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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档案
04B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土石方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机电
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园林古建筑专业
承包贰级、建筑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联系人：13513792622 18637982698 徐

洛阳济仁肾病医院
每周五下午肾病专家会诊

地址：瀍河回族区小北门转盘处
24小时咨询电话：63559668

（（豫豫））中医广中医广【【20132013】】第第1010--0808--131131号号

中药消白斑
电话：15690662255

白斑·顽癣
预约电话：13592008703

独家美国308激光 每次三秒钟新法
速治灰指甲

我院引进先进技术，采用局部渗透
杀灭病甲下隐藏的真菌，只需换药1次~
2次，五天左右，使灰指甲灭菌剥离全部
脱落，可长出健康靓丽的新指甲。

电话：63533310 15637919402
地址：西关九龙鼎南200米交通医院

百业信息 专栏热线：0379-63330377 63330677 63330977地址：西工区唐宫西路36号唐宫大厦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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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

与上篇提到的流落日本的《安定王
永平四年造像》不同，《沙门惠诠造像》
原石被盗凿之后至今不知所终，当下很
多人也未曾在一些资料中看过造像原
貌；庆幸的是，透过晁会元收藏的《沙门
惠诠造像》拓片，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人
物造像及题记原貌。

《沙门惠诠造像》：
见证北魏时期佛教盛况

1
《沙门（出家人——记者注）惠诠造

像》位于莲花洞北壁第三层。莲花洞，
开凿于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约公元
525年—约公元527年），因窟顶雕刻一
朵精美的大莲花而得名。这朵莲花直
径3米多，满是莲蓬和叠压的莲花瓣，
立体感强，十分逼真。

资料显示，清末民国初年，西方和
日本学者不断到龙门石窟考察，并拍了
大量图片出版发行。一些喜爱石刻艺
术的外国人怀着对中国古代艺术石刻
的野蛮贪欲，不择手段地毁坏我国优秀
历史文化遗产，“黑手”不断伸向伊阙。

晁会元说，《沙门惠诠造像》何时被
盗，并没有确切记载。在1915年曾炳
章拓印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及1917年学
者关百益拓制《伊阙魏刻百品》一书时，
《沙门惠诠造像》原石尚在。其后，仅民
间有拓片流传。直到20世纪50年代，
龙门石窟组织石刻造像清查时，才发现
《沙门惠诠造像》原石已被整体盗走。

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
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室意志和行为的
体现，是当时的人们对生活有所追求的
缩影。龙门石窟把历史定格在崖壁上，
使后人有幸亲眼目睹祖先绚丽多彩的
服装，洞察祖先的服饰风格，了解祖先
服饰的内涵。

在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首
领初建政权之后，鉴于他们的本族服
装不足以炫耀其身份地位的显贵，便
改穿汉族统治者惯着的华贵服饰。尤
其是帝王百官，更醉心于高冠博带式
的汉服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魏
孝文帝的改制。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之后，将鲜卑族夹领小袖紧身服饰改为
汉人宽袍大袖服装，使衫领敞开，袒胸露
怀，这是北魏文人雅士的典型服饰。于
是，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皇室贵族，他们
服饰的特点都为衣服宽松，袖子肥长，使
人显得飘逸、洒脱。

从《沙门惠诠造像》可以看出，造像
中的人物都着交领式长袍，腰间束带，衣
褶层层聚拢，很齐整，袖子也很宽，几乎
垂于地面，有一种飘若仙人的神圣感。

此外，北魏时期的妇女一般上身穿
衫、襦（短衣；短袄——记者注），下身穿
裙子，款式大多是上衣简单，下身繁琐，
腰身部分紧身合体，而袖筒特别肥大。
裙多褶，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有俊
俏潇洒的美学效果。

《沙门惠诠造像》左侧的女性造像
显示，北魏女子一般把长发高高盘起，
梳双丫髻，更显瘦削、飘逸。北魏女性
追求飘逸、洒脱的个性与北魏人们以瘦
为美的审美时尚息息相关，这种服饰恰
恰迎合当时的审美观。

惠诠与李兴的事迹不见诸史书，但该
造像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尤其是题记的
书法在魏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

从《沙门惠诠造像》拓片可以看出，
题记字形以纵长为主，兼有一二扁方形
体，因势而成，不拘一格。笔致遒劲，外
方内圆，结体舒展，落落大方，甚得清代

魏碑书法家的青睐。
晁会元说，存世最早的《沙门惠诠

造像》拓片原为清代书法家赵之谦收
藏。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沙
门惠诠造像》与《龙门二十品》中的《杨
大眼造像》一起被康列为“能品上”，可
见其具有的珍贵书法价值。

中国文化一向以忠孝伦理道德为
核心，无论社会秩序，还是家庭关系，都
是以忠孝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佛教传
入我国之后，围绕沙门是否应该忠君、
佛教徒出家后是否应当尽孝的问题，展
开了长期的论战。到北魏前期，佛教为
了获得发展的费用，根据封建统治阶级
的需要，首先由一个叫法果的沙门解决
了拜佛与忠君的问题，同时，尽孝的问

题也就迎刃而解。据史书记载，法果改
变以前“沙门不礼俗”的做法，带头礼拜
皇帝，并提出“拜天子即是拜佛”的主
张，即“帝王就是佛，礼佛就是忠君”。

从《沙门惠诠造像》题记内容可以看
出，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作为出家人的惠
诠也不免“流俗”，和他的弟弟李兴一起为
去世的父母造弥勒佛像，目的在于“福运
亡灵，恒生净境”，表示对父母尽孝。

《沙门惠诠造像》全称《北魏沙门
惠诠弟李兴造弥勒像记》，立于北魏建
义元年（公元528年）七月十五日。

晁会元先生收藏的《沙门惠诠造像》
拓片为清末所制，长60厘米、宽25厘
米。其中可见造像及题记呈对称式，文
字共7行，可辨识者有“沙门惠诠弟李兴
为亡父母造弥勒佛一区……建义元年七
月十五日刊”等70多字。文字左右两旁
是对称而有变化的佛像，上有飞天衬托，
使得整个造像方正谨严，小中见大，完整
而大气。尤其是人物的表情和手的生动
姿势，宛如平民现实生活一般。

从晁会元收藏的《沙门惠诠造像》拓

片可以看到，在造像题记左右两侧，分别
有6个和5个人物造像，其中各有一个僧
侣造像。上方分别有一位飞天，姿态优
美。《沙门惠诠造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
经济文化状况、人情风俗、生活习惯等。

据《洛阳伽蓝记》等记载，北魏孝
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国佛寺
有6400余座，僧尼有7.7万余人，而至
北魏晚期的公元534年，全国佛寺有3
万余座，僧尼有200余万人。北魏孝文
帝尤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在
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并推动了
佛教文化的繁荣，而当时最重要的佛
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

造像体现北魏服饰风格

造像题记被康有为列为“能品上”

反映当时佛教徒忠君尽孝的社会风气

《沙门惠诠造像》见证北魏佛教盛况

龙门石窟莲花洞内
已无造像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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