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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顧過去，中國佛教藝術的研究重⼼主要偏重於隋唐以前，尤其是魏晉、南北朝、隋

唐時代遺留下⼤量珍貴的佛教⽂物與⽯窟藝術，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源。以今⽇的研究⽽
⾔，⽬前於隋唐以前已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反觀唐以後的宋代，包括與宋代同期的遼、
⾦、夏與⼤理時期的研究，卻相對稀少，尤其是北宋時期，在佛教藝術史的研究上明顯薄
弱。同樣的現象，亦可⾒於中國佛教⽯窟的研究。中國佛教⽯窟，發祥於四世紀，興盛於魏
晉南北朝，隋唐愈盛，入宋以降急劇銳減，⼀般被認為是中國⽯窟發展的衰弱時期，因此過
去宋代⽯窟⼀直未受到學界關注。近⼆⼗年來，四川⽯窟的研究受到重視，隨著⼤量研究報
告、⽯窟圖錄的發⾏，使學界開始調整對中國⽯窟發展進程進的看法，重新思考中國⽯窟於
時間、空間上的發展脈絡。 

 ⽬前在四川、⽢肅、陜西、江蘇、浙江等地，皆有零散的宋代⽯窟遺存發現，但因研

究起步甚晚，仍屬於發掘、整理階段，缺乏仔細研究。在已發表的材料中，四川與敦煌兩處
因得⼒於兩地的研究單位長期系統性的整理研究，得到較多的關注。不過，敦煌⽯窟⽬前的
研究成果仍著重於宋代以前，近些年才開始對於五代及宋初洞窟投入較仔細的研究︔⽽四川
⽯窟過去的研究成果也以唐代及南宋的研究較廣為⼈知。相形之下，北宋時期的佛教⽯窟研
究顯得格外不⾜，主要是因這⼀段時期的⽯窟遺存數量不多，研究成果有限。事實上，除了
四川與敦煌地區以外，陜北地區還遺留有不少北宋⽯窟，只是並沒有受到學界太多的關注，
實為可惜！陜北地區的⽯窟，分布區域甚廣，延安、⼦長、富縣、⿈陵、安塞、志丹、⽢泉
等縣市皆有分佈，其中不乏規模較宏偉且保存良好者，如⼦長縣鍾山⽯窟、延安清涼山萬佛
洞、⿈陵雙龍千佛洞及富縣⽯泓寺⽯窟等︔最重要的是，這些⽯窟的開鑿年代相近，主要集
中在北宋與⾦，不少洞窟有明確北宋或⾦代的紀年。作為研究北宋佛教美術的材料，陜北⽯
窟數量豐富的遺珍可提供我們許多寬闊的視野，⽽另⼀⽅⾯，陜北⽯窟的研究也正可成為填
補中國佛教⽯窟史北宋時期環節的重要砌⽯。 

 在⽬前北宋佛教⽯窟數量稀少及陜北⽯窟研究不豐的狀況下，筆者還是先將它放置在

整個時代的脈絡下來討論，以釐清它在北宋時期的定位。研究⽅向主要有⼆。 

 其⼀、⽯窟的建築特⾊：善⽤⽬前豐富的形制調查成果，來觀察作為北宋時期中原⽯

窟的代表，陜北⽯窟在建築上所展現的時代特⾊為何，其與過去的⽯窟建築有何不同︔透過
第⼆章陜北⽯窟簡介，筆者將會對這些⽯窟群作個別介紹，透過個別⽯窟形制的分析，來討
論陜北⽯窟群體形制與建築設計所呈現之共性與特⾊︔除此以外，也將簡要地介紹陜北⽯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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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像佈局。其⼆、圖像研究：透過窟內題材的調查及圖像研究，嘗試找尋⽯窟中⼀些能反
映北宋時代特質的代表性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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