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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第 6 窟佛传故事雕刻再研究
常青

内容提要：云冈石窟第6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年代里，里面有迄今保存在中国的情节最多的一套连

环佛传故事雕刻，情节是沿着人们环绕中心柱作右旋礼拜的方向发展的。然而，在过去八十多年时间的研究中，学

者们多将这套故事画的起始定在中心柱南面（前面），或定在中心柱东面，从而对其中的一些情节无法得到相对恰

当的解释。作者通过考察窟内结构，认为第6窟最重要的位置是中心柱北面和窟内北壁大龛之间，这套连环画的开

始应该在中心柱北面下层东侧，表现能仁菩萨身处兜率天宫和乘象入胎。以往的学者都将这幅菩萨乘象画面解释

为悉达多“太子骑象”，是不能认识整套故事画合理发展顺序的关键。通过这样的次序调整，作者较为合理地解释了

中心柱四面佛传故事情节的发展，还对东、南壁的一些故事情节重新作了解读。作者还指出，这套故事画的艺术设

计应该和当时人们在窟内的绕行中心塔柱、右旋观想佛像的礼仪相结合，恢复这样的设计，才能正确解读所有故事

画的情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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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是中国三
大石窟群之一，而第6窟是 这个石
窟群中雕刻最为繁复华丽的一所
洞窟，开凿于五世 纪 下半 叶 的 孝
文帝执政时期（471-499）。[1]第6
窟主室平面近似于正方形，每边长
约13米，正中立着一座粗 大华丽
的通顶方形塔柱，分为上下两层，
每层每面都开龛造像（图1、2）。
第6窟最重要的位置在窟内北壁。
北 壁 龛像共分三 层 。在 第一层 开
凿着 一所 连 通 东、西壁的大 型 盝
形 帷幕龛，龛内主尊结 跏 趺 坐佛
高6.1米，两侧各雕一身胁侍立菩
萨，高5.6米 。这 三尊大像应该是
第6窟中最重要的造像，也是体量
最大的造像，惜它们的表面已经风
化殆尽。因此，北壁前的空间（即
与中心 柱 北面之间的空间）就 是
窟内聚会最重要的场所。此外，第
6窟东、西、南各 壁间也布满了雕
刻，题材多样。这三壁间的造像都
分五 层 排 列，各 壁各层 之间又 互
相联 通，统一设计，构成了一幅璀
璨的佛国画卷。

在全中国的石窟寺艺术中，

云冈第6窟的浮雕佛传故事内容最
为丰富，包括雕刻在中心柱下层
四面的共14个画面和东、西、南
壁下起第二层的各8个画面，以及
南壁明窗两侧壁的2个画面、东、
西、南壁下起第三层的5个画面。
虽然第二层的东壁北侧2幅、南壁
西侧2幅和西壁的8幅画面都已风
化不存，它仍以无与伦比的现存长
达33幅以上的连环画形式讲述着
释迦的一生，故事连贯，构图严
谨，又结合着中印文化艺术形式，
不愧是北魏中期创作的艺术精品。

然而，第6窟这套佛传故事雕
刻的题材考证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
过程。云冈石窟的大规模研究是从
1938年开始的。从那时起，学者
们多是从中心柱正面（南面）开始
解读这套佛传故事，并且从中心柱
正面开始给这个连环画编号，因为
他们认为这里应该是窟内最重要的
地点，也就应该是这套连环画开始
的位置。其实不然，窟内最重要的
地方应该是窟内北壁的大龛像，
[2]而中心柱北面和窟内北壁之间
的空间才是第6窟最重要的场所。

因此，佛传故事从这里开始，才应
该符合实际情况，也才能解释八十
多年来一直无法判断清楚的中心柱
下层北面东侧、东面、南面的故事
雕刻题材。

本 文 将 从 梳 理 前 人 对 这 套
佛传故事雕刻的研究入手，来还
原这套连环画的前后顺序，从而
解读过去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中
心柱上的一些关键性连续画面情
节。此外，对位于东、南壁间下
起第二、三层的一些故事情节，
笔 者 也 将 作 出 不 同 于 前 人 的 判
断，还望同行不吝指正。为了论
述方便，笔者将全窟佛传故事雕
刻的分布用图3表示，并在讨论中
使用该图对各画面的编号。

一、以往研究的问题所在

对于云冈第6窟连环画式的佛
传雕刻，在梳理前人研究的问题之
前，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三个基本要
素。其一，这套故事画的情节顺序
是连续的，基本的发展走向也是清
楚的。这点我们从一些图像特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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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鲜明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一些情节表现上可以看出。
例如，在中心柱西面雕着悉达多太子刚出生时的四个
连续情节，从南向北依次为树下诞生、独步之呤、龙
浴太子、太子回宫（图4）。然后，情节转到了中心
柱北面西侧，是阿私陀仙人占相，也正是太子回宫后
的情节（图5）。这个现象说明在中心柱的四面，故
事情节应该是以人们右旋绕行塔柱的方向连续发展
的。在东壁下起第二层和与之连接的南壁下起第二层
的窟门东部，表现太子在宫中生活和出游四门的连续
情节，在东壁从北向南发展，再转入南壁东半部，依
次是较艺射鼓、出游东门、出游南门、出游西门、宫
中忧思、出游北门、踰城出家。接下来的情节是位于
明窗西侧的犍陟辞别，和刻在南壁下起第二层窟门西
部的山中苦行。这些连续的画面都说明故事情节的发
展仍然是按照人们右旋绕行中心柱的方向依次刻在窟
内主室的东壁（从北向南）、南壁（从东向西）、
西壁（从南向北）的下起第二层（图3）。总之，我

们可以看到这套连环画形式的佛传故事情节是按照顺
时针方向连续发展的，不可能出现后来发生的情节突
然出现在前面，或是前面发生的节情突然出现在后面
的情况。例如，如果我们在关于太子出生的几幅画面
之中考证其中的一幅情节是发生在太子出家以后，或
是在太子出家以后的一些连续情节中考证其中一幅的
故事发生在他出家之前或刚出生时，就不合逻辑顺序
了，就应该重新思考我们考证的故事情节是否正确。

其二，一些相似画面题材考证的可能性较多。
如在中心柱四面有四幅是净饭王夫妇（或净饭王和姨
母）并排同坐，一或二身菩萨形人物在其前跪拜或站
立（图4:7、5:3、5:6、5:14）。这些画面常被解释
为净饭王夫妇、姨母养育、商议赴学、太子行孝等，
总之就是表现太子和父母（或父亲、姨母）在一起的
某个情节，不论是A或是B，似乎都问题不大。再例
如，有两幅画面都展示的是一座门楼，前有踏道，门
前立一身着菩萨装人物，分别刻在中心柱北面东侧
和东面北侧（图5:1、5:4）。这两幅画面常被解释为
“建三时殿”和“建大学堂”。但要对这些相似的画
面作较为合理的考释，就需要和第一要素相结合，即
把它们放在一个合理的情节发展顺序之中，才能做出
接近正确的判断。

其三，正确的题材都应该有佛经依据。在北魏

图 1 云冈石窟第 5、6 窟平面图（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
第二卷《第五洞本文》第 8 页）

图 2 云冈石窟第 6 窟纵剖面图（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
第三卷《第六洞本文》第 16 页）

图 3 云冈石窟第 6 窟佛传雕刻分布图（根据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
冈石窟》第三卷《第六洞本文》第 38 页改绘）
1. 处㣼利天宫；2. 乘象入胎；3、4. 诸天神造宫殿；5. 天神奉食；6. 
相师占梦；7. 树神现身；8. 各国朝贺；9. 树下诞生；10. 独步之吟；
11. 龙浴太子；12. 太子回宫；13. 仙人占相；14. 姨母养育；15. 已毁；
16. 比武招亲？ 17. 较艺射鼓；18. 太子成婚；19. 请求出游；20. 出
东门遇老人；21. 出南门遇病人；22. 出西门遇死人；23. 宫中忧思；
24. 出北门遇比丘；25. 天神来请；26. 夜半逾城；27. 树下思维；28. 
犍陟吻足；29. 山中苦行；30. 诸天神供养；31. 诸天或菩萨供养；
32. 降魔成道；33. 梵天供奉钵；34. 初转法轮；35. 降伏火龙；36. 三
迦叶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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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人们所能见到的关于释迦一生
故事的经典主要有东汉竺大力、康
孟详译的《修行本起经》、孙吴月
支优婆塞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
起经》、西晋竺法护译的《普曜
经》、西晋聂道真译的《异出菩萨
本起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
《过去现在因果经》等，这些都有
可能成为云冈艺术家们的参考依
据。如果我们解释了某个画面，觉
得它合理，但这种解释却在上述佛
经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撑的情节经
典依据，就是明显的失误。如中心
柱北面下层东侧雕着一身菩萨形人
物骑象，前后有胁侍簇拥着，历来
被解释为“太子乘象”（图6）。
然而，在上述佛经中没有任何关于
太子自己乘象的故事情节。遇到这
种情况，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审视这
种考释是否正确，以及与之相关的
画面顺序是否合理了。

基于上述三个基本要素，我
们来梳理一下具有代表性的四项
前人对第6窟佛传故事雕刻的考证
与研究，看看他们的成果与问题
所在。

1938年至1945年间，日本学
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
作了细心地调查与研究，在五十
年代出版了二人合著的16卷《云
冈石窟》。[3]在第三卷关于第6窟
的记录与研究中，[4]以及第七卷
《雲岡石窟と佛傳彫刻》一文，
二人对第6窟的佛传雕刻题材作了
考证，还给窟内保存较好的37个
画面编了顺序号。依据他们的顺
序号，这套佛传连环画故事是从
中心柱南面东侧开始的，很可能
基于他们主观认为的主室窟门正
对的中心柱南面应该是第6窟最重
要的壁面。他们认为第一个可辨识
的情节是中心柱北面的“树神现
身”，即他们编的第二个情节（图
4:7左），因为他们对编的第一个
情节（图4:7右）内容不清楚。实
际上，这两个画面表现的是同一

个情节，都表现太子降生之前所
现的三十二端应之一—“树神现
身”。接着他们认为自己编的第四
是“净饭王夫妻”，但第三的情节
却不知。实际上这两幅画面表现的
是同一个情节（图5:8）。然后，
他们辨识出了中心柱西面的四个情
节，从南向北依次是“树下诞生”
（9）、“独步之吟”（10）、
“龙浴太子”（11）、“太子回
宫”（12），还判断了中心柱北
面 西 侧 的 “ 仙 人 占 相 ” （ 1 3 ）
（图4、5）。此后，学者们对这
五个情节再无异议，笔者也认同。

但水野和长广接下来对中心
柱北面东侧和东面情节的考证就出
现了大问题。首先，在中心柱北面
东侧至东面的共六个情节中，只考
证出了一个，即12号，而对另外
五个情节的内容无法确定。其次，
他们认为12号（即位于中心柱北
面东侧的菩萨骑象画面）是“骑象
太子”（图6），至今仍被学者们
认可。然而，笔者在前文已说过，
任何关于佛传的经典中都没有记载
悉达多太子有独自骑象的情节，他
既不曾骑象在宫中行走，也没有在
宫外骑象的记录，而他在宫外的四
次出游和最后的离家出走都是骑
马。所以，将该图判断为“骑象太
子”明显有误。因此，水野和长广
并没有合理地考证出这套连环故事
画在中心柱的排列顺序。

水野和长广还考证出了主室
东、南壁第二层的大部分画面，
如东壁的“较艺射鼓”（17）、
“ 宫 中 欢 乐 ” （ 1 8 ） 、 “ 净 饭
王 与 太 子 ” （ 1 9 ） ， 以 及 跨 越
东、南两壁的“出游四门”（20-
24），南壁窟门东侧的“踰城出
家”（26），明窗西侧壁的“犍
陟 吻 足 ” （ 2 8 ） ， 窟 门 西 侧 的
“山中苦行”（29）等。他们还
考证了东、西、南壁第三层一些大
龛的情节，如西壁中龛的“降魔成
道”（32）、东壁南龛的“初转

法轮”（34）、东壁北龛的“降
伏火龙”（35）。这些情节的考
释都得到了以后学者们的认可，包
括笔者（图3）。可以看出，水野
和长广考证了第6窟现存33个情节
中的大部分，其中的19个情节至
今被学界认可，奠定了阐释这套佛
传故事的基础。至于二人对主室
东、南壁某些情节解释的误区，笔
者将在下文论述。

1963年，杨泓对第6窟的佛传
故事浮雕作了研究。[5]首先，他
延用了水野、长广的主要观点，认
为这套佛传事连环画是从中心柱正
面（南面）开始的，再依次转到
中心柱西、北、东面。他也认为
第一个情节就是刻在中心柱南面
东侧的“树神现身”（图4:7）。
其次，杨考证了一些水野和长广
没有解释的情节。对于中心柱北
面“阿私陀仙人占相”东侧的一
幅（图5:14），他认为是“姨母养
育”，笔者赞同。对于中心柱北
面东侧的骑象菩萨西侧画面（图
5:1），他认为是“王建宫殿”，
也就是给太子建宫殿。对于骑象菩
萨（图6），他延用了水野、长广
的观点，认为是“太子乘象”，但
没有找到相关的佛典记载。此外，
杨对一些情节的考证也值得进一步
思考。如对中心柱东面北侧的一幅
画面，与北面东侧的相似，同样表
现一菩萨形人物站在一座门楼前
（图5:1、5:4），他认为是国王给
太子“建三时殿”。在一套佛传故
事画中，有两幅都表现给太子建
殿，显然可能性不大。对于中心柱
东面北侧南一幅，他根据《过去现
在因果经》卷一，将其解释为“商
人奉宝”（图5:5）。如果属实，
这个情节就跳跃了。因为根据该经
记载，“商人奉宝”发生在太子降
生不久刚刚回宫之时。而这幅雕刻
排在他自己认可的“阿私陀仙人占
相”、“姨母养育”、特别是已长
成少年的太子骑象的情节之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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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赵认为第6窟的这套连环故事雕刻起始于中心柱
的东面南侧，把位于那里的两幅画面解释为“降神选
择”和“相师占梦”（图5:5、5:6）。对于“降神选
择”，笔者有不同看法，但赞同其“相师占梦”画面
的判断。对于中心柱南壁东侧两幅画面和西侧的两幅
画面，赵认为分别表现两个情节，为“树神现身”和
“礼贺母胎”（图4:7、4:8），笔者也同意。可以看
出，赵的考证较前人前进了一大步，因为他打破了整
套佛传故事画起始于中心柱南面的说法。但赵也延续
水野和长广的观点，将中心柱北壁的骑象菩萨解释为
“太子乘象”（图6），还用了和蔡宛霖同样的经典
依据。[9]

二、佛传图在中心柱起始的新思考

总的来看，前人对第6窟佛传题材考证的缺欠主
要集中在中心柱的北、东、南三壁。他们之所以不能
对这三面的内容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主要是没有考
虑到这套连环画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

笔者以为，寻找整套佛传故事雕刻顺序的起始，
可以从考证骑象菩萨画面入手。前文已述，在前人所
有的研究与著述中，都将中心柱北面东侧的骑象菩萨
解释为“太子乘象”或“骑象太子”，也就是悉达多太
子乘象（图6）。笔者在前文已阐述过，佛经中从来没
有记载悉达多太子在何时独自乘象出游。所以，此画
面表现“太子乘象”的可能性不大。乘象的菩萨，在北
朝时期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普贤菩萨，二是能仁菩萨
“乘象入胎”。在云冈石窟第9窟的明窗西侧壁也刻了
一身菩萨骑着大象在山中行走，旁有天人随侍，李静
杰将其解释为普贤菩萨，因为他正好可以与明窗东侧
壁的观音配对。[10]云冈第37窟东壁就有“乘象入胎”
画面。[11]但在第6窟的佛传故事系列中，这幅骑象
菩萨显然不可能是普贤菩萨，而只能是能仁菩萨“乘
象入胎”，也就是来到净饭王的王宫来就王后摩耶夫
人之胎。因此，整套画面应该从中心柱的北面东侧开
始，这在逻辑上也能讲通，因为那里是窟内最重的地方
（图1、2、3）。故事情节从这里开始，然后转入中心柱
东面，再向中心柱南、西面发展，许多情节都可以得到
合理的解释。因此，乘象菩萨图像是解读这套连环故
事画开始和许多情节的关键。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套
佛传故事连环画在中心柱的起始与情节的发展，仍然
使用图3中对各画面的编号。

1. 处㣼利天宫
在中心柱下层北面东侧刻一座庑殿顶房屋，门口

立一菩萨（图5:1）。这个画面应表现能仁菩萨身处
㣼利天宫的情景。[12]

图 4 云冈石窟第 6 窟中心柱南、西面佛传雕刻测图（采自水野清一、
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三卷《第六洞本文》第 40 页）；情节编号随图 3。
7. 树神现身；8. 各国朝贺；9. 树下诞生；10. 独步之吟；11. 龙浴太子；
12. 太子回宫

图 5 云冈石窟第 6 窟中心柱北、东面佛传雕刻测图（采自水野清一、
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三卷《第六洞本文》第 41 页）；情节编号随图 3。
1. 处㣼利天宫；2. 乘象入胎；3、4. 诸天神造宫殿；5. 天神奉食；6. 相
师占梦；13. 仙人占相；14. 姨母养育

是不可能的。
2004年，蔡宛霖对第6窟的佛传题材作了全面考

证。[6]首先，她同意水野、长广对全窟佛传情节排
列的次序，认为中心柱南面是礼拜者进入窟中视线最
先接触的地方，沿着右绕礼拜的顺序，佛龛两侧的佛
传图顺序就该是左前右后。之后，她对水野、长广没
有考证的一些题材作了解读，还对他们已考证出的一
些情节重新作了解释。但是，她仍然延用水野和长广
的说法，将中心柱北壁东侧的骑象菩萨解释为“太子
乘象”（图6），[7]对整套佛传图的排列次序没有突
破前人的框架。

赵昆雨在二十一世纪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2004、2010、2017年，赵昆雨对云冈石窟的佛传、
本生、因缘故事雕刻作了全面考证。[8]在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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㣼利天，也叫兜率天、兜术
天，是即将成佛的菩萨（即补处菩
萨）的居住之所。能仁菩萨在转世
成释迦前，曾在那里居住。如今是
在未来成佛的弥勒的居所。《修行
本起经》卷一记载，释迦的前世能
仁菩萨寿终后上生兜术天宫，再从
上下来为转轮飞行皇帝，又上生㣼
利天宫。最后化乘白象，来就母
胎。[13]《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
也说菩萨在化乘白象投胎之前，居
住在兜术天上。[14]《普曜经》卷
一说菩萨是从兜术天上化作白象，
降神胎于摩耶夫人右胁的。[15]

2. 乘象入胎
《修行本起经》卷一记述能

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摩耶
夫人梦见空中有乘白象，“弹琴鼓
乐，絃歌之声，散花烧香，来诣
我上，忽然不现。夫人惊寤。” 
[16]在中心柱下层北面东侧刻一菩
萨装人物骑象，四周有天人围绕执
伞盖并奏乐，表现的正是能仁菩萨
在天人奏乐散花烧香的伴随下去就
摩耶夫人之胎（图5:2、6）。[17]

3、4. 诸天神造宫殿
《 普 曜 经 》卷二记 载 ，白 净

王（即 净 饭 王 ）想 造 新屋宅 安 置
怀 孕 的 王 后 。此 时，四 天 王诣白
净 王 ，“ 谓 王 言：大 王 安 意 ，今
我 等 身 当 为 菩 萨 造 立 妙 宅 。时
天 帝 释 、炎 天、兜 术 天、无 㤭乐
天 、化自 在 天 往 诣 王 所，各上 天
宫。”“一切欲界天王俱来诣迦维
罗卫，贡上宫殿，一心自归供养菩
萨。时白净 王亦 在 其 上 ，兴 立 宫
宅 ，严 好 如 天 。于 时 菩 萨 承 大 净
定，使其王后普见宫殿，身处其中
皆 怀 菩 萨。时 诸 天 王 所上宫殿各
不相见，各自念言：今菩萨母在我
宫殿，不在余所。” [18]

在中心柱东面下层南侧刻一
庑殿顶屋檐，象征着净饭王的宫
殿（图5:3）。殿中坐着净饭王夫
妇，正在与面前一位胡跪并且双手
合十的人物交谈着。此人的身后还

画面的西侧，即内外龛交接处，刻
着游戏坐姿的树神，身后有树（图
4:7）。水野、长广、杨泓、赵昆
雨等人都认为是“树神现身”，笔
者赞同。这个画面应表现净饭王夫
妇向着现人身的树神行礼。[23]

8. 各国朝贺
《 修 行 本 起 经 》 卷 一 曰 ：

“粟散诸小国王闻大王夫人有娠，

有一位同样装束的人物。这个画面
应表现诸天神依次拜见净饭王、请
求为王后建造宫殿。该画面向西
折，刻着另一幅画面（图5:4），
表现的是与中心柱北面下层能仁菩
萨所居之兜率天宫（图5:1）十分
相似的宫殿，应是天宫的样子，门
前也有一位菩萨装人物，表现王后
身处诸天王所建的宫殿之前。[19]

5.天神奉食
《 修 行 本 起 经 》 卷 一 曰 ：

“自夫人怀妊，天献众味，补益精
气，自然饱满，不复飨王厨。十月
已满，太子身成。”[20]

中心柱东面下层南侧内、外
层龛的交接面上刻一屋檐，檐下有
一菩萨形人物站立在外侧，是为王
后摩耶夫人。在画面中部，下为一
盘供奉的食品，中为一身有台座与
舟形背光的小立佛，靠近王后的身
体，表现身处母胎中的太子。小佛
的上方也有供品。内侧上一人身背
囊袋回首顾盼，下一人双手合十于
胸前，向着中部的小佛恭敬礼拜
（图5:5）。该画面表现的正是诸
天向王后奉献食品，但实际上是献
给身处母胎中的太子。[21]

6. 相师占梦
在中心柱东壁下层南侧的浮

雕屋檐下，刻净饭王夫妇并排而
坐。在画面的北侧下部刻一身材矮
小的短发男子，是修行人的打扮，
正在和国王交谈。他的上方有一身
双手合十、正在飞翔的天人，还有
一身与下部男子同样装束的人物
（图5:6）。赵昆雨认为该画面表
现相师为王后占梦，笔者赞同。
[22]在佛典中，相师占梦紧接着王
后梦见能仁菩萨乘象入胎。这里把
这个情节安排在天神造宫殿和奉食
之后。

7. 树神现身
在中心柱下层南面外龛东侧

雕一庑殿形屋顶，屋檐下站着穿菩
萨装的二人，都将双手拱于胸前。
二人身后还雕着三位侍女。在这幅

图 6 云冈石窟第 6 窟中心柱下层东侧“乘
象入胎”（2）（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
冈石窟》第三卷《第六洞图版》图版 177）

图 7 云冈石窟第 6 窟东壁第二层佛传图（16）、
“较艺射鼓”（17）（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

冈石窟》第三卷《第六洞图版》图版 63）

图 8 云冈石窟第 6 窟东壁第二层“太子成婚”
（18）（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
第三卷《第六洞图版》图版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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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来朝贺，各以金银珍宝衣被花
香，敬心奉贡称吉。无量夫人，举
手攘之，不欲劳烦。”[24]

在中心柱南面外龛西侧和内
龛交接的拐角处雕一庑殿形屋顶，
屋檐下是净饭王夫妇并坐。在他们
的东侧，刻着两身跪姿人物，上方

还出露两身同样装束的二人半身，
四人都是将双手放于胸前，表示恭
敬。这里应表现各小国的国王朝贺
王后怀孕的情景（图4:8）。[25]

在中心柱西面下层自南向北
刻着“树下诞生”（9）、太子的
“独步之吟”（10）、“龙浴太
子”（11）、摩耶夫人乘象抱着
婴儿“太子回宫”（12）等。在
中心柱北面西侧刻“阿私陀仙人占
相”（13）（图4、5）。这些情
节自水野、长广考证出后，再无异
议。对于中心柱北面西侧13东侧
的画面14，杨泓认为是“姨母养
育”（图5:14），赵昆雨延用，笔
者也赞同。[26]

可以看出，将这套连环故事
画的开始安排在中心柱北面，对于
绕行塔柱的右旋礼拜也是合理的。
中心柱北面前部是窟内最重要的空
间，故事从这里开始，右旋绕行中
心柱一周后，又在这里结束。然
后，再继续右旋至东壁北端，开始
观赏下一个情节，由北向南发展，
也是右旋的方向。我们试想，如果
故事开始的画面像其他学者认为的
那样是在中心柱南面或是东面南
侧，那么人们从中心柱南面或东面
开始绕着塔柱观看佛传故事情节，
最后都会在中心柱的东面停止。接
下来的画面是窟内东壁下起第二层
北端。那么，人们就不得不向后转
身再向北走，来到东壁北端。这样
以来，右旋的礼拜就不连贯了，就
是图画情节顺序设计的失败。

三、东、南壁部分佛传情节
再研究

前 文 已 述 ， 对 于 第 6 窟 后 室
东、南壁第二层的连环故事画情
节，水野和长广基本都考证出来
了。他们还考证出了西壁和东壁第
三层的三个情节。但对于东、南壁
的部分情节内容，笔者有不同看
法，在此一并列出，略陈管见，仍

然使用图3中对各情节的编号。
东壁第二层佛传情节
16. 比武招亲?
在东壁下起第二层最北侧的

两幅画面（15、16）都已风化残
损。北起第二幅画面（16）仅存
南侧上角，可见一人物仅出露头胸
部，举起左臂。他的身前是一横向
的建筑构件（图7）。根据下一幅
画面“较艺射鼓”的内容，这幅画
面原来也可能和比武招亲有关。

17. 较艺射鼓
该画面展示太子等三人同时

张弓射箭，射向三面树起的鼓（图
7）。水野、长广考证此为“较艺
射鼓”，之后无人有异议。《修行
本起经》卷一记在比武招亲之时，
“复以射决，先安铁鼓，十里置
一，至于七鼓。”调达、难陀、太
子依次射，显然与此画面不相符
合。[27]《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
记载：调达邀请太子和难陀“请
戏后园，的附铁鼓，俱挽彊而射
之。太子每发中的彻鼓，二人不
如。”[28]这个版本表现的是三人
同时在园中射鼓，与画面相符。

18. 太子成婚
据 《 修 行 本 起 经 》 卷 一 记

载，在比武（射鼓）招亲之后，是
太子与裘夷（即耶输陀罗）成婚。
[29]在东壁第二层刻着单幅多情节
画面（18）。画面左侧是一座庑
殿式宫殿，太子独自坐在殿内。殿
前踏道的北侧是两身跪姿侍者，踏
道的南侧有一女子躺在地上，太子
坐在她的身旁，伸出左手抚摸她的
脸。在画面的南侧上部，太子与一
女子相拥玩耍（图8）。这幅画面
表现太子婚后在宫中的欢乐与忧
愁。[30]

19. 请求出游[31]
在东壁第二层的19刻净饭王

坐于盝形帷幕龛之下，北侧有一侍
者，南侧是跪姿的太子，双手相
拱，姿态恭敬。[32]水野、长广认
为该情节是“净饭王与太子”，杨

图 9 云冈石窟第 6 窟南壁第二层窟门东侧
二幅佛传图“宫中忧思”（23）、“出北门遇比丘”
（24）（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
第三卷《第六洞图版》图版 34）

图 10 云冈石窟第 6 窟南壁第二层窟门西侧
三幅佛传图“山中苦行”（29）、“诸天神供养”
（30）、“诸天或菩萨供养？”（31）（采自水
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三卷《第六
洞图版》图版 36）

图 11 云冈石窟第 6 窟南壁第三层东侧龛“梵
天供奉钵”（33）（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
冈石窟》第三卷《第六洞图版》图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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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认为是净饭王与太子对话（太子
向王请求出游），赵昆雨认同，笔
者也同意。[33]在各种经典中，太
子共在四个不同的时间里出游了四
门，都是提前向父王请示。这里只
用一个面画来表现他四次向父王请
求出游。

在东壁第二层最南部的三个
画面，从北向南依次是“出东门
遇老人”（20）、“出南门遇病
人”（21）、“出西门遇死人”
（22）。[34]水野和长广首先考证
出，后人无异议。

南壁第二层与明窗佛传情节
23. 宫中忧思
南壁第二层窟门最东侧的故

事雕刻（23）中部是一座盝形帷
幕式房屋，东半部已风化不清，这
里应该是该画面的主要人物所在。
西半部尚存两身侍者。水野、长广
将此图和前三幅、下一幅都包括在
“出游四门”的情节中，想必将其
视为太子出游之后在宫中忧思人间
疾苦的情景（图9）。赵昆雨认为
是三次出游之后的“宫中不乐”。
[35]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其实，
太子每次出游城门，回宫之后都有
忧思。在此只表现第三次出游之后
的忧思。

多数版本的佛传认为太子是
先成婚，后出游四门。但《太子瑞
应本起经》卷上说，太子第三次出
游之后才成婚。[36]如果第6窟的
佛传故事根据的是这个版本，那么
这幅画面中的残损部分很可能表现
太子成婚的情节。如果是这样的
话，前面的射鼓情节（18）就与
比武招亲无关了，而是表现堂兄弟
三人在后园比试射箭玩耍。那么，
接下来的情节（19）就应该是太
子在“宫中欢乐”，并非“太子成
婚”。正如蔡宛霖所言，对比佛典
与图像，可知这套连环画佛传并非
依据单一佛经，而是采集了当时流
传的多部佛典融合而成。[37]但由
于部分画面毁损严重，我们还是无

法完全复原当初的原始设计与经典
依据。

24. 出北门遇比丘
位 于 南 壁 第 二 层 窟 门 东 侧

（图9）。此图被水野、长广辨识
之后，再无异议。

25、26. 天神来请与踰城出家
南壁第二层窟门东侧雕刻着

太子向妻子告别的场景（25）。
在盝顶帷幕之下，耶输陀罗右胁卧
在床上，她的脚下坐着太子，床
下西侧有一身胡跪合十的天人，
来接太子出家。床前有四位姿态
慵懒的伎乐。[38]水野、长广认为
26是“踰城出家”，[39]25是太子
出家之前的“夜半思惟”。[40]杨
泓认为25是“耶输陀罗入梦”，
意思相近。蔡宛霖和赵昆雨都认
为这幅画面表现的是太子向妻子
告别出家的情景。对于“踰城出
家”（26），自水野、长广考证
出后，再无异议。

27、28. 树下思维和犍陟吻足
水野和长广将明窗东侧的27

解释为“太子思惟”，将明窗西侧
的28解释为“白马别离”，也就
是太子出家后与白马犍陟辞别。
[41]杨泓认为27是太子逾城后初至
山中时思惟的形象。赵昆雨认为
27表现的是太子辞别犍陟（28）
之后在山中思惟，见到摩揭陀国国
王频婆沙罗王的场景，根据是《普
曜经》卷四。[42]笔者认为，27位
于明窗东壁，按照所有故事情节顺
时针方向发展的设计，这里的太子
思惟应发生在犍陟吻足（28）之
前。《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记载
太子在离家之后、辞别犍陟之前，
净饭王追来，见到太子在田间树下
思惟。[43]27似与这个情节有关。

29. 山中苦行
《修行本起经》卷二说，太

子入山修苦行，“自誓日食一麻一
米，以续精气。端坐六年，形体羸
瘦，皮骨相连。”[44]但释迦最终
放弃苦行，择中道。《普曜经》卷

五记载，“菩萨修勤苦行竟六年
已，心自念言：虽有神通圣明慧
力，今吾以是羸瘦之体，往诣佛
树，将无后世边地诸国有讥者乎，
谓饿得道。吾身宁可服柔软食，平
复其体，使有势力，然后乃往至其
树下，能成佛道。”[45]

南壁第二层窟门西侧有单幅
多情节画面（29）。画面的下部
浮雕一排连续山峦，东半部刻较高
的山峰，太子在山中结跏趺坐，双
手施禅定印，表现太子的六年苦
行。画面的西半部刻太子起身站
立，向着西方一树行走。这部分画
面表现太子放弃苦行，向着尼连禅
河行走的情景（图10左）。[46]

30. 诸天神供养
南壁第二层窟门西侧的一幅

画面（30），共雕了九身人物，
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四身，最东
侧一身为盘腿坐姿，双手各执一
物，正在和其西侧的一位胡跪人物
交谈，此人双手也捧一小物于胸
前。位于西侧的二人正在向西行
走，双手均持物品。下层有五身跪
姿人物，其中西侧二身保存状态较
好，可见其左手上持一小物品（图
10中）。杨泓和赵昆雨认为此画
面表现太子苦行前在山中“问询仙
人”，蔡宛霖则认为是太子与仙人
相处。[47]

笔者对此有不同解读。《普
曜经》卷五记载，太子在尼连禅河
洗浴之后，服用了女子奉献的乳
糜，就前往菩提伽耶，将在菩提树
下成道。此时，千梵天王转告梵天
众神这个好消息。梵天、帝释天、
日神、月神、四大天王等都听到了
这个消息，他们都来到江水边，奉
迎太子，共同供养他。[48]画面上
层最东侧的一身似为千梵天王，正
在将好消息告诉身边的梵天。其余
七人似乎表现帝释天、日神、月
神、四大天王等，各持物品，向着
西侧走行，都是前往佛处虔诚供养
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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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诸天或菩萨供养?
据佛经记载，在悉达多成道

前的当晚，还有很多佛国世界的
菩萨、天神前去供养，其中包括
十方菩萨等。[49]在南壁第二层窟
门西侧还有连续的两个画面，其
中30西侧的31已经大部残损，仅
保存东侧上角的一人物，向着西方
作行走状，右手提着一物（图10
右）。这个画面原来可能有更多的
这类供养天人，表现他们正在前往
菩提树下供养太子。

31以西的画面，以及位于西
壁同层的八幅画面都已风化残损。
这些画面原来的内容应该延着上述
情节继续发展，表现释迦成道和成
道以后的度人故事，直至涅槃。

东、西、南壁第三层佛传情节
在东、西、南壁的第三层雕

有系列大龛，有的表现释迦成道和
成道以后发生的故事情节，可与第
二层的佛传内容衔接。其中西壁第
三层中龛题材为释迦在菩提树下
“降魔成道”（32），东壁第三
层南龛题材为释迦在鹿野苑给五弟
子“初转法轮”（34），东壁第
三层北龛题材为释迦在三迦叶处
“降伏火龙”（35）。[50]水野、
长广最先考证出了这三种题材，后
人无异议。只是针对35，他们认
为是“迦叶归伏”。赵昆雨延用了
此说。[51]实际上，“降伏火龙”
只是释迦使三迦叶皈依的第一步，
那时他们还没有归伏。杨泓则更加
明确地称作“降伏火龙”，笔者赞
同，因为南壁第三层西龛（36）
似乎描述的正是三迦叶最终归伏的
场面。

南壁第三层东、西两侧大龛
也很可能有故事性。水野、长广将
东龛题材解释为“四天王奉钵”，
但值得商榷。南壁第三层的东侧
龛（33），龛内主尊是结跏趺坐
佛。龛外两下侧共雕了六身跪姿人
物，着菩萨装，戴冠，双手在胸前
捧一钵作供奉状（图11、12）。

水野和长广认为：这六人表现的正
是四天王奉钵的场面。但天王是四
位，第8窟后室东壁第三层南龛主
尊佛的两侧就有四位跪姿捧钵者，
与四天王奉钵题材相符合。[52]而
此处的捧钵者是六位，数目不相
符，应该表现的是另一情节。[53]

《普曜经》卷七记载，释迦
成道之后，身体虚弱需要进食，但
却无钵可用。时四天王于颇那山上
得四枚青石之钵，献给释迦。释迦
把四钵放在左手中，以右手按上，
合成一钵。佛用钵“食毕，竟掷钵
虚空。有天子名善梵，即接取之，
无罣碍。钵齎上梵天，亿千梵天
皆共供养，右绕奉事。” [54]因
此，南壁第三层东侧龛的六人捧
钵，很可能表现的是佛将天王奉献
的钵掷向虚空之后，由众梵天供养
的场面。似乎原来的钵又化现成了
多钵，由众梵天神各执一钵。

南壁第三层西侧龛（36）内
雕着释迦坐像，龛外东侧下部有三
身倚坐的比丘，虔诚地聆听佛在说
法，很可能表现的是迦叶三兄弟皈
依后的情景（图13、14）。根据
《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释迦
在大迦叶处降伏火龙之后，已经
一百二十岁的大迦叶对三十多岁的
年轻释迦并不心服口服，仍然认为
他自己的道更好，并且让弟子们相
信他。之后，佛又在大迦叶及其弟
子面前显现了一系列神迹，最终使
迦叶三兄弟和他们的一千弟子皈
依。[55]

结语

云 冈 第 6 窟 的 连 环 故 事 画 情
节，是沿着人们环绕中心柱作右旋
礼拜的方向发展的。既然第6窟最
重要的位置是中心柱北面和窟内北
壁大龛之间，这套连环画的开始就
在中心柱北面下层东侧，表现能仁
菩萨身处兜率天宫和乘象入胎。以
后的情节就转到了中心柱东面、南

图 12 云冈石窟第 6 窟南壁第三层东侧龛“梵
天供奉钵”（33）局部（采自水野清一、长广
敏雄《云冈石窟》第三卷《第六洞图版》图
版 25）

图 13 云冈石窟第 6 窟南壁第三层西侧龛“三
迦叶皈依”（36）（采自《中国石窟·云冈石窟》
第一卷图版 114）

图 14 云冈石窟第 6 窟南壁第三层西侧龛“三
迦叶皈依”（36）局部（采自水野清一、长广
敏雄《云冈石窟》第三卷《第六洞图版》图
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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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摩耶夫人怀胎时所遇到的情
况，到中心柱西面的太子降生后的
故事，再发展到中心柱北面西侧的
仙人为太子占相、姨母养育太子为
止。此时，礼拜者已经环绕中心柱
一周了。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就沿着
人们右旋礼拜的方向又延伸到了东
壁第二层，那里有八幅画面，情节
从北向南发展着，展示太子在宫中
的生活，从成婚到出游四门。然后
再转入南壁第二层窟门东侧的四幅
画面，完成四门的出游，到踰城出
家为止。接下来的情节刻在明窗两
侧，正好位于窟门上方，表现太子
出家之后在树下思惟、与白马告
别。然后情节又按右旋礼拜的方向
转到南壁第二层的窟门西侧四幅画
面，表现太子在山中苦行、众天神
供养等情节。接下来的情节应该转
入西壁第二层，共有八幅画面，都
已风化不存，它们应该表现释迦成
道前后的情节，从南向北发展，最
后很可能是涅槃，又回到了窟内北
壁前的空间。到此时，进入窟内的
礼拜都已经环绕中心柱两周了。也
就是说，要在窟内围着中心柱右旋
绕行两周，才能把这套连环画观赏
完毕。

此外，艺术家们还将释迦成
道及其以后的几个重要情节表现在
窟内东、西、南壁第三层的几所大
龛，来突出他的业绩。在第三层，
西壁中龛表现释迦降魔成道，东壁
南龛表现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东
壁北龛是释迦在迦叶处降伏火龙，
南壁东龛表现诸天供养佛钵，南壁
西龛则是三迦叶皈依的场景。因
此，要全部观完窟内的佛传故事雕
刻，起码要绕行中心柱三周。

其实，在窟内第三层和以上
各层，除了在中心柱四面和侧壁穿
插着未来佛弥勒菩萨的图像外，大
部分造像龛都应该和释迦一生的故
事有关。有的虽然不能确定具体的
故事题材，很可能是以抽象和常规
的形式来表现佛的一生中的某个片

段，但无具体所指。特别是位于中
心柱上层四面和窟内四壁第四层共
十五尊立佛像龛，向人们展示着一
个宏观的释迦游化四方说法的全景
图，和窟内众多的佛传题材融为了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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