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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佛教，开窟、建寺、写经和造像等活动非常兴盛。
隋代窟龛均分布于中原北方地区，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
一是以邺城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即东部地区；一是敦煌莫高窟。
    东西部窟龛在发展阶段上大体同步。
第一阶段，各个地区仍沿袭南北朝晚期特点。
第二阶段，二者基本上还承袭第一阶段，但新出现许多特点，这一点上莫高窟比东部地区更明显。
第三阶段，二者还沿袭第二阶段，新出现向唐过渡的特点。
    隋代佛教窟龛的特点是：第一，隋代佛教窟龛承前启后的特点很强。
基本上仍沿袭了南北朝因素，北齐、北周的特点融合，有的因素还影响到唐初。
而且隋代还出现新的因素，沿袭到初唐。
第二，隋代佛教窟龛仍然存在地域性。
东西部地区仍保留南北朝晚期特点。
山东和晋冀豫两个地区之间互相影响并产生变化与发展。
莫高窟受两京地区影响较大，变化很明显。
第三，造像样式的本土化、现实化。
佛像交领式袈裟着衣方式，钩钮式袈裟，菩萨像裙腰上升到胸部高处，菩萨像下身佩戴大佩或小佩，
均模拟当时僧人、妇女的常服。
第四，佛教的民间化。
隋代参与开凿洞窟、摩崖龛的供养人老百姓逐渐增多，这种现象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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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东部地区窟龛的分期和特点　　一晋冀豫地区　　（一）窟龛的类型　　晋冀豫地区隋
代窟有天龙山第8窟、封龙山第3窟、大住圣窟、千佛洞，小龛或摩崖佛主要有开河寺摩崖佛、南北响
堂山石窟内外小龛、八会寺刻经龛、龙门石窟内外小龛、石佛滩摩崖龛。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共计25个洞窟。
属隋的洞窟有第8窟，为天龙山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
封龙山石窟位于河北省元氏县西北约20公里处。
东区3个窟中，第3窟为隋代。
北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鼓山西坡半山腰问，隋龛多集中于南洞南侧的大业洞内。
南响堂山与北响堂山相距15公里，隋代小龛主要分布于第l、4、5、6窟内外。
八会寺刻经龛位于河北省曲阳县西羊平村西北约100米的少容山顶。
刻经龛周围尚存寺院遗址，东侧有一石屋，屋内中央一块巨石为刻经龛。
开河寺石窟位于山西省平定县岩会乡乱柳村西l公里。
现存三个小型石窟和一处摩崖佛，其中摩崖佛为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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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研究隋代的佛教窟龛，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有限时间内
解决有一定的困难。
而且由于笔者的学识上的不足，想解决的问题虽然很多，却无法全部涉及。
本文以隋代窟龛造像的本身特点和渊源、莫高窟经变画、联珠纹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各种分析。
但是东部地区石窟中的大住圣窟、山东地区的石窟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前面简单提及的大住圣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二十四祖师像关系到同时期的河南地区沁阳千佛洞和唐代
洛阳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看经寺。
而且此祖师像题材，24尊→25尊→29尊有题材变化。
这种演变与当时在两京地区活动的高僧和佛教思想有如何关系，尚待研究。
　　山东地区的石窟也和南北朝时期不同，在隋代，尤其是隋文帝时期以青州和济南为中心集中出现
，而且这种现象持续到初唐时期。
山东地区随着最近在诸城市和青州市发现很多单体造像，要求在南北朝晚期一隋朝佛教石窟和造像方
面有更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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