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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前　言

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之交，在中国中原地区田野考古工作的重

大发现之一，就是几座粟特萨保安伽、史君、虞弘等墓葬发掘，

墓中出现了粟特萨保采用中原葬具———石棺床、椁的现象，虽然

葬具表面刻绘的图像还较多地保留着粟特风俗的美术形式，但已

呈现出与中原美术交融后区别于粟特本土美术的新图像样式。这

些重要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对粟特民族问题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

结合中亚索格底亚那———粟特故地考古发现资料，从考古、历

史、宗教、图像等角度对这个民族进行研究，使以前尚不明确的

粟特属文物明确了身份，为粟特民族在中亚乃至世界史中找到了

一席之地。本书立足前人多角度研究成果，对丝绸之路上粟特移

民带来的东渐美术图像进行研究，这种变化后的新样式及其成因

就是本题主要说明的问题。在尽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五个章

节对粟特东渐美术进行综合研究。

首先在前两个章节对粟特本土美术做一总结。第一章介绍粟

特本土美术的考古出土资料，主要是２０世纪在中亚河中地区大

量出现的建筑遗址壁画、纳骨器、金银器和织物上的图像资料的

描述。第二章从以上资料中概括粟特本土美术在这些载体中形成

的多元特征，这种特征与其政治上始终是从属国的身份有直接原

因。经过民族改造后的粟特美术中还存有波斯和拜占庭等多民族

美术风格特征，其基本样式可从绘画和雕刻两种形式来概括。在

绘画部分本章结合粟特美术中的壁画图像来概括绘画的题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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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特美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东传

容、构图和技法特点，从而总结绘画中出现的一种规律性的程

式，这种程式在后面章节论述东传的移民美术中会重复出现；在

雕刻部分，因出土物中雕刻的艺术品少见，仅在建筑遗迹中结合

壁画出现一种浮雕样式，另外在器物图案中出现浮雕的图像等，

文中只做简单概括，在后面的章节中基本还是将其纳入绘画图像

中分析，以此作为研究东渐美术的基础。后三章进入粟特东渐美

术的综合论述部分。第三章是对丝绸之路东段沿途有关粟特考古

出土文物的资料梳理，出土文物基本出现在已被粟特问题研究学

者们论证的粟特移民聚落遗址中。本章先从西域新疆南北两线，

经敦煌河西地区进入长安、洛阳和山西出土的考古材料进行梳

理；对于北上至东北再往东有学者论述粟特移民足迹到达渤海这

一区域，因考古图像资料不足本章不涉及。其次对前述路线之外

还有一条 “青海道”上的近年出现的考古资料进行介绍。另外在

中国北方内蒙古地区尚有零星考古材料，仅就涉及本文论述主题

的部分作介绍；目的是描述这些与当地美术图像交融后出现在石

窟壁画、木版画、金银器和织物上的新美术图像。第四章着重资

料中的几个美术图像或图案新样式———圣火祭祀图像和狩猎图

像，绶带鸟、大角鹿和葡萄纹等，结合图像或图案母题之源流进

行剖析，并将其放入所处文化背景中，在各地民族与移民之间的

历史、信仰和风俗交流中找出其变化的原因，也从美术变化的现

象中找到引领其变化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亦是粟特东渐民族思

想的变化。第五章从思想变化者中归出一类美术发展的始作俑

者———赞助者和画匠、画家等，对这个群体的身份地位及思想变

化进行分析，找出真正形成新美术样式的原因，即美术创造者风

俗习惯被汉化，宗教信仰逐渐改信佛教的进程是移民聚落美术变

化的直接动因。在结尾部分，综合评价这种东渐美术和民族美术

的共生现象，并把在移民聚落中出现的新样式按照粟特移民聚落

的不同分为聚落美术和聚落区美术，明确认识不同类型的聚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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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美术变化的程度，这种变化就是被同化的过程。本文为了区

分本土，把东渐中出现的新美术统称为移民美术，在移民群体的

社会生活中研究美术的发生与发展，更能清晰辨认出粟特美术最

终消失在汉民族美术的大熔炉中的轨迹。总而言之，把粟特移民

美术放在汉唐美术的大环境中来考察，其积极的推动中国中古美

术的多元性特征的形成作用自不待言。

关键词：粟特美术　丝绸之路　图像　东渐　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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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粟特民族是古代中亚的一个传统民族，位于中亚阿姆河

（Ａｍｕ　Ｄａｒｙａ）和锡尔河 （Ｓｙｒ　Ｄａｒｙａ）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

（Ｚａｒａｆｓｈａｎ　Ｖａｌｌｅｙ），即西方古典文献所说的Ｓｏｇｄｉａｎａ，音译为

“索格底亚那”，主要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有部分在塔吉克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索格底亚那地区由于阿姆河、锡尔河、泽

拉夫善河和喀什卡河水的充足灌溉，自古农耕发达，兴起了许多

绿洲小国。这些绿洲小国，先后经历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亚

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嚈哒、突厥

和中国唐王朝的附属统治，因此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独立政权实

体的强有力统治，仅是联合成立了独立的城邦制国家。泽拉夫善

河流域以康国为盟主的同盟国为最大，其次是以安国为中心的同

盟，此外，在喀什卡河谷地区还有以史国为盟主的同盟。

中国隋唐史籍称这些绿洲国为 “昭武九姓”国，即，康国

（撒马尔干）、安国 （布哈拉）、史国 （羯霜那）、石国 （锡尔河以

东赭时）、东曹国 （苏对沙那）、曹国 （劫布旦那）、西曹国 （瑟

底痕）、米国 （弭秣贺）、何国 （屈霜你迦）等，其实不止这九个

国家，还有火寻、戊地等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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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古索格底亚那诸国和部分遗址分布图

粟特民族在复杂的经历中形成了它多样的文化特征，其成因

有三点：（１）历经波斯、亚历山大帝国等几大政权的统治，粟特

文化中渗入了他们的文化。（２）由于粟特地区处于东西南北交通

的枢纽，为粟特民族从事商品转运贸易开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这个被称为 “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方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商业

文化特征，故他们的商业发达史中往往伴生着文化传播史。（３）

由于强大势力的更替掌控，粟特地区出现琐罗亚斯德教、摩尼

教、景教和佛教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但主要以琐罗亚斯德教即

祆教①为主，祆教美术成为粟特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条件

·２·

① 汉文史料中将琐罗亚斯德教称作祆教，又称为拜火教及火祆教。祆教在中亚
的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从祆教在波斯创立 （以公元前６世纪末大流士一世统治时
为上限，那时祆教被定为波斯帝国的国教）及其在中亚传播一直到波斯萨珊王朝建
立，是为第一阶段；从萨珊王朝兴起到８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在中亚传播伊斯兰教时
止，是为第二阶段。（参见林悟殊：“近百年国人有关西域祆教之研究”，《中古三夷
教辩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９～２５５页；高永久：“西域祆教考述”，《西域研
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７７～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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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造就了粟特美术多样性的特点。

多样性的粟特美术随着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带来

的移民东传到各个移民聚点，与各地美术交流、融合又形成了新

的样式，这些新的样式及其产生的具体原因就是本题研究的主要

内容。

粟特美术最早没有被认识是因为这里可供研究的资料缺乏，

它往往在笼统的中亚美术概念中被混杂于其他美术样式中，研究

者们似乎能感觉到这些混合的美术样式中似乎有一种规律性的来

自某种文化的因素，然而始终无据可查。自２０世纪中叶中亚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考古发现，即粟特故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

克斯坦境内建筑遗址壁画的大批出现，开拓了国际学术界对粟特

美术的认识，也让世界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不得不审视其在中亚

美术中的地位，并有重述中亚美术的必要。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粟特美术遗迹的调查研究，著名的俄罗斯考古学家Ｂ．Ｉ．马尔

沙克、Ａ．Ｍ．别列尼茨基、Ａ．Ю．雅库保夫斯基、Ｂ．Ａ．希什金

等对粟特本土美术做了较为清晰的描述，并且随着考古发现的继

续，其样貌还会更加明晰。２０至２１世纪期间，陆续在丝绸之路

东段：中国新疆、甘肃、西安、山西、青海等地发现大量有关粟

特文化的新的考古遗迹并出土后来被重新确证为粟特属性的文

物———木版画、白画、石窟壁画、石棺床等，拓展出粟特美术离

开本土并向东传播的新样式的研究课题。由此，有关粟特美术的

研究因为地域已突破国界，必然使研究课题也跨越国界，国内外

学者们已认识到在丝绸之路东段还存在粟特东传的美术，并且是

粟特美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学者纷纷投身于丝路沿线———中

古时期粟特移民聚落出土文物的研究，涉及美术领域的方向大致

分为木版画、金银器、石窟壁画和石棺床画像石图像研究等几个

方面。

显然这些专题研究是对粟特本土美术和移民地区美术的不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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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的研究，对粟特美术的综合性研究尚未有专文论述。国内学

界荣新江、姜伯勤等先生也仅对粟特祆教美术做过综合的一些研

究或个案分析①。然而粟特祆教在东传中与佛教发生碰撞后逐渐

走向世俗化的发展趋势，让我们不得不结合多种地理、历史时期

民族之间交流的社会复杂因素来考证东传的粟特美术新样式。比

如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②对移民地区粟特美术样式的影响，在

这一领域尚未见综合性的论述。目前，对这种跨国界、跨文化、

考古出土物琐碎繁杂而且资料缺乏的综合研究较难完成。不过近

些年学界对粟特历史、地理、民族、语言、宗教和商业等内容的

研究硕果累累，为美术的研究铺设了一条条辅助的桥梁。因此，

本书的写作拟着力做到以下几点：（１）在有限的资料内，以粟特

美术在不同载体上的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理清粟特本土美术的

特征在移民地区美术中的变化样式；由于东传美术生长在粟特移

民地区中，故本书将其称为粟特移民美术。（２）选取几例系列图

像进行分析，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重点就某些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还能有所推进的问题深入分析，进一步明朗移民美术形成的

原因。（３）从移民美术创作者和赞助者在不同地区的异同分析，

来探讨美术形式变化的起因。（４）由移民聚落的不同类型，将移

民美术又分为聚落美术和聚落区美术分别考察，根据聚落发展的

汉化过程综合认识移民美术中汉文化成分逐渐增加后的发展脉

络。

关于粟特美术东传的含义界定可从概念、时间和空间三方面

认识：其一，概念上。东传于粟特移民聚落的美术与本土美术发

·４·

①

②

荣新江：《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从粟特到中国》，收入巫鸿主编
的论文集 《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姜伯勤：《中
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

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 《华林》第二卷，２００２
年，第８７～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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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大的变化，故称为粟特移民美术。虽然粟特聚落遗址的考古

出土物只是片段地记录了东传中粟特美术的形式，然而将这些文

物汇聚一起尚能辨清粟特移民美术的面貌。它以绘画和雕刻的形

式出现在壁画、纳骨器、金银器、织物、木版画和石棺床等载体

中。其二，时间上。研究粟特民族大量向东迁徙是在魏晋至隋唐

时期，因此美术东传的研究也主要以这一时段为主。为了探讨某

一具体问题，有时也会上溯汉代追其来源，下连五代观其流变。

其三，空间上。由于商业和移民的特点，粟特美术由本土和粟特

人向东移民形成的美术两部分组成。所以研究地域除本土外，大

多在丝绸之路上遍布的许多粟特移民的聚落中，从西域北道的據

史德、龟兹、焉耆、高昌、伊州，或从南道的于阗、且末、石城

镇，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

州，入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并州、云州乃至幽州、营

州，或者从洛阳，经卫、相、魏、邢、恒、定等州，而达幽州、

营州①。另外从近些年在青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可补充一条线，

即 “青海道”②。

从研究归类来看，粟特东传移民美术的研究可从细微风格样

式的演变着眼，窥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腾固先生认为：

“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横在

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③”他在 《中国美术小史》中把中

国古代美术发展分为四个时代：“生长时代、混交时代、昌盛时

代和沉滞时代”④，魏晋南北朝即为 “混交时代”，正是与域外文

化的混交推进美术史发展步入昌盛的隋唐时代，对这一因果关系

·５·

①

②

③

④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

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
期，第９４～９８页。

沈宁：《腾固艺术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腾固：《中国美术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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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美术风格转变的真实原因。

可以说文化交流和融合是中国美术演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粟

特美术课题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古代美术史的深入研究，或者

应该纳入古代美术史研究的支系中。这样看来，粟特美术东传的

研究课题在汉唐时期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就具有了实践性的价值，

这也成为笔者选择此题的缘起。

第二节　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回顾

有关粟特移民的课题，从历史、地理、宗教等多方面已有很

多研究成果，也有学者做过综合评述①。此处仅回顾有关图像的

研究成果。

粟特民族与中原汉地的联系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就有民间的

往来，并一直以商贸往来为主。有资料显示粟特人在早期并不是

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人，而是大夏 （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商人，

直到３世纪他们控制着通往中国的商队贸易，他们的消失是因为

没有移民补充商队的人员，此时粟特人则由于贸易和战争带来了

民族的大量东迁，５世纪开始形成其在丝路上的大规模移民族

群，进而成为丝路贸易中的主要成员②。自魏晋时期越演越烈，

至隋唐达到高峰。因此这一时段也是粟特移民文化最突出的时

期。大量粟特美术图像出现在丝路东段沿途民族的美术中。学界

已就出土文物进行过细致分析。

·６·

①

②

程越：《国内粟特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５年第９期，第１３～１９
页，对１９９５年前的国内研究做了综述；荣新江先生也对粟特移民东迁的研究做过综
述，收入胡戟等主编 《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６４～
２６９页；陈海涛的 《敦煌粟特研究历史回顾》，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
所关注的关于涉及敦煌的粟特问题研究状况的简要概述。

从克孜尔石窟壁画到敦煌壁画中胡商形象的变化，可找寻到胡商的民族成分
逐渐以粟特人为主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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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粟特本土发现的遗迹主要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左右开始发现

的大量建筑壁画和金银器。这些壁画图像向世人展现了索格底亚

那地区人民的思想信仰和生活状况，同时也传递出他们的审美取

向，对粟特本土美术研究来说是极为珍贵和较为全面、丰富的资

料。苏联学者经过长达几十年考古发掘，对索格底地区各个领域

问题的研究都是成果卓著，更不必说美术方面的研究，著名俄罗

斯考古学家、粟特学家马尔沙克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亚考古

学和艺术史，以及欧洲中世纪和东方的金银器，他曾常年主持索

格底遗址发掘，发表了大量有关粟特本土艺术以及出现在中国艺

术中的粟特主体研究的论著①，对索格底亚那地区建筑遗址壁画

和出土金银器物做了大量具体器物、图像内容与风格的个案分析

研究，进而对古粟特民族美术特征进行梳理。还有各国专家学者

也耕耘于粟特美术研究领域，如法国学者葛勒耐 （Ｆ．Ｇｒｅｎｅｔ）

·７·

① １９７１年，马尔沙克最早发表的有关粟特考古的重要文章是和他的老师别列
尼茨基合写的 《１９５８—１９６８年考古新发现所见之片吉肯特的艺术》，载法国 《亚洲艺
术》第２３卷，涉及粟特神像和宫廷绘画、故事画，奠定了此后粟特绘画研究的基
础；１９８１年，他与别列尼茨基合撰 《索格底亚纳的绘画》作为阿扎佩 （Ｇ．Ａｚａｒｐａｙ）

的 《粟特绘画：东方艺术中的图像史诗》一书的第一部分，系统阐述了粟特绘画的
题材和内容；１９８７年，马尔沙克与夫人腊丝波波娃 （Ｖ．Ｒａｓｐｏｐｏｖａ）合撰 《一个农
业大神的粟特图像》，载 《伊朗学研究》第１６卷第２期；１９９０年，马尔沙克与腊丝
波波娃合撰 《片吉肯特一所带有谷仓的房子中发现的壁画 （８世纪前２５年）》，载

《丝绸之路考古与艺术》第１卷，考证其南壁所绘的是粟特神祇Ｗａａｇｎ与Ｗａｎａｎ̌ｃ或

Ｗａａｇｎ与Ｃｉｓｔａ；北壁主神像是骑狮子的娜娜女神，其下是丰收宴饮图；东西壁也是
宴饮图，描绘王家招待会，有四个国王形象出现在不同场景中；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马
尔沙克与腊丝波波娃合撰的 《片吉肯特发现的一幅狩猎图》，讨论的是１９８８年发现
的一幅最好的粟特狩猎壁画图像，仔细分析每个细节，旁及瓦拉赫沙红厅壁画中的
狩猎图、阿弗拉西阿卜狩猎图所见中国形象等，阐明了粟特狩猎图的萨珊影响等问
题；１９９４年，马尔沙克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撒马尔干阿夫拉西亚卜 “大使厅”

壁画的图像程序》载法国 《亚洲艺术》第４９卷；１９９６年发表 《片吉肯特的新发现与
萨珊、粟特艺术的比较研究问题》载于 “从亚历山大到１０世纪的波斯与中亚”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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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参与遗址发掘并对考古材料和壁画中的内容进行讨论①，从图

像与文献中勾勒出粟特人面貌②，其他俄国考古学家 Ａ．Ｍ．阿

尔巴乌姆、Ｂ．Ａ．希什金、Ｍ．Ｍ．梯亚阔诺夫等也都对遗址壁画

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并将其囊括在中亚艺术中进行概括③。由

于有些材料在国内尚不易得见，只能从一些文章中提到的部分获

知梗概，从已知材料可见国外学者对粟特本土艺术的研究为我们

认知粟特本土美术和研究东传粟特美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西域新疆地区是粟特东迁最早到达同时也是活动频繁的地

区，这里的粟特移民聚落曾星罗棋布般点缀在丝路南北道。对

此，荣新江等先生已对古西域新疆境内的粟特聚落遗迹、出土文

物等做了考证，同时结合文献试图还原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追

求④。但在这些聚落遗址中出土的属于粟特民族的文物不多，相

关联的图像也不多。在新疆龟兹等地石窟壁画研究中已有对粟特

·８·

①

②

③

④

葛勒耐：《嚈哒人的体貌》，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ｘａｍ８．ｃｏｍ，从阿弗拉西阿卜壁画、

男子半身像银牌、狩猎纹样银碗和舞蹈纹样银碗、安阳北齐石棺床和 Ｍｉｈｏ藏北朝石
棺床画像石图像中找到相似样貌的嚈哒人形象；《法国—乌兹别克考古队在古代撒马
尔干遗址阿弗拉西阿卜 （Ａｆｒａｓｉａｂ）发掘的主要成果》，阿米娜译，《法国汉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编 《法国汉学》第八辑 （教育史专号），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１０～
５３１页。

葛勒耐：《粟特人的自画像》，毛民译，荣新江等主编：《粟特人在中国———

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１２～３１３页。
［苏］Ｌ．Ｉ．阿尔巴乌姆： 《古代撒马尔罕壁画》， ［日］加藤九祚译，东京，

１９８０年；Ｍ．Ｍ．梯亚阔诺夫： 《边吉坎特的壁画和中亚的绘画》，１９９４－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
ｎｅｔ；

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载 《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载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
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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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象的探讨①，补充了学界对龟兹等地粟特人活动状况的认

识②。２０世纪初斯坦因在于阗 （今和田地区）的丹丹乌里克遗址

曾发现一些木版画。其中的一块木版画 （Ｄ．Ｘ．３）上的图像，在

１９９２年才被德国学者 Ｍａｒｋｕｓ　Ｍｏｄｅ先生在 《远离故土的粟特神

祇———今年粟特地区考古发现所印证的一些和田出土的粟特图

像》③ 中判定为反映粟特祆神的图像。１９９８年瑞士人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Ｂａｕｍｅｒ等又在此遗址清理出四面墙壁的佛教壁画，Ｂａｕｍｅｒ在

《重访丹丹乌里克：一百年后的新发现》一文中就其中他编号为

Ｄ１３殿堂内的两组三个神像的组合做了分析。国内学者也相继对

这些图像中的神像做了进一步研究④。但是有关图像出现的原

因、图像反映的当时于阗地区的宗教信仰以及粟特美术样式的变

化缘起等问题尚需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待新材料的出

现。在新疆地区寻找到的粟特系统图像中不能忽视了出土数目较

多的丝织物，主要反映在吐鲁番地区的丝绸文物中，对此类文物

·９·

①

②

③

④

影山悦子：《粟特人在龟兹：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荣新江等编 《粟
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２页。

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ｈｔｔｐ：／／ｗｗｗ．

ｑｉｕｃｉｎｅｗｓ．ｃｏｍ／ｑｉｕｃｉｗｅｎｈｕ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９－０４／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０３９＿３．ｈｔｍ。

Ｍ．Ｍｏｄｅ，“Ｓｏｇｄｉａｎ　Ｇｏｄｅ　ｉｎ　Ｅｘｉｌｅ—Ｓｏｍｅ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ｋｈｏ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ｏｇｄｉａｎａ”，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１９９１／９２，ｐｐ．１７９～２１４，ｅｓｐ．ｐ．１８４．

荣新江：《于阗佛寺壁画的新探索》，《佛像还是祆神？———从于阗看丝路宗
教的混同形态》，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
著，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１～２０７页，２００３年，按照学术界已经确定的印度
教神袛与祆教神袛的对应关系，对Ｂａｕｍｅｒ新发现的三人组合神像的壁画给予重新的
解释；姜伯勤：《于阗木版画所见粟特祆教美术的影响》，２００４年，从祆教三神图像
的角度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霍巍：《于阗与藏西：新出考古材料所见两地间的古代
文化交流》，载 《藏学学刊》第３辑，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６～１５６页，提出这些神像与密
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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