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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翥 

龍門石窟研究所 

張成渝 

北京大學地質系 

張成岱 

中國地質大學 

 

提要：龍門石窟所在的伊闕峽谷，自三代以來即是中原王朝通往江漢流域的地理門戶。自太

和十二年（四八八）前後北魏士庶在伊闕峽谷中鐫刊佛教造像之日起，數量可觀的龍門石窟

碑刻題記又為我們研究中古以降的中原人文社會留下了許多鮮為人知的文化資料。在這數以

千計的石刻文獻中，涉及中古時代洛陽歷史交通的文物資料在在多有，從而為我們瞭解當時

的洛陽交通環境提供了彌足珍貴的歷史信息。本文通過對上述洞窟文獻資料的採擷編譯，著

重從歷史地理學角度揭示了洛陽地區──尤其是伊闕峽谷中──那些令人魂魄震撼的交通往

事，作者以歷史眼光關注這一地理問題的目地，是想通過對洛陽地區古代交通環境的解析，

闡明其與古代文化藝術相與推挽、共臻繁博的歷史辯證法則。作者認為，這一歷史辯證法則

的確認，對研究世界範圍內文化遺產的群落成因，必將有著行為發生學意義上的普遍指導價

值。 

關鍵詞：伊闕峽谷  龍門石窟  交通環境  文化群落  信仰意識  行為發生學 

 

一、龍門石窟的自然地理概況 

  龍門石窟所在的伊闕，是黃河支流伊水切斷秦嶺餘脈伏牛山北翼形成的一段天然的峽

谷。《水經注》曰：「伊水又北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兩山相對，望之若闕，伊水歷其

間北流，故謂之伊闕矣。」[註 1]伊闕位於洛陽市南郊十三公里的龍門山北陲，其地理坐標當

東經一一二度二十七分五十四秒，北緯三十四度三十三分二十四秒。伊闕峽谷主體通道呈北

緯十度Ｅ的南北走向，其南北長約一二○○米，東西寬約一五○－二五○米，東山主峰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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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一‧八米，西山主峰海拔三○七．六米，峽谷平均深度約一二○米，伊水兩岸有分別高

於河床十五－二十和四十－五十米的二級階地。伊闕峽谷的岩石系統，為寒武紀──奧陶紀

的石灰岩構造。其斷崖底層的水蝕台地，被歷代人民開闢為瀕臨河岸的交通孔道。自古迄今

的南來北往者，就以這溝通了黃河流域和江漢流域的交通要衝為依託，在龍門一帶演出了一

幕幕令人訴說不盡的人文故事。 

二、伊闕內外的早期歷史事跡 

  自大禹疏浚伊闕水道之肇始，作為秦嶺東段一處具有戰略意義的通衢地帶，伊水沿線曾

經發生了一系列與環境地理有關的歷史事件。且看《水經注》「伊水」條的連篇記載：  

  

伊水出南陽魯陽縣西蔓渠山。……又東北過陸渾縣南，……伊水歷崖口，山峽也。翼

崖深高，壁立若闕，崖上有塢，伊水逕其下，歷峽北流，即古三塗山也。……《周書》：

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於三塗，北瞻望於有河。」《春秋》：昭

公四年（西元前五三八）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

險也。」……《春秋》﹕晉伐陸渾，請有事於三塗。……魯僖公二十二年，秦、晉遷

陸渾之戎於伊川，故縣氏之也。……昔有莘氏女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

母孕於伊水之濱，夢神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見臼水出焉。告其鄰居

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女取而獻之，命養於庖，

長而有賢德，殷以為尹，曰伊尹也。……伊水又北逕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

東流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鄤聚，今名蠻中是也。

漢惠帝四年置縣。……伊水又北會厭澗水，水出西山，東流逕邥垂亭南。《春秋左傳》：

文公十七年（西元前六一○）秋，周甘斀敗戎於邥垂者也。……伊水北逕高都城東，徐

廣《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都城。」《竹書紀年》：梁惠成王十七年，

東周與鄭高都剎者也。又來儒之水出於半石之山，……其水又西南逕大石嶺南，〈開

山圖〉所謂大石山也。山下有〈大石嶺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靈帝中平六年（一八九）

八月戊辰於山堂立碑，文字淺鄙，殆不可尋。魏文帝獵於此山，虎超乘輿，孫禮拔劍

投虎於是山。……山阿有魏明帝高平陵。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

詣洛陽山請雨，總盡除小祀，惟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即是山也。……伊水逕

前亭西，《左傳》昭公二十二年（西元前五二○）：晉箕遺、樂徵、右行詭濟師，取前

城者也。京相璠曰：「今洛陽西南五十里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讀為泉，周

地也。」伊水又北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兩山相對，望之若闕，伊水歷其間北流，

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塞」也。昭公二十六年（西元前五一六），趙鞅使女寬

守闕塞是也。陸機云：「洛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嶺，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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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靈巖下，泉流東注，入於伊水。傅毅〈反都賦〉曰：「因龍門以暢化，開伊闕以

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年（二二四）六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

四丈五尺，齊此以下。」蓋記水之漲減也。右壁又有石銘云：「元康五年（二九五）河

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令王琨、部監作掾董猗、李褒，斬岸開石，平

通伊闕。」石文尚存也。[註 2] 

  

  周秦伊闕一帶的歷史故實，《左傳》昭公二十六年（西元前五一六）亦有「晉知躒，趙

鞅帥師納王，使女寬守闕塞」的記事。《通鑑》卷四則記載了戰國時代秦與韓、魏聯軍在伊

闕的一次著名戰役：赦王二十二年（西元前二九三），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秦將白起「敗

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虜公孫喜，拔五城」。 

  伊闕地區古代史上的上述事例，表明當地在地緣政治學方面有著重大的戰略價值。周秦

魏晉政治社會對這一地區的關注，反映著歷代統治階級對伊闕在黃河流域和江漢流域之間所

具交通孔道地位的認識。 

三 、龍門石窟與北魏軍事交通的聯繫 

  北魏於太和十七年（四九三）「經始洛京[註 3]」，此後即伊闕

峽谷為通塹，加緊了對南朝邊疆的軍事行動。龍門石窟古陽洞北壁

有造像題記文云：「維太和之十八年十二月十一日，皇帝親御六旌，

南伐蕭逆。軍國二容，別於洛汭，行留兩音，分於闕外。太妃以聖

善之規，戒途戎旅；弟子以資孝之心，戈言奉淚。其日太妃還家，

伊川立願：母子平安，造彌勒像一區，以置於此。至二十二年九月

二十三日法容剋就，因即造齋，鐫石表心，奉申前志。永願母子長

餐化年，眷屬內外，終始榮期，一切群生，咸同其福。維太和二十

二年九月二十三日侍中護軍將軍北海王元詳造。」（圖一）  

  古陽洞題記中所言的這次北魏南伐，檢之史乘亦有相應的記

載。《魏書》卷七〈高祖紀〉：太和十八年（四九四）「十有二月

辛丑朔，遣行征南將軍薛真度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劉昶出義陽，

徐州刺史元衍鍾離，平南將軍劉藻出南鄭。……辛亥，車駕南伐。」 

  歷史文獻關於此次南伐的干支紀日，與元詳造像記的敘事日期完全吻合，由此可以看出

龍門碑刻資料在歷史紀事方面有著珍貴的信息價值。又由元詳題記內容，我們可以得知當時

圖一    北海王元詳造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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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北魏軍旅是於洛水之濱誓師之後經由伊闕向南進發的。當

此之際，包括北海王國太妃高氏在內的貴族階層，曾隨軍南

行而與魏孝文帝在伊闕關外行留分別。太和二十二年（四九

八）元詳之在古陽洞造此彌勒像龕，是為了其母高氏當年「伊

川立願，母子平安」而做的功德。北魏佛教信仰與戰爭危旦

之結緣，元詳造像題記可謂一例情感摯著，音容逼真的寫照。 

  伊闕峽谷在南北朝政治關係中的重要地位，古陽洞同壁

楊大眼造像記之內容亦可得到相應的證明。楊氏造像題記有

云：「邑主仇池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記，夫靈光弗曜，大

千懷永夜之悲；□縱不遘，葉生含靡道之懺。是以……輔國

將軍、直閤將軍、［游擊將軍］、梁州大中正、安戎縣開國

子仇池楊大眼誕承龍曜之資，遠踵應符之胤，稟英奇於弱年，

挺超群於始冠。其□也，垂仁聲於未聞；揮光也，摧百萬於

一掌。震英勇則九宇咸駭，存侍納則朝野必附。靖玉衢於三

紛，掃雲鯨於天路。南穢既澄，震旅歸闕，軍次□行，路逕

石窟，覽先皇之明蹤，賭盛聖之麗迹，矚目徹霄，泫然流感，

遂為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區……。」（圖二） 

  楊大眼是北魏遷都前後開拓南疆過程中「勇冠六軍」、「見稱當世」的驍將。楊氏造像

記中「南穢既澄，震旅歸闕」之記述，指的是景明元年（五○○）蕭齊豫州刺史裴叔業以壽

春內屬，楊大眼與奚康生等率眾赴援的南伐之役。這次戰後，楊大眼「以功封安成（戎）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註 4]。此次凱旋中，當其「軍

次□行，路逕石窟」之際，在古陽洞看到宣武帝為孝文帝發願鐫造的當窟本尊，於是「矚目徹

霄，泫然流感，遂為孝文皇帝造石窟一區，凡及眾行，罔不備列，刊石記功，示之云爾」。

龍門石窟與北魏軍事交通關係之密切，楊大眼造像史迹又見一斑矣。 

  伊闕峽谷除了作為北魏與南朝軍事對壘的交通孔道外，在中原王朝遏制南方蠻族侵擾河

洛流域的戰略防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載：「蠻之種類，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

依託險阻，部落滋漫，布於數州。……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為寇暴矣。自劉石亂後，諸

蠻無所忌憚，故其族類，漸得北遷。陸渾以南，滿於山谷，宛、洛蕭條，略為丘墟矣。……

自汝水以南，處處鈔劫，恣其暴掠。連年攻討，散而復合，

其暴滋甚。」[註 5]為了阻止蠻人的北侵，北魏在伊闕這一

交通要道上設立了專門的軍鎮機構──闕口關。 

  今古陽洞北壁有太和晚期的造像題記文云：「闕口邏

隊主和道恭造石像一區供養。」（圖三）這是當時伊闕具

有軍事巡守價值的證明。此外，該窟同壁另有闕口關信士圖三  和道恭造像記 

圖
二 

楊
大
眼
造
像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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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銘數品，其中碑文清晰可舉者如：「都綰闕口游

激校尉司馬解伯達造彌勒像一軀，願皇道赫寧，九

荒沾泯，父母康延，智登十地，仕達日遷……太和

年造」（圖四）；「正始五年四月二日，闕口關功

曹生父母、因緣眷屬，常與善居，所願從心」（圖

五）；「正始五年四月二十日，闕口關吏史市榮造

釋迦文佛石像一區，上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

因緣眷屬，常與善居」；「正始五年四月二十日

闕口關功曹史張英周妻蘇文好造石像一區，為所

生父母、合門大小，常與善居，願願從心」（圖

六）。 

  龍門石窟古陽洞造像遺跡中有關「闕口關」

的碑刻內容，還為我們辨析歷史文獻關於蠻人與

北魏王朝的地緣關係提供了文物依據。 

  《北史》卷六十六〈李延孫傳〉，記延孫「伊

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掠

闕南。魏孝昌中，朝議恐其為亂，乃以長壽為防蠻

都督，給其鼓節。長壽盡其智力，防遏群蠻，伊川

左右，寇盜為之稍息」。 

  同書同卷〈韋祐傳〉：「韋祐，字法保，京兆

山北人也。……事母以孝聞，慕李長壽之為人，遂

娶其女，因寓居闕南。」 

  同卷〈魏玄傳〉：「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

人也，後徙於新安。……玄每率鄉兵抗拒東魏，芒

山之役，大軍不利，宜陽、洛州皆為東魏守，而玄

母及弟並在宜陽。玄以為忠孝不兩立，乃率義徒還

闕南鎮撫。」 

  《北史》三傳關於伊川、宜陽毘鄰「闕南」的

記載，《周書》卷四十三，李、韋等傳俱稱「闕南」

為「關南」。而《周書‧魏玄傳》且有「及魏孝武

西遷，……即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

口」的記事。 圖六 闕口關功曹史張英周妻蘇文好造像記

圖五 闕口關功曹敦光造像記 

圖四 都綰闕口游激校尉司馬解伯達造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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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魏書》卷四十四〈費穆傳〉，有李洪於陽城起兵反魏，穆往鎮壓而「破於關口之南」

的記載。 

  對於同一地名為三史所歧載，《北史》校者乃以《魏書‧

地形志》洛州陽城郡有「陽城關」的記事，遂有將「關南」

斷為陽城關之南並疑《周書》為是的校勘[註 6]。今由龍門古

陽洞「闕口關」曹史之題記，可以明瞭《北史》、《周書》 
有關「闕南」、「關南」之記事，均為「闕口關」省略之時

稱。而兩史記事之背景，皆已透露出「闕口關」之設立，與

北魏阻遏南蠻北侵有著密切的關係。古陽洞北壁北魏造像中

另有「汲郡蓨征蠻軍主樂法壽為父母造佛」（圖七）的題記，

可見樂法壽正以征蠻軍務為起因，始從汲郡往還於伊闕。 

  北魏時代伊闕峽谷中的交通史事，龍門石窟北魏晚期的造像

遺跡中亦有零星的顯示，這大約反映了北魏晚季國運衰微，無暇

南顧的情勢。 

  龍門西山老龍窩中層，有一雕飾華美的廡殿形佛龕，龕側造

像題識文云：「魏故使持節平南將軍原陽侯都太守青州刺史隴西

公姚尊□惠銘。公諱尊，字天生，南安人也。秦文桓惠王之曾孫，

鎮西將軍隴西惠公之世子。……至乃方軌南陸，涇涂伊川，覩崇

崖之崢嶸，臨清流之漫衍，遂鐫岩靈石，雕神妙軌。……正光□

年……朔十五日造。」 

  考該龕像主隴西公姚尊，乃北魏外戚南安羌酋姚黃眉之裔緒

[註 7]。今由姚氏題刻「方軌南陸，涇涂伊川，覩崇崖之崢嶸，臨

清流之漫衍」之遣詞，可見直至正光年間（五二○－五二五）伊

闕在北魏京都地區的南北交通中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 

  北魏末葉與「闕口關」有內在聯繫的文物資料，龍門石窟洞

窟調查中並有相應的發現。如藥方洞南壁有造像題記文云：「……

大中大夫平南將軍南面大都督清水縣開國公李長壽妻陳暈，宿因

莫遇，嫡為李室，敬善內敷，志存超悟，割捨家財，造釋迦像一

堪。願夫主高遷，帝王寵念，……永安三年六月十三日」（圖八）。 

  藥方洞石刻中所見之李長壽，正是前文所引那位北魏防範蠻

人北侵洛京的伊川土豪。其嫡妻陳暈在龍門為「夫主高遷，帝王

寵念」而造像，反映了李長壽在闕口關一帶享有相當的政治影響。

圖七 征蠻軍主樂法壽造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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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好透露出伊闕峽谷在北魏末葉的國家政治中仍舊具有戰略防禦的價值。 

四、龍門石窟與隋唐伊闕之交通 

  隋唐時代，由於中國處於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中原地區與四荒八服的交

通往來在空間領域中已有極大的拓展，這從龍門石窟當時的造像銘記中亦可找出諸多的例證。  

  今龍門賓陽中洞窟口北側有造像題記文云：「蜀郡成都縣募人□□□李子贇行至此，敬

為亡父，見在母、兄弟、自身願早還相見，造觀音像一軀，并及六道四生，同沾斯福。大業

十二年四月二十五日。」（圖九） 

  李子贇在龍門為早還故鄉，邀報平安而發願造像，其應募北上之本事應為去歲煬帝雁門

之遇圍。《隋書》卷四〈煬帝記〉，載大業十一年（六一五）「八月乙丑，巡北塞。戍辰，

突厥始畢可汗率騎數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車駕馳幸雁門。癸酉，突厥

圍城，官軍頻戰不利。上大懼，欲率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

軍保於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令各來赴難。九月甲辰，突厥解圍而去。」李

子贇應募返蜀路經於伊闕，說明隋唐之際伊闕峽谷仍為中原南遷江漢的通衢。 

  隋唐間洛陽溝通巴蜀的情狀，龍門有初唐時期的造像題記可以作為一個突出的例證。今

龍門老龍洞北壁有造像題記兩則文云：「永徽四年八月十日，涪州司馬息郭愛同為亡母敬造

阿彌陀像一龕，願亡母得生淨土，見存父及妹等願平安，無諸災障。」「永徽四年十月八日，

涪州司馬息郭愛同為亡婆敬造觀音菩薩一軀供養」（圖十）。郭愛同以涪州裔息歷臻於伊闕，

足以說明自巴蜀赴覲於東都，伊闕無疑是一個傳統的通途。 

圖九 蜀郡成都縣募人李子贇造像記 圖十 涪州司馬息郭愛同造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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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唐一代自中原途經龍門與江漢、嶺南往來交通的情況，龍門

石窟的造像題記中尚有不少的信息，今縷列若干，以示梗概。我們

先從東都毗鄰地區的交通資料談起。 

  龍門敬善寺北崖有顯慶四年（六五九）造像記文云：「汝州郟

城縣武上希敬造彌勒像一鋪，為己身並亡妻高氏及兒女等合家平

安，及法界皆同此福。顯慶四年四月十五日訖。」（圖十一）潛溪

寺南側有題記又云：「洛州嵩陽縣尉李守德，去乾封年中於此過，

發心敬造石像一龕。比來不遂本意，今垂拱二年三月十三日於此寺

過，適逢九雨，為造大龕，奉為七代師僧父母及家口平安□（歸）

還□（洛）□（京），並願法界有情俱離苦河，齊登佛果。垂拱二

年四月三十日。」老龍窩北崖有題文曰：「河南府陸渾縣弟子程奉

一供養，開元九年。」 

  郟城、嵩陽、陸渾三縣，地在東都洛陽的附近。由於地

緣距離的密邇，如李守德等輩則可以歷年數次往還於伊闕。 

  有唐一代中原與漢水流域交通往來的信息，龍門造像題

記所見者有如：賓陽南洞東壁題記文云：「襄州襄陽縣尉裴

敬同敬造觀世音菩薩一軀，大唐貞觀□年。」雙窯南側有題

記文云：「大唐永淳元年歲次庚子十一月十一日，衛州共城

縣人蘇鋗父任唐州比陽令，言將覲省漢也。背河朔而行，途

經龍門，而極目翠岩千仞，尊儀萬龕，睹淨域以歸心，仰靈

相而誠懇，遂發第一願，敬造釋迦牟尼像一龕……二年九月

八日造成。」（圖十二）老龍門洞北壁題記有云：「天授二

年十月，襄州谷城人田仁方為一切苦厄敬造觀音像一軀。」 

  至於湘嶺郊外與東都洛陽的交通聯繫，由於地途遙遠，關山重疊，往返非易，鄉思難續，

龍門石刻中的相關資料竟讓人讀來氣蕩腸迴、意碎容動。今龍門西山清明寺北壁有高宗、武

后時期題記文：「劉天庶為流端州，散造救苦觀音菩薩一軀，兖州金鄉縣令願得平安早日還。」

又普泰洞窟口南壁造像題記文云：「佛者，弟子通事舍人韋瓊之所造也。弟子以大周長壽□

年自五嶺□省途過於此，於時洛城門□，越嶺徼駐征驂於淨土，□□□□□□□□歸心寶□，

願記三乘之□，早詞五嶺之歸，……遂造□成，用申弟子之情……。」東山萬佛溝北崖，有

造觀音菩薩題記文云：「救苦觀世音石像銘并序 □□自建中□年，自御史謫居夜郎。貞元二

祀，自□官貶□（嶺）南，□皆為權臣所忌。……亦不知其所如往也。夜宿龍門香山寺靈龕，

天眼億萬，相對稽首。悲嘿，如暫降臨，因發誠願：『歸旋之日，於此造等身像一軀。』此

乃夜郎之役也。貞元之黜，又過於此。仆夫在後，獨行山側，有白衣路人隨馬先後，因唱言

曰：『去日開花，來時果熟。其去也春三月，貶信州長史；其歸也秋八月，遷右司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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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求所言，有如昭報。復以闔門幼弱，萬里沿岸，畏

途炎裔，鮮克保全。勝衣含氣，我獨無害，即知慈雄

覆護，匪無顯效。心形祈惕，焉敢暫忘。……貞元七

年歲次辛末二月八日……。」（圖十三）敬善寺北崖

又有造像記曰：「交州都督府戶曹韋剋諧及妻皇甫

造 。」（圖十四） 

  以上四則造像題記中的韋瓊，盧征兩位像主，乃

《唐書》中見有記載的人物。他們以仕途沉浮宦游於

嶺南、夜郎之邊荒，故必於留連伊闕之際萌發出祈求

佛祐，邀報平安的心聲。這種離別鄉關、憂讒畏譏的

傷感情緒，無疑透露出有唐一代嶺外交通的艱辛。 

  大約伊闕在隋唐時代的南北交通中占有日益重要

的地位，以致天授年間（六九○－六九二）武周王朝

復於龍門一帶設置了控制行旅的關戍。《唐會要》「天

授二年七月九日敕其雍州已西安置，潼關即宜廢省，

洛州南北各置關」[註 8]的記事，《舊唐書‧許王素節

傳》「永隆元年轉岳州刺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

又進封許王，累除舒州刺史。天授中，與上金同被誣

告，追赴都……行至都城南龍門驛被縊死 」[註 9]的敘

述可以作一補充之例證。這兩條史料反映出龍門關驛

在節制隋唐時代的南北交通中發揮著一定的政治作用。 

  有唐一代東都經由龍門往來江漢流域的通道，近年洛陽出土文物亦有相關信息可資驗

證。伊闕西山南麓出土張二十二娘墓誌有云：「張氏女者，南陽白水人也。裔祖衡，漢河間

王相。……父景尚，前任房州刺史。……緣父被誣，謫拜忠部。隨官三峽，總夫二載。鬱鬱

冥疾，以開元二十年八月十九日夭逝於忠別駕官舍，春秋二十二。以二十一年歲次癸酉五月

景寅朔七日壬寅，窆於龍門山南官路西南四里鞏家山原上。」[註 10]這條由伊闕南出江漢的「官

路」，延至中晚唐時代依然聲影絡繹、不乏行人，白居易題龍門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所謂「危

亭絕頂四無鄰，見盡三千世界春，……回看官路三條線，卻望都城一片塵」[註 11]者，正是晚

唐文人墨客對伊闕官路與東都人事風塵的抒情描寫。 

  龍門石窟唐代造像題記中，另有一些涉及當時重大交通史事的資料，這為研究中古一代

的社會往來提供了一些帶有實證意義的文化信息。如西山唐字洞南壁題記有云：「永徽二年

七月六日，永州湘源縣人郭孝隱男大亮入遼，為造觀音一軀，願行人平安。」敬善寺北崖同

期造像題記中又有「僧知道為入遼兄造地藏菩薩」、「張行忠為東行造」菩薩一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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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郭孝隱、張行忠題記中「入遼」、「東行」之祈福，實際正是貞觀晚季李唐征遼事件

的續筆。檢之唐史，知貞觀十八年（六四四）有唐廷命李勣為遼東道行軍總管、張亮為平壤

道行軍總管，從陸海兩路東征高麗的本紀。翌年四月至九月，東征戰事以來獲全捷而班師。

當時朝廷即有「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壤」[註 12]的頒勅。今由龍門郭孝隱等輩的題

記，可見迨至永徽初年征遼戰士尚有滯留異鄉者。 

  李唐王朝與三韓地區的政治交往，龍門石窟高宗中期的造像題記仍有不斷地涉及。如西

山老龍洞南壁題記中有：「清信女王三娘為亡父母及見存眷屬、姐妹兄弟，又夫主張通東行，

願平安敬造阿彌陀佛像一龕，法界蒼生，共同斯福，大唐總章元年十一月一日。」清明寺窟

門北側題記則有：「不可思宜（議）清信王婆，為兒宋玄慶東行，願得平安敬造觀音一軀了。

上元三年二月。」 

  與這兩則造像題識相關的歷史背景，文獻中則有乾封元年（六六六）「高麗莫離支蓋蘇

文死，其子男生繼其父位，為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請降，詔左驍衛大將軍契必何

力率兵以接應之 」；其「冬十月己酉，命司空、英國公勣為遼東道行軍大總管以伐高麗」

[註 13]的記載。洎總章元年（六六八）九月，李勣破高麗、拔平壤，乃「以其地為安東都護府，

分置四十二州」。又咸亨五年（六七四）二月，遣「劉仁軌為雞林道大總管以討新羅」，至

上元二年（六七五）二月，「雞林道行軍大總管大破新羅之眾於七重城」[註 14]。 

  龍門碑刻所刊張通、宋玄慶東行之遺蹤，其所參與的交通行為必是上述高麗、新羅之役

的軍戎。與龍門碑刻記事相逢仍，洛陽地區其他的碑刻遺跡中亦有為上述東征行人邀報平安

的發願。今鞏縣石窟第二窟西壁之下隅，有當年所鐫之造像題記文云：「大唐乾封二年八月

十日，比丘僧法秤敬造阿彌陀像一龕，上為皇帝、師僧父母、東征行人，並願平安。又願國

土安寧，十方施主離障解脫、成無上道。」由此不難看出，此類頻仍發生的東征，在中原人

民的思想中已烙下震慄心髓的印象。 

  唐代中原與西北各地的交通，龍門石窟造像題記中歷有繁複的記敘。如賓陽南洞北壁題

記有云：「清信女蕭為亡兒孝子敬造阿彌陀佛一軀並二菩薩，願當來往生無量壽國，……然

亡兒未捨壽以前，願亡後即於龍門石龕內。母子情深，不違本志，即以貞觀二十二年八月二

十五日從京□（城）就此寺東山石龕內安置訖。」龍花寺前庭北壁題記則有「弟子張四娘為

翁婆入京及家口平安造藥師、彌陀各一區，及為亡人孟智基造阿彌陀像一區」的發願。這是

兩京之間密邇往來的例證。 

  另如賓陽南洞北壁造像記有云：「永徽三年四月，高昌張□、康思□等為亡父母及合家

內外眷屬敬造像一龕。」而張安洞東壁門拱北側又有「總章二年二月十日，高昌張安為亡父

敬造」阿彌陀佛一龕的題記。這是東都與西州之間因貞觀十四年（六四○）高昌內屬而發生

上層人士絡繹往來的例子。 



《普門學報》第 10 期 / 2002 年 7 月                                                第 11 頁，共 13 頁 

論文 / 龍門石窟交通遺跡與佛教藝術的歷史聯繫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次如東山看經寺上方，有北印度來華僧人造像題記文云：「……今有北天竺三藏弟子寶

隆，上奉諸佛、中報四恩、下及□□敬造釋迦牟尼一鋪。……景雲元年玖月一日吐火羅僧寶

隆造。」這是洛陽與西域古代交通往來絕好的史例。這些年代不等、地域各異的交通資料，

充分反映出洛陽在當時的中西社會交往中享有重要的歷史地位。 

  中古時代的末葉，龍門佛教造像活動趨於衰微。此間見之於碑刻題記中的交通史料，已

遠不如隋唐時期之豐仍。今以宋代碑刻題識為片例，對此間龍門交通史事作一大致的檢閱。 

  龍門西山魏字洞北側，有咸平三年（一○○○）摩崖石道記碑刻一通，其碑文有云：「……

石道記左街廣愛寺崇達奉……撰，翰林待詔……秘書丞□正賜緋魚袋吳文賞書。……師本洛

陽人，俗姓高氏。……才修梓匠，措意禹門，願石道以陳殘，起□征而整葺。矧自太平興國

癸未歲季五月，伊水……坦路崩陷，巨石欹傾，逾月以來，杜絕往復。……自雍熙四年丁亥

歲二月，……飲□者差肩而至，荷畚插者陳力而往。端拱已來，首尾三載，厥功已就，大路

坦途，遍會禹門。……今通惠大師……施一勞永逸之勤。時大宋咸平三年□月二十□日矣。」

此外，龍門藥方洞、萬佛洞、奉先寺及東山萬佛溝南崖，有天聖四年（一○二六）三月丁裕

修石道題刻多處，其奉先寺題刻文云：「西京龍門山大像龕題名，三班借職監，伊河竹木務

兼本鎮煙火修整石佛石道公事丁裕，與弟祐並仲子觀、東鄉友貢史顏翰、安定胡汛同至此。

大宋天聖四年丙寅三月二十六日。裕書，鐫字李遇。」另在老龍洞洞口之南壁，有宋人修石

道題記又云：「甲子歲元豐七月三十日修石道記，造人黨□□。」 

  龍門石窟以上三則宋代石刻，反映出北宋時期公私各界對伊闕水陸交通的重視和投入。

這些帶有工程意義的文物資料，與前述魏唐期間富有敘事價值的造像題記，無一不為我們研

究中古時期與龍門石窟結有因緣的交通往事展示出極其珍貴的學術信息。 

五、龍門交通史料與中古佛教信仰之關聯 

  考漢唐以來的中國歷史文獻中，涉及民政引曳、交通往還的記事資料可謂璣珠盈篋、汗

牛充棟矣。對史乘中這些俯拾皆是的常規資料，學界已有良多取材顯諸於各自的研究領域中。

然據近代學術史跡之回顧，我們感到這些史學研究大多偏重於利用此等材料對古代社會客觀

世界的探討，這無疑反映出傳統史學在取材範疇和理論趨向上存在著機械唯物史論的局限性。 

  還在二十世紀的初葉，以奧地利心理學家弗洛伊德（Sigmund Freud，一八五六－一九三

九）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派即對人類意識形態的社會性功能給予了深入的研究。弗洛伊德之

注重人類意識活動的價值及其人類心理層位的動態性分析，為我們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現象的

主觀成因提出了值得正視的認識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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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中國社會，由於生產力發展水平的限制，跨地域的交通阻斷曾嚴重地制約著人們

物質交流和情感往來的正常進行。當人們為生活所迫不得不付諸於交通實踐的時候，以蔑視

人權為政治基礎且享有地域統治權力的封建國家則從來不曾為社會各界提供承擔風險的安全

保障系統。封建國家這種帶有強烈東方色彩的民政機制，導致了當時參與羈旅行止的流動群

體充滿了生命危機的思想感受。 

  龍門石窟自公元五世紀末葉產生佛教造像之日起，數以千計的發願題記中包含了為數眾

多的與古代交通史事息息相關的文物資料，這無疑為我們研究中古時期交通往事在人們心目

中留下的思想印記提供了便利的條件。 

  本文上述洞窟資料之徵引，總體上反映了魏唐時代中原與外地之間以交通環境為背景而

發生的一些洋溢著時代氣息的人文情節。通過對以上造像題記的歸納與分析，我們可以看出

這類考古資料包蘊著一個十分突出的題旨性特徵──此即各品造像題記之主人公，當其面臨

某次交通運行的時刻，便無一不對這種旅途生涯表達出祈求平安的心聲。 

  與這種心理動態互為表裡，上述祈求旅途平安的人們，在表達這種精神追求的過程中，

其個體行為竟全部採用了鐫刻造像的方式。由於這一社會群體的主題意識俱在於祈求旅途的

平安，以致他們的造像題材幾乎全部選擇了「應聲隨求」、「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龍

門石窟下述造像題記，可為這一描述提供可靠的論證：「永平二年四月二十三日造觀世音一

區，上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緣眷屬，願弟子願願從心，所向無難。清信女宋溫鴦」（古

陽洞北壁）；「李君瓚修紫桂宮□□平安至家，敬造觀音菩薩，調露二年六月三十日」（北

市絲行像龕北崖）；「弟子杜十四娘為身患得恙，造救苦觀世音菩薩一軀，願合家平安，咸

同斯福，一心供養。開元三年三月十六日」（萬佛洞南崖）；「弟子劉俊為父母，願身平安，

造救苦菩薩一區」（清明寺西壁）；「魏州莘縣人任右藏丞，願合家眷屬平安，敬造觀音一

區」 （萬佛洞南崖）。 

  當我們將這一文化現象設置於行為發生學視野下進行考察的時候，我們顯然可以發現，

正是古代社會生活系統中安全保障機制的匱缺，導致了人們對自身安全、家道平安產生了種

種處心積慮的憂患。而由於佛教教義中廣泛宣傳著佛陀、菩薩保祐平安的信條，於是渴望旅

途平安的行人社會遂以「罄竭丹誠」的信仰實踐，雕造了一軀軀體現平安保障的觀世音形像。

龍門石窟古代遺跡中這種數量繁多、特徵鮮明的文化群落，形成了伊闕峽谷魏唐時代一種獨

具特色的人文景觀。中國佛教石窟寺藝術之弘盛，中古交通史上以功德造像祈求佛法護祐顯

然是一個重要的成因。[註 15] 

  由此看來，龍門石窟與中古交通史事相關聯的一切佛教造型藝術，作為一種東方歷史文

化現象，無疑證明了宗教信仰及其藝術實踐是一定的意識形態在某種特定歷史條件下，對現

實生活的一種心靈補償和美育創造。我們認為，世界文化史上種種儀像萬般的宗教藝術，大

抵與此有著相同的成因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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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註 1] 《水經注》卷十五「伊水」條。 

[註 2] 同 [註 1] 。 

[註 3] 《魏書》卷七〈高祖紀〉。 

[註 4] 《魏書》卷七十三〈楊大眼傳〉。 

[註 5] 《魏書》卷一○一〈蠻傳〉。 

[註 6] 《北史》（中華書局一九七四年校勘本）第八冊，第二三四一頁，注﹝九﹞。 

[註 7] 參見張乃翥，〈從龍門石窟造像遺跡看北魏民族關係中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一九八九年第二期）

第三十二－四十頁。 

[註 8] 《唐會要》卷八十六。 

[註 9] 《舊唐書》卷八十六〈許王素節傳〉。 

[註 10] 墓誌拓本影印件，見張乃翥「龍門續志續跋三題」（待刊稿）。 

[註 11]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四，〈春日題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註 12] 同 [註 9] ，卷三〈太宗紀〉。 

[註 13] 同 [註 9] ，卷五〈高宗紀〉。 

[註 14] 同 [註 11] 。 

[註 15] 參見張乃翥，「龍門石窟歷史成因之探索」（待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