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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佛教整体面貌之下 !

早期法国学者由于受到汉学和
伊朗学的强烈影响!对巴米扬年
代学研究过分依赖于周边国家
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在印
度区域研究的惯性!倾向于从印
度寻找美术图像的根源" 例如!

根据佛教美术自西向东传播的
基本逻辑!由于#大唐西域记$明
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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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巴米扬大佛已
经存在! 而且始建于

$!%

年的云
冈石窟昙曜五窟风格与之相近!

因此武断确定了巴米扬大佛建
成的下限年代不晚于

&

世纪中
叶% 这一阶段!法国学人研究主
要集中在大佛和石窟寺建筑艺
术上!这也与早期研究学人的兴
趣点相关!这些法国考古学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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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组织成员包含多个
学科的专家! 比如语言学家(地
质学家(建筑师和画家等!这些
学人丰富的兴趣爱好!也注定了
阿富汗巴米扬初期研究的多样
性和斑驳多彩%

'()(

系列考古学著作主
要对阿富汗境内的遗迹属性
进行了甄别 % 最初 !首任主任
富歇 &

(*)+,-./0

'对巴克特里
亚希腊式佛像起源学说进行
了实地考察验证 !但富歇在巴
米扬山谷并没有花费太多研
究 精 力 % 尽 管 他 在 巴 尔 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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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考古基本一无
所获!但在其总结性质的历史
地理学著作中对巴米扬和犍
陀罗之间的佛教美术互动关
系进行了探讨和梳理% 富歇认
为巴米扬巨佛像是犍陀罗时
期的产物 !为以后的研究奠定
了基调 % 其后哈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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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窟建筑与装饰的组合及
使用规律出发 !对佛教美术样
式风格的创举性分析奠定了
此后较长时间内的研究基础 %

这一阶段对巴米扬山谷考古
发掘很少 !主要是做洞窟清理
工作 !但很关键的是为巴米扬
9

窟 和 附 近 的 丰 都 斯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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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 的 出 土 材
料!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

此时的很多研究是从风格
学说和图像学出发! 艺术史学
家没有沉醉于佛像起源的假
想 % 美国艺术史教授罗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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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吉川逸治首
次提出巨佛可能建于

!

世纪以
后! 而其他石窟建于这一时间
节点前后%而且!日本美术史学

者主要继承了法国学者的基本
观点! 关注的焦点也集中在对
石窟壁画年代和佛教思想的研
究上% 巴米扬壁画样式的来源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确切
一点来说是巴米扬艺术的源头
来自于哪里% 考虑到阿富汗物
质文化复杂的属性! 艺术史学
虽然按照风格学对石窟进行了
年代分期! 但是因为缺少具体
的年代学信息! 以至于每一期
内的风格来源与传播流变都有
继续讨论的价值%

二战前后欧亚大陆政治格
局发生巨变! 战争损失掉一批
欧洲学人! 周围地区的动荡也
影响到了巴米扬的研究进程%

古代阿富汗与世界

的物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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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哈金进行的贝格拉
姆地区持续的考古发掘以及该
遗址出土的遗珍! 成为当时轰
动全世界的发现! 阿富汗考古
成为全世界焦点% 这批文物有
来自当时罗马帝国控制地域的
玻璃(青铜器!来自印度的象牙
雕刻!以及来自中国的漆器(丝
绸等物品! 让人们看到了当时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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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左右阿富汗与周
边国家地区频繁的物质文化交
流的面貌"可惜的是!该遗址中
未见阿富汗本土制造的产品 "

物质文化交流背景下的阿富汗
自身的文化选择! 也是考虑其
历史时期的重要因素" 贝格拉
姆的发掘贯穿整个二战! 也是
阿富汗第一个被完整发掘的遗
址"

二战前后法国本土沦陷于
纳粹铁骑!在阿富汗考古的垄断
权益也受到蚕食!一直被拒绝入
境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也在
生前最后一个月在美国人的帮
助下进入了喀布尔"法国的考古
协定出现了松动!虽然其影响力
还在! 只是等待新的命运裁判"

二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开始朝着
冷战方向发展"

不久!日本(意大利(苏联(

美国考察队在中亚和西亚开始
活跃起来!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
学科兴趣! 使得各国学者对巴
米扬遗址的研究重点和关注程
度有所不同" 尤其是日本和意
大利两个二战中的战败国 !虽

然经历了一番周折才获得海外
考古权利!但从长远意义上讲!

他们的研究活动应该受到更多
重视" 因为这两国曾经对中国
研究倾注大量精力! 二战后无
法继续原来的汉学(藏学(东方
学等研究! 这些研究学人兴趣
的更改! 使得中国文化研究的
烙印再次被镌刻在阿富汗研究
上"我们所熟悉的图齐(水野清
一(江上波夫等学者!开启了新
的阿富汗研究历程" 他们几乎
都是在中国的田野中成长起来
的!原本也没有中亚知识背景!

但凭着研究热情! 很快对亚洲
几乎所有的宗教石窟进行了简
单调查! 在掌握更大范围考古
学材料数据的基础上重新思考
巴米扬石窟"

尽管如此!意大利和日本考
古队还是要绕开法国队进行考
古作业! 他们发现位于阿富汗
东南部(靠近巴基斯坦!从喀布
尔到加兹尼这一区域存在印度
教与佛教建筑文物相混合的现
象" 这也是汉文资料最为丰富
的区域 !从法显 (玄奘 (慧超等
人的记载中也得到验证! 一方
面表明了地区信仰的复杂状
况!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巴米扬
周边地区后期佛教衰落! 一种
新兴的密宗美术开始传入的面
貌"这些深刻地影响着阿富汗佛
教美术的面貌!已经很难再从中
观察出犍陀罗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法国(苏联对阿
富汗境内北部地区的希腊化和
贵霜时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
掘! 改变了人们对该地区的历
史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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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巴克特里亚地
区希腊化的阿伊+哈努姆遗址
的发现证实了西方史料的记
载! 为研究希腊化文化在远东
地区的传播提供了翔实的资
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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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考古发
掘中!大量的希腊文物出土!法
国国内对于阿富汗考古兴趣也
发生了改变! 从佛教考古逐渐
倾向于希腊,罗马考古! 阿富
汗北部地区因而成为

'()(

后
期的工作重心%

同时苏联考古队对于巴克
特里亚地区贵霜时代的遗址进
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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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蒂拉丘地墓
葬遗址的发现解决了从希腊化
时代到贵霜朝的过渡问题 !阿
富汗的历史由于地下资料的发
现得以整体串联起来% 这批游
牧民族的墓葬实际发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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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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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件金器!一些文物

可以看出希腊化
!

罗马文化的
影响!同时!代表游牧民族审美
的造型美术也得以体现出来 !

各种文化混合在一起%

然而! 一些区域化的精细
研究却面临地域之间组合的问
题% 因为阿富汗的山地环境决
定了会有很多独立小王国的存
在! 这些小王国有可能属于不
同的民族和政权! 一些游牧民
族政权虽然失去霸主统治地
位! 但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
台! 其部落和民族仍然在一些
地区占据着重要位置%在经历众
多研究后!国际上渐渐公认巴米
扬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的
小型王国! 巴米扬并没有发行
过钱币! 有可能只是一个宗教
和文化中心!而非政治中心!关
于其辉煌的佛教时期的主体民
族属性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现在来看! 在巴米扬山谷
贫瘠的土地上为何会有如此兴
盛巨大的佛教美术遗存! 从经
济因素考虑其实是矛盾的% 对
巴米扬遗址周边的物质遗存进
行比较分析后! 我们发现巴米
扬周边地区并没有丰富的贵金
属矿产! 其农业水平仅够维持
基本生活条件% 巴米扬佛教美
术的辉煌从何而来! 也一直困
扰着学界% 巴米扬遗址兴盛的
年代基本确定在

!

,

C

世纪 !对
其突然兴盛的经济因素进行解
释时! 商业贸易带来的巨额财
富和古代丝绸之路引起的交通
变化成为公认的观点%

当所有巴米扬的地表遗存

研究都要等待地下资料进行验
证( 不得不进行考古发掘的时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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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
断了所有考察工作%

战乱中巴米扬山谷流失的
一批古代珍贵写本! 主要流往
欧洲和日本! 学者从中解读出
以往未知的佛教教义和物质文
化内容% 根据出土经卷研究结
果显示!自

D

世纪末至
E

世纪后!

佛教僧团使用佉卢文的犍陀罗
语言转变为使用梵文对这些经
典进行了重写! 但转变的原因
尚不清晰! 有可能源于教团更
替和教义改变! 这也为大乘佛
教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资
料% 通过分析新发现的佛经写
本资料! 可以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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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F

世纪的
文字书写和语言传播痕迹 !对
比汉语文献资料! 也可以观察
出佛教信仰内容的变化! 为此
前的图像学研究提供了部分文
本支持% 因为中亚任何一个地
区的佛教信仰的混杂程度都超
乎想象! 在家信仰和出家僧侣
并存! 各自对于佛教大小乘区
别辨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产
生各种信仰形态% 我们也必须
想象中国僧侣的游历中! 由于
旅行时间和接触人群关系等条
件的限制 !需要 -疑古精神 .对
/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进行再
次研究和判断%

巴米扬山谷地下的

秘密

巴米扬学术史的第三阶段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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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巴米扬遗址考古工作
的再次启动为契机! 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统筹下! 世界各
国对阿富汗展开援助% 联合国
组织日本和德国运用最新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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