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像龛壁面上的建筑遗迹

奉先寺位于龙门石窟西山南段，原名“大卢舍那像龛”，
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龙门石窟中的一个大型露天摩崖像
龛。像龛坐西面东，佛前最高平台处南北宽32.5米、东西进深
35米，开凿于唐高宗时期，公元675年完工。造像布局为一佛、
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二供养人，十一尊群雕布局
严谨、主次分明、气势宏伟，雕像精美、技艺精湛、形象生动，
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是大唐盛世的明证，体现了大
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成为东方佛教艺术的典
范，代表了中国佛教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具有永恒的艺术魅
力和美学价值。

在奉先寺保护工程中，研究院奉先寺考古调查团队及时
跟进保护工程，顶着炎炎烈日，工作人员利用难得搭建起的
脚手架，多学科合作、多部门协作，于 6~7月及时对奉先寺开
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

本次考古调查主要开展了：（1）考古测量和考古测绘。一
方面使用三维数字化技术进行三维扫描和考古测绘，另一方
面调查人员对所有遗迹和造像进行了详细测量。（2）文字记
录。对遗存进行客观、准确、全面、翔实的记录。（3）高清拍照。
（4）碑刻题记调查和拓片整理。

建筑遗迹调查 主要是对像龛内外的建筑遗迹，如人
字形排水沟、梁孔、椽孔等进行全面调查和测量。这些资料

对研究当时窟前的木构建筑特点、构造和建造时代有重要
价值。

奉先寺大像龛雕刻的调查 主要为开凿之初统一规划
的 11 尊原始造像和后来不同时代补凿的龛像。（1）考古
调查中，对所有遗迹，包括造像进行详细测量和全面的文
字记录，获得了大量准确的数据，对纠正和厘清早期一些
数据有重要作用。（2）卢舍那大佛的左、右胁侍菩萨眼珠
中残存有琉璃装饰，并进行了检测和成分分析。（3）发现
了造像和纹样中残存的多种彩绘痕迹，如红色、绿色、蓝
色等。（4）卢舍那大佛背光和头光中繁复精美的装饰花
纹，反映了唐代皇家的审美思想与两京地区流行纹样。
（5）佛背光中雕刻精美的乐舞伎和诸多乐器，是唐代音
乐、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文明的反映。（6）卢舍那大
佛右胁侍菩萨花冠中雕刻有鸭子装饰；天王像铠甲中有
鸟和畏兽面部装饰等。（7）在高力士等 106 名内侍祈福开
凿的 40 多尊等身高立佛的佛座束腰部，雕刻有较多的天
王、力士和夜叉，数量众多，雕刻造型奇特，组合关系多
样，许多为龙门所少见。

下一步，研究团队将在 2022 年下半年及 2023 年继续
开展考古调查，加快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2024~2025 年
出版。

鸟瞰东山南麓香山寺遗址（遗址位于画面下方） 2号塔基出土瘗葬舍利石函

2号建筑基址发掘现场

香山寺，是唐宋时期“龙门十寺”中著名寺院。寺院遗址
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东山南麓，坐北朝南，隔伊河与西山
石窟群相望。遗址现存 4万余平方米，由多级台地组成，是一
处具有丰厚内涵，文化展示价值较高的古寺院遗址。

据唐代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一载，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地
婆诃罗（唐言日照），以垂拱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神都魏
国东寺。因地婆诃罗深得唐高宗、武则天尊崇和礼遇，在其卒
后，武则天敕命葬于龙门东山南侧。其葬地，后“因梁王（武三
思）所奏请，置伽蓝，敕内注名为香山寺”。

武周时期，武则天曾驾幸香山寺，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
袍”之诗坛佳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常游龙门、住香山，
并自称“香山居士”。白居易于大和年间出资对香山寺予以重
新修葺和扩建，白居易卒后葬于香山寺如满和尚塔旁。北宋
时期，香山寺为西京观游胜景。

为解决相关学术问题，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龙
门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联合组成香山寺遗址考古队，于 2016~2020年对龙门唐
代香山寺遗址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批复面
积计30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重要遗迹 本次发掘，主要发现两处方形建筑遗迹，编
号为 1号和 2号。

1号建筑基址位于最高台地东南部的小台地上，判断为
佛教僧人瘗葬塔基。塔基平面方形，中心为僧人墓塔地宫，
塔基石围墙边长约 8米。地宫利用山体基岩，后期遭到破坏。

2号建筑基址位于遗址第一级最高台地上，为方形夯土
台基建筑基址和台基东西南三面踏道基础及一圈散水。台基
平面方形，边长27米，在台基上清理出内外两重、对称的数个
磉墩遗迹。在台基正中有一边长9.0米、深1.3米的方形大坑，
大坑中心有一方形小土坑，出土石函、带孔石板等。据遗迹和

构造、出土遗物等，判断中心小方坑为塔基地宫。塔基外东、
西两侧有一长方形踏道，南侧中部有两处长方形踏道。

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有石刻、建筑构件和陶瓷器、铜铁
器等，另有鎏金铜器残片、铜造像。建筑构件为大宗，包括
砖、板瓦、筒瓦、瓦当、鸱尾等。其中 2号塔基出土的砖有数十
万斤，在门砧石、石门槛上减地浮雕及阴线刻有精美的图
案，有狮子、犀牛、大象、独角兽、胡人、多种乐器等。石刻造
像有佛头、女俑头、力士头等，残留妆彩涂金痕迹。佛教舍利
用具有石函。棺侧板及后挡板阴线刻青龙、白虎、玄武等四
神图案，前档板刻石门。

重要价值与意义 龙门香山寺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发
掘获得了一些初步认识。

发现的 1 号、2 号方形建筑基址是香山寺重要的建筑
——塔基遗迹。2号塔基所在的最高平台，塔最先修建，位于
寺院大殿之后，推测 2号墓塔的瘗葬者为入华的印度高僧地
婆诃罗。2 号塔基经历过后期扩建，根据遗迹推断在中晚唐
—五代时，并建有大型木构建筑，寺院建筑彻底毁于北宋末
年或宋金之际。

香山寺依山而建、因山就形、因地制宜，重要建筑主要分
布于各级台地上。考古工作对研究香山寺的平面布局、建筑
构造、历史沿革及与龙门石窟的内在关系，并为深入研究唐
代东都寺院、中古时期佛寺布局等学术问题提供重要资料。

2 号塔基周围踏道、散水及铺砖结构与做法，为研究唐
宋时期建筑台基踏道及周边营造范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
料。地宫及出土舍利石函为研究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与
舍利容具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石函及石门构
件的图案题材、风格特征和工艺水平，对研究唐代美术工
艺、丝绸之路文化、佛教艺术、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等有重
要价值。

奉先寺考古调查成果

石窟寺考古调查工作
近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在石窟寺考古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理念，提出“多部

门合作、多学科参与、多种新技术运用”和“集团军作战、团队式开展”的新思路、

新模式，加大石窟考古工作力度。

香山寺遗址考古发掘收获

奉先寺考古调查工作

天王铠甲和右胁侍菩萨头冠中的鸟装饰

雕像表面残存的彩绘痕迹奉先寺南壁菩萨琉璃眼珠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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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寺的保护工作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奉先寺实施
本体保护工程后，已经历经40余年，由于工程目的
单一，对奉先寺区域没有采取综合性的保护措施，卢
舍那大佛所在的正壁窟檐裂隙渗漏水加剧，立壁岩
体稳定性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有效的治理加固，急需
对奉先寺进行抢险加固治理和渗漏水治理。

龙门石窟奉先寺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工
程严格按照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方案审批等程序
进行报批，2021年 6月河南省文物局分别下发《关
于核准龙门石窟奉先寺危岩体加固工程设计方案
的批复》和《关于核准龙门石窟奉先寺渗漏水治理
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由此，奉先寺渗漏水治理和
危岩体加固工程进入施工阶段。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7 月，龙门石窟奉先寺
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工程实施。7月 19日，龙
门石窟奉先寺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工程通过
了洛阳市文物局组织的竣工初步验收，评审专家给
予较高评价。

工程内容 本次奉先寺保护工程包含两部分：
一是渗漏水治理，设置压水试验钻孔12个，对

山体岩层裂隙走向，渗流途径，渗水量进行了详细的
数据采集；封堵山体表面裂隙，减少雨水下渗；增设3
条新排水沟，与原有人字形排水沟一起构筑大的排
水体系；在窟檐增加滴水檐施工解决雨水回流问题。

二是危岩体加固，对奉先寺区域较大危岩体采
用锚杆和圈梁加固，并设置被动防护网拦截落石；
在奉先寺西坡、北坡和南坡岩体碎裂区域铺设主动
防护网，防止小块岩石脱落。

高度重视 理念创新 龙门石窟奉先寺渗漏水
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是“十四五”开局的首
个大型石窟寺保护工程，龙门石窟研究院党组高度
重视。在工程准备阶段，史家珍院长组织设计方、监
理方、施工方和石窟保护研究中心召开了四方会
议：（1）业主、设计、监理和施工是一个团队，一荣俱
荣，要求安全有序开展奉先寺保护工程，认真落实

《“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将科研工作
贯穿工程整个施工过程，齐心协力打造优质工程。
（2）建立专家例会制度，聘请资深文物保护专家 2
至 3人全程指导奉先寺保护工程，信息化施工，动
态化设计，对工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工程变更等
重大事项提出合理意见。（3）成立安全检查小组，进
一步加强工程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设备安全、文

物安全等监督检查，聘请工程结构方面专家，对脚
手架安全检查评估，根据专家意见及时整改，夯实
安全防线。（4）增强文物保护工程公众参与度，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及社会各界监督工程施
工安全和文明施工。

媒体报道 社会关注 奉先寺保护工程从开工
伊始到完工，持续受到中央媒体和省内外各主流媒
体的跟踪报道。2022年 3月 13日，央视新闻频道对
奉先寺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进行了
现场直播，7 月 23 日央视十套探索发现栏目播出

《奉先寺大修记》。
在媒体宣传报道的同时，社会各界给予奉先寺

保护工程极大关注，业内同行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
莅临施工现场，充分肯定奉先寺的保护工作，奠定
了合作基础。

团队协作 加强科研 本次奉先寺保护工程是
20世纪70年代对奉先寺实施抢救性保护工程以来
的第二次大型保护工程，不涉及文物本体的保护修
复。奉先寺保护工程施工期间，龙门石窟研究院联
合上海大学、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辽宁有色勘
察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科研单位组成科研
团队，对奉先寺展开了详细而全面的病害调查评估
与石窟寺考古工作。科研团队利用微波水分仪、X
荧光光谱仪、拉曼光谱仪、红外成像仪、磁化率仪、
笔氏硬度计、地质雷达及地震共振频率成像、超声
波无损检测技术等高科技手段，探测分析了卢舍那
大佛表层含水率、表面风化产物成分、不同时段佛
身表面温度、佛身各部位磁化率、硬度、表层修补层
厚度及佛身岩石完整性等表征文物本体客观存在
状态的技术参数，取得较为详细的调查资料，全面
评估奉先寺历史上的保护方法、材料和工艺，为龙
门石窟文物科技保护提供借鉴。

通过以上工作，在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的同
时，科研团队运用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又获得
了多个考古新发现：（1）首次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表面发现金、银等元素，对于研究奉先寺造像古代
装饰工艺和保护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初步确定
卢舍那大佛区域造像是使用品相极高的琉璃作为
眼珠。（3）除了在卢舍那大佛身体表面发现绿色、红
色、黑色颜料外，普贤菩萨表面保留的铅白厚度均
匀，与岩石结合紧密，化学稳定性和耐候性较好，为
龙门石窟彩绘镀金的传统工艺研究，保护材料的研
发，提供了宝贵资料。

X荧光光谱分析红外热成像 孔内摄影加固现场

上：多图像数据采集

左：卢舍那大佛数字化田野
检查数据（激光数据）

由于自然因素，石窟文物本体客观上一直处于
不断风化的过程中，需要及时开展文物保护工程。
但每经一次保护工程实施，都会对文物的原真性造
成一定程度的流失，因此在奉先寺保护工程中同步
进行数字化记录是迫在眉睫的工作。这也是贯彻落
实国家文物局要求的“促进石窟寺考古与保护相衔
接，建立石窟寺保护项目考古前置机制”，多轨并
一，在文物保护实施的过程中同步进行考古调查和
数字化记录。

此次奉先寺数字化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从考古
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现场勘查的实际情况，采用多
种数据采集手段，对奉先寺所有信息做好整体和细
节的数字化全息记录和呈现，建立当前技术条件和
认知条件下最完善的数字化档案，为保护、监测、修
复、考古、研究、展示等各项工作提供数据基础。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
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是大唐盛世的国家工程。这
一组大像龛本身的特点也造成了此次数字化采集
工作出现了几个难点：

一是规模庞大，整个大像龛南北宽 32.5米，东
西进深35米，所以这次数据采集的范围很大，包括
了奉先寺的所有壁面、大像龛的龛顶、地面还有附
属的像龛群。

二是奉先寺雕工精湛，包括了圆雕、浮雕、透
雕、线刻等多种工艺，还有多块历史艺术价值非常
高的碑刻题记，因此需要采取多个角度，使用多种
数据采集手段。目前已使用的有五种方式：多图像
摄影测量、无人机摄影测量、大场景三维激光扫描、
手持三维激光扫描和关节臂高精度激光扫描。针对
这次考古调查中的新发现，比如造像身披金箔、琉
璃作眼，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微距镜头拍摄和高精
度三维激光采集。

三是需要借助文物保护工程的脚手架，分批分
层进行采集。比如仅多图像摄影测量这一项采集，
就把奉先寺整体分成了500多个单元。

四是需要采集人员高空作业，给采集工作的安
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是采集的数据量非常庞大，需要通过软件进
行计算，对服务器的运算能力和软件的处理调度能
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奉先寺大像龛兼具超高超大的体量和超精超
细的雕刻细节，如何将宏大的体量与精细的细节两
者融合，堪称目前中国石窟寺数字化工作面临的最
大难题，这也必将对探索建立石窟寺数字化的标准
规范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奉先寺数字化工作

奉先寺保护工程

石窟寺保护工作
龙门石窟研究院在石窟保护工作中，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在遵守“最小干预”“可逆性修复”

“真实性”保护原则下，结合龙门石窟特点，近年提出在日常保养维护中贯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的保护理念，将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相结合方式贯穿到日常保护工作中去，在洞窟加固、防排

水处理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保护工程过程中加强科学研究和多学科联合攻关，采取动态设

计、信息化施工模式，将科学研究贯彻于保护全过程。具体实施中采取“多方参与，施工设计监理、甲

方专家组、媒体监督、保护过程全程跟踪”方式，确保工程效果。

石窟寺数字化工作
近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在三维数字化方面，立足高精度数据库建设，助力石窟寺保护利用，尤其

是根据龙门石窟窟龛造像残损严重、精美造像流失海内外等情况，提出“友好合作、多轨并一、数据聚

合、成果共享”的新理念，运用新技术，开创新时代“数据聚合”的流散文物保护利用“龙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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