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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保留下来的窟檐中，兼顾外观及实用性的莫
过于位于奉先寺北边的唐字洞。我们看到，这个上方刻
有人头鸟并呈状花纹的窟檐与众不同。高东亮说，唐字
洞建于北魏时期，它的窟檐上刻有花纹和图案，进深也
比较深，既能防止雨水对洞内洞壁的冲刷，也有一定的
装饰作用。

如果不事先告诉参观者药方洞的窟檐是后来加的，
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和与洞窟融为一体的构造让人以
为这就是唐朝的原装窟檐。

高东亮说，这是保护人员1991年建的仿木建石质结
构窟檐，由于它不仅解决了雨水对雕像的冲刷问题，而
且外观、形状和颜色与龙门石窟整体也比较协调，所以
受到广泛认可。

与造型各异的窟檐相比，建雨棚也是保护洞窟免受
雨水冲淋的有效手段。洛阳晚报记者在景区内发现，宾阳
三洞、摩崖三佛以及石牛溪的上方，各有大小不一的用水
泥板制成的雨篷。

高东亮说，这些也是20世纪90年代加上去的。以摩
崖三佛为例，这三座佛像直接雕刻在石壁上，没有窟檐遮
挡，长期风吹日晒和受雨水冲刷，破损往往比较严重。
1991年，保护人员在上面安置了一块长约12米、进深约3
米的水泥板，现在再下雨时，尽管地下形成了积水坑，摩崖
三佛的表面也能够保持干燥。

不过，并不是所有保护措施都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潜
溪寺就是一个例子。高东亮说，作为龙门石窟中渗漏水情
况较为严重的洞窟之一，为了减轻雨水对洞窟内外的破
坏，保护人员1991年在潜溪寺外加盖了一个仿古木构窟
檐，这也是龙门石窟中唯一的木质窟檐。

尽管木构建筑外形美观，有“深山藏古寺”的意境，但缺
点也显而易见，木结构建筑影响了窟内的光线和通风，是造
成窟内壁面和造像身上出现凝结水危害的原因之一。

窟檐无论是千年前原装的，还是后人加上去的，都
是为了让石窟少受伤害。今后，如果您在雨中来到龙门
石窟，会不会在这龙门山色之间，回眸看看那些为石窟
而承受风雨的窟檐呢？

读者朋友，看了这些图文并茂的介绍，想必您已经
知晓了龙门石窟地质构造的形成之谜、渗漏水的原因以
及各式窟檐的前世今生了，那么，对于龙门石窟中漏水
现象最严重的潜溪寺，文物保护工作者会怎样治理呢？
这些“巧手良医”还有哪些妙方来保护文物？敬请您明
天继续关注本报独家策划的系列报道。

建檐搭棚，让千年佛像“容颜不老”

这样的情况在龙门的洞窟中十
分常见，不过最有名气的莫过于奉
先寺。如今，卢舍那大佛下的青石
板上有不少圆形图案，这是文物保
护人员为了展现当时九间房的遗址
而特意展示出来的。

许多人都知道奉先寺又被称
为九间房，这一称呼从何而来？
高东亮说，如果您仔细数佛像脚
下的圆形柱础遗址，就会得出这
里在古代建有九间房的结论。大
多数专家认为九间房修建于宋
朝，目前奉先寺佛像上有当时安
装梁枋的23个方孔。当时建造九
间房是为了保护佛像，但现在看
来这也是一种破坏。

目前九间房已不可寻，而在卢
舍那大佛和其他造像及石壁上，密
密麻麻、深浅不一的线条则是雨水
长期冲刷的结果。“其实唐朝开凿奉
先寺的匠人们在建造之初，就做好
了排水设施，这些设施至今还在发
挥作用。”顺着高东亮手指的方向，
洛阳晚报记者发现在奉先寺周围的
石壁上，有两条长数米的沟壑，这些
沟壑就是当年开凿奉先寺的工匠们
留下的排水设施。

尽管奉先寺进深有36米，卢舍
那大佛头顶的窟檐也为大佛遮挡了
千年风雨，但长期的风化作用还是
让大佛变得斑驳起来。石窟保护人
员对石质窟檐的开裂岩体进行了加
固，对裂缝进行了灌浆封堵，还对大
佛头顶上方的一个滴水点进行了处
理。此外，他们还在大佛右肩膀的
背后设置了一块可逆的挡水设置，
让雨水直接从卢舍那大佛后边流
走，防止水冲刷大佛正面。

（上接A14版） 【今人努力】
有的措施很有效，有的措施效果欠佳3

【古人智慧】
排水设施既能保护洞窟，
又十分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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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顺着雨棚流下

雨水冲刷着看经寺的石壁，但窟檐让下面的力士造
像免受雨水侵蚀

雨水在摩崖三佛下积成水潭，佛像在雨棚的保护下
仍然保持干燥

20世纪80年代在药方洞上方加盖的石构窟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