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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與甘肅敦煌的莫髙窟、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并稱中國三大石窟。若論其地理位置之適中、環境之優美、交通之方便，當首推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位于洛陽市南郊13公里的伊水兩岸，山川秀麗，風景宜人，為“洛陽八景”之首，是人們禮佛、觀光的勝地。這裏東西兩山對峙，伊水穿流其間，形如門闕，故亦稱“伊闕”。戰國時期，秦將白起曾在此打敗韓魏聯軍，斬首24萬，史稱“伊闕大戰”。據《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記載，隋煬帝楊廣曾經登臨洛陽北面的邙山，遠遠望見伊闕，對左右説：“此非龍門耶？自古何不建都于此?”僕射蘇威答道：“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隋爆帝大悦，于是在這裏修建了東都城，把皇宫的正門對着“伊闕”。從此，“伊闕”就被稱為“龍門” 了。龍門石窟開鑿于北魏時期。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為了更有效地控制北方地區，缓和鮮卑族與漢族之間的矛盾，把都城從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遷到了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洛陽，同時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推行漢化，并在“伊闕”大規模開窟造像。此後，歷經東魏、西魏、北齊、隋、唐、宋等時期長達400餘年的開鑿，先後雕鑿出2300多個洞窟和佛龕。現存大小佛教造像近11萬尊、佛塔80餘座、題記2800餘品，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給人類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産。1961年，國務院公布龍門石窟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4届會議决定將龍門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産名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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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造像全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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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石窟群現存兩千餘窟龕，在中國的各大石窟群中數量最多。而且，龍門石窟地處中原，北魏和唐代都由皇家直接主持建造，内容和形式都具有典型意義，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據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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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晚期是龍門石窟開鑿的盛期。這時期的洞窟都造在西岸，古陽洞、賓陽洞、蓮花洞、魏字洞、皇甫公洞等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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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陽洞是最早開鑿而規模較大的一個洞窟，北魏貴族發願造像最為集中，反映了當時貴族崇信佛教的流行風氣。左右兩壁主要部位三列大型佛龕，雖是不同的施主出资修造，但顯然是有計劃統一安排的，或者正是這些修造者共同出資開鑿了古陽洞。根據造像銘，其中的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龕是始于太和七年（公元483年）而到景明三年（公元502年）五月廿七日造訖，前後約20年時間，不能單純理解為開鑿一龕的時間，實際上提示了整個洞窟開鑿的時間。所以古陽洞和整個龍門石窟的開鑿應該是在太和七年，或太和七年以前。這時正值北魏國都平城雲岡石窟興造的盛期，在佛像的雕造上兩地出現了某些相同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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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太和年間（公元477〜494年〉，雲岡石窟的建造規模和雕刻内容出現了新的因素。代表這一時期的大型雙窟，在後壁和刹心正面龕内雕造主像，比例縮小，早期的偉岸之勢相對减弱，而更為和悦慈祥。窟内雕刻維摩變、佛傳故事以及供養人行列，成為當時盛行的内容。與題材内容變化同樣明顯的是佛像的衣裝，不同于曇曜五窟衣紋貼體的偏袒右肩式袈裟或通肩式袈裟，逐渐作褒衣博帶樣式，仿效南朝文人士大夫的常服式樣。衣紋也由凸起的泥條狀褶襞演變成階梯狀。佛像衣裝上的道一變化，已開始反映出南北文化交流的影響。第9、10雙窟中的佛龕出現了仿漢式闕形龕和屋檐式門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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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陽洞同樣開始出現北魏晚期流行的痩削型佛像，下垂的衣裙作極為規則的疊紋，龕額和佛像身光圖案優美，雕造極富變化。龕額精細的故事畫像，與龕下供養人像一樣，是具有繪畫趣味的作品。從這些構思精巧、具有濃厚漢文化面貌的作品中，可見出古代匠師卓越的藝術創造才能。石窟造像中的這一明顯變化，與接受南朝造像影響有關，具有南北交流的鮮明時代特點。在古陽洞開鑿以後，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500〜523年〕，北魏皇室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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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龍門進行了更大規模的雕造活動，以浩大的規模開鑿賓陽洞三洞。北魏完成的賓陽中洞，正壁坐佛五尊像和左、右壁兩鋪立佛三尊像以及窟外兩侧的高肉雕力士，都是北魏晚期的典範作品。窟頂刻蓮花藻井，四周有裳帶飄揚的飛天。地面也精雕細刻裝飾圖案。值得注意的還有前壁的上下四層浮雕作品，特别是最上層的維摩變和第三層帝后禮佛圖，以維摩居士的形象表現了現實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人氣質，又以肅穆行進的隊列，反映了當時帝王、貴族們在宗教活動中的精神狀態。洞窟在整個設計意匠上，以及作品的藝術技巧上，都顯示了當時美術發展的高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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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洞是另一所重要的洞窟，開鑿時間在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以前。窟内主像立佛五尊，兩侧壁面開鑿小龕，龕形變化多，龕額雕造有維摩變及其他圖像。窟頂雕六飛天環繞巨大的蓮花，天衣、雲彩，似隨音樂的旋律翻飛。藝術家簡練、生動地

表現了富有韻律的動態。

FsJ万圣书城



北魏以後，龍門只有零星的造像。經過了約一百年的沉寂，到唐代初年又重新活躍起來。在西山的唐窟，最北的是潜溪寺洞，佛像造型簡潔淳厚，菩薩形象優美，揭示了唐初雕塑藝術的演變。离觀年間，唐魏王泰為皇后長孫氏造像，完成了賓陽南北二洞的主要雕刻。敬善寺規模不大，貞觀年間紀國太妃韋氏所造，雕造精緻，以兩侧浮雕的天王、力士最為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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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工的摩崖三佛（顯慶三年，公元658年以前〉。獅子洞（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以前〉、雙洞（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以前〉、萬佛洞（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惠簡洞（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都是高宗李治時所建。西山的極南洞和東山的擂鼓台、看經寺諸洞是武則天時期（公元684~704年）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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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于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四月一日動工，到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十二月三十日完工，費時三年九個月，而規模之大超過龍門所有的洞窟。在比較短的時間，完成這樣大的工程，與動員的人力以及工程設計靈巧有關。大龕南北寬约36米，本尊盧舍那佛坐像高17.14米，這樣大的雕造規模是罕見的。但是，群像的價值還在于形象的塑造，以及這組群像相互關係所體現的内在聯繫，顯示了當時藝術家的高度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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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舍那大佛形象所追求的莊嚴、温和，以及睿智的富有性格的刻畫，是理想化了的古代“聖賢”的象徵。佛像身軀和手的姿勢，都表現出寧静的心境。這種寧静和慈祥的目光等因素結合在一起，是在追求摹擬一個具有偉大感情和開闊胸懷的形象，也就是作者自己所理解的佛的典型，其中注入了自己的感情與理想，不僅使佛教形象具有了曲折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意義，也使作品具有了民族風格。此外，文静的弟子，端嚴的菩薩，嚴肅而碩壯的天王，剛强暴躁的力士，還有承擔着天王沉重身軀的地神那種無所畏懼的或者表現着抗拒的神情，都是作者通過對現實深刻觀察而塑造出來的。藝術家在遣裏通過佛教所規定的形象，創造了各種不同的理想化的性格與氣質，反映了藝術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審美觀點和美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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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看經寺是唐武則天皇后為高宗修造的，窟頂上的浮雕飛天很寫實，比北朝更注意人體的表現，而較少輕盈的感覺。環繞洞窟壁脚的一尊尊浮雕羅漢像，另見于擂鼓台洞内，據所刻《付法藏因緣傳》推斷是從迦葉到達摩等二十八天竺祖師和慧可等東土“祖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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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藝術家善于在佛的形象上追求莊嚴、慈慧、雄偉的氣氛，而在菩薩的形象上則赋予女性的端嚴、柔麗。龍門東山大萬五佛洞的脇侍菩薩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均衡、對稱而又富有變化的動態中，描繪了具有現實氣息的人物，表現了當時貴族婦女中的某種典型。藝術家追求并加以刻畫的這些性格與情態不免受着時代思想的限制，却也因而曲折地揭示了一定時代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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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周時期，漸趨發達的印度密教随梵僧東來，較為規範的密教圖像開始出現在兩京寺院。龍門石窟的千臂觀音、十一面多臂觀音、千手千眼觀音立像以及東山擂鼓台北洞主尊大日如来，均是武則天時的密教圖像。在東山萬佛溝北崖西口有貞元七年（公元791年）户部侍郎盧徵造救苦觀世音菩薩像龕，在西山以及東山也發現有個别宋代佛龕，說明中唐以後，龍門小型窟龕的鑿造一直延續到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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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石窟研究所繼編纂《龍門石窟總錄》等書之後，繼續出版《龍門石窟造像全集》，對于研究和欣賞鑒識北魏至唐代的佛教藝術，提供了全面的材料和參考，這是龍門石窟研究所同志多年來工作成績的體現和他們為文物研究保護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可以說，此書的出版，對于從事佛教藝術、石窟寺、美術史和其他許多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實在是一種福音；得到了這些經過科學整理的完備資料，無疑將使他們的研究工作上升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值此書出版和龍門石窟研究所升格為龍門石窟研究院之際，因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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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造像全集》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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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龍門石窟造像全集》是詳盡記録龍門石窟造像的大型圖集。

二本書共十卷，圖版編排以龍門石窟窟龕編號為序，以區段分卷。

三本書對窟、龕的稱謂遵循習慣，不作統一。

四至今仍掩埋于地表之下的編號窟龕和未經編號的窟龕，待以後予以補録。

五洞窟内容以正壁〔主尊所處壁面〕、左壁〈主尊左側壁面〉、右壁〈主尊右側壁面〕、窟頂、地面、前壁〈主尊相對壁面〉、甬道、窟外為序記録。

六區域性龕群，多采用一并刊載方式。未編號的小龕，均附在編號窟龕周圍予以記録。

七對龍門石窟窟龕編號以前沿用的部分窟龕的舊稱，鑒于其使用的延續性，

在窟龕編號後的括號内注明。

八空龕不予收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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