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 性”相 通 ：敦 煌 与 佛 教 的 中 国 化
刘 再 聪

敦煌建郡始于汉武帝时期，距今已有 2000 多

年的悠久历史。莫高窟 492 个洞窟中有 45 万平方

米的壁画及 1000 多尊佛造像。从乐僔以来，大规

模的造窟历经北朝、隋唐，直到西夏和元朝，持续

1000 年。藏经洞发现的近 6 万件文书，记年最早是

西凉，最晚到宋初，延续近 800 年。敦煌的历史、莫
高窟的石窟艺术、藏经洞的文书是了解今天敦煌

博大辉煌文化的三大重要资料，也是了解佛教中

国化全面而且系列完整的重要资料。
1.佛尊像汉化、菩萨像女性化、道家神仙入洞

窟与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1）佛尊像汉化。佛尊像是石窟的中心，中国

境内最早的佛尊像出现在新疆。汉唐时期，新疆属

于西域文化系统。克孜尔石窟中的佛尊像高鼻深

目，有明显的印度人特征。和田出土的泥塑佛像有

“湿衣透体”式的印度韵律感。汉唐时期，敦煌则完

全属于汉文化系统。但在莫高窟第 268、272、275
等早期洞窟中，佛尊像也是“高鼻深目”，西域特征

也很明显。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前，这种情形依然

存在。人物面相依然鼻梁高隆直通额际，袈裟衣纹

密集，有薄纱透体之感，史称“曹衣出水”。孝文帝

改革后，源于南朝“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的中

原风格才在敦煌佛造像特征上有所表现。唐代，敦

煌佛相面庞逐渐汉化，出现了鼻低面圆耳大的“福

相”，近似于当时人的形象，体现了唐时以丰肥为

美的崇尚风格。至此，敦煌佛尊像完全中国化。不

仅如此，十六国及北魏时期的僧人刘萨诃在唐代

敦煌被神化为与释迦牟尼佛齐肩的佛教第二十二

代宗师，莫高窟的南大像被认为是武则天形象的

再现。
（2）菩萨的女性化。根据佛经记载，菩萨是“善

男子”，“善男子”形象在敦煌石窟群中也有体现。
莫高窟第 45 窟（初唐）南壁、榆林窟第 25 窟（中

唐） 的观音菩萨着装显女装之华丽，但却蓄有胡

须。唐中期以后，菩萨面目丰腴，着贵妇时装，尽显

“浓丽丰肥”之时代特征和世俗化风格。这种风格

被描述为“菩萨如宫娃”，意味着菩萨形象女性身

份的确定。
道家神仙入洞窟。建于西魏的第 249 窟窟顶

西披描绘印度战神阿修罗王，左右两侧描绘雷公、
辟电、风伯、雨师以及乌获、朱雀等，窟顶北、南披

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另外，同时期的第 285 窟窟

顶东披绘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是我国远

古神话中的人物，又是道教的仙人、神灵。伏羲、女
娲在汉代石刻中已出现，是中国的人文始祖。敦煌

石窟中出现中国本土传统神话中的各种图像，是

佛的“禅境”与道家的“仙境”相互融合的反映，是

佛教美术，更是佛教思想艺术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洞窟中还出现了中国的龙

的形象，而一些天王力士的形象则完全是一副唐

代武将的派头。
2.“疑伪经”及变文的出现与佛教传法方式的

中国化

（1）中国人创作的佛经出现。佛经是佛祖的圣

训，但佛经传入中国后，却出现了大量印度佛经中

不曾见到的经文。这些经文由中国人创作，被称为

“疑伪经”。在敦煌文书中，保留的“疑伪经”多达 70
余种。中国古代佛教能够在民间盛行，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疑伪经”的传播。“疑伪经”是中国佛教文

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发现的“疑伪

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还被翻译成粟特文，

“返销”外国。
（2）儒家思想进入佛经。佛教传入中国后，面

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

突。为了取得中国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僧人主动改

造佛教学说。敦煌出土的《父母恩重经》多达 114
件，就是佛教自觉吸纳儒家思想的最好说明。创作

《父母恩重经》的根本目的在于沟通儒、释，弥补原

始佛教中“孝道”思想的缺失，是佛教一步步融入

中国并逐渐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的见证。
（3）俗讲等中国式讲经方式的出现。唐代，举

办法会在社会各阶层十分流行，有些佛教礼仪是

印度佛教或西域佛教所没有的，其中中唐以后出

现的专为俗人讲经的活动———“俗讲”最为典型。

丝 路 专 稿6



俗讲即“对俗讲经”，方式以说唱为主，所用的底本

就是变文。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变文，名称有“讲经

文”“变文”“变”“缘起”“押座文”“话”“词文”“赋”
等，大多为唐人写本。“变文”是中国人所作，也为

中国人讲授，以中国当时现实社会为背景演绎佛

教故事、佛教理论，以及中国历史传说、民间故事

等。可以说，“变文”就是民间的传教资料，俗讲的

出现意味着佛教传法方式的中国化。
3.弘法僧住锡敦煌、清规出现、供养人地位的

提高与佛教信仰方式的中国化

（1）敦煌是弘法僧人的必经之地。汉至唐，敦

煌吐鲁番一带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区的最西线，

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界点。因此，东来弘法

的西域僧和西行求法的汉地僧多要经过、甚至滞

留敦煌，敦煌由此逐渐成为成佛教圣地、译经中

心。有籍可查的第一个出家并且西行求法的汉人

朱士行，就是从雍州出发经过敦煌到今新疆和田，

并且派弟子带回第一部由汉人取回的真经。著名

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从龟兹到凉州时，曾经滞

留敦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返回时路过敦

煌。此外，还有不少长期住在敦煌从事佛经翻译和

佛教教育事业者。例如：西晋高僧竺法护世居敦

煌，被称为“敦煌菩萨”。前凉时，单道开、竺昙猷等

高僧又在敦煌修禅。前秦建元二年（374 年），乐僔

和尚在鸣沙山开窟造像，正式拉开了“世界艺术宝

库”莫高窟的营造序幕。
（2）清规是敦煌僧人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在

印度，对佛弟子行为具有指导或者约束力的是“戒

律”。敦煌文书中则发现了不少清规，有规矩、律
式、格令等称谓。这些清规既有涉及寺院僧官、大
众日常管理的，也有涉及寺院土地、资产经营的。
既有寺院制定的，也有官府下达的。应该说，无论

“戒律”，还是清规，僧人都必须严格持守。但清规

与“戒律”毕竟不同，清规的内容不见于“戒律”。戒

律是印度佛教制定的戒律，敦煌僧人既执行戒律

又执行清规。从敦煌僧人的日常生活来看，对僧人

影响更直接的是清规。可以说，这些清规就是“律”
中国化的表现。

（3） 供养人地位的提高。莫高窟壁画中，有

9000 余身供养人画像，绘制时代从北凉至清代。人

物既有帝王将相、高僧大德，也有平民百姓、普通

僧尼。既有汉族人物,也有匈奴、鲜卑、吐蕃、回鹘、
于阗、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人物。从北凉至隋代，

供养人像高不盈尺，大多绘在四壁下部、龛沿、龛

下、中心柱下部四面等边角位置，与佛、菩萨画像

间有明显的界栏，显示出供养人画像在洞窟题材

内容中地位之低下。唐代，供养人画像升到甬道两

壁等比较显要的位置，高度与真人差不多。从人与

佛的关系来看，如果说北朝至隋代仅仅是虔诚和

恭敬，那么唐代以后则是有所祈求和仰赖。实质

上，这种变化是佛教信仰功利性不断增强的表现。
绘于晚唐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宋

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曹议金出行图”“慕容

氏出行图”等场面宏大，画面或庄严肃穆、威武雄

风，或煊赫豪富、气派轻松欢快，完全是一幅展示

历史场景的画卷，甚至显示出洞窟几成“家庙”的
趋势。

4.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宗派的形成与中国佛

教的独立发展

（1）寺院经济的发展。印度佛教规定，僧人每

日托钵乞食，不事生产。但到了中国，僧人则垦地、
种田，寺院经济发达。在唐代，敦煌三窟十七寺一

百余家兰若几乎都有产业。寺院不但拥有土地，甚

至拥有依附农民，如寺户、梁户、常住百姓、园子

等。同样，僧人也有私人的奴婢。寺院、僧人有田

园、碾硙、园圃、林场、牧场等资产，从事放贷、畜

牧、营运等产业。与此相适应，寺院配置有分工明

确、人员齐全的管理队伍：直岁（会计）、都头（仓库

管理）、都师(仓库管理)、亻亲司（布施管理）等。如此

看来，寺院就是一个产业雄厚、追求利润的地主庄

园。寺院经济的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与发

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2）佛教宗派文献的流布。隋唐时期，中国佛

教先后出现了八个宗派。除了寺院经济为宗派出

现奠定基础外，佛经翻译事业的逐渐鼎盛及佛教

思想家们对于佛法的分类判摄，也是主要原因。在

敦煌，各宗各派的踪迹或多或少都有留存。比如：

三论宗的始祖鸠摩罗什、唯识宗的创始人玄奘都

曾经留敦煌，密宗文献、禅宗文献、律宗文献、净土

宗图像在莫高窟石窟及藏经洞文书中存量很大，

有些已经结集出版。第 61 窟因绘有华严宗、天台

宗尊奉的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图，又被称为

“文殊堂”。一般认为，禅宗是纯粹的中国式佛教，

五台山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中心。禅宗的诞生、中
国佛教信仰中心的形成是中国佛教走上独立发展

道路的表现。
这两点，在敦煌都有十分充足的表现：兼容禅

宗南北宗学说的摩诃衍曾经从敦煌出发去拉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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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推动了藏区禅宗信仰的发展。莫高窟第 61 窟

《五台山图》全图长 13.4 米、高 3.4 米，是莫高窟最

大的佛教史迹画。
5.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根子发芽的地方在

敦煌

佛教经过中亚、新疆进入甘肃，在敦煌开始与

中原文化交汇，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由此也全面开

始。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石窟艺术、藏经洞的文

书昭示：经过河西走廊的不断融合，在进入中原之

前，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表面上看，中

国的佛学是以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的佛

学。实际上，中国的佛学是完全融入中土文化的佛

教思想观念，是华夏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

“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根子发芽

的地方在敦煌。

“商 性”相 通 ：汉 唐 间 河 西 走 廊 与 丝 绸 之 路 贸 易
高 荣

丝绸之路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运河”。因所经

地区不同，又有绿洲道、草原道、西南道和海洋

道等。但是，由中国内地经河西走廊、新疆地区

通往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北非的经贸文化交

流的陆上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中西方经贸文化

交流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地处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交汇地带的河西

走廊，不仅对于古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发挥了

关键作用，而且也是中原王朝对外开放和涉外管

理的重要窗口。

早在先秦时期，由中原经河西走廊到西域各

地的丝绸之路就已出现。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公元

前 5 世纪前后，中国的丝绸已见于中亚、南亚和欧

洲等地，而殷墟妇好墓中的玉器则主要来自新疆

和田，“玉门”之名即源于其地为输入美玉的门户。
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

不仅汉朝“使者相望于道”，而且西域各国使者也

“更来更去”，络绎不绝。河西汉简中有很多西域使

者商人往来各地的记载，所涉及的国家有楼兰（鄯

善）、于阗、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 30 多

个，其中还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祭越、折垣等国

名。据永光五年（前 39 年）《康居王使者册》记载，

“数为王奉献橐佗”的康居王使者杨佰刀等人每次

从敦煌入关，都会得到沿途各县的饮食供应。这些

西域各国的使团，多以政治使节之名，行商业贸易

之实。因此规模很大，动辄数百人。汉简记载的一

批从内地途经酒泉禄福（今酒泉市肃州区）、敦煌

渊泉（在今瓜州县境内）回国的西域使团，自于阗

王以下竟有 1074 人。由于过往人员众多，沿途食

宿等均由当地郡县供应，以致河西各地疲于应付。
汉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就指

出，敦煌、酒泉等郡“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

苦之”。到东汉时，更是“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
魏晋十六国时期，虽然中原动荡不安，但河西则是

相对“独安”之地，西域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
勒、月氏、鄯善、车师等国仍然“无岁不奉朝贡，略

如汉氏故事”。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就有很多与敦

煌、酒泉、张掖等地贸易的记载，而斯坦因在敦煌

发现的粟特文书则表明，即使在“永嘉之乱”前后，

在河西走廊敦煌、酒泉以至姑臧（武威）、金城等

地，仍有数以百计的粟特商人活动，他们对当地粮

食等各种物资的市场行情非常了解。隋唐时期，通

往西域的三条路线“总凑敦煌”，河西各地商业贸

易空前繁荣。隋朝大力经营丝绸之路，西域胡商

“多至张掖交市”，其中大业五年（609 年）共有西域

二十七国国王、使者聚集张掖进行互市贸易。唐代

更有大批西域胡商云集河西，以致“商旅往来，无

有停绝”。贞观初年玄奘西行至瓜州，胡人石槃陀

为其介绍了一位往来伊吾 30 多次、非常熟悉沿线

交通的胡翁做向导，而此胡翁则以一匹曾十多次

往返伊吾的老马相赠，并最终经莫贺延碛到达伊

吾。阿斯塔那 509 号墓出土的石染典请过所文书，

分别记载了开元二十年（732 年）三月和次年正月

西州商人石染典两次到瓜、沙等地贸易的情况；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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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基础上，各族群众熔为一炉，最终形成了崭新

的隋唐风貌。与此类似，伊斯兰教东传与突厥、回
鹘西迁相结合，造成了中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

同步发展的结果，突厥—伊斯兰文化成为中亚多

民族共享的文化。蒙古武力与藏传佛教相结合，

形成了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到南俄草原、囊括

众多民族的广阔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可见，丝绸之

路不仅推动了农耕、游牧等经济形态交流，也推

动了文化交流与浸润，人类相互认知、逐步交融，

文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文明的整合与共享成为

可能，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走向全球化和“命

运共同体”的大舞台，从另一侧面开启了人类社

会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以丝绸之路为轴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中，作

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居于中心节点地位，

它虽然不是具备强大驱动能力的王朝政治军事中

心，却留下了最多的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产，

显示古代的敦煌具有全方位的受纳条件和辐射能

力，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第一站。敦煌藏经洞的约

四万件文书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宝藏之一，敦

煌洞窟的壁画是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保存最好

规模最大的。藏经洞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粟特

语、藏语、回鹘语、于阗语，斯坦因称之为“多语种

图书馆”。文书与壁画中所涉及的宗教包括摩尼

教、祆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是包含丝绸之

路上各种宗教原始材料的最翔实的资料库。藏经

洞中的宗教文献显示，敦煌人对不同信仰的包容

令人惊叹，体现了丝绸之路国际化的特色，而这正

是丝绸之路历史的突出特征。即使在蒙古时代，敦

煌也在“欧亚大贸易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

察合台汗国的中心之一，敦煌仍是不可替代的商

业与文化中枢，除了莫高窟保留下来的洞窟和文

书外，《经世大典·站赤》《马可波罗游记》等传世文

献也证实了这一点。
敦煌文书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做生

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的是什么商品，商队的规

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

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即丝绸之路文化特别是

宗教文化对民族的影响。宗教不是凭空存在的，它

需要受众的信仰，离不开民族及其语言这一载体。
敦煌文书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

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反映了古代各族信仰的

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变动性，显示了他们与敦煌千

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

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迁入者带

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

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对隋唐时

期的民族融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摩尼教、祆教和

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但在今日中国已

难觅影踪，只能在敦煌文书中看到其昔日盛景。生

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

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

来说，传播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也对民族的

交融产生了重大影响。敦煌文书显示出不同族群

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异常包容，这正是古代丝

绸之路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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