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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考古美术研究历
来是欧美日各国的重点研究项
目! 各国学者呕心沥血经营百
余年" 尽管早期研究存在着不
同的目的和动机! 但是在各国
接力式研究的保障下! 研究成
果丰硕"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因
为种种原因一直缺席邻国阿富
汗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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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联入侵阿
富汗引发的地区动乱更是增加
了对该地区研究的难度" 据官
方文献记载! 唐朝曾经设置过
写凤都督府辖制该区域! 某些
物质遗存显示与中国有关联 #

然而! 尽管外国考古学研究史
一直积极寻找来自中国的影响
和证据! 但没有真正让人信服
的突破" 巴米扬遗址受中国学
界重视也是在$文革%之后的一
段时间!但始终是口头重视&行
动上忽视' 因为早期研究时机
的错过! 所以国内学人没有掌
握真正的一手资料"

巴米扬东西大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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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被阿富汗塔利
班恐怖组织炸毁! 部分石窟也
遭到破坏! 这个物理性质的灭
佛事件不仅让人类文明史蒙
羞! 也被某些人悲观地认为是
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的终结 !

因为大佛消失了" 加之阿富汗
境内无数的考古遗址被盗掘破
坏& 博物馆馆藏文物也遭到洗
劫倒卖!这些满目疮痍的景象!

很难让人看到这个国家的未
来!这是属于文明的黑暗时期"

但过去的经验教训终究是为未
来而存在的! 人类历史一直热
衷于反思自我伤害! 物质和肉
体都会消失!精神是永存的!毁
灭中的信心重塑过程当然也会
非常漫长"

灭佛事件震惊世界文化
界! 也间接导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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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
袭击和世界上其他恐怖事件发
生! 一个呼唤正义与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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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竟是以恐怖和失望作为
开端! 多少让理想主义者感到
意外)

此事过去数年间!美国政府
将塔利班头目一一击毙!阿富汗
似乎也短暂恢复了和平!但大佛
被毁坏的事情逐渐被淡忘 !各
界的关注一年不如一年! 只有
少数专家和机构还在筹划着修
复重建" 德国考古队曾经重建
西大佛的足部! 但是受到修复
专家的质疑和批评! 遂停止工

作"空空的佛龛继续吸引着很多
学人的好奇心!也对这个事件的
前因后果产生了种种幻想"

战乱后重建中的阿富汗百
废待兴&危机四伏!但也充满着
机遇! 各国在联合国的领导下
获得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研究环
境" 各国考古美术考察队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进入
巴米扬山谷及其周边地域进行
专项调查! 巴米扬石窟历经浩
劫!实际毁坏程度超乎想象!很
多大像& 石窟内部的装饰已经
荡然无存! 一些美术史的研究
基本失去继续深入的可能"

但结合巴米扬佛教遗址百
年研究史! 同时结合全球视角
进行比较! 也会在不同的观察
和转述中! 看到巴米扬作为一
个叙述主体承载的太多遗憾和
故事"

意外偶遇的巴米扬

现实中的阿富汗是已经伊
斯兰化千余年&佛教信仰完全消
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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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西方探险者
发现巴米扬佛教遗址后!并不了
解石窟的意义!毕竟欧洲的文化
传统中并不包含佛教内容" 同
时!当地原住民对于石窟的原貌
和象征意义也一无所知!识字率

低下和贫困温饱问题困扰着当
地人的文化认知水平"

巴米扬大佛开始作为一个
视觉冲击在西方社会受到关
注! 同时欧洲关于中亚的神秘
印象开始被重建! 尽管中国有
同等数量的石窟寺庙! 但因为
身居内陆地区! 所以当时还未
被欧洲探险者记录转载" 佛教
起源的印度没有如此大的巨佛
造像! 犍陀罗地区也没有石窟
和巨佛! 这对于了解巴米扬佛
教增添了难度"

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已经占
据了印度!并且以此为跳板!窥
视着东亚和中亚的广阔领域 "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 早期的
探险家是在接触中国西藏地区
之后! 才把巴米扬地区看作是
佛教遗址"

为何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
脉会突兀地存在这种大体量的
佛像呢* 它的含义又是什么*

阿富汗本身历史文献和文
字资料的稀薄一直困扰着古代
史研究! 从周边邻国寻找文献
资料成为理解过去最便捷的方
法) 这个时期解读巴米扬最重
要的文献来自玄奘的 +大唐西
域记, 和慧超的 +往五天竺国
传,!欧洲汉学家孜孜不倦地进
行翻译! 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
利) 尽管各国学者都在使用着
汉语文献资料做研究! 尽管这

些学者与中国有着深刻交集!但
吾国除了零星的翻译转述外!

很难见到令人信服的深入研究)

当然! 这一阶段决不能忽
略其他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发端
的影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都
曾经与考古学研究搅浑在一
起! 乱挖乱掘和科学考古的混
杂构成那个时代的特色) 这些
研究也如黑夜中点亮一盏烛火
一般!微弱发出些许光芒!让人
看到希望)

法国精英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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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富汗建国! 其初
期的考古学研究中! 学人从不
同视角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探
寻大佛和石窟寺院的建造动因
及过程)从众多先生的关照中!

我体会到! 研究巴米扬是一种
双重阐述模式! 既是对其本身
佛教艺术研究得失的总结 !也
包含对围绕巴米扬研究形成的
学术史的梳理! 因为巴米扬佛
教美术研究史同样为巴米扬自
身历史的叙述提供讨论证据和
史学价值)

因为宗教研究总是会涉及
人类本性和文明的高贵! 包含
着美学的&浪漫的追求!是一种
特殊的& 不可预知的信仰现象

遗存) 对佛教遗址和美术遗存
进行研究时!经不起科学探索!

这与早期学科的建设和规范相
关)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从一开
始就出现 .考古学家的忽略%!

.语言学家的校订%!.佛教学者
的隐喻%等研究现象)

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按
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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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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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古独占协议开始!大致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停
止#后两个阶段的划分均与阿富
汗国内政局动荡相关!分别截止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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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联入侵!以及开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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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富汗的战后重建) 而
且!这三个阶段也明显体现出考
古学调查内容和方式的层次关
系/第一阶段学界讨论的是前伊
斯兰化时代内的巴米扬石窟建
筑的状态和功能# 第二阶段!有
关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构建起巴
米扬佛教艺术和周边地区的发
展脉络!并尝试解决精确的年代
学问题#第三阶段跨学科的交叉
式研究扩展了有关巴米扬山谷
文化景观的整体认识!同时致力
于思考巴米扬地区的佛教部派
及其义理)

巴米扬学术史中的第一个
阶段集中解释巴米扬山谷佛教
美术的起源与传播!在未知的

巴米扬石窟历经浩劫!实际毁坏程度超乎想象!很多大像"石窟内部的装饰已经荡然无存!一些美术
史的研究基本失去继续深入的可能# 但结合巴米扬佛教遗址百年研究史!同时结合全球视角进行比
较!也会在不同的观察和转述中!看到巴米扬作为一个叙述主体承载的太多遗憾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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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巴米扬遗址研究的复兴

西大佛被毁前!左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资料照片"$被毁后!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