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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是我国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

存，集造像、壁画、建筑于一体，历史底蕴丰富

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具有重要的历史文

化价值。为全面掌握石窟寺的保护状况、系统

分析石窟寺保护形势，从去年底开始，国家文

物局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

山西是我国石窟寺、摩崖石刻保存较多

的 省 份 ，石 窟 寺 类 型 丰 富 ，分 布 于 全 省 11
市 。 石 窟 寺 是 山 西 地 上 文 物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这其中，既有开凿时间最早的云冈石窟，

也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天 龙 山 石 窟 。 我 所 在 的 山

西 省 古 建 筑 与 彩 塑 壁 画 保 护 研 究 院 与 云 冈

研 究 院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山 西 大 学 历 史

文 化 学 院 考 古 系 4 家 单 位 参 加 了 此 次 山 西

石窟寺调查。

带着问题与研究意识去
工作，就不会乏味

“我们要抓紧啊，赶在下雪前把野外的活

儿干完！”这是石窟寺调查队员田野调查时常

说的一句话。尽管在过去紧张的 4 个多月时

间里，我们如期完成了全部石窟寺的调查任

务，但这个“催征的号角”依然在耳边回响。

从 2020 年 11 月中旬接到山 西 石 窟 寺 调

查任务到今年 3 月底完成石窟寺调查报告的

编写与资料上传，时间非常紧迫。一些琐碎的

前期准备工作也很必要，如整理与石窟寺相关

的文献、搜集各种地图、详细规划田野调查的

方案等。

12 月 1 日，我们迈出了走向田野的第一

步。在开始阶段，我们对 5 处石窟寺进行了预

调查，检验调查准备的资料是否满足需要、工

具与车辆是否适用、人员组织是否合理、技术

路线是否可行，并计算出每日的最大工作量。

通过预调查，我们制定了简洁高效的调查方

法，配备轻便易于工作的工具，规划了东中西

3 条路线。

这 3 条路线实际上与我们过去一直关注

的晋阳到邺城的“并邺道”相关。这是东魏北

齐时期沟通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与邺城（今

河北省临漳县）之间重要的通道，“高氏集团”

利用这个通道，将晋阳与邺城紧密联系在一

起。我们想，带着问题与研究意识去工作，就

不会乏味。野外调查并不能漫无边际，也不能

按图索骥，只能围绕古代重要的交通线路开

展。每一处石窟寺调查结束后，我们不仅分析

周边的寺庙与环境，也要问询当地的乡亲们，

力求有更多的新发现。

实践证明，这样的思路给我们带来了丰硕

的成果。调查中，我们新发现了 38 处石窟寺，

占整个山西省石窟寺新发现总数的 70%。新发

现的石窟中北朝石窟就有 16 处，规模较大的燕

龛石窟现存有 9 个窟龛（风化较为严重）。有些

石窟有明确的题记，如千佛寺造像、大佛头石

窟等。这些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山西石窟寺的

类型，也明确了石窟寺断代研究参考的标准。

脚下是碎石陡坡，眼前是
文化长卷

此次调查中，多数石窟寺深藏山中，困难程

度很相似。负责东线的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硕士

杨晓芳。考古专业出身的她第一次亲历石窟寺

田野调查，与有石窟寺调查丰富经验的山西大

学王炜老师组成团队，协作完成任务。

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是连接晋冀两省的

重要交通线，运煤车川流不息，行走在这样的

路上十分危险。盂县十八盘摩崖造像开凿于

公路上方、盘关峡口北山腰间，山势险要，调查

工作难度很大，团队前后去了 3 次才完成调查

任务。第一次去时，找不到当地村民带路，只

好根据地图点定位，来到了造像所在山崖下方

的公路。公路护坡极高，必须爬梯子上去，山

上碎石较多，不断有石块滑落，出于安全考虑，

未能继续爬山。第二次去时，团队在村民指引

下爬山，但由于刚下过雪，草木残雪掩路，茫茫

一片，辨不清方向，加之缺乏户外经验，考虑到

安全，遗憾返回。第三次去时，由王炜老师先

用无人机探查地形，最后决定他先从右侧上山

探路，寻找到相对好走的路。即便是好走，脚

下也是碎石陡坡，走走滑滑，异常艰难，好在有

惊无险。待爬到目的地时，回望来路，大伙儿

异口同声笑着说：“这可怎么下去呢？”

“这次调查是全面、系统了解山西石窟寺

的宝贵机会。”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的袁琦，尽管主修文物建筑，但对石窟寺非常

感兴趣。在她看来，石窟寺调查和建筑调查一

样，要做到真实全面的记录。她的任务是中线

调查，从榆次、昔阳到和顺再到榆社、左权，两

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 60 余处石窟寺的调查任

务。在调查昔阳夫子岩石窟时，没有路，队员

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穿冰河、爬石子山、钻荆棘

丛，克服恐高，费尽周折，到达石窟时已经下午

4 点多。离太阳落山仅有 1 个小时，队员们明

确分工，测量、绘图、拍照有条不紊地进行，跪

在地上、借着躺倒的石碑绘图，抓住崖边的灌

木照相。工作完成时，暮色已降，大家不顾危

险，匆匆滑下山坡，衣服裤子磨出了洞，手臂也

划出了血……进行和顺当城摩崖造像调查时，

室外温度达到零下 23 摄氏度，造像又处在风

口，无人机因风速太大且低温而无法起飞。风

吹得人站立不稳，好半天才能拿出相机工作。

手掌摩崖造像调查时，带到山上的暖瓶里的热

水已经凉了。凉水泡面，对这些 80 后、90 后队

员而言，可谓是人生第一次。

负责西线调查的简莉是工龄 16 年的“资

深文物工作者”，对于文物病害的识别、文化遗

产的保护规划有丰富经验。在她的工作日记

中，总结了很多中小型石窟寺面临的问题，如

“日常缺乏看护”“面临盗凿的风险”“风化严

重”，等等，也列出不少意见，如深度挖掘石窟

寺价值、加快石窟寺保护级别的认定、合理划

定保护范围、落实石窟寺保护人、系统开展数

字化工作、制定专项保护规划等。我们都仔细

梳理了这些意见，报送给文物管理部门。

野外工作辛苦，室内整理工作也不轻松。

晚上回驻地，必须强打精神，完成当日的照片

归档、工作日记、遗迹记录描述、补充野外未完

成的图纸、标记地图上石窟寺的准确位置、筹

划明天的工作路线和内容……当天事情全部

完成时，一般都到了子夜。

此次山西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

查，共调查 570 处文物点，完成专项调查报告

481 份，绘制图纸 2112 张，上传照片 4590 张，

记录石窟寺 485 处，其中补录石窟寺（含摩崖

造像）18 处。新发现石窟寺（含摩崖造像）54
处，其中，石窟寺 24 处，摩崖造像 30 处。这些

调查为后续的保护和修复留下重要资料。

调查工作虽然辛苦，但我们能纵览历代石

窟风格的变化，体验多元文化融合的盛况。一

个个寂静偏僻的山谷里，深藏着一处处石窟，

连接起来就是一幅幅文化长卷，绵长悠远。山

西石窟寺调查，恰似一次从平城到洛阳，从邺

城到晋阳，从长安到太原的时空之旅。

（作者单位：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

护研究院）

图片自上至下分别为新发现的太谷白大

石石窟、考古工作者在野外进行石窟寺调查、

新发现的阳泉市盂县上文村摩崖造像。

版式设计：赵偲汝

山西石窟寺—

远在深山有人识
韩炳华

持续数月的三星堆遗址发掘随着近日的

系列“上新”“爆料”再次刷屏。除了以往所熟

悉的金面具、牙璋、象牙之外，3 号祭祀坑完整

出土的一件名为“铜顶尊跪坐人像”的青铜器

引起热议。

铜尊是三星堆文明与夏商周三代文明共有

的礼仪重器。尊，《说文解字》说“酒器也，从酉，

廾以奉之。”像双手奉持酒器之形。我国最早的

铜尊发现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属于商

代前期。与三星堆一样，郑州商城有一件铜尊也

出土于祭祀坑内，反映了商代文明与三星堆文明

一样，都有以铜尊作为礼器或祭器的传统。而二

者的铜尊在形制、纹饰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甚至都兼具圆尊、方尊两种形制。郑州商城铜尊

在年代上属于商代前期，比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三

星堆铜尊要早一个阶段。

3 号祭祀坑的这件器物高 115 厘米，体量

庞大。与此相似的青铜顶尊人像在 1986 年发

掘的三星堆 2 号祭祀坑曾有发现，但体量很

小，而这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写实性更强，学者

们认为它再现了古蜀文明祭祀盛景。显然，应

该 是 三 星 堆 青 铜 礼 器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一 种 器

物。其特征一是数量多，1、2 号祭祀坑共出土

铜尊 13 件，加上成都附近的彭县（现为彭州

市）竹瓦街早年也出土过这种尊罍形器物，与

三星堆其他种类青铜器器类相比，形成压倒性

多数；二是器物体量大，1、2 号坑出土铜尊一般

高度都在 40 厘米以上，最大者可达 70 厘米，新

发现祭祀坑出土铜尊的尺寸还不清楚，但从新

闻媒体发布的多件方尊等图像来看还有体量

更大者，而商文明目前所见铜尊鲜有超过 40
厘米者；三是具有写实性，以两件“顶尊跪坐人

像”为代表，辅之以身躯硕大的青铜立人像、边

璋上“山川祭祀”图像等带有明显的礼仪性活

动 的 写 实 场 景 ，让 3000 年 之 后 的 我 们 在“ 阅

读”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兴奋。考古学家常说考

古研究要“透物见人”，三星堆的这些器物直接

让你既见物又见人！这些感受是我们在“阅

读”三代文明青铜器中不容易获得的。

说起尊，自然会想到鼎。尊在夏商周三

代文明中地位虽然重要，但并不能取代鼎的

地位。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鼎属于二里头

文化四期，年代上大约相当于夏商之际，比文

献 传 说 的 夏 禹 铸 铜 鼎 晚 了 一 个 阶 段 ，但“ 尚

鼎”“尊鼎”的文化传统却根植于更早的龙山

时代乃至更早。三代礼器系统中的鼎觚爵、

鼎簋组合中，鼎总是第一位的。以三星堆为

代 表 的 古 蜀 文 明 似 乎 还 没 有 发 现 铜 鼎 的 影

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或许

说明，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途径

相同，古蜀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也是兼容并

蓄，并以其独有的人像、神树和象牙等文化因

素为基础，在大约相当于商代时期形成了其独

特的区域文明。此后的古蜀文明经由金沙文

明发展为巴蜀文明，并最终成为秦汉帝国的组

成部分。

三星堆考古意义是多方面的，其精细化发

掘方法及多学科交叉融合所体现的科技含量，

无疑代表了未来考古学发展的新模式。接下

来，学术界将围绕着器物所体现的技术、社会

和信仰等展开多层次的解读与阐释，共同解开

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发展的密码。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从三星堆的铜尊说开去
方 辉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对石窟寺

保护利用作出重要指示。同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

指导意见》。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工作。上百支调查队伍、

近 2000 人参与了调查工作，全面摸清全国石窟寺保存现状。本版特刊发山西省石窟寺调查

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图为三星堆 3 号祭祀坑中的铜顶

尊跪坐人像。 王明峰供图

6 月 12 日 是 2021 年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 今

年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展 示

活动的主题确定为“人民

的非遗，人民共享”，突出

了 非 遗 保 护 惠 及 大 众 这

一特性。

今年也是《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法》颁布实施 10 周年。10
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 保 护 水 平 有 了 持 续 提

升。“十三五”期间新增地

方性保护条例 37 部，非遗

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健

全；建立了国家、省、市、县

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体系，认定非

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

认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9
万多人。截至目前，我国

共 有 42 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列 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组织相关名录名册，居

世 界 第 一 。 整 个 社 会 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

保 护 和 传 承 意 识 有 了 质

的提升。

这 些 成 绩 来 之 不

易。“活”起来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焕发出旺盛的生

命力，铺展开传承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

“ 十 四 五 ”规 划 和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 提

出 ：“ 深 入 实 施 中 华 优 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强 化 重 要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 发 展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进一步创新传播方式、增

强科技赋能，把来自于人

民、传承于人民的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好 、传 承

好 、弘 扬 好 ，持 续 推 动 其

融入现代生活、体现当代

价值，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比 如 ，在 长 江 、大 运

河 等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中，将沿线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串珠成线，

推出相关主题旅游线路，

建 设 有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特色的景区景点，设立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旅 游 体 验

基地，让传统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

统手工艺等融入沿线居民的生活，成为游客的向往。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大

有可为。面对“千村一面”、旅游产品“天下一家”等

问题，通过挖掘和振兴乡村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 方 面 凸 显 当 地 特 色 ，成 为 乡 村 的 文 化 支 撑 ，一 方

面能够为传承人和相关从业人员带来实实在在的经

济 收 入 ，既 有 社 会 效 益 又 有 经 济 效 益 ，可 谓 一 举 多

得。数据显示，10 年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经费从 2011 年的 4.14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8.08 亿元，累计达到 77.66 亿元。文化和旅游部

支 持 地 方 建 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扶 贫 就 业 工 坊 超 过

2000 所，带动项目超过 2200 个，带动近 50 万人就业，

助力 20 多万贫困户实现脱贫。“活”起来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积极力量。边远偏僻地

区往往是传统工艺项目的富集区，让贫困户从剪纸、

刺绣、绘画、食品加工等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获得收入、增强自信，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

活态传承实践。之前，传承人的设计能力和审美能

力 有 待 提 升 、版 权 意 识 弱 等 问 题 困 扰 着 不 少 传 承

人。怎么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

划启动，传承人纷纷走进高校，学习专业知识，研究

传统技艺，开展交流研讨。经过强基础、拓眼界、增

学养，传承人创作了大量原真性、实用性、审美性俱

佳的作品和产品，其中不少成为“网红”“爆款”，备受

年轻人青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水平持续提升，表

现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更多“90 后”“00 后”加入传

承行列。

中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国际社会点赞为中

国 人 的“ 绝 活 儿 ”。 从 传 统 音 乐 、传 统 舞 蹈 、传 统 戏

剧、传统杂技到书法、木雕、瓷器、刺绣等，其精彩的

展示、精湛的技艺、精美的产品，具有跨越时空的魅

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

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令世人瞩目，期待它

彰显出更加深沉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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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水平有了持续提升，“活”起来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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