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之石窟在于中华，中华之石窟在于陇，陇之石窟在于

敦煌。而想要了解敦煌石窟，贝IJ首先要了解敦煌早期的北朝石

窟。

为什么佛教会进入中国?石窟中有哪些内容是来自西方的

印度佛教艺术?又有哪些内容是源自我国的中原传统艺术?它

们分别代表了怎样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为什么会在这幽暗的洞

窟中相会、碰撞?

这些问题，都只能到敦煌的北朝洞窟中去寻找答案。

敦煌石窟艺术自前秦建元二年( 366 年)乐傅开凿第一个

洞窟，历经十多个朝代，绵延一干六百多年，才造就了灿烂辉煌、

驰名中外的敦煌艺术。而要了解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先人们一

代一代是如何传承、如何发展的，也首先需要了解其源头一一

北朝时期的敦煌艺术。

从洞窟建筑形制来看，敦煌北朝时期的洞窟形制多种多样。

既有来自西域的令人联想到帐篷的穹隆形金顶，也有似乎受到

中原汉墓影响的长方形重顶 既有供僧人坐禅修行的禅窟，也

有供佛教徒右旋绕塔巡礼观像的塔庙窟(中心塔柱窟) ，还有

供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佛殿窟(殿堂窟) 0 其中禅窟和塔庙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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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印度的"精舍"{自院"和"支提窟而佛殿窟的覆斗

形窟顶则源于中国古代的"斗帐 o

从彩塑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也是多姿多态。既

有释迦牟尼说法像，也有释迦牟尼的禅定像、苦{I妻像、思维像;

既有释迦、多宝并坐像，也有交脚弥勒菩萨像;既有胁侍菩萨

像以及f弟弟子像，也有天王像和金刚力士像。这些造像，既有

圆塑，也有高浮塑，还有模制的影塑。影塑中既有合十或捧花

胡跪的供养菩萨，也有在天空中挥洒香花的飞天。另外，主梁

两侧出现了中原传统形式的龙首、凤首装饰，北国第 297 窟主

榻上还出现头出双角，臂生羽，鸟爪的乘龙羽人像。北国时期

出现的阿难、迦叶弟子像，阿难均为汉族形象，面相丰圆，少

年英俊，迦叶多为胡人相貌，高鼻深曰，大日良宽腮，肌肉松弛，

老态龙钟O

从壁画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绘画题材更是丰富多彩。既

有佛、菩萨像，也有佛、菩萨的侍从伎乐、飞天和佛教的护法

神金刚力士，还有大量的干佛画像。既有宣扬释迦牟尼"前生

善行"的本生故事画，也有宣扬佛教因果报应的因缘故事画，

还有介绍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画。既有来自印度神话

中的阿修罗、那罗延天、摩瞌首罗天、目比那耶迦天、;/l鸟摩罗天

以及日天、月天等诸天神王，也有来自中原传统神话中的伏菁、

女娟、雷公、辟电、风伯、雨师、东王公、西王母以及飞廉、

开明、乌获等神灵。另外，还有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藻井、平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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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楠、边饰等装饰图案以及大量的僧侣、王公贵族和侍从奴姆、

少数民族人物等供养人画像。

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敦煌北朝时期的佛教

艺术，本书将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多角度地介绍有

关内容:

一、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依次介绍北凉、北魏、西魏、

北周时期的经典壁画故事(第 1-4 章)。

二、从信仰的角度，介绍敦煌北朝佛教艺术的内涵，分析

宗教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第 5 章)。

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介绍北朝洞窟中的龙图像，

分析外来的佛教艺术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第 6 章) 0 

四、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介绍敦煌龙凤驾车图像的源流，

指出模仿性是敦煌艺术发展的一种动力(第 7 章)。

五、从考古学和美术创作的角度，介绍与干佛画有关的概

念、佛经依据、佛教信仰、修行方式以及壁画制作过程(第 8 章)。

六、从心理学的角度，介绍洞窟外貌与环境、洞窟形制、

窟内造像、窟内壁画以及明窗和视觉心理之间的关系(第 9 章)。

七、从美学的角度，介绍敦煌艺术中的于对称中求不对称

的美学特征、供养人画像的美学意义和装饰图案的美学特征(第

10-12 章)。

八、从法律文化的角度，介绍北凉第 275 窟本生故事画的

历史背景以及艺术特色、美学特征(第 13-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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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人生哲学的角度，以诗歌形式介绍敦煌壁画给人的

感悟、启迪(第 15 章) 0 

敦煌艺术之所以辉煌灿烂，之所以为全世界所关注，正在

于其文化源流的多元化。所以，只有当我们离开喧嚣纷杂的城

市，沉下心来，静静地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它，去欣赏它，去体

昧它，才可能真正发现它的美。让这些美为我们自己心灵深处

的精神土壤提供养分，并伴随时间的指针精细地磨而自己的美

感，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多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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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t叫东叩在这里碰撞 电

第一章 北凉时期: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

佛教进入中国初期，人们把"佛"看作是神，龙图像作为瑞像出现在北凉

第 272 窟，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新神能带来安宁稳定的生活。北凉第 275 窟中

所塑的弥勒菩萨便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新神，不管是释迦佛还是弥勒佛，都是

以帮助世间百姓脱离苦难为己任，代表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利益。第 275 窟所绘

有关国王请劳度叉说法的壁画故事，反映了佛教及佛教艺术必须适应中国本土

的需要。从北凉第 268 窟来看，当时佛教徒所选择的成佛之道主要是坐禅苦修，

佛教的禅修源于古印度婆罗门的苦行，与中国道教以及儒家的修身方法类似。

一、印度风格的佛、菩萨像与中国特色的

龙图像

当我们走进莫高窟最早开凿的三个洞窟之

一一一北凉第 272 窟窟内时，立刻会感受到这

平面呈方形的仅有几平方米的空间，就好像一

个起居室，特别是头上那穹隆形的令人联想到 ，

帐篷的窟顶，似乎还带有西域游牧地区传来的

遗意。显然，在洞窟建筑形制上，敦煌最早主

要是继承了从西边传来的艺术形式。
图 1 北凉第 272 窟西壁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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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正面因壁圆拱形鑫内所塑的佛像， 肩宽体壮，姿态雄健，身着袒露右

肩的土红架婆，胸露{曾根支;其衣纹以平列的凸起贴泥条为主，明显是从印度

复多时期的莱兔罗派造像发展而来(图1)。

鑫内佛像南北两侧分别绘一形象较为突出的供养菩萨，面相椭圆，体态丰

满，手臂细长柔软，十指纤细修长，特别用厚重的晕染突出乳房和腹部及肚脐，

明显反映出印度壁画人物造型强调乳房和腹部的特征(图 2、图 3) 。

西壁鑫外南北两侧还对称描绘了两队动态极为优美的供养菩萨。分别为上

下四组，每组五身，各自动态不一，炯娜多姿。每组相邻的两身动势连贯，互

为因果，均向中间的佛陀塑像运动。两队供养菩萨的动势方向相反，形成强大

的向心力，使八组共四十身不同的菩萨统一在佛陀的周围，表现供养菩萨的虔

图 2 北凉第 272 窟西壁鑫内南侧菩萨 图 3 北凉第 272 窟西壁主内北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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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心理及其与佛的关系。这些菩萨的舞姿多有扭腰、侧目、弄指、挠脚等动作，

显然是受了印度舞蹈风格的影响。

窟顶四披所绘天宫，也皆为穹隆顶的西域式建筑，门两侧有希腊式柱头，

栏台用透视画法，立体感很强，这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第一次采用透视法描绘建筑。

如此等等，在莫高窟北凉第 272 窟，从内容到形式处处可感觉到西方文化

的影响。然而，在西壁佛鑫两侧，却分别绘有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纯粹是中国

传统特色的龙首图像。两个龙首均为正面，黑头(变色) ，绿眼，白牙，舌是

在黑底上用白线勾勒;龙身实际上是整个鑫梁，构图非常简单。将其与沂南古

画像石墓中室八角擎天柱两旁斗拱上的龙首对比，可以看到两者形象有相似之

处。不同之处是前者为绘画，后者为雕刻;前者头上之角己漫洁、不清，后者头

上的独角、双角则很明显;前者系正面构图，牙、舌特别突出，后者衔物，牙、

舌未显露。但从两者的头、眼、身(鑫梁、斗拱)等基本特征都非常相似来看，

敦煌北凉第 272 窟龙图像显然受汉代中原风格影响无疑(图 4、图 5) 。

莫高窟早期洞窟中的龙图像，均受汉文化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现在

我们想进一步知道，汉文化的东西为什么会进入佛教石窟，中国人眼里至尊至

上的龙在佛教艺术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山海经》中古人之

注为我们了解龙图像之所

以会进入佛教石窟提供了

线索。如郭瑛云" ((归

藏郑母经》曰夏后启

篮:御飞龙登于天，吉。'

明启亦仙也。"郝熬行云:

《太平御览)) 82 卷引《史记》
图 4 北凉 272 窟西壁

曰，(昔夏后启篮:乘龙 龙首拿梁 (南侧)

图 5 北凉 272 窟西壁

龙首爱梁、 (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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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登于天，占于牵陶，牵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

一个"吉"字，道破天机。佛教石窟中塑绘仙人乘龙"与神交通" 吉!佛(佛

教)的到来 "以王囚乡" 吉 !

具体地说，佛教石窟中的龙图像与神有关，它是伴随着神而出现的样瑞。

据《后汉书 · 襄楷传》云 "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

帝王以为符瑞。" 王充 《论衡》也载道"龙，潜藏之物也，阳见于外， 皇帝

圣明，招拔岩穴也。瑞出必由嘉士，佑至必依吉人也。" <<论衡》又谈及龙与

神的关系"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

佛教进入中国初期，人们把"佛" 看作是神，如《高僧传》卷 9 <<佛图澄传》

中谈到王度对石虎奏曰 "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

祀奉。 "而石虎则曰"联生自边壤，……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

在封建社会，人们有时又把"圣人" "天子"作为神的化身，因此我们还

可以把佛理解为人们渴望的"圣明天子"人们渴望由"圣明天子"带来的安

宁稳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生活。

由此可见，龙图像之所以出现在早期佛教石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安宁生

活的追求，对"圣明天子"的渴望:人们需要"神"欢迎或许能带来希望的

新神 佛的来临 。 龙图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祥瑞伴随着佛

(神)进入了佛教石窟。

二、弥勒菩萨: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新神

北凉第 275 窟中所塑的弥勒菩萨便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新神 。

第 275 窟是莫高窟最早开凿的三个洞窟之一， 其窟形比较独特， 是一个长

方形量顶形窟:窟顶南北两侧的人宇披形上浮塑脊杭和才辈子。该窟形似乎受到

中国汉墓的影响。 墓室是安葬死人的地方，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人可能将从这里

获得新生。许多墓室中所绘的升天图便表现了人们企望死者再生的想法。

不过， 第 275 窟试图表现的不是期望死人升天，而是表现作为救世主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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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北凉第 275 窟西壁交脚菩萨

勒菩萨正从天而降来帮助活人。

紧贴正面西壁所塑的交脚弥勒像，高 3.4 米，在高不足 4 米、宽约 3.5 米、

纵深约 6 米的雪间中显得庞大威严，给人以很强的安全感和依赖、感。此像头部

方中带圆， 鼻梁高隆，眼球外突，体态健硕，具有西域少数民族特点:而衣纹

以平列的凸起贴泥条为主，则显示了键陀罗造像风格的影响(图 6)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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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六百年前出现在敦煌人面前的，是一个崭新面貌的充满力量的新神像。

但是，古代敦煌的艺术家并不满足于照搬西来的模式。洞窟南北两壁上部

各开凿有三个小盒， 靠里面的是两个阙形盒，鑫内塑弥勒菩萨: 靠外面的是一

个双树圆券盒，拿内塑思维菩萨。将弥勒菩萨所居住的天宫塑造成阙的形式，

是受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影响。阙的历史在中国至少可以上溯到周代，汉代中

国各地建筑己广泛使用阙，如宫阙、城阙、墓阙、庙阙等，在考古发掘出的汉

代画像砖和随葬明器中，也见到大量的阙的形象，如四川羊子山东汉墓出土的

门阙图画像砖，与敦煌第 275 窟的阙形鑫几乎一模一样(图 7、图 8) 。后人有

诗云"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反映出在中国诗人的心目中，天宫与

阙是连在一起的。

小鑫内的弥勒菩萨虽然不是洞窟的主尊，但仍刻塑得细腻生动，如该窟南

图 7 莫高窟第 275 窟阙形金 图 8 四川羊子山汉墓出土门阙图画像砖

壁上部东侧阙形鑫内的交脚弥勒菩萨，头戴三珠宝冠，肩披长巾，腰束短裙，

双手交置于胸前，似正为惑者"决疑"解难。娟然含笑的神情，优美自然的姿态，

令人神往，使观者对富足美满文明的未来弥勒世界油然生出向往之情。

据坞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经》记载，在弥勒世界里，风调雨顺，社会

秩序稳定，人民丰衣足食"种种树木，花果茂盛" "雨泽随时，谷稼滋茂，

不生草秽， 一种七获" "树上生衣"有龙王"行于夜半，降微细雨，用淹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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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世安乐，无有怨贼劫窃之患:城邑聚落，无闭门者:亦无衰恼水火刀兵，

及诸饥憧毒害之难。人常慈心，恭敬和JI归。"

在欣赏佛教艺术时，要注意弥勒菩萨和弥勒佛的区别。莫高窟北凉第 275

窟的塑像为弥勒苔萨，而初唐第 96 窟、盛唐第 130 窟的塑像则为弥勒佛。

从概念上讲，弥勒菩萨与弥勒佛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层次、等级的差异。

确切地说，菩萨的概念在这里具有"候补"性质，弥勒菩萨相当于候补中央委员，

或候补政治局常委、候补总书记、候补国家主席:弥勒佛则已经成为正式的国

家最高领导者，弥勒佛的意思就相当于弥勒总书记或弥勒主席。和现实不同的

地方在于，候补很有可能候墅，变数很大，而按照佛教的说法，弥勒菩萨将成

为弥勒佛则是铁定的、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

弥勒是释迦牟尼临终前任命的接班人。因为佛也会死，没有任何人能长生

不老(佛教领导者及其信众从来不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佛位也有继承更替性，

但佛位的传承也是任命制。不过，佛位不能由一个人或一家人垄断，佛位必须

传给既有修行经历，又有一定政绩并将继续为人民j幸福的具有综合管理能力的

德才兼备者。尽管这种任命制受原始部落首领传承方式的影响(如我国古代的

尧任命舜，舜任命禹) ，但在必须由家族传承帝位的封建皇权时代，宣传这种

任命制显然有要求改革的意味，反映了当时部分新兴贵族阶层对皇族垄断统治

的不满。

弥勒思想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因为未来能给人以丰富

的想象空间 O 因此，在研究弥勒菩萨像和弥勒佛像时，必须了解二者在层次、

等级上的差异:另外所在的国土也不同，弥勒菩萨居于兜率天宫，弥勒佛则下

生在阎浮提，前者在天上，后者在人间 O 莫高窟早期洞窟中的弥勒菩萨， 一般

便是以交脚坐的形式塑于洞窟内南北壁上方象征天宫的阙形盆中，预示未来佛

(也是救世主)即将降临，如北凉第 275 窟的塑像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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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和佛，都是以帮助百姓脱离苦难为己任

从北凉第 275 窟正面四壁和南、北壁上方塑造的弥勒菩萨身上，我们看到

了一干六百年前人们所期望的新神形象，同时也看到了当时老百姓那一双双充

满企盼的目光。

其实，不管是神还是佛，都曾以帮助世间百姓脱离苦难为己任，都曾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利益。

佛教的创建者释迦牟尼最初之所以出家修道，按照佛教的说法，也是因为

哀悯众生，感悟人间之苦后而毅然出家修行的。

北凉第 275 窟南壁所绘佛传故事"出游四门"便是讲释迦牟尼在净饭王

家为太子时，因久居宫中闷闷不乐，便骑马出游，在东、南、西、北四门分别

遇见老人、病人、死人、僧人，悟人间诸苦， 立志出家，最后终于成佛。

图 9 北;京第 275 窟 出游四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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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图上， 南壁中段从西往东绘有四座城楼，即表现悉达多太子出游四门

的情景。第一个画面中，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双眉紧皱，胡须颤动，抬眼望着

马上的太子，似在诉说人老之后的各种痛苦;太子眉头微楚，眼望老人似在倾听，

如在思索。 另外城楼内立一妇人，怀抱一婴儿，面向城外老人方向，似乎是暗

示从新生婴儿到年迈老人这一人生历程(图 9) 。表现悉达多太子出游南、西、

北三门的情景由于壁画损坏，人物形象不太清楚。

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 2 记载，悉达多太子"出城东门"时，遇见一位

"老人，头白背f区，拄杖赢步。太子即便问从者言 业七为何人? '从者答曰:

‘此老人也 。 '太子又问: ‘何谓为老? '答曰 此人昔日曾经婴儿童子少年，

迁谢不住，遂至根熟，形变色衰，饮食不消， 气力虚微，坐起苦极，余命无几;

故谓为老。 '太子又问唯此人老， 一切皆然? '从者答言 一切皆悉应

当如此。， "太子为此而感叹人生之老苦。太子"出城南门"时，遇见一位"病人，

身瘦腹大，喘息呻吟， 骨消肉竭，颜貌萎黄， 举身战掉，不能 自持，两人扶腋，

在于路侧"太子又为此感叹人生之病苦。太子"出城西门"时，遇见一死人，

由四人扶棺，用车拉着，并用香花布洒在尸体之土。 棺木之后， 举家大小， 号

哭送行。 于是感叹死者"刀风解形，神识去矣，四体诸根，无所复知。此人在世，

贪着五欲，爱惜钱财，辛苦经营，唯知积聚，不识无常。 今者一旦舍之而死，

又为父母亲戚眷属之所爱念。命终之后，犹如草木"。最后，太子"出城北门"

时，遇见一位比丘 "法服持钵，于执锡杖，视地而行，在太子前。 太子见巴，

即使问言 汝是何人? '比丘答言 我是比丘。'太子又问何谓比丘? ' 

答言: ‘能破结贼，不受后身，故日比丘。 世间皆悉无常危脆，我所修学，无

漏圣道，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永得无为，到解脱岸。" 于是太子感悟到只有

出家修行才能摆脱人间诸苦。

弥勒之所以出家修行，据《佛说弥勒大成佛经》记载，也是因为"谛观世

间五欲过患，众生受苦沉没，长流在大生死，甚可怜感。自 以如是正念，观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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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空无常，不乐在家"然后 "剃发出家学道"。

过去佛之一的毗婆尸佛，据《长阿含经》记载，也是因为出门"见老、病人，

知世苦恼;又见死人，恋世情灭;及见沙门，廓然大悟"于是"即剃除须发，

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出游四门是最经典的佛传故事，佛教信众都己熟知。故事的内容让每一个

人都能联想到自己的人生遭遇，环视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感叹所遇、所J7[!.，

所闻的一切，遥想 自己和他人的未来，同时感念佛陀的慈悲 。

为此，常常看到一些游客，站在第 275 窟南壁前面， 一边看着壁画上正倾

听老人述苦、眉头做壁、陷入沉思的太子， 一边听着导游娓娓深情的讲解， 一

边眉头做皱，眼睛微闭，也陷入长长的沉思……

可以想象，当时悉达多太子出家修行的心情正如《诗经 · 柔离》所云"知

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四、佛陀出家的历史背景:复杂的社会矛盾

北凉第 275 窟南壁描绘的是佛教宣传的释迦出家的缘由，而该窟北壁所描

绘的内容则与释迦出家的历史背景有关(图 10) 。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北壁描绘的故事内容:

北壁中层最西端绘的是毗楞竭梨王本生，故事讲的是有一大王名叫毗楞竭

梨，他为求妙法，让一个名叫劳度叉的婆罗门在自己身上钉了一千根铁钉 。

此画东侧绘的是阁尼婆梨王本生，也是讲一个名叫是|哥尼婆梨的国王为求

妙法而让劳度叉在自己身上刷肉燃千灯。

图 10 北凉第 275 窟北壁本生故事画

1022mG 



性 ~t叫东叩在这里碰撞 电

紧接虔|司尼婆梨王本生东侧的是尸毗王本生，描述了一个叫尸毗的国王为

了拯救鸽子以自己全身之肉交换给老鹰的故事。

东侧接画月光王本生，故事说有一个叫月光的国王乐善好施，被另一小国

国王名叫毗摩斯那者心生忌妒，设法招募劳度叉去乞月光王之头。而月光王不

顾家人和大臣、百姓的反对，慷慨将自己之头让劳度叉砍去。

北壁东端所绘快目王本生，也是讲一个叫快目的国王乐善好施，其管辖下

的一个小国的波罗陀跋弥王，白大傲慢，不遵从快目王的统管，于是快目王欲

发兵讨伐。波罗陀跋弥王为了逃避打击，便派遣一盲婆罗门去乞求快目王的双

眼。而快目王不顾众人的反对，叫人将自己的双眼刷出施舍给了盲婆罗门。

这组故事画选择了几个悲剧性的主题，如施头、挖眼、割肉等。而画家在

描绘这些故事时又特别强调突出惨烈的场面，如刽子手持刀割人肉、行刑者挖

眼等，以悲惨壮烈的画面来反衬故事主人翁的崇高 超人的痛苦，超人的忍

受力，抛舍一切的狂热，执着赤诚的信仰。 这种种交织着呻吟、叹息，同时又

激昂、庄严、遥远而又沉重的历史回声，让我们知觉到人类的坚忍、毅力、勇

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然而，这几幅故事画的内容中，却有许多值得注意和令人思考的情况:

为什么国王们在劳度叉这个婆罗门面前毕恭毕敬，为什么国王们面对劳度

叉和盲婆罗门的各种乞讨都有求必应，为什么国王们不顾一切地渴求所谓"正

法" "经法" "妙法" "大法"并且要乞求一个凶残的婆罗门说法?

难道劳度叉"四方追学，劳苦积年"的"大法"是佛法?修行多年的佛法

宣传者竟是一个贪婪凶残的恶棍?

透过现象看本质，原来这组画面反映的故事内容与释迦牟尼出家修行前的

历史背景有关。

实际上，释迦牟尼，即悉达多太子出家修行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原来在

三千年前的印度社会，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职业分化

和种族尊卑观念，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当时的第一种姓是从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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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和祭祀的婆罗门阶层;第二种姓为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的刹帝利阶层;

第三种姓为主要从事商业贸易的吠舍平民阶层;第四种姓为主要从事服务业的

首陀罗贱民阶层。

实际上，面对劳度叉、盲婆罗门的乞讨有求必应， 并不一定是国王内心乐

善好施，而是印度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此，印度《摩奴法论》规定国王"必须把

所有的珍宝依资格布施给精通吠陀的众婆罗门" "他应该把种种供享受的物

品和钱施舍给婆罗门"因为婆罗门的职责是"教授吠陀、学习吠陀、祭祀、

为他人祭祀、布施和接受布施"而国王，即刹帝利的最好本业是"保护百姓"

是"听从井执行婆罗门所制定的法"婆罗门接受布施和刹帝利进行布施， 这

是当时各自应遵行的职责和法。

另外，从《摩奴法论》的内容来看，法的含义是"事物的秩序"而国王

的职责主要是 "保护百姓"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 所谓百姓的利益，实际上

主要是婆罗门种姓的利益，因此作为较次等级的刹帝利的国王必须听从最高等

级婆罗门的指示来维护社会秩序。这就是国王必须"求法"而又必须由婆罗

门"说法"的缘由。

莫高窟第 275 窟北壁的佛教本生故事画，反映了印度早期佛教时期的各种

社会矛盾，其中特别是婆罗门种姓与刹帝利种姓之间的矛盾。

原来，悉达多太子虽然贵为王族， 但却是以保护婆罗门利益为第一己任的

武士阶层。所以，出家修行的缘由其实与阶级利益有很大的关系。悉达多太子

通过出家修行，便有可能由刹帝利阶层转化成为婆罗门阶层，就好像资产阶级

渴望成为贵族阶级一样。

五、禅1r务: t原于古印度婆罗门的苦行

不管是缘于印度早期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还是反映我国南北朝时期人们

追求安宁生活，渴望"圣明天子"的美好愿望，人们除了寄希望于新的神灵外，

还需要个人的努力。佛教的基本教义"吉、集、灭、道"四谛，其"苦"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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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人生的认识"灭"乃人生之目标，而作为人生之行为的"道"则是具体的，

必须付诸实践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成佛的"道"有

很多种，从莫高窟最早的洞窟一一北凉

第 268 窟(含 267 、 269 、 270 、 271 窟)

来看，当时佛教徒选择的"道"主要是

坐禅苦修。

第 268 窟是由窄长的通道式柱窟和

左右两侧壁各两个禅窟组成，开凿极不

规范，大小深浅参差不齐，显示出明显

的探索特征(图 11) 。窟顶为浮塑斗四

平棋，西壁开一尖橱圆券形鑫，内塑交

脚佛像(图 12) 。

禅窟起源于印度的毗词罗窟((毗

词罗"为梵文的音译，意译则为"精

舍" ((僧房"等，玉要是供僧侣坐禅修

行时用。印度和我国新疆地区还保存有

大量这种类型的涧窟，因此可证敦煌佛

教艺术受西方影响无疑。

第 268 窟的功能和第 272 、 275 窟

很不一样，其中第 268 窟为禅窟，第

272 窟为供朝拜的佛殿，第 275 窟为用

作教育和宣传的讲堂。

从文献上看，莫高窟最早开凿洞窟

的目的也是为了坐禅修行。据莫高窟第

图 11 北凉第 268 窟内景

图 12 北凉第 268 窟西拿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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