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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为 96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拍摄

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开首，即出现了洛阳
龙门石窟的画面：大雪窸窸窣窣，飘落在饱受

风化蚕食的唐观音像上。群像肃立无语，但如
同远古神话中可以远隔重洋传声通话的蓝

鲸，它们与叶嘉莹先生坚守的古诗词吟诵一
般，穿越时空阻隔，无惧风化蚕食，向后世传

递着一个伟大民族恒久不灭的文脉和精神。

千年立佛盼身首“合璧”

2019年 5月，上博研究员李柏华陪同龙

门石窟研究院杨超杰研究员、焦建辉副研究员
在上博“中国古代雕塑馆”参观后，向杨、焦二

位提出：共同合作对上博藏龙门石窟五件造像
进行复位研究，建议立刻得到了热情响应。

上海博物馆既有五件石刻据其特征被判
定为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包括北魏交脚弥

勒菩萨造像 2件，唐代佛头像 1件、神王头像
1件，菩萨立像 1件。其中藏品号 21820的唐

代佛头像，高 40?米，宽 30?米，重 37.5公
斤。佛像面庞浑圆，头顶肉髻比例适中，额头

低窄，眼部微鼓，双眼窄长作柳叶状，鼻梁尖
直，嘴窄小，双耳较长，在上博的藏品登记卡

上备注有“原出龙门奉先寺”的字样。
奉先寺位于洛阳龙门大卢舍那像龛之

南，由唐高宗皇帝亲自书额，负有管理大像龛
的重任，当年建立不过四十余年，却毁于洪水

之灾。遗留奉先寺石窟内的 49尊立佛为开元
时期以高力士、杨思勖等内侍省宦官为唐玄宗

祈福祝寿所造，其雕刻作为蕴含最高统治阶层
佛教信仰取向和艺术审美情趣的载体，引领当

时佛教造像的风尚，在龙门石窟中地位权重，

是今人研究这一时期佛教雕刻的“标型器”。
清末民初，龙门石窟不断遭受大规模盗

凿，很多造像身首异处。“奉先寺这 49尊等身立
佛，头部缺损的造像为 26尊。”两地专家商议通

过时代风格、残损面积分析，并用现代科技手段
确定，为上博所藏的唐代佛首找到原位。

现代技术让文物说话

近年，3D打印在考古领域里的应用程

度正在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用它

来对文物进行修复和复原，让很多珍贵的文
物得以重现世间。

上海博物馆藏龙门石窟造像，图像资料
虽有刊布，但仅显示正面影像，无法获知背面

及断口等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流失造像
与壁面残迹比对的重要依据。“我首先请上博

信息中心同事安排，由相关科技公司对馆藏

龙门石窟的唐代佛头像与神王头像，以及 2

件北魏交脚菩萨像完成了 3D扫描，并在比对

研究时，帮助进行虚拟复位和复原。后来，还
询问了洛阳龙门石窟的焦建辉，你们是否有，

如果有，就可以虚拟接合复位。”李柏华说。几
方沟通合作，又经历了疫情带来的诸多干扰

不便后，经过两地学者对造像特征、凿离状
况、历史资料诸方面进行研究比对，特别是使

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复原，追寻并确定它们
在龙门石窟的原位，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科学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来到龙门
石窟现场，李柏华发现，上博收藏的唐佛首与

奉先寺石窟现存的佛身表面差别很大。杨焦
二位告诉李柏华，过去认为洛阳龙门石窟的

石刻造像，五十年为一个明显风化差异段，现
在科学观点认为，二十年就大不相同了。这批

造像被凿时间大致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而此次奉先寺佛像为

露天造像；另外二件北魏交脚弥勒菩萨像在
古阳洞内的南壁顶部；而唐代神王像在万佛

洞口内侧；唐代菩萨立像在龙门西山万佛洞
北壁顶部。其不同位置的风化表现程度和被

凿后的佛像在室内保存的状况对比，也将为

龙门石窟研究院与上海博物馆李柏华研究员

合作进行的下阶段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准确
的数据。依据佛首后部断茬切面，焦建辉将奉

先寺所有等身立佛一一查看，发现北壁金刚
力士外侧下层圆拱形大龛的三尊立佛居中

者，能与之对应。再通过上博提供的三维数
据，经过虚拟拼接契合无间，确定佛首就出自

中间的立佛。又根据日本摄影师岩田秀则

1923年拍摄的这尊立佛造像头部尚存的奉先
寺北壁图片，龙门石窟研究院原所长温玉成

推断，佛像原佛首应在 1923年后遭盗凿。
位置确立了，远隔海天的流散雕刻的一

比一 3D打印复制的佛首造像与石窟壁面残
迹身首成功“合璧”。

一本日记现两代文博人深情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980年顶替父亲进入上海博物馆，作为

“上博二代”，李柏华珍藏着父亲李鸿业的一
本《西北出差日记》：“1959年，上海博物馆为

少数民族工业品陈列需要，馆决定到西南西
北两路征集少数民族古今工艺品。西南承名

世、尚业煌二同志，西北马承源、李鸿业二人，

去西北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及窑址采集了
彩陶片、瓷片等……”

李鸿业生于 1917年，其父李文光是大古
董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云阁”在郑州和

北京都是知名的店号。耳濡目染，从小跟从父
亲学习古玩鉴定，十六岁，李鸿业就开始独自

一人走南闯北，收货送货，对青铜器、北方瓷

器、玉器及佛像雕塑建立了极高的鉴赏能力。

解放以后，他多次将自己与父亲经营一生的
文物捐献给当地政府。1956年，被调进上海博

物馆之后，李鸿业亦因其出色的专业能力而
被委以重任，负责上海博物馆的征集工作。

李鸿业的日记记在巴掌大的小本子上，
薄薄几页，每日不过一两句，忠实记录了 1959

年 3月至 8月的近一百五十多天，李鸿业与

马承源跋涉西北，为上博征宝的历程。
1959年 8月 25日，李鸿业写道：“25日

去龙门石窟看了一天、拍了照片、回洛。”
再看上博的藏品登记卡，5件注明出自龙

门石窟的藏品中，四件都是于 1956年至 1957

年间，自北京振寰阁购入。其中地位最高的唐

代佛头像购入于 1957年 7月，时价 80元。原
坐落于北京琉璃厂东街 70号的振寰阁同样

是 1949年之前业内颇有声誉的老字号。李柏
华说虽少时未及细问，但料想那几尊佛像是

父辈们当年凭在古玩界多年的积累逐个发现
收下的。1959年 8月 25日那天，马承源拍下

了李鸿业在卢舍那大佛前的背影，那日，他们
也必当寻找过那些流散佛头的原位吧。

“我父亲是 1984年过世的。1995年，上博
在人民广场新馆建成。在雕塑馆布展时，马承

源馆长多次说过，这尊唐佛头的原位在龙门
石窟奉先寺。”李柏华道，“上一代人留下的线

索，我们用科技手段证实了。”
白云苍狗，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

上的龙门石窟，南北长达 1公里，现存洞窟像
龛 2345个，造像 11万余尊，千年前那一声声

穿云裂石的锤击斧凿声已幻化为洋洋荡荡的
梵音，回响在山谷上空，日日夜夜。

结语

今年是龙门石窟申遗成功 20周年，利用
科技手段厘清龙门流散文物乃至中国流失海

外文物与文物古迹发源地的对应关系， 意义
非凡。文化无界，在尊重目前权属关系的前提

下， 推动海内外公私单位藏家合作启动复位
研究及数字化展示， 让人们能够共享古人留

下的宝贵财富， 需要大量因地制宜的具体工

作，更多专业人员的专注投入。

10 月 18 日，“丝路华光———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艺术联展”在洛阳博物

馆开幕。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是采用3D技术复原了一批珍贵洞窟。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上月 23日，作为上海博物馆和龙门石窟研究院合

作进行的复位研究成果之一，在位于洛阳龙门西山的奉先寺北壁，一件一比一

3D打印的佛首被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员安放在一尊等身立佛的残像上，佛

首和残像断面完全契合，实现了造像的准确复位。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于文物数字化领域的探索正得到国家

层面的大力支持，本刊专访上博研究员李柏华，以了解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字

回归”背后，当代文博人的努力和坚守。 ———编者

◆ 吴南瑶

上博馆藏唐佛头3D复原件
“合璧”龙门石窟原位的故事

■ 在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龙门石

窟研究院工作人员安放 3D打印的佛首

（9月 23日摄）。 新华社发（张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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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博老一代专家学者李鸿业与马承

源赴龙门石窟奉先寺考察所摄照片

荨 两件交脚弥勒菩萨

造像虚拟复原图

▲ 奉先寺北壁金刚力士外侧下

层圆拱形大龛居中立佛头部残迹

茛 藏品号 19564天王
头像与第 543 窟外南
侧金刚力士头像对比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