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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伯林

炳灵石林

□ 李天保

寻访大地湾

大地湾原始村落遗址

炳灵寺石窟

烟波浩渺刘家峡，灵光宝气炳灵寺。

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的西南，坐落着一座

年代久远的“湖畔石窟”，这就是炳灵寺石窟。

它如一颗绚丽多彩的明珠，镶嵌在水库西南的

小积石山中，虽没有敦煌莫高窟那么举世闻名，

但也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石窟艺术。

一

从永靖县城到炳灵寺石窟有 30 多公里，有

水、陆两条路线，由于水路可以游览刘家峡水

库，于是我们选择了这一条路线。

上午 11 时，我们一行前往刘家峡水库，远

远望去，雄伟壮观的拦河大坝犹如一把天锁，横

卧在两岸之间。一泻千里的黄河水被拦腰截

断，咆哮的河流变成了一泓碧波。

刘家峡峡口很窄，两岸是陡峭的山峰。我

们在大坝码头乘坐快艇，一会儿工夫，就到了黄

河和洮河的交汇处。浑浊的洮河从左边的山间

奔流而出，涌入清澈的黄河，黄洮交汇，泾渭分

明，颇为奇特。

再往前行，远远看见雄壮的刘家峡黄河大

桥横跨两岸，犹如一道彩虹。它是西北地区跨

度最大的悬索桥，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

通途”。

过大桥后，水面开阔起来。一群水鸟紧贴

水面飞翔，翅膀溅起一路水花，配上初冬暖阳，

画面十分温馨。越往前行，湖水愈发碧绿，导

游说这是炳灵湖。时至中午，阳光强烈，从左

舷的窗口望去，水面波光粼粼，绚烂夺目。此

时，右面红色的山群清晰可见。再往前行，正

前方有一巍峨山体，游艇开始向右拐弯，水面

变窄，前方出现一块长满黄绿色杂草的小洲。

缓缓从它的左面绕过，眼前豁然一亮。突然，

一个游客指着前方土黄色的山体说，炳灵寺石

窟到了，我抬头一看，高耸的山体上，赫然列着

“炳灵寺”三个大字。

二

我们上岸后，顺着小路往里走，左面是一长

方形条石，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刻着“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 炳灵寺石窟”的褐

色大字。右面石林如削，万笏朝天，迎面是仿古

漆红的炳灵寺大门，抬头仰望，巍峨的姊妹峰矗

立前方，两峰之间还有个小山包，好似一对姐妹

怀抱一个婴儿。

进入大门往里走，在姊妹峰旁的悬崖上，有

一人工修建的台阶，拾级而上，原来是老君洞。

此窟原为佛教洞窟，四壁有北魏壁画，窟内有一

立佛，后来此洞由道教徒所居，塑有太上老君

像。在老君洞上方的崖壁上，是赵朴初先生题

写的“炳灵寺”。

从老君洞下来，往前是一条深长的山谷，下

面是大寺沟。大寺沟两侧的山体坑坑洼洼，导

游说这是红砂岩，适合开凿洞窟。我们沿着沟

左侧的栈道前行，看到一个水泥砌成的石门。

进门一看，左边高达 60 多米的悬崖上，分着大

小不一的石窟和佛像。有些洞窟很小，里面只

有一尊塑像，还有很多小的塑像雕刻在崖壁上，

有的洞窟还加了木制的小门，就像岩壁上开了

扇窗户一样。

首先映入眼帘的第 3 窟，始建于唐代，洞

窟不大，窟内中间雕有一方形坡顶石塔，正面

开一小门，像一个缩小版的殿堂建筑；第 6 窟

是北周时期的石窟，面积不大，里面有一佛两

菩 萨 的 石 像 ，菩 萨 面 型 圆 润 ，结 跏 趺 坐 ，双 手

合拢放于腹前，而南北两壁各立菩萨一尊，均

戴灰色冠，手执宝瓶、念珠等物。此窟四周壁

画 已 斑 驳 ，但 在 窟 壁 下 方 ，明 显 能 看 到 绘 有

“猴王本生”的故事，画面线条粗犷，形象栩栩

如生。

接下来参观的是第 70窟，里面稍大，虽是唐

代开凿，但窟内有明代重塑的八臂十一面观音

像，观音双手合十，左右各三臂，自然伸展，头像

分为五层，由下往上递减，总共十一面。

在 石 窟 北 段 ，有 著 名 的 弥 勒 大 佛 。 抬 头

仰望，只见一个高达 20 多米的弥勒大佛端坐

在 一 个 宽 大 的 平 台 上 。 大 佛 表 情 庄 严 ，嘴 唇

厚 实 ，上 半 身 依 山 而 雕 ，下 半 身 泥 塑 ，它 的 左

手 残 缺 ，右 手 自 然 下 垂 在 膝 盖 上 。 在 大 佛 的

左 上 方 ，离 地 面 60 多 米 处 ，有 一 个 非 常 大 的

石洞，有曲曲折折的“Z”形栈道攀援直上。导

游说这就是著名的 169 窟，里面规模宏大、内

容丰富，有大量造像与壁画，是炳灵寺最重要

的瑰宝，尤其在洞窟的崖壁上，有西秦建弘元

年 的 墨 书 题 记 ，被 学 者 认 为 是 中 国 最 早 有 纪

年的石窟。

在石窟群的末端，有一座红色的铁桥，连接

大寺沟对岸。我们过桥来到东岸，这里有一处

红墙院落，和西岸大佛隔河相望。院落的正中，

有一间仿古大屋，一尊 8 米多长的释迦牟尼涅

槃佛像侧卧在床上，头枕右手，表情安详，好像

熟睡一般。这是第 16 窟的塑像，最初是北魏时

期的作品，后经唐代和明代重修。它脚穿木屐，

历经沧桑，见证了大寺沟的千年风雨。此塑像

原在西岸窟群底部的卧佛院，后来在修建刘家

峡水库时，为了保护石窟内的壁画和塑像，将这

尊卧佛搬迁到东岸的院落里。

这些造像和壁画，大都反映了中国早期佛

教艺术的风格和特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

历史价值。看起来，无论是一个个神情活现的

雕塑，还是一株株装饰不同的花草，无不显现出

民间的无名艺术家们那高超非凡的创造才智和

丰富的想象力。

三

顺着东岸往回走，大寺沟犹如一条长龙绵延

在谷底，西岸的石窟群和整个山峦融为一体。

每一地的石窟都有自己的精髓，譬如莫高

窟的壁画、麦积山石窟的泥塑，我想，炳灵寺石

窟的精华则在于石雕。而且有些石窟的上方，

又开凿石窟，譬如第 70 窟上方的第 69 窟，窟内

有一组雕有 5 个佛像的浮雕，这种石窟艺术在

世界上并不多见。炳灵寺石窟也不像克孜尔石

窟、敦煌莫高窟那样，洞窟大小差不多，这里的

洞窟有些很小，只能开凿附一个小小的佛龛；有

的洞窟却规模宏大，譬如第 171 窟的弥勒大佛。

当你置身于这里的奇峰怪石群中，眼前总

是那么富于变化而气象万千，那些突兀的峰峦，

不仅座座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而且可谓是峰峰

象形，岩岩成景；那些峻峭的石林、石峰、石山，

千峰竞秀，万壑争奇，沿母亲河两岸连成了一幅

巨大的群峰秀石争奇图。

清风吹拂，走出石窟。前方滔滔黄河，滚滚

向东流去。回望炳灵寺，这个坐落在古丝绸之路

上的神秘之地，在黄河母亲的孕育下，接纳了来自

各地的文化，成为中原文化、吐蕃文化以及西域文

化的一个交汇点，留下了如此珍贵的石窟遗产。

在这里，有关于“石匮藏书”的传说，大禹“导

河自积石”的动人故事，还有鲁王爷筑建“天下第

一桥”的神话，这一切的一切，为东方艺术明珠、世

界级的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艺术，增添了更

加迷人的色彩，使这颗深藏黄河上游深处的古老

东方艺术明珠，放射出愈加璀璨的亮丽光芒。

大美秦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大地湾遗址，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在我的

记忆中，曾三次虔诚而去，满载而归。每次去，

都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每次去，都是一次心灵

的陶冶和洗礼。

大地湾遗址，位于秦安县五营乡那店村的

东部。遗址分布在清水河与阎家沟小溪交汇处

的二、三级台地及南部长虫梁的缓山坡上，是新

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

这里，记载着中华文明史六项考古之最：最

早的中国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

中国文字雏形，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中国

“混凝土”地面，最早的中国绘画。大地湾厚重

的历史岁月，点亮了华夏文明之光，留下一个个

未解之谜。

这座建造于前仰韶文化晚期的建筑，总面

积 400 多平方米。大厅由八柱九间侧室紧紧环

抱，黄土夯制的墙壁四周布满了密密麻麻排布

的柱洞，被史学界认为是原始氏族酋长相聚议

事的宫殿式建筑，以其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

后呼应、主次分明，木架承重等结构风格，开了

我国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

这里既保存了先民们的原始生活印迹，又

有复原了的母系氏族生活画面。村落有大有

小，比较大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早期的以圆

形单间为主，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

壁是用泥做的，泥土中混草，用木头做支架，墙

的外部用草裹了点火燃烧，以加强坚固和耐水

性。村落周围有一条围沟，不但可以防水还可

以防止野兽袭击，而墓地和窑场就在他们的村

落外围。

目前已发掘出房址 240 座，灰坑和窖穴 342

个，墓葬 79 个，展示了新石器时代各个历史阶段

的主要遗存。特别是其中两座巨大的原始会堂

式建筑遗址令探访者拍案叫绝。在没有起重设

备的远古时代，先民们把如此笨重的大柱吊装

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之谜。

据考证，大地湾遗址可分为五期文化：前仰

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

其 历 史 年 代 从 距 今 8000 年 一 直 延 续 到 距 今

5000 年，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

石器文化。

那一个个茅草搭建的屋子，那些已经被发

掘出来因而敞露的长长、方方或圆形的房址，柱

础残壁随着阳光的移动，不断生长又不断收回

自 己 缓 缓 移 动 的 岁 月 剪 影 。 那 些 剪 影 ，仿 佛

8000 年前在这些房屋中生活过的先民们留下

的时针，在天圆地方的这块硕大的钟表中日复

一日地读着时间……

走进大地湾博物馆，先民们极其珍贵的遗

物陈放其间。彩陶、房屋建筑、原始宫殿一件件

散发着灵性和神秘意识的杰作，像是被固定下

来的心灵，剥开它的胎衣，则是先民们悲壮的奋

斗史、生活的见证史，更是黄河远古文明最简单

最恰切的历史注脚。

当一个个彩陶进入我的瞳孔，无论是形态

还是色彩，都让我的视觉一次又一次地感受着

原始的美。一只彩陶瓶闯入我的眼帘。这是一

只将造型、雕塑、彩绘艺术和谐糅合在一起的人

头型器口彩陶瓶。瓶子中部大，两头小，外形如

枣核，瓶口处有一立体头像，传说中，女娲就是

瓶口上头像的样子。瓶体中部有均匀对称的线

条和图案，将它装点得更加独特与迷人。情趣

盎然的彩陶圆底鱼纹盆，远远看去，不由地被它

那柔美、圆润的线条吸引了去。盆体上的鱼纹

虽只是简单的线条与色彩构成，但依然掩盖不

住它的亮点。在这一件件古朴的彩陶中，再次

让我们感受到：生动活泼的线条，变幻无穷的图

案、造型与彩绘的完美结合无不体现出原始艺

术大师们的精湛技艺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在大地湾遗址的第五发掘区，还发现了一

幅我国最早的“地画”。正中为一个躯体魁伟、

姿态端庄的男人形象，左侧则是一个细腰、突

胸、身体颀长而略带弯曲的女性形象。此画用

笔粗犷，比例恰当，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生动的

画面，体现了原始先民古朴简练的画风。

捧着几千年的历史，我的内心升腾起一种

异样的情愫，不知道在世界上其他哪个地方，还

能像在大地湾一样，随手就可以拣起几千年的

历史？

当我一次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像是走

进了几千年前的原始村落，似乎看到人类群居

时代留下的烙印，好像亲睹原始宫殿遗迹的宏

伟和浩大。站在长虫梁顶，放眼清水河畔，仿佛

穿越了时空隧道，随着如烟飘逝的历史风云，看

到了大地湾曾经的繁荣和辉煌。

今天的大地湾，早已无人居住，8000 年前

在这儿居住过的先民们早已远去，只留下一处

处空荡荡的遗址，在静好的岁月里，吸引着天南

海北参观者的目光，它期待着那些专家学者，用

他们的智慧，不断挖掘它的前世，让身处喧嚣中

的人们，从这里找到答案：我们究竟从哪里来，

又将向何处去？

大地湾遗址，来过一回，就永远铭刻在心中。

千年瑰宝炳灵寺石窟千年瑰宝炳灵寺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