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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考古》

内容概要

《灿烂佛宫》的作者樊锦诗、赵声良身处戈壁，静守敦煌，青春流逝有
他们的守护。《灿烂佛宫》记录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全面介绍了
依旧光鲜、更加璀璨的敦煌艺术。让我们跟随这本书走进佛宫，领略飞天诸
佛，东方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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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锦诗，浙江杭州人。196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即来到地处西北戈壁的敦煌遗址工作
至今。现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她一生致力于敦煌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
誉的敦煌学者。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
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著作有《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主编《敦煌石窟全集》
、《敦煌石窟》等。
赵声良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6-1998年受聘为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
。2003年毕业于日本成城大学研究生院美术史专业，获博士学位。对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佛教故事
画、飞天以及敦煌写卷书法有专门研究。著有《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飞天史话》、《敦煌
壁画风景研究》、《敦煌艺术五十讲》等，并主编《敦煌石窟鉴赏丛书》、《敦煌书法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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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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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重镇——敦煌
  佛教的传播与石窟的营建
  盛世敦煌
  由极盛到衰微
  敦煌的衰落
藏经洞与敦煌学
  石室现宝
  可耻的盗宝者
  洞中的瑰宝
  拯救敦煌
石窟与彩塑
  佛教艺术的殿堂
  卓越的彩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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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国世界
  佛经故事画
  经变画艺术
  装饰的艺术
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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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丝路重镇——敦煌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西面是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相接
的库穆塔格沙漠，北面是戈壁，南面是祁连山脉。    祁连山终年积雪，冰雪融化时，便形成了许多小
河。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就有一条这样的小河。也许是这条河历经曲折，当地的人就把它称做宕泉
；后来叫讹了，就叫成了大泉。宕泉从山中流出，在接近敦煌的地方消失在沙漠中。宕泉下游把地势
分成了两部分，东面是三危山，山石坚硬，道路崎岖；西侧是由沙漠形成的鸣沙山，山势平缓，常有
流沙。    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个叫乐傅的和尚从中原云游到了敦煌。他见城东南地势开阔，便信步来
到宕泉河畔的一处高地，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当他睁开眼睛时，忽见对面的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
光，在金光中仿佛有千佛化现而出。虽说是转瞬即逝的光景，却使乐傅感到十分奇异，他想一定是虔
诚修行得到的感应，于是决定在这里住下来修行。他请来工匠，在宕泉西岸的岩壁上开凿了一个石窟
，用于坐禅修行。不久，一个叫法良的和尚也从东方来到这里，在乐傅的禅窟旁又开凿了一个石窟。
此后，石窟开凿得越来越多，有的是和尚们坐禅用的禅窟，更多的是世俗的人用来礼拜的洞窟。    到
了唐代，石窟已达1000多座，于是这一片石窟被称为“莫高窟”，也叫千佛洞。    以上的故事，来自
唐代一块石碑的记录。    敦煌作为中国西部一个小城市，在一千多年以前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石窟群，
创造了丰富而精湛的壁画、彩塑艺术。如果没有雄厚的文化基础，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要了解敦
煌石窟艺术，就不能不对敦煌的历史作一番考察。    据考古研究，敦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4000年前的
夏代。在《左传·昭公九年》中记载：“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这个瓜州可能就是现在的敦煌。据
《史记》记载，战国至秦朝时期，瓜州一带住着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塞种人就是《左传》记载
的“允姓之戎”的后代。后来由于月氏人逐渐强大起来，打败了乌孙，又把塞种人赶到了帕米尔一带
。    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强大起来，发兵征服了月氏，将大部分月氏人迁移到了中亚的
阿姆河流域，称为大月氏；而另一部分仍居住在祁连山一带，称做小月氏。在此期间，汉高祖曾与匈
奴争战，结果大败，不得不采取和亲的办法，以金银布帛来换取边境的安宁。这样过了六七十年，到
了汉武帝的时代，汉朝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就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采取了抗击匈奴的战略。
为了联合曾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
次出使西域。但经过河西走廊时就被匈奴俘获，拘留了10多年才伺机逃走。等他继续西进，历尽艰辛
到达大月氏后，此时的大月氏已居住在中亚水草丰茂的地方，生活富足，无意东归。张骞虽然没有达
到目的，但他对西域的地理、物产和民族风俗习惯都作了仔细的调查，为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    就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占领了河西走廊，
于公元前121年设置了酒泉、武威两郡。公元前111年又从两郡中分出张掖、敦煌两郡，历史上称为河
西四郡，敦煌之名才得以问世。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所以，在敦煌城西
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敦煌郡便成了中国西面的门户。    公元前119年至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
域，与乌孙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的副使又分别访问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盆地)、康居(今中
亚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地区)、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等国。随
着汉朝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朝廷不断向西域诸国派遣使节，中国与安息(今伊朗)、奄蔡(今咸海里海一
带)、条支(今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汉的丝织品、麻织品
、漆器、铁器等先进的手工业品不断地输出到西域各国，而外国的葡萄、石榴、胡萝卜、橄榄等土特
产及琉璃、西海布(呢绒)等手工业品也传人了中国。由西汉首都长安经河西走廊而通向中亚、西亚的
这条交通要道，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作“丝绸之路”。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联结东西经济文化的国际交流
通道。    一般来说，丝绸之路包括三条，除了上述的一条外，还有北方的草原之路(即经蒙古草原和西
伯利亚而达中亚、西亚及欧洲)，以及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草原的丝绸之路虽说也可到达西方国家，
但由于路途较远，且沿途极少有城市，不利于商贸往来；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较晚，随着航海技术的提
高而在宋代以后才发展繁荣起来。因此，没有特别说明时，丝绸之路通常是指陆上的丝绸之路。    西
汉时期的丝绸之路路线为：由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而到敦煌，出敦煌城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后
，沿沙漠两侧分为南北两道，南道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
、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往西可达条支(今伊拉克及阿拉伯)、大秦(古罗马帝国，今地中海沿岸)。
北道从敦煌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而越葱岭，到大宛(今俄国费尔
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再往西南经安息，达大秦。两汉以后，在南北两道以北，又辟新道，从而
形成了敦煌以西分三道的路线，但无论怎样变化，丝绸之路都要经过敦煌。    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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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敦煌这个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小小绿洲在文化经济上取得了飞速发展。汉王朝在敦煌长期屯田，
向敦煌移民，在开发西部的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再加上历代地方官又注重水利建
设工程。至西汉末年，敦煌管辖六县(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人口达3．8万多人，
生活富足，社会稳定，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在农业和商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敦煌
地方文化的快速发展。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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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敦煌石窟是闻名世界的佛教文化遗迹，也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宝库。多年来在敦煌从事研究工作，使我
们深感有必要写一本简明而通俗的书把博大精深的敦煌石窟介绍给普通的读者，让更多的人了解这—
人类文明的瑰宝，正是我们研究敦煌学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然而敦煌石窟的开凿延续千年，其中
包含的内容广博而深厚，要在一本小书中把它讲清楚，的确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我们希望在对敦煌艺
术的全面介绍中，尽量把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融会在其中。同时，也想通过这本小书把数十年我们研
究敦煌艺术的一些思考也反映出来。但限于篇幅，对石窟艺术的介绍往往只能择一些重点来谈，对敦
煌历史和敦煌学的发展情况，也只能是点到为止。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长了，往往写出东西来学术气
太浓，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显得枯燥乏味。鉴于这些顾虑，在后来与责任编辑俞玲芝女士的通
信中，我们不断交换意见，逐步明确了全书的体例和写法。可是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不觉把交稿
时间一拖再拖。尽管如此，俞女士仍然耐心地不断给我们提出有益的建议，促进我们的写作进程，使
我们深深感动。    自从1944年在莫高窟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对敦煌石窟全面的研究，至今
已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对敦煌艺术的认识也逐步深入。在此，我们祝愿世
界性的敦煌学研究事业在新的时代更加繁荣发展！    作者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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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
还要多⋯⋯    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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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樊锦诗、赵声良所著的《灿烂佛宫》是在考古发掘报告的基础上，写出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兼备的考古
普及读物，有助于读者通过出土的实物资料了解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
本简明而通俗的书把博大精深的敦煌石窟介绍给普通的读者，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人类文明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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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果可以读过后再去敦煌。。。
2、购于敦煌莫高窟。蛮科普的一本书，看书时还能回想起一些参观过的窟。不过对于没有佛教常识
的读者来说还是有点晦涩，插图质量待提高。下次去莫高窟之前再来回顾一遍会更有助于欣赏遗迹。
3、简明扼要，适合入门。图片质量太差，非数字版，似乎是从画册上翻拍的，十分模糊。
4、正版，超好！
5、这书对我意义重大啊⋯⋯
6、因为亲历过，所以读起来会有一种画面感。感谢樊院长。
7、书不厚，纸张印刷好，全彩，内容大众
8、读起来轻松明了
9、感受佛文化，还得去敦煌。先看看此书，再逛逛敦煌。
10、购于莫高窟
11、了解敦煌的历史的一本很基础全面的书，建议去敦煌之前阅读。
12、经变是本书介绍的中心，对佛教在西北地区的演绎图形并茂；看了这本书都不想去浅浅地看几个
窟，又打扰AND破坏瑰宝了。向樊院长的坚守致敬，但为尊者讳的传统何时能改改，明明张大千是破
坏性保护，却只字不提。哎还这么迂腐。
13、敦煌研究院院长对莫高窟的概述性介绍，我想这应是每一个去敦煌的旅行者的必修功课。敦煌的
出现、兴盛、衰落以及敦煌文物的前世今生，俨然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浓缩版，掩卷而思，不禁感叹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4、内容不错，很喜欢，可惜今天刚刚收到的新书就发现了破损。
15、老师建议买的，敦煌入门书籍
16、印刷稍差，内容满意
17、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入门书。
18、一部关于敦煌及莫高窟的科普扫盲书。游玩莫高窟前如一读必大有不同。书中介绍了敦煌的历史
地位，莫高窟的开凿历史，以及莫高窟的石窟，彩塑及壁画的艺术成就，也有很多佛教文化的介绍。
不得不为古人的艺术成就折服。也感慨这伟大的作品被列强抢劫的遗憾，当然，还有那个王道士。。
。
19、就是快递速度比同期提交的订单要慢两天
20、不错的入门书，比看展时又深入理解一层。图片质量太差，不过好在现在数字敦煌上线了。不追
求到过多少地方，只希望不只是到过，而是真正看过，感受到。
21、在敦煌买的，作为逛完莫高窟的补充资料自留
22、浅显易懂，提到了莫高窟中的经变画等艺术手法，也从书中了解了历史的重要性，因为过去人的
无知所以失去了很多属于莫高窟的艺术宝藏。
23、条理清晰+大量彩图+学者科研成果，很喜欢
24、敦煌考古很好的入门书，先讲现状，之后讲历史，然后分洞窟介绍每个的特点，最后再将敦煌壁
画当中一些特别的意象、元素加以解析，配图也很精彩。
25、不是铜版纸，印刷质量显示不出壁画的精美，插图一般般，灿烂二字体现不出来啊
26、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这本书通俗的介绍了敦煌壁画石窟中的佛教故事、艺术特色及石
窟结构，对了解古代敦煌的发展史有管窥之效。同时，由敦煌也可了解各朝代的意识形态、审美时尚
、建筑风格、山水画特色等方方面面。
27、原价买得我好心痛。
28、这个商品不错！原版！印刷不错！
29、敦煌回来就买的这本书，内容亲民，比较全面。
30、无需说
31、浅显易懂，图文对照，很好的敦煌入门书。
32、更适合拿来做洞窟的解说词，后半段拼凑得太明显。
33、书本身不错，通俗又不失严谨。就是跟亲历考古不沾边，都是出版商的噱头！
34、佛教文化真是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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