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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搬迁，整座石窟被
分割成7块

揭去石窟上面的附土及岩石并不很难，
难就难在对石窟雕刻品区分块切割上。

由于石窟距岸边公路中心的水平距离
为 12 米，大吨位的吊机来现场有一定的
困难，小吨位的吊机吊不动大块，所以分
割的块体不能过大。再者，块与块之间分
割必须是直线，否则无法施工，划直线就
要尽量避免穿过雕刻的图案。还要考虑
石窟图案上的裂缝，大裂缝依缝切割，小
裂缝分在一块。

经过全面考虑，文物专家们最终把石窟
浮雕区划分成了大小不等的7块。块割工作
开始了，虽有不少现代先进的凿岩机具和劈
岩技术，但在这里大多无用武之地。道理很
简单，切割必须保证雕刻岩体的完整性，尤
其是表层，不能有丝毫的损伤。因此，文物
专家不得不采用原始加机械化的劈山法，即
在留足雕刻品所依附的岩体厚度之后，用内
燃机凿岩机、压缩空气凿岩机在母岩上打排
孔，然后用人工打钢钎的方法把岩石劈开。

西沃石窟搬迁到什么地方，当时还颇有
争议，包括龙门石窟、千唐志斋博物馆在内
的三个地方都在争取，经过反复讨论，1997
年 7月 6 日，西沃石窟终于被吊运到了百里
之外的千唐志斋博物馆内。

石窟复原，很难看出
分割裂缝

11月 18日，站在西沃石窟的保护房内，
端详了很久后，记者仍然没有看出切块后切
割的缝隙。

衡剑超自豪地说，西沃石窟被搬迁到千
唐志斋后，文物保护专家对其进行了精心的
复原，几乎恢复了原貌，很难看出原来的切
割缝隙。由于搬迁复原的成功，还得到了国
家文物局的好评。

西沃石窟是如何复原的？在复原的过
程中，都采用了哪些技术？千唐志斋博物馆
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文物专家考虑到西沃石
窟原来面临黄河的环境，在砌筑石窟基台
时，特制了7根水泥挑梁，就是为了营造石窟
下有栈道，面临黄河的氛围。

复原最关键的是要把原来切割成7块的
石窟拼到一起，还要尽量消除中间的缝隙。
专家们就把块体间的切缝用环氧水泥把缝
封牢，再一点一点地把表面凿平。

石窟正面的雕刻复员后，还要对石窟背面
进行技术处理，增加石窟的稳定性。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文物保护专家们用毛石将背部、顶
部和左右两侧进行包砌，使各个块体形成一个
整体，同时其外形也成为一个自然的小山头
状，增强了西沃石窟原有的自然效果。

记者 11 月 19日在千唐志斋博物馆采访
时，衡剑超不时地接到县委办公室打来的电
话，催他说“领导在等着你开会”。据介绍，千
唐志斋已经将西沃石窟拓片做好，还准备了相
关的一些资料，将“进京申请一个文化项目”，
使西沃石窟和千唐志斋的文物优势更加凸
显。衡剑超说，由于洛阳及其周边的石窟众
多，西沃石窟若想“出人头地”尚要多作宣传。

衡剑超说，目前千唐志斋博物馆正在进
行二期建设，投资达 2800万元，涉及西沃石
窟部分已经基本完工，神秘的西沃石窟已经
具备了与广大游客见面的条件。

（此文得到了张大奎先生的大力帮助，
特此感谢）

千年石窟搬家记

核心提示
在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西沃乡

青要山北麓，紧临黄河的峭壁上，有
一个北魏时期的石窟，和龙门石窟
雕刻的时代基本相同。在上个世纪
90年代，由于小浪底水库的修建，这
个石窟所处的位置将被淹没。为了
让石窟继续“生活”下去，文物工作
者历时 4 年，把其整体搬到百里之
外、位于新安县铁门镇的千唐志斋
博物馆内。而在千唐志斋内，这个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石窟由于种种原
因未能与游客见面。近日，从洛阳
有关部门传来消息称，西沃石窟最
近将向游客开放，西沃石窟艰难的

“搬家”历程也公之于众。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文/图

从新安县城出发向西，大约 10 公里的路
程，就到了新安县铁门镇，镇南一片古色古香
的院落就是千唐志斋博物馆。

千唐志斋是原国民革命军将领、前中国历
史博物馆副馆长张钫先生的私人花园，内藏
1400多件碑刻，因大部分是唐代碑刻，故名“千
唐志斋”，目前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墓志铭博物
馆。

千唐志斋内，工人们正在平整地面、铺地
砖、修缮房屋。走进西北部一个小院落，抬眼

就可看到一个红墙黛瓦的古式建筑，门楣上书
写着“北魏石窟”四个大字。

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衡剑超说，这是特意
为西沃石窟建的保护房。千唐志斋正在封闭
式整修阶段，力争到明年洛阳牡丹花会前完工
开放，从百里之外搬迁到这里的西沃石窟也将
揭开神秘的面纱，与游客见面。

西沃石窟高约 5 米，宽约 10 米，上面雕刻
有200多尊佛像，佛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最
大的一尊高约3米，许多神像在岁月的侵蚀下，

头部已经严重破损，但经历了千年风雨后，两
个洞窟里的文字还清晰可见。

和其他大多数石窟不同的是，在西沃石窟
上还雕刻有不少佛塔，靠中间的一座较大的佛
塔为七层塔。

衡剑超说，西沃石窟是在黄河中下游岸边
发现的唯一的一个石窟，风格介于云冈石窟和
龙门石窟间，和龙门石窟雕刻的时代基本相
同，而且在石窟中雕刻有佛塔，这在其他石窟
中很少见到。

西沃石窟的“老家”在新安县城正北的西沃乡
西沃村，东行20公里就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大坝，西
沃石窟所处的位置目前已被滚滚的黄河水淹没。

黄河由西向东穿越河南和山西交界处的八
里胡同峡谷后，来了个急转弯，掉头向南奔腾，
到达西沃乡西沃村时，被东西横卧的青要山挡
住了去路，黄河水只好又来了个急转弯，向东滚
滚而下，西沃石窟就在此处黄河南岸的峭壁
上，石窟垂立崖壁。在小浪底没有蓄水前，离黄

河水面10米，上距岸边公路也是10米。
“那个地方很陡峭，人很难接近，我们也不知

道西沃石窟是个什么样子。”在西沃采访，当地人
回答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虽然西沃石窟在这里

“呆”了千年，但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没有见过它，
直到1975年，当时西沃公社开山修路时才被发
现。对于西沃石窟的神秘，在当地还流传着一首

“走塔不见塔（走在山上看不到石窟），见塔不走塔
（行在河里），七十二座无影塔。”的歌谣。

1975年的发现，并没有引来人们的多少注
意力，直到 1984年洛阳市文物普查时，《文物》
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西沃石窟的文章，才引起
了文物保护专家的重视，并被命名为河南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0年后的1994年，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开
工，一些文物保护专家开始呼吁保护抢救：如果
不采取保护措施，小浪底建成后，西沃石窟将被
淹没在黄河水下。

国务院决定把西沃石窟搬出小浪底库区
是在 1994 年的 12 月，经过水利部小浪底水利
枢纽建设管理移民局和河南省文物保护管理
局的慎重考虑后，决定把这一搬迁石窟的重任
交给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来做。

1995年 4月初，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
所成立了由文物保护专家陈进良为核心、5 位
文物工作者组成的石窟搬迁小组。

当时陈进良已经 56 岁，虽然干了 30 多年
的文物保护工作，但对这一重任仍然感到前所
未有的压力。据他了解的情况，对石窟整体搬

迁进行保护，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还没有先
例，在世界范围内，文物整体搬迁也只有尼罗
河西岸石壁上两座古埃及王国神庙一例，但在
那次搬迁过程中，共有上百名国际顶级的工程
师和科学家参与，而且古埃及神庙的搬迁只是
在原位上升高了60米。

为了做好搬迁工作，陈进良等文物保护专
家多次到现场勘察，经过多次商讨后决定对西
沃石窟实行“揭顶分块”搬迁方案。所谓揭顶
分块，即挖去石窟顶部的山块，把石窟雕刻品
分成大小不等的块后再分割开。

面对这个价值连城的西沃石窟，陈进良对
搬迁工作谨慎了再谨慎，论证了再论证，生怕
有什么闪失。他们邀请来解放军郑州测绘学
院航测系影像信息工程实验室的测绘专家，对
石窟进行了近景立体摄影测绘，后又请中国社
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李裕群先生到现场进行了
测量绘图。知其表也要知其里。测量图绘出
后，石窟搬迁小组又请中国地质大学环境科学
系的李智毅教授带领硕士研究生对石窟所依
附的环境地质条件、地下水及环境地质病害进
行了系统的勘察、测试和分析。

经过上百次的模拟和商讨，西沃石窟搬迁
小组终于在 1996 年 5 月初制订出了“揭顶分
块”搬迁实施方案。

黄河岸边峭壁上存千年，百姓不知真面目

搬家后的西沃石窟不日将揭开面纱搬家后的西沃石窟不日将揭开面纱

!"#$%&!!""#!$$$

!%!&&'()

!"#!$

' *+( ,!")*+,-./0

' "#1 ,!"23+45678

' *$( ,!&*+9:;<=>

' *(? ,!!@ABC+,-6

' *"? ,!*DEF./GHI

' *&? ,!"JKLMNOPQ

' *!RS ,!(*+TU=BC

' *%( ,!"DVW./XYZ

'*)YS,!&/[\]^_`.

' *#? ,!!abc=6d./

' &$? ,!*efghi=>/

'&,YS,!(fj]^klmn

' &(? ,!*942opq6/

' &"YS ,!$;Hr;<PQ

' &&? ,!(*+fiTU./

' &)? ,!,bUs+,-PQ

' !(? ,!(tukOvwxy

' !!? ,!&9423z/({

' %$? ,!$*+;<|}|k

~ (&1 ,%&��������

~(!1,%)��DW,$��.

~ (%1 ,%%����g�./

~ (#1 ,%)^�./v��'

~ "$1 ,%&��bUk�/.

~ "(1 ,)$��D,$�./

~ ""1 ,%)*r,-�`d.

~ "*� ,%%D����./�

~"&YS,%!D�,$�./6

~"!YS,%)*r"�,-�`

~ "%( ,%!D�EF./��

~ ")� ,%&��DfO�EF

~ ")( ,%!/[\^�.�`

~ "#YS ,%&��<��./

~ *$? ,%%D�EF.l ¡

~*(YS,%!¢£¤¥OGHI

~ *"? ,%)¦§fj^�¨k

~ **? ,%)�©��./ª�

~ *&? ,%!D�EF./«p

~ *( ( ,%! DVWF./¬

~ *!YS ,%)r,-./l ¡

~ *% ? ,%! /[\^��`.

~ *! ? ,%! ��kO®GHI

~ *) ( ,%& ¯�°<°�./

~ *& ( ,%! ��D;<;H6

~ *! ? ,%! ��kO®GHI

~ *# ? ,%) D�EF./±²

~ &$ ³¡*r9:TUl ¡

~ &, ? ,%& fj]^�`d.

~ &" ³´'Dµ��./q6

~ &&? ,%%DWEF./�¶·

~ &!? ,%&^�¸¹�,-./

~ &) ? ,%* º»¼=\>½¾

~ !$ ? ,%% )¤¿ÀÁ=>½

~ !( ? ,%& *r9:TUk

~ !( ? ,%! 942oq6({

~ !& ? ,%) ��kO®GHI

~ !# ? ,%% D����¦q/

~ %&? ,%!ÂÃ��q6({

' ((1 ,!&��Ä$,$�0

' ("1 ,!(kOBÅz/PQ

' (*1 ,!&��,$�./0

' (&1 ,!)r,-ÆÇ|PQ

' (!1 ,!*��9423ÈÉ

' (!1 ,!&��D;<;H6

' (%1 ,!!*+TU./mn

' (%1 ,%(*+4Ê=6¦p

' ()1 ,!&��D�,$�.

' (#1 ,!!ËÌ��D�./

' "$ YSkO./PQl ¡

' "(� ,!&*Í9ÎÏi=¨

' ""1 ,!";Ð^NÎ./0

'"*YS,!&ÑT]^=¨�`

'"&YS,!"/[\^�=ÒÓ

' "!1 ,!!��EF./ÔM

' "%Â ,!*ÕÖÖc./×Ø

' ")� ,!&ÙÚ]^./=>

!"#$%&'()*+,-!./012()3456!.789:3(;<=!>?@ABCD/%EFGH!

IJ"K93LMNOPQRSTUVW!X"YZ./%[\3]^_)!`ab.cdefg_\3hij#

kl$mnopq]r !"s !""#t \l$$$$%&'()%&*

!"##$""%&&!"##$'(%

!"#)'#('&&!"'*%*%%

"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