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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

前言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建都平城(即今大同)期间留下的一座历史丰碑。大同，古称平城，隶属雁门郡。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因刘邦北击匈奴被困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之史实而闻名。北魏天兴元年(
公元398年)称代都平城，隶属司州，至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大同一直是北魏帝国统
治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辽、金时大同称“西京”，为两代陪都，明、清时设府，系九边
重镇之一，故享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美誉。大同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然风光
秀丽，矿产资源丰富，旅游资源浓厚。驰名中外的云冈石窟就坐落在城西十六公里处的武州(周)山南
麓。武州(周)山，山雄水秀，林木茂密，北魏皇帝曾多次在这里祝祷祈雨，颇有神验。北魏皇帝大都
崇信佛教，只是太武帝信道抑佛，听信崔浩的建议，在其统治的北中国实行灭法政策，大肆杀戮僧侣
，焚毁经像，演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佛灭法事件，使佛教徒们真切感受到“末法”来临的恐惧。
文成帝即位后，令沙门统昙曜主持复法大业，昙曜对灭法之惨烈记忆犹新，认为要使佛法绵延不绝，
代代相传，只有“山川可以终天”。于是，他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周)山开窟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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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

内容概要

云冈石窟寺佛教艺术雕刻群，是北魏帝国集聚国家力量、调用全国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营造的足
以体现时代风范的大型艺术杰作，它的艺术风格影响、波及到北中国各地的佛教石窟造像，在中国雕
刻艺术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冈石窟佛教艺术继承了秦汉雕塑艺术的优秀传统，并吸取各少
数民族和外来佛教艺术的有益成份，经过发展、融变革和创新，用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铸凿而成的
“云冈模式”，是永不凋谢的艺术之花，谱写下宏伟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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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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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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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

精彩短评

1、图片比较清晰，质量不错。。。
2、看第九窟窟顶，恍惚间有种看文艺复兴时期教堂壁画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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