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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佛境》

内容概要

《丝路佛境》内容简介：丝绸之路又被称为“佛教之路”，它是佛教东传中国的主要线路。千年丝路
上的寺院、石窟，不仅成为佛教东传的路标，也见证了古人追寻信仰的过程。作者远离纷繁喧嚣的城
市，重访丝路故地，一路探寻散落的文明，试图再现它们的精神与荣光，找到信仰最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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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佛境》

作者简介

王棣，自由撰稿人，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硕士，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佛教文化及艺术研究
，在《东方财经》《华商报》等刊物上发表诸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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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佛境》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陕西
西安
法门寺——佛指舍利，地宫珍宝
大慈恩寺——菡萏满地，云动涟漪
香积寺——骑马过山门，身在心无住
第二章 宁夏
石空寺——河流环地曲，梵刹倚山开
牛首山——凭高会得如来旨，秋水长空雁一行
贺兰山壁画——古道音尘，落笔有神
第三章 甘肃
兰州
麦积山石窟——十地祥云，三天瑞景
天梯山石窟——山中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圣容寺——此山当有圣像出
祁连山和祁连坟——塞上牛羊空许约
大佛寺——西夏木塔，佛国圣境
黑山石刻——用图画记录历史
莫高窟——叶被天藻，花散佛筵
榆林窟——大漠长沙，沧海遗珠
三危山——雨霁尘敛，风定水凉
第四章 新疆
交河故城——没有城墙的都城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我来到沙漠，因为城市太寂寞
库车巴扎——遗落的文明
苏巴什古城——重访女儿国
克孜尔千佛洞——先民的舞蹈
尼雅遗址——精绝国土
米兰佛寺——有翼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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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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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佛境》

精彩书评

1、虽然还没有开始仔细阅读，但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作者布局各个章节标题时的匠心独运，就
对文章满心期待，也相信其中的内容让读者思考的同时也会获益匪浅，跟随作者的脚步，探寻丝路上
那散落千年的神秘珠玑...
2、虽然还未拜读，只是看了几行文字，都说带着一种怎样的心境去阅读，收获的都会是自己内心的
倒影。丝路佛境，佛在身外，在心里，在路上，在这小世界中，或许还有更多的感悟，暂且放下执念
，就跟随作者走一趟佛境，说一次佛经，做一次心路的修行
3、很少写书评= =，这点很尴尬，工科生当惯了，实在是难于讲出什么精彩绝伦的话语。至于对本书
的评价，力荐就是态度，部分的篇章是读过的，很欣赏也带给人思考，我觉得能够让人静下心去读，
去思考的书就是一本好书了~ps：光想不做是不行的，有了思考在生活中做出改变才是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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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佛境》

章节试读

1、《丝路佛境》的笔记-第188页

        凌晨四点，我被布谷鸟的声音唤醒。在山中，竟意外地失眠了。起床拿了一本画册慢慢地翻，那
一盏昏黄的小灯，将温暖传递到整个房间。屋外还是天寒地冻，捎带着连手指都僵硬了。画册分上、
下两本，打开画册，德国人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盗走的所有壁画便都呈现在眼前。啄木鸟不辞疲倦地
敲击着屋前的树干，配合着这些图片，竟像是时光包裹着的坚硬金属内核撞击出来的声响。
从库车出发，经217 国道一路开下去，便是克孜尔千佛洞了。起初的道路还算平坦，两旁黄色的沙土
上长着一蓬蓬的骆驼刺，有的甚至开出了小花。不同于吐鲁番，这边的沙土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戈壁
，大块的岩石从车上就可以看得到。途中经过盐水沟。当地的人称之为克孜尔亚山，也就是“红色山
崖”之意。作为古龟兹国通往姑墨国的交通要道，盐水沟在军事上的地位可以说极为重要。至今仍存
留有几座汉唐时期的关垒遗址。
这绵延数十公里的山脉，都是由单斜岩石组成。确实，这俨然是海水冲刷后遗留下来的痕迹。两边的
山崖在阳光的照射下，由暗红渐渐转为鲜亮。因为下土而变得有些黯淡的景色，竟然因为这红被整体
地点燃。其实库车这个地方的山，并不总是红色的，而是五颜六色、层层叠叠，有的甚至呈现出水晶
般的黄白色。这跟山脉的地质运动状况有关。那些层层叠叠的，是侏罗纪时代含煤层燃烧后产生的烧
变岩；那黄白色的，则是白垩纪和侏罗纪时代地壳运动挤压而成。从盐水沟南口进去，便纯然是个无
人区了。这一片天然形成的石区，竟呈现出仿佛精心安排般的巧妙。
在路上，一块龟兹文物研究院的石碑孤零零地伫立在库车和拜城的交界处。龟兹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
多数是靠敦煌研究院来支持。“没有人才。”开车的向导这么总结，言谈中不乏深深惋惜之意。谈到
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樊锦诗，这位处事温和而坚守的老人，赢得了我们的一致敬佩。在现代这个浮躁的
社会，还会有人能像她一样，固守在大漠中40 年么？我不清楚。但若是让我去敦煌工作，那真是求之
不得。                                                                                                                    “若是敦煌研究院要我去临摹壁画，管
吃管住就行，工资我都不要，背上包袱就去。”我这样讲，实在是因为太热爱敦煌。如果能天天守着
那精美绝伦的佛像、壁画，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报。“那是。你要是在那待上十几年，出来就是一代
大家。”向导对敦煌的艺术精品也是向往得很。我俩越说越投机，差一点就要弃车而逃，去投奔敦煌
研究院要求参加工作了。
克孜尔千佛洞是现今国内开凿时间最早、位置最西的石窟。从公元3 世纪始凿，修建在大山深处，它
的鼎盛期在公元6～7 世纪左右，8 世纪吐蕃占领龟兹之后才逐渐废弃。作为“龟兹模式”的代表，每
年都会有无数的游客从世界各地赶来，在这片被戈壁围绕的绿洲里流连忘返，在已经被侵蚀得模糊残
缺的壁画前啧啧赞叹。保护处的工作人员在其周围种了不少的白杨。在新疆，阳光照射的地方极热，
而背阴处却很凉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新疆人都爱在房前屋后种大量的树。除了做燃料之外，树荫
带来的阴凉环境也是他们所需要的。
龟兹的佛教自东汉时期开始兴盛，到了公元4 世纪鸠摩罗什出生时，高僧的地位已然超过国王。这
位20 岁便被龟兹国王聘为国师的高僧，通晓多国语言，却心心念念着要到东土大唐去传法。究竟是怎
样的精神让他放弃优渥的生活背井离乡，我们无从得知。在他的影响下，大乘佛教也  曾一度盛行于
龟兹。直到公元4 世纪末，鸠摩罗什离开龟兹，小乘佛教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到玄奘来时，已然成
为纯粹的小乘佛教国。
新疆的石窟中，除了唐代之后汉人所开凿的之外，完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典的故事造像。多是根据声
闻藏的经典创造出来的，也证实了法显、玄奘等人的记载——天山南麓各国皆信仰小乘佛教。小乘佛
教的目标，在于求证“阿罗汉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阿罗汉，是跳出了六道轮回的大修行者。大乘
佛教的目标则在于求证“佛果”。小乘跟大乘的区别，在于发心的不同，若是心念一转，小乘也可变
为大乘。
在窟形完好的135 个洞窟中，其中有供讲经说法用的支提窟，有供居住用的毗诃罗窟。这些不同用处
的洞窟，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在一起，组合成一个个小型的单元。有人认为，每一个单元都是一座单
独的佛寺。洞窟都是以德国名字命名，这跟德国人最早发现洞窟有关。德国人在克孜尔千佛洞里，盗
走了几百平方米的壁画，他们先将壁画一块块地切割下来，带到德国再拼接起来，因而我们看到的很
多壁画上面都有拼接的痕迹。山体由砂岩组成，修建的栈道也并不好爬。从上面往下看去时，有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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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佛境》

隐的眩晕感。砂岩构成的山体容易坍塌，栈道两边就有不少的石窟被坍塌下来的砂岩所掩埋了。最让
人无奈的是，这种被掩埋的洞窟不能进行重新挖掘，否则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山体滑坡，于是就只能委
屈它们长埋于地下了。
我进到一个叫做“三个持剑人”的洞窟，这也是克孜尔千佛洞最大的洞窟。在这个洞窟里画了3 个供
养人，皆是腰佩利剑，典型的龟兹贵族打扮。在古中亚的国度中，也有佩剑的习俗。贵族青年多佩戴
圆头宝剑，在特定时间以武会友，武艺最上乘者便会得到大家的尊敬和哈里发（国王）的赞赏。在这
个洞窟中，窟壁上是整齐排列的佛像，只是佛像斜披的袈裟已经被剥去。洞窟的资料记载，这些袈裟
都是由金箔打成，若是阳光斜照进来，整个洞窟都会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景象。而今金箔早已被揭去，
露出暗黑色的墙面。向导告诉我，这些都是当地的居民偶然间闯进来，看到金箔值钱，便从佛像身上
揭走。洞窟中必须打开手电筒才能看清，顺着手电筒的光看向洞窟的最上层，那是古代龟兹人幻想中
的宇宙。最北边的是太阳，最南边的是月亮，周边还环绕着星。龟兹石窟壁画主要分布在大像窟和中
心窟。我仰着脖子使劲地看，试图从中找出美术史里提及的凹凸法的痕迹。为了增加体积感，画人物
时一般先用细细的线勾勒出轮廓，然后由外到内、自深而浅地晕染，也就是说一面轻染，一面重染，
中间留白。只是如今，掺杂了汞和铅粉的朱砂因为氧化而变成了黑色，晕染中原本美丽的肉红色也变
成粗犷的黑线，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诡异风格。
龟兹的早期艺术受到键陀罗和笈多艺术的极大影响，中期和晚期则表现出了汉地文化的特质。前期经
变画题材多是佛本生故事和《贤愚经》充分体现了小乘佛教的特点。而后期经变画的题材都来自于唐
代最为盛行的大乘经典，龟兹本土的小乘佛典反而没有被提及。佛与菩萨、侍者的形象也完全是汉族
的式样。说实话，沿着丝路，就这样一个个洞窟走来，除了为古代智慧而惊叹外，更多的是痛心。站
在被贪欲所毁坏的瑰宝前，我隐隐看到苍蝇打嗝、臭虫剔牙。鲁迅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那么，它本身是否就是一首对自己的挽歌？
公元10 世纪末，由回鹘人建立的喀拉汉王朝改信伊斯兰教并大规模往天山以南发展。又过了300 年，
龟兹佛教终于毁于一旦。其实，按照佛教的思维，万法万事皆有它的因缘。成、住、坏、空，无不如
此。没有必要为一个新的事物诞生而欢喜，也没有必要为一个旧事物的消失而哀叹。只是人不就是这
样吗，看到毁灭了的美，为美的短暂而伤感，不就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最光辉的一面吗？

2、《丝路佛境》的笔记-第1页

        在陕西法门寺，作者在思考那些曾经的高僧大德，为什么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古寺青灯、
寒袈素食？他们的选择是否有价值？他们的人生是否有意义？
在大慈恩寺，作者在追问玄奘、鉴真们的“云游”与今人的“旅游”有什么不同。从这种追问开始，
她思考着不同时代、不同追求的人们，各自以怎样的视角观察着自己所处的大千世界。
在宁夏的的石空寺，作者在追忆一位给自己留下深深童年记忆的、来自宁夏的养蜂老人，忽然明白了
在那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眼中，为什么放射出动人的神采。忽然明白了，那神采为什么曾经打动了童
年的自己。
在贺兰山的岩画前，在与山谷的风进行对话的同时，作者体悟着艺术的真谛和精髓。
在祁连山麓的“祁连坟”旁，作者低吟着“英雄骑马呀，骑马归故乡”的曲调，缅怀着那些埋骨边陲
的战士们，体验了一种莫名的感动。
在敦煌莫高窟前，作者听导游讲述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先生的故事，讲述着敦煌
研究院现任院长樊锦诗夫妇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在榆林窟，作者听到那些关于“象牙佛”的神秘传说，听到历代僧人舍命保护佛像的故事。信仰，虔
诚，贪婪，血腥，残暴，所有这些，使她陷入困惑之中⋯⋯
我认为，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正确”、“全面”，而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
的脑子思考，说自己的话。终有一天，当他们真正明白自己是谁而不是由别人告诉他们应当是谁，当
他们真正明白自己不想要的远比想要的要多得多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成熟，也真正从那个时候开始有
了自己的生命。
在人人争言“致富”的时候，在满街鼓吹“成功”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了寻找自己内心的
宁静，为了找到人生的真谛，却独自背起行囊，走向了荒凉的西部。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或许
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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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残疾人科学家霍金曾经谈到，由于人的基因中的贪婪本性，200年后，很可能地球上不会再有人类
。霍金是极其聪明的人，他的话并非毫无道理。我想，如果我们指望200年后这个星球上还侥幸存在人
类，那么，我们只能寄望于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知道，在金钱之外，人世间还
有其他的价值，在名利之外，人还可以有其他的追求，在成功之外，人生还可以有其他的乐趣。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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