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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一匹马慢跑的连续动态

照片（上），武威铜奔马的步法（右）与

这两张照片上的步法近似

图十三：武威汉文化博物馆展出

的有飞鸟座的陶马，现场照片

学林

使用的东西， 已经与在河西走

廊老家时的器物有所区别。 这

样的物品还有很多， 在这里不

再举例了。

另外就铜奔马来说，单独放

一匹空马在骑兵队里也是不可

思议的事。根据两汉时期墓葬出

土的各种陶俑的形象，我们可以

推测，武威铜奔马当初不是一匹

孤马，马上应该有军官，但是这

军官不是用铜做的，是和内地发

现的东汉时期墓葬里的人俑一

样，是用布缝制的，或者是用布

和木料一起制作的，因为年代久

远，都腐朽毁坏了。

大月支人在建立了横断中

亚的强大的贵霜帝国时， 国家

重心已经向南移动到现在的阿

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 ，

大约在公元 1 世纪， 贵霜国王

和高层在这里信奉了当地已经

流行的佛教， 由于贵霜多年来

一直继续推行希腊化政策 ，所

以能够以希腊文化对佛教进行

改革。 过去印度没有佛教经典

文本，完全靠口传。贵霜改革佛

教的第一项是把各地高僧大德

集中起来， 收集整理佛教的典

籍，编辑形成正式的文本；第二

项是创立佛像， 过去印度一直

没有可以供奉的佛像； 第三项

是从各地征集有才干的高僧 ，

把他们培训成为优秀的传教

师，向国内外传播佛教。

这时贵霜的大月氏人创立

的佛像菩萨像， 完全是希腊罗

马风格和技艺水平， 这里举两

个雕像为例（图五、六）：

佛教本身要求信徒有传播

佛教的义务。 贵霜大月支人首

先想到的对象就是留守在故乡

祁连山下的小月支人。 这时他

们像早年佛陀创立佛教后 ，首

先想到是要向那些离开了他的

家仆们传播佛教一样， 贵霜高

层首先要将佛教传给那些仍留

在河西走廊老家的小月支人 。

贵霜也确实这样做了， 现在武

威保存的最早的佛教寺庙和佛

像， 就是那种贵霜大月支人犍

陀罗风格。

在武威残留的小佛寺的佛

像， 形象接近贵霜大月氏人的

犍陀罗风格。 这里举塔尔湾的

杂木寺内残留的早期佛像与贵

霜大月支人的犍陀罗风格比

照，两者有共同的特点。

现存的有上下两列泥塑的

浮雕佛像，每列有四尊坐佛，靠

近主佛像的一尊坐佛略大 ，所

以现存的是九尊坐佛， 佛是结

跏趺坐的传统坐姿， 上列坐佛

的手势是早期的说法式， 下列

坐佛的手势是思维式。 坐佛下

面的横幅是两匹面朝外的四腿

伫立的马， 都是阴线刻加浅浮

雕。 这种贴在崖壁表面的泥塑

浅浮雕在过去的河西走廊没有

见过（图七）。

其次，这里佛像的手势有两

种，一是说法手势，左臂下伸，右

臂弯肘抬起手掌在胸前右侧 ，

（图八）。这手势与贵霜大月支人

的说法手势相似（图九），而我国

后来很少见。

这里佛像第二种手势是思

维式，两臂下垂，两手在腹下叠

在一起（图十）。 这与贵霜大月

支人的样式相似 （图十一），而

我国后来也罕见。

我国一般寺院有鹿野苑初

转法轮场景， 通常是以佛像下

方有两只卧鹿转法轮的形象来

显示。 而这里的坐佛下方居然

是两匹马， 这在其他地方从未

见过。 当然这会使人联想到贵

霜大月支人和汗血马。 见前面

插图。

与此对照，我们在贵霜的大

月氏人那里看到有一幅石刻浮

雕，人的面部有残损，画幅下半

是两匹头朝向外面的马，马似乎

拉着车，车上中间一人手里捧着

佛陀的舍利盒，这描述的是常见

的“八王分舍利”故事，是佛涅槃

后，舍利被分为八份，供各国带

回自己的国家供奉。

第四， 讨论铜奔马的步法

和贵霜大月支人的关系， 以及

武威铜奔马的名称

当代研究马的步法的专业

人士认为， 马的同一侧的两条

腿同时向同一个方向腾起 ，这

就是 “顺拐 ”，在一般马的奔跑

中是绝对看不到。 这种姿态有

一个专门的术语叫 “对侧步 ”

（即：同侧前后腿同时迈右或同

时迈左），武威铜奔马就是走这

样的对侧步， 研究马步法的专

家认为， 大宛马便是走对侧步

的高手。专家还说，武威岔口的

驿马、青海湖的浩门马，多数走

对侧步， 现在离武威很近的山

丹养马场的良马， 也有很多走

对侧步。 武威铜奔马正是这种

大宛马， 而传来佛教的贵霜人

就是在大宛的大月支人。 这时

的贵霜人接受了罗马帝国的骑

兵作战的绘画艺术， 把走对侧

步的铜战马做成实战的形象 ，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本文上面

的插图中， 战马的形象灵活多

样，步态多样，对武威铜奔马会

有重要的影响。 武威铜奔马的

步法，是适合骑兵作战的步法，

可以随时应变， 骑士的动作也

各不相同， 显示他们操控战马

的动作也不一样。

在武威铜奔马之前，各个朝

代的墓葬马都是四腿伫立的呆

板形象。现在突然有了这样创新

的形象，说这是贵霜大月支人的

影响，应该不算太离谱吧？ 在武

威铜奔马之后，只有酒泉丁家闸

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里有在空

中飞翔的、 非同一般的壁画天

马， 不过那是描写天马行空，不

是在地上奔跑，与地上的马不便

比较。 此后直到唐代，再也没有

类似武威铜奔马这样的动态形

象。 唐代的三彩马，依然主要回

归到四腿伫立的形象。

在此我要再说武威铜奔马

的正式名称问题。 过去已经有

不少人讨论过， 武威铜奔马的

形象不是在奔跑， 叫奔马说不

过去。有不少研究马的专家，用

当代的科技摄影， 用传统的方

法仔细观察， 认为武威铜奔马

都不是在奔跑，更不是飞奔。按

现在的步态分类法， 铜奔马的

步态只能算是 “走马 ”，这种对

侧步的走法前面说过了， 也叫

“顺拐”， 现在河西走廊还有的

是。在张掖山丹一带，仍然保留

有中亚矮种马这个马种。 顺拐

的马骑起来， 是左右晃而不是

上下颠，人体不用打浪。 另外，

武威铜奔马歪着脖子， 现在河

西走廊的马也是这样的， 顺拐

走的马要保持身体平衡， 必须

是这样的（图十二）。

这样看来武威铜奔马的名

称问题由来已久。最早是叫“马

踏飞燕 ”， 命名者临时叫的名

字，早就有不少争议。 “铜奔马”

的名字现在看来也得再斟酌 。

武威铜马是战马， 起名字应该

往这方面考虑。 这战马如果脱

离了出土地武威的名字， 它就

只能是艺术品。 一旦给它加上

武威这雄浑的名字，叫做“武威

铜战马 ”，或者 “武威铜马 ”，或

者“武威天马”，或者“武威汗血

马 ”，或者 “武威西极马 ”，那才

能全面显示它原有的价值 ，也

就是历史的、 科学的和艺术的

价值。

大月支人回馈汗血马是在

西汉时期， 那时是公元前 2 世

纪中期， 而武威铜奔马是出在

东汉末到三国时期， 那是公元

2 世纪末，前后相距 300 多年，

这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呢？ 这要

从大月氏人后来在中亚强大 ，

从南到北横断了中亚， 到公元

一二世纪更建立了强大的贵霜

帝国，把佛教传回了老家说起。

由于有这种亲情联络和佛教传

播， 使得留在武威的小月支人

怀恋三百年前被迫西迁的大月

支人和那些天马， 他们用这栩

栩如生的天马和整齐的骑兵队

列， 表达对远方一直惦记着他

们的月支族同袍们的诚挚感恩

和衷心感谢。

从以上讨论武威铜奔马来

看，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铜奔马

有以下象征意义：第一、武威是

张骞通西域的发源地， 张骞通

西域的起因是大月支人被匈奴

驱赶西迁；第二、大月支人曾经

以汗血马回馈故乡， 使西汉王

朝得以首设河西四郡；第三、将

遥远西方希腊罗马文化传到中

国；第四、西迁的大月支人善于

学习 ，有出息 ，有成就 ，让自己

强大起来；第五、把改造了的佛

教首先传到故乡。

最后还有新问题要回答:

一是东汉晚期武威还有没

有汗血马？

《三国志·魏志·吕布传 》

载 “（吕 ）布有良马名曰赤兔 ”。

赤兔马 ，身体大红色 ，是马中

的王者 ， 赤兔马从西凉得来 ，

为吕布之坐骑 ， 吕布死后 ，赤

兔马由曹操赠与关羽。 关羽形

象的标配是赤兔马 ，也就是汗

血马 ，还有青龙偃月刀 。 由此

可知 ， 东汉末和三国时期 ，武

威还有这种天马。

文献记载的赤兔马形象是

这样的：“人中有吕布， 马中有

赤兔”，赤兔马一直是好马的代

表， 可日行千里， 还能夜走八

百。 《三国志》中有赤兔马的记

载， 但是何以称为赤兔马却没

说。 兔头、半兔头的马，特征是

鼻以上部分微微向外突出 ，有

些像兔子的头。 从赤兔马的颜

色看，当是枣红色。枣红色这种

颜色正是中亚一带草原马的典

型毛色。 从赤兔马的毛色与头

相看，这是中亚一带，也就是古

代所说的西域地区所产的马。

二是铜奔马像下的飞鸟有

没有特别的意思？

请看 ，在武威出土有这样

的一个三腿腾空的陶奔马 ，陈

列在武威汉文化博物馆里 ，这

样的马站不住 ，于是只好在马

肚下单立一根木棍 ，木棍下面

就是回头飞的大鸟。 这不是明

显表示 ，这棍子和大鸟不过就

是支架和底座而已么 ？ 所以 ，

不必对铜奔马下的飞鸟进行

过度解读（图十三）。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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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犍陀罗贵霜大月氏人

坐佛像图十：杂木寺的思维手势坐佛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