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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舞蹈雕像多元风格溯源

王克芬

2013-07-31 16:05:00   来源：《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年3期第3～5页 

   

  【内容提要】云冈石窟是中国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形成的伟大艺术成果，在它那雄伟壮丽的石雕群中，有各种风格不

同审美特征各异的舞蹈雕像。这些不同风格舞蹈雕像的形成，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民族和地区乐舞文化的差异。与此同

时，它们又在相互交流中彼此影响。直到唐代才形成交流融合创新唐乐、唐舞的局面。 

  【关 键 词】云冈石窟/舞蹈雕像/佛教/飞天 

  【作者简介】王克芬，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J702 文章编号：1008-2018(2005)03-0003-03 文献标识码：A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从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大同)后，为弘扬佛教而开凿的石窟。 

  公元五世纪初，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统一了北方十六国，结束了北部中国纷战二百七十余年的战乱局面，与南朝

的刘宋对峙。鲜卑原是游牧民族，习俗喜爱歌舞，不但喜欢观赏乐舞表演，更爱以舞自娱，他们所欣赏的是豪健粗放之美。 

  现从文献记载看北魏生活中的舞蹈活动，文明太后是北魏文成帝之后，在献文帝即位初和孝文帝即位时，她都曾临朝亲政，

是我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一次，她与孝文帝在灵泉池宴群臣及域外使节和各族首领时，令各人表演一段本民族的歌

舞。孝文帝亲率群臣起舞，向文明皇后敬酒…。① 由此证明：北魏时，尊至皇帝，以及大臣、域外使节，在大宴中皆可起舞。

当然，这是一种礼仪性舞蹈。北魏后期的权臣尔朱荣，每见庄帝射中，总要一面起舞，一面呼叫，于是其他文武官员也随之盘旋

起舞。尔朱荣还经常在归猎途中与左右的人手牵着手，一边唱起《回波乐》一边踏舞归去②。尔朱荣等跳的，很可能是鲜卑民族

的民间自娱性舞蹈。此外，当时还有借起舞的机会威慑政敌，以示杀机的事例：据《魏书·奚康生传》载：“康生性骁勇，有武

艺”，累立战功。康生与元叉同谋，欲废灵太后。正光二年(521年)，灵太后宴文武群臣于西林园，酒酣相继起舞。轮到康生，

奚康生跳起了《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嗔目、颔首为杀缚之势”。从舞蹈动作、姿态、表情，都明

确表示了对灵太后的威慑、杀机。灵太后心中十分清楚，但不敢说话。后康生败，被擒，处以斩刑。这个例子说明，《力士舞》

是个充满力量、威武雄健的男子舞蹈。从敦煌北魏壁画的力士像，云冈10窟及龙门石窟北魏洞窟的石刻力士，仍可追寻当年《力

士舞》的形象和风貌。这些力士是石窟的守护神，是佛的卫士和侍从。他们或托起巨石，支撑石窟，或举起佛座，或立于佛龛两

侧。他们瞪目而视，表情凌厉，常做出胯叉腰姿，那粗壮健美的体魄，凸起的肌肉，既富于力感，又具舞蹈的美感。从这些力士

像中，我们似乎可以窥探到北魏奚康生那气势凌人的《力士舞》的风貌。 

  在云冈石窟舞蹈形象最丰富的飞天群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在门楣或龛楣上有些半裸上体，身披络腋，下身着衭，赤足，舞姿

刚健的飞天。如6窟后室中心塔柱两面下层龛楣的一对飞天，在连珠纹装饰的空间，斜身躺坐，一手叉腰，一手伸臂举莲蕾；8窟

后室，平棊藻井的飞天用力直伸右臂的舞姿，更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阳刚之美的气息，更有意思的是，就在6窟刚健舞姿飞天的上

格中间，就有一身发髻高耸，着短衣长裙，裙尾飘扬风带萦绕的汉装飞天。6窟、8窟都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以后，逐渐开凿的

石窟，其中飞天的舞姿造型，既有北方民族健美昂扬的飞天，也有柔婉婀娜的汉装飞天。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室贵族，生活更加奢靡。宫廷贵族蓄养歌舞伎之风极盛，洛阳城有“调音”、“乐津”二里，

“天下妙伎出焉”③，以培养优秀乐舞艺人而闻名于世。争战中，每征服一个地方，就要搜获当地的乐舞艺人，供自己享乐；另

一方面，也很重视以乐舞夸耀武功、颂扬围威，在宫廷设置各民族、各地区乐舞，并模仿汉、晋之制，在宫中搬演中原流行的乐



舞“百戏”。北魏建国之初，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宫廷宴享或宣布政令教化，除陈雅乐外，同时还要演燕(今河北)、赵(今山

西)、秦(今陕西)、吴(今江南)等地俗乐舞。到拓跋嗣时(409—423年)又增配“大曲”，加上钟鼓章节，增强了音乐成分。北魏

的“大曲”，很可能是承汉启唐过程中的一种乐舞形式，这与汉、晋王朝宫廷宴享表演的节目几乎完全一样。这种模仿汉、晋的

做法，表明北魏统治者仰慕中原文化，向往汉、(西)晋，向往成为一个统一全国的强盛王朝的意愿。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天兴六年(403年)打败赫连昌，得古雅乐。平凉州(令甘肃武威)，后，又将那里的乐舞艺人及乐器、服

饰等掠归，得到当地所传《西凉乐》。《西凉乐》泵是十六国时期前秦吕光、沮渠蒙逊等占据凉州时融合西域龟兹乐舞和中原传

统乐舞而形成的西凉地方乐舞，原称《秦汉伎》。北魏太武帝平凉州后，得此乐，称为《西凉乐》。至北魏、北周之际，称《国

伎》。隋、唐仍叫《西凉乐》④。这种由“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的《西凉乐》，从南北朝至隋、唐盛行不衰，

史称：“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数百曲，多用西凉乐”⑤。隋、唐宫廷燕乐《九部乐》、《十部乐》均设有《西凉乐》部。 

  北魏太武帝曾从西域带回了疏勒(今新疆疏勒一带)、安国(今中亚布哈拉)的伎乐。北魏灭北燕(十六国之一，为汉人冯跋所

建政权)时，又得到了北燕所传的《高丽乐》。太武帝下令将西域悦般国(为匈奴西迁后，留在龟兹北部的匈奴人所建政权)的

“鼓舞之节，施于乐府”，归入宫廷乐舞机构。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得到南朝的《清商乐》。北魏迁都洛阳后才当皇帝的宣

武帝，为了嘉奖高车族的臣服，曾赐给高车乐器一部，乐工28人，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乐舞文化交流⑥。上述史事展现了中原传

统乐舞，西凉乐舞、西域乐舞、高丽乐舞及鲜卑本民族乐舞荟萃北魏的繁盛景象。 

  这种中、西、北、东乐舞荟萃北魏的繁盛景象，也展现在云冈石窟中。 

  先看看西域风的飞天：佛教从印度尼泊尔于东汉平帝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 

  据古天竺传说：在佛的护法神——“天龙八部”中，有为佛专司音乐舞蹈之神——乾达婆与紧那罗，与中国佛教艺术中供养

佛、娱佛的飞天、天宫伎乐、经变伎乐等音乐舞蹈之神是相同的。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十称：乾达婆与紧那罗都是为“诸

天作乐的天伎”。慧琳《一切经义》载：“紧那罗还常与乾达婆为妻室”，故在印度的佛教艺术中，他们常常一起出现。如在印

度佛教圣地阿旃陀石窟高高的石窟石柱上，他们相依相偎，并坐在天际云端。或作向上飞翔之姿，但远不如隋唐时代的飞天那要

轻盈飘逸，体态优美。 

  中国的“飞天”一词，最早见于《洛阳伽蓝记》元代宫廷乐队《乐音王队》中，有扮成飞天像的舞者他们所扮演的是中国的

紧那罗与乾达婆。也是敦煌壁画中，最富舞蹈美感的形象之一。 

  在我国的石窟中，只有新疆克孜尔千佛洞38窟的天宫伎乐是一男一女共在一个天窗门洞中，其他石窟都未见这种图像。看看

我们云冈8、9、10窟的飞天和阿旃陀石窟的紧那罗，乾达婆多么相似，佛教由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原，如前所述：北魏在长期的争

战中，统一了北方十六国。又把当地乐舞及艺人等，带回北魏宫廷，这也在云冈石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如20窟大佛头部右

侧，在火焰纹的边上那俏丽的飞天，梳着小辫长发，俊美的脸庞，多像一个美丽的新疆少女呀！又如9窟前室宣传孝道的《晱子

本生》故事的连环画面中，那两个在圆形门洞中的人物，那一手抚脑后，一手臂前曲压腕的姿态，以及那条纹的服饰，多么像我

们很熟悉的新疆舞蹈造型啊！在“昙曜五窟”中还有在大佛旁双手捧着花绳的供养伎乐。至今在新疆民间歌舞集会——“热西来

甫”中，还有花绳舞传承。在12窟的前室窟顶，在朵朵莲花中，有踮起双脚，双手捧举弹指的舞人，两旁还有击鼓伴奏的药叉伎

乐。这也是新疆舞的常用动作，在敦煌壁画中，也累累出现同样的舞姿造型。至今新疆一带民间舞仍盛行这种舞蹈动作。 

  第三期石窟，包括20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新开凿的。孝文帝加强统治，增强国力，进一步实现他

统一全国的意愿，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这一政策也直接地影响了云冈石窟的造像风格；主佛穿上了褒衣博带式的汉风服装，飞天

一律变成了清秀的汉族女子形象，身穿短襦长裙。这种汉装飞天在二期石窟中虽常常与北方游牧民族与西域风相融的飞天形象一

同出现(如第六窟等)，但汉装飞天并不占统治地位。三期石窟中的飞天，绝大多数都是汉装飞天，有双手托日月者，身披帛带，

相对托莲蕾而舞者(如第34窟)，有歪梳高髻，长裙裙尾飘绕，举长巾起舞者(如12窟外小龛)等等。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也在渗

透、改变着石窟造像。 

  云冈石窟中的飞天是具有浓厚舞蹈美的飞天，同时还有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的民俗舞形象，比较突出的是12窟前室门楣的

乐舞石雕群，在众多乐伎的伴奏下，两边四个舞者，左面二人，一上一下，在上者，右手托掌高举，左手叉腰，吸右腿而立，舞

姿刚劲。在下者，右手托掌，左手搬住曲膝的右腿，这是一个十分标准的“跳门坎”舞姿，这个“跳门坎”技巧，有一定难度，

要使自己站立的右腿，数次向前、向后、跳过曲膝右腿的狭小空间，至今这种技巧仍传承在戏曲艺术中，如《三岔口》中两人在

黑暗中对打，搜索对方，一方感到另一方抬起了桌子，于是两人一起将桌抬起，忽然，一方将桌子猛然扎地，桌脚砸了对方的

脚，疼痛难忍，于是用了“跳门坎”的特技，表现出他十分疼痛的感觉。右面二人作“托掌”“叉腰”姿，作“登弓步”姿。这

些舞姿至今仍是戏曲和中国古典舞的常用动作。可见其历史悠久。 

  第7窟前室通向后室门栱上，有一身十分生动精彩如“倒踢紫金冠”舞姿造型，腾空跃起的飞天，充满生气，十分健美。其

他如胸前掛鼓的乐伎。这种击鼓的方式，至今是山西民间舞《花鼓》舞的样式。这些为“诸天(神)作乐(舞)”的伎乐天，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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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艺术，更是当时生活中乐舞形象的遗存。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正如李治国主编、刘建军、李立芬撰稿《云冈石

窟·概述》中所述：“大同在公元5世纪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都市之一，同时也是吸取印度、中亚文化艺术，融合西域诸国和

中国山东六州、陕西关中、河西凉州、东北和龙等地区各族文化与艺术的聚集之地。”上述论述也充分反映在云冈的舞蹈雕刻

中。 

  致谢：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4年多次到云冈学习考察，得到李治国先生和多年在云冈石窟工作的专家学者热情指教与帮

助。还得到已故的摄影家赵岐先生的许多帮助，谨此致以深深的、诚挚的感谢。 

  注释： 

  ①见《魏书·高闾传》、《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②见《北史·尔朱荣传》。 

  ③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④见《隋书·音乐志·下》。 

  ⑤见《旧唐书·音乐志·二》。 

  ⑥本段各族乐舞文化交流史事. 均载《魏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隋书·音乐志》。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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