屏柱简结刻八角复斗式商单的藻井三个 (图

二二 )
,

其余部分刻成方形天花
,

上面大部分

没有雕刻
,

仅在近藻井处的天花板上有宝蟠

似的雕饰
。

前壁开凿二个阴洞
,

正中
、

东侧

各一个
,

西侧中部还开一 窗 口
。

在洞 的 四

壁
、

两屏柱四面和中央 r弓洞两壁满雕大小造

象
,

艳大部分是一排排的千佛象
,

即所霜万

佛
,

高拘 .0 2 5米
。

此外在千佛之简还雕有近

五十余躯尺度较大的佛或菩窿象
,

一般高拘

出
,

一郡两城雄
。

“
上上 清 凉 山

,

委

蛇复奇怪 ; 楼朋倚云岭
,

万井如天外
。

“

凿 山成 石 字
,

魏

佛一 万尊 ; 人 简亦 稀

有
,

神功 岂无存
。

“

洞以 仙人 名
,

仙

去洞还在
; 曲诬 白云深

,

幽栖 自可爱
。 ”

万佛洞石窟共开凿

三个洞
,

南向偏西 36 度

到 4 5 度
,

第二
、

三洞小

而浅
,

第一洞尺度之大

则相 当可观 (图二
、

三 )
。

一
、

二洞之周有尸弓洞相

通
,

就在这两个砂岩洞

窟藉壁之上
,

展示着数

十尊大的浮雕象和上万

个置劫千佛象
,

称其为

万佛洞是一点也不夸张

的
。

现依次介貂如下
:

(一 ) 第一洞

里 宝
-」二」 .

图二 延安万佛洞横断面

1
.

第一洞 匀
。

第二洞 3
.

第三洞

}}}}}

图三 延安万佛洞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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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0米
。

中央 阴洞内外
:

在壁外侧两面的上部均有雕象
,

东侧为

文殊 (图一八 )
,

西侧为普肾 (图一九 )
,

都是

坐象
,

尺度较大
,

保存 完 好
。

面 相 长而 丰

满
,

方颐
,

眼鼻不够袒快
,

表情森严似有神

态
,

戴较高的宝冠
,

袒上身
,

下着竟敞大裙
,

胸前
、

周身满饰华丽的缨路和佩环
,

雕工精

韧
,

在颐圈两旁还拮有向外飞锡的飘带
,

被

帛由两肩飘下
,

就整个表情和姿态来看显得

非常潇洒
。

两象相对
,

其里侧各雕有狮
、

象
,

下边有水浪
,

在微波蕃漾的水面上有荷叶莲

花等
。

菩窿象的里上隅
,

浮雕小的坐佛
,

外

上隅各有一侍者立流云上
。

壁的下方
,

每侧

有刻碑二块
,

分别为金泰和年和明成化年固

所刻
,

内容与造象的开凿年代均无关系
。

在内侧西壁上
,

最上部凿一深矗
,

内雕

观世香菩窿坐象
,

手持净水瓶
,

座下有夜叉和

一昂首的龙
。

右旁有一老者
、

一孩童
,

下部

皆为千佛象
。

东侧尸弓洞两壁
:

西侧内壁上
,

上部雕小佛象十三排
,

下

部雕有二躯较大的菩藤象
,

其下身风化漫熄
。

东侧壁最上方
,

浮雕二座井立的五粗塔
。

东壁面
:

浮雕千佛象二十排
,

每排八十兰尊
。

壁

面下方左半部
,

有五个较大的佛矗
,

.

在和第

二洞相通的阴洞两侧各有一矗
,

内雕 自在观

音象
,

矗四周作成高低凹凸
,

形态多变的岩

石状
,

观音戴花冠
,

冠中坐化佛
,

发辨垂至

两肩
,

曲眉丰颐
,

眼帘下垂作沉思神态
,

鼻

秀美
,

深嘴角
,

姿态
、

衣饰除周身没有华丽

的樱路外
,

和中央阴洞 两 侧 文 殊
、

普 暨 相

似
。

其右有三矗相速
,

内雕三世佛
,

固以菩

窿象六尊
。

佛为螺髻
,

面相圆 i背
,

衣折袒柔
,

富有唐代的风格
。

壁中最下方开一长方形洞
,

共上右侧一

矗内
,

有倚坐佛象一尊
。

再右雕一楼朋式的

方形塔
,

六层
。

第一
、

二层均有平座
,

塔身

每层都开阴
,

作壶阴牙子形状
,

一
、

二层四

洞内刻小佛象
。

稍右一较大矗内
,

有一躯多

面多臂观音立象 (图二 O )
,

形象端正
,

刀法

筒明幅快
。

满壁的千佛象
,

几乎无一相同的
,

有的

托腮沉思
,

有的左顾右盼… …
,

极为生动
。

壁上虽有不少供养人的题字和小揭
,

但

字迹多漫滚不清
,

仅有个别几处还可豹略辨

藏
,

如阴洞右侧观音象的左旁小揭石上有
“

本

府口口泉口刘庆口口口口口父母修观音口口

元丰元年九月吉 日口
” ,

其左上方一小碍上题

有
“

延州判官张世孝口妻邓氏镌五身
” ,

这里

所靓的五身即是其右旁的五身小坐佛
。

西壁面
:

有千佛象十六排
,

每排八十余个
。

在壁

面下半部
,

特别是右下方
,

有较大的佛或菩

窿象十余枢
。

佛座特别高
,

方形基上接填弥

座
,

再上为素逮座
。

壁面下部沿岩石层里面

出现了较竟的裂键
,

最竟处达 .0 2 0 米
。

前壁面
:

多为千佛象
,

在窗洞的右上方开一大深

矗
,

内浮雕一佛象
,

袒胸着偏衫
,

表情庄重
,

拮枷跌坐于两层素遂之上
。

壁面上一小碍刻

有
“
毛顺修口口口口口永存共久

,

元丰元年

三月口 日
”
字样

。

后壁面
:

满壁除简杂其简的十六身较大的佛或菩

窿之外
,

其余都是千佛象
,

豹十八排
,

每排

一百多个
,

1 ,

姿态各不相同
。

壁的下部风化刹

触现象十分严重
。

东屏柱
:

正面 中部偏下处雕一佛二菩窿
,

佛为肉

髻
,

面 目清秀
。

其余部分多为千佛象
,

共十

六排
,

每排少则五身
,

多 jHJ 十身
,

下部延覆

到高台的东端也有几身
。

东面柱壁上有千佛象和六个大矗
,

两座

宝塔
,

还有佛传故事一幅
。

在下方 中央最大

矗内雕一菩窿象
,

精确入微地刻划了形体的

比例和位置
。

其右 侧一矗
,

内有 一 佛 二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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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佛着架装
,

肉髻
,

面相秀 i背
,

鼻稍高
,

深目
,

表情持重
,

微带 笑容
,

形 象十 分 生

动
。

其左上方有
“
内殿崇班口安堆释翅佛

,

顺皇帝万岁
,

天下 太 平 丰 稳
”
刻 石

。

再 上

有一矗
,

内造一佛四菩窿
,

四 菩窿 两 上 两

下
,

在佛座下方有
“

延州振武第口挥第一都

焉戊与亡父母今修佛一朵菩窿 四尊
,

顺早生

天界口口口
” ,

但无年月字样
。

右上方有一队

佛
,

曲右臂承托头部
。

左下方有一长方形矗
,

内浮雕释翅牟尼佛涅桨的故事 (图二三 )
。

十

余个弟子围棺哀泣
,

上面似为举棺自焚情况
,

再上起舍利塔
。

矗右旁有题字
“
到死后发心

修口口塔一座
,

十大 弟子
,

佛世尊舍利梆一

坐
,

罗汉十六朵
,

元丰元年九月八 日
” ,

按题字

中所指十六罗汉在下方
,

而舍利塔一座在上

方
,

十三极
,

楼阴式
,

瓦顶
,

翼角有起翘
,

平面似为六角形
,

现塔露二面
,

雕造筒略
。

塔下有单瞥庶殿顶三开简殿堂一座
,

内雕一

佛象
。

殿下似雕有火焰
,

再下为栏杆
,

其两

侧各有一天王
。

在塔右一矗内
,

有一佛
、

二

菩窿
、

二弟子
、

二供养人
。

柱壁上方
,

有一

座四极宝塔
,

一
、

二层带平座
。

另有一佛二

菩窿矗一
,

中部右侧尚有释翅佛矗一
。

此外

都是千佛象
,

二十排
,

每排多者三十五身
,

少者十余身
。

背面小雕象不多
,

上部十排千佛象
,

每

排十二个
,

简以较大五尊佛象和一佛二菩窿

小矗一
。

下半部仅有两矗
,

上面矗内有一佛

二弟子
,

下面矗外右旁有题字
, “

东宁客人赵

德修佛一朵
,

为亡过父母早生天界
” ,

下款有
“
元丰五年… …

” 。

其余部分都是粗略的剁斧

痕
,

靓明没有完工
。

西面柱壁 中央有一较大的坐佛象
,

余全

为千佛象
,

共十三排
,

每排三十三身
,

右下

方有五排豹五十余个小佛象
。

西屏柱
:

东面和上述东屏柱的西面完全相同
。

正面大部分雕千佛象
,

十七排
,

每排六

至七身
。

在柱下台右除小坐佛外
,

还有坐佛

二
、

菩窿象五
,

尺度略大于小佛
,

有一佛座

特别高
。

就在这附近有题字二块可以辨认
,

其一
: “

… …元丰五年正月十八 日韶
” ,

其二
:

“
叁元县候文喜口为亡母党氏修菩藏佛二朵

,

早生天界
,

元丰三年五月靛
” 。

西面上半部除左方有两排韵二十六身小

佛象外
,

余下部分无雕刻
。

下半部左下方一

菩窿象 (图二四 ) 尺度较大
。

右上方一矗内

有一佛
、

二弟子
、

二菩窿
,

其右下一矗内雕

地藏菩窿及供养人及小狮象
,

此外多是一些

另星不很规整的小佛和罗汉象
。

大菩窿象的

右上方有题字
: “

杭州客吕盖施射镌石菩窿五

朵
” ,

字有一寸晃方
,

无年月
,

所甫菩藤 系指

其左旁的五朵造象而言
。

在 大 菩 窿 上 部 有
“
泰和七年九月口 日口口

”

字样
,

可能是指大

菩藤象的开凿年月
,

在题字中模糊可兑
“

一

男
、

二男
、

三男
、

四男
、

五男
,

大姐姐
、

二

姐姐
,

小姐姐… …
”

等字
,

显然是一家所造

的
。

此面上还有二小揭
,

都题
“
元丰六年六

月十五 日
”
字样

。

背面无甚雕象
,

仅一佛二弟子矗一
,

略

显粗糙
,

其余部分普为剁斧的凿痕
。

(二 ) 第二洞

平面近似梯形
,

前面竟 .4 90 米
,

后面竟

.5 7 0 米
,

深拘 .4 55 米
,

高 拘 .4 6 0 米
,

现 洞

的前面完全敞露
,

东
、

西
、

后三壁 均 有 造

象
。

在西壁稍后处有不规剧的四洞和第一洞

相通
,

从其凿痕和 P弓旁磷毁的罗汉象来看
,

当初是没有这个阴洞的
。

洞顶成水平状
,

正

中近后壁处
,

刻出有粗商 的八 角形 藻 井
,

其余部分都以纵横接刻划出天花板的形状
。

雕象均在上部
,

豹 占整个壁面的五分之三
。

后壁面
:

中上部浮雕三世佛 (图二五 )
,

井固以四

身弟子站象
。

佛的面型清秀圆消
,

曲眉糊长
,

眼向前方下砚
,

姿态健美
,

衣救柔幅
。

阿难

双手合什侧立
,

体态 自若
。

伽叶有的双手抱

拳
,

有的左手数念珠
,

右手搭在左腕上
。

左

面的佛象倚坐
,

双脚踏在小小的遂花上
,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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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稍向内偏
。

右面的佛象
,

尺度稍小于其他

二身
,

座下束腰部分雕一昂首的小兽
。

三世

佛上面有小佛矗六个
,

内多是一佛二弟子仅

一矗内是一坐佛象
。

后壁三世佛的下面
,

均匀地雕造出八身

罗汉象 (图二六
、

二七 )
,

莲同东
、

西两壁各

有的四身
,

共有十六身
,

即所硝十六罗汉
。

象的刻法很精练
,

形象的塑造也相当动人
,

身躯手足比例
,

亦极相称
。

西壁面
:

中央是乘坐大象的普食
,

戴高花冠
,

胸

部衣着雕螺校似的花饰
,

右手持宝瓶
,

身下

有逮座
。

大象的塑造不够十分真实
,

象奴是

个袒露胸部的壮士
,

周围还有菩窿
、

老者
、

童子等数身雕象
。

大象前站立的孩童
,

双手

合什
,

武士打扮
。

壁的最前方雕一天王象 (图二八 )
,

轩昂

而立
,

头戴搭耳盔帽
,

身着甲胃
,

肩披英雄

巾
,

短衫由两前膊向外飞飘
,

下着战裙
,

挺

胸
,

双手按绸
,

衣校雕刻刚健挺拔
,

富有立体

咸
。

颇有唐代的风格
,

然而从其全身比例
、

衣

着和面部表情来看
,

是宋代 slJ 作中的佳作
。

东壁面
:

和西壁相对
,

文殊乘坐着雄狮
。

狮子的

胸部丰浦
,

肢足刚劲有力
,

回首
,

眼睛注视

着它的铜养者
,

嘴稍稍张开
。

驯者着帽
,

高

鼻深 目
,

下 巴长满髻鬃
,

眼睛直砚前方
,

左

手抓僵绳
,

绳头跷过右肩搭 下 以 手 紧 紧握

着
,

从其动作来看
,

很象一个熟练的驯狮者
。

狮子后面是一辐供养菩窿象 (图二九 )
,

整个

造象除 了身上的装束之外
,

很难找出菩窿的

特征
,

实际上是一个高高发髻前戴花冠
、

眉

长丰颐的少女
。

她的上面有一脚踏云朵的侍

者
。

狮子前方是一双手合什的孩童
,

左上方

有一老里
,

脚踩行云
,

手持垂于胸前的跟髦
,

其左是一尊身姿飘逸
、

处于沉思状态的侧座

菩藤象
。

壁的前面
,

是一枢天王站象
,

和西壁那

躯相对而立
,

尺度同今人差不多
,

受风化浸

蚀颇严重
。

(三 ) 第三洞

位于第二洞之东
,

二洞相距十余步
,

其

所在高度却此第二洞高出几米
,

沿二道踏跺

可以登临
。

平面近似长方形
,

竟 .6 7 6 米
,

深

9 .0 0 米
,

高韵 6 米静
。

洞顶凿一较大的八角

形藻井 (图三O )
,

藻井的周边剔刻重拱造斗

拱
,

不出跳
。

斗拱以上
,

每边划分成四格
,

从下往上
,

各边第一格浮雕佛传故事
,

第二

格雕遂荷
、

宝相等花校
,

第三格为翅楼罗
、

双龙戏珠等
,

第四格刻八卦
,

中央收成一圆

形
,

边刻逮瓣
。

藻井之前
,

有游龙及山节校

雕饰的痕迹
。

洞内造象不多
,

正中靠后凸起一大缸似

的莲座
,

上造一躯尺度高大的布袋和尚象 (图

三一 )
,

面部臃肿
,

朋鼻头
,

薄嘴唇
,

两耳垂

肩
,

大腹
,

右手数念珠
,

雕工粗糙
。

东
、

西
、

后

三壁上部雕千佛象一排
,

造型不及前两洞
,

形

象呆板
、

雕工拙劣
。

西壁的前下方
,

浮雕一观

自在象
,

其下有供养人二
,

左下方有焉一匹
,

属的身上默遂座
,

座上无人
,

却雕一火焰珠似

的物件
。

矗右有褐一方
,

仅晃
“

大明
”
字样

。

万佛洞现存的碑刻
、

邻韶多为北宋元丰

年简 (公元 1 0 7 8一 1 0 8 5 年 ) 的
,

仅 几 处 为

金
、

明两代刻石
。

再从其造象特点来看
,

第

一
、

二洞多为宋代佳作
,

仅个别造象是金代

的
。

第三洞的开凿当在前二洞之后
,

里面的

造象亦显出宋代以后的风格
。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保护这些古代劳

动人民所 811 造的艺术品
,

在抗 日战争时期
,

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同志
,

曹亲 自来到这

里
,

指示住在这里的中央印刷厂的同志加以

保护
。

全国解放以后
,

又曹几次播款修葺
,

并修建了窟管
,

防止 自然的风化和浸触
。

三 结 捂

上面所介招的二处宋代石窟寺
,

其规模

并不很大
,

雕凿年代也不算早
,

但是
,

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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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的形制
、

造象的内容以及特征风格等方

面来看
,

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历史

发展
,

还是提供了一些极为 可 青 的 实物 查

料
。

从石窟的形制来看
:

黄陵万佛寺和敦煌

莫高窟第 61 窟
、

9 8 窟① (五代宋初时开凿 )

相此较大体上是相同的
,

平面近方形
,

中起

大基坛
,

尸月洞甫道较长
。

不同点是
:

前者窟

顶没有藻井
,

基坛上有三面屏壁和窟顶相速
,

后者仅基坛后面起屏壁和顶部接莲
。

此外
,

前者立面部分有以崖壁剔刻成的窟瞥
,

但不

够完整
,

上面缺少椽飞和屋顶
,

这可能和原

来有木构屋顶有关
。

延安万佛洞的第一洞和

娜 县石涨寺的第二
、

三
、

五
、

六窟② 亦有近

似之处
,

基坛两端之大屏柱
,

由于洞的跨度

相 当大
,

起到了一定的承重作用
。

其第三洞

的斗八藻井上
,

刻有道教的阴阳八卦
,

洞内

造象的内容却都是佛教的
,

这里面佛道二教

的关系
,

是值得今后加以研尉的
。

这两处石窟寺的造象内容是十分丰富多

采的
:

其配置在一矗或一铺上
,

一佛或一菩

窿
,

一佛二菩窿
,

一佛二弟子二菩窿
,

一佛

二菩窿二供养人… …
,

多种多样
。

佛象除释翅

牟尼
、

阿弥陀佛外
,

还有药师佛
、

三世佛
、

千佛象等 ; 菩窿除文殊
、

普置外
,

又有地藏

菩窿
、

日月光菩窿
,

以水月观音③ 为粉本所

雕刻的菩窿象也多达十余处
。

此外更有二天

王
、

十六罗汉
、

五百罗汉
、

布袋和尚等
。

在

佛传故事的表现上亦具有与一般不同之处
,

十王握内
“
地撤变相

” ④ 在我国其他石窟寺极

少兑到
,

即是一般多晃的
“
涅桨粳变

” ,

其一

幅增添了摩耶夫人从切利天宫赶来的塌面
,

另一幅则以围棺哀泣
、

金棺 自焚
、

起舍利塔

这一少见的形式来表现
。

由于唐以来密宗的

兴起
,

这里也可以看到多面多臂观音
、

千手

千眼观音等造象
。

至于造象的特征与风格
,

我俩可以明显

地看到
,

较大的佛象造型 已逐渐定型化
、

程

式化
,

在形象上虽尽力模仿唐代风格
,

但表

现出来的籽不如唐代的丰硕圆满
。

菩窿象不

再是唐代的阴肩
、

韧腰
,

而变成腰肢粗韧适

中
,

更符合于人世的真实形象
。

整体看来
,

富有窈窕袒倩
、

秀逸飘洒之美
。

全身装筋富

丽而繁褥
,

但这种繁褥是有重点的
,

显得还

很 自然
。

有的菩窿全身裸露部分减少
,

服郎

已全部是汉族的形式
。

表现手法不如四川大

足宋代石刻清秀华丽
,

而有擞巧韧腻
,

洁净

素雅之戚
。

尤其是万佛洞第一洞内形象多变

的千佛象
,

是宋代的杰作
。

总之
,

宋代和唐代的石窟相此较
,

其雕

刻的技艺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 内容也更加

复杂 ; 但规模却精小了
。

这正是石窟寺艺术

逐渐衰落的客观反映
。

应敲指出的是
:

我国

古代静多优秀的雕塑刽作至今还完整的保存

着
,

但这些作品的塑造者过去很少为人们所

注意
,

他俩的名字被阶极社会的袒砚劳动的

制度所湮没
。

而黄陵万佛寺内提到了郭州介

端这位艺术匠师
,

值得研究雕塑艺术史的人

注意
。

此外
,

还有
“

勤劳不辍二十年
,

佛象

才戌玺寒玉
”
的爵句

,

靛明占代艺术工匠雕

造之不易
。

① 笔者 1 9 6 0 年参观时摘韶
。

② 晃《文物》 1 95 9 年第 1 2 期 《哪县石乱寺
、

朋子头

寺石窟稠查商报 》 。

③
“

三十三观音
”

之一
,

是中唐画家周防最先创作出

来 的一种宗教画
、

观自在菩陡的形式
。

姿态颇为

自然舒适
,

坐于岩石上休息的样子
,

左脚下垂踏于

摸花
,

右脚上屈踏于岩上
,

左手按着岩石
,

支撑

着微斜的身体
,

右臂置于膝头
,

背光么圆月代替
,

作大圆形
。

冕 《文物参考查料》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杭州南山区雕刻史迹初步稠查 》一文

。

④ 此象少兑
,

查料又不 多
,

姑且定此名
,

有待今后

研究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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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万佛寺正面 图五 万 佛寺斗拱侧视

图六 角道南壁菩窿象 图七 雨道南壁十 王捉内
“

地揪变相
”

图八 雨道南壁菩窿象 图九 角道南壁菩窿象

1 9 6 5 年



图一 O 雨道北壁菩窿象 图一一 甫道北壁菩窿像

图一二 甭道北壁
`

涅梁变
”

图一三 基坛上北屏壁正中佛象

图一四 基坛上南屏菩隆象 图一五 前壁面南侧倚坐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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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前壁面南侧一大矗 图一七 前壁面南侧大矗下部站象部分

图一八 第一洞中央阴洞东侧文殊菩藤 图一九 第一洞中央阴洞西侧普置菩窿

图二 O第一洞东壁面多面多臂观普等造象

9 16 5年



图二一 清凉山万佛洞全景

图二二 弟一洞澡开邵分 图二三 第一洞东屏柱东面释伽牟尼涅梁故事之一

图二四 第一洞西屏柱西面一菩藤象 图二五 第二洞后壁面
“

三世佛
”

中央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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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六 第二洞罗汉象 图二七 第二洞罗汉象

图二八 第二洞西壁面前方天王象 图二九 第二洞东壁面供养菩窿象

图三O 第三洞藻井部分 图三一 第三洞布袋和尚象

1 96 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