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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

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

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

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

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

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

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

之地。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自成体系、 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

个 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 ， 而

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

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

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

(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

道和纵深。

自古就有"毒草里"、 "娟乡"之称的甘肃，是传



说中中华人文始祖伏毒草、女娟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

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

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

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

今 5000-4日臼0 年之间的马家窑文化，以其彩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

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

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被誉

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约 5000 年。从

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

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甘肃是

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

"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3型到型到j甘肃的史前时期

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民族、

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J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

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田

渤、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

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

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

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

李学勤认为，前者"莫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

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晌O

自汉代张蓦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

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

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



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

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

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张兵) ，并成

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

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情唐制度渊源略论脚中慨

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

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

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 (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

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

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 (北)

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

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

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

盖甘肃全省 引者注) ，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

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

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

传承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

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

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

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

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永靖恐龙足印群与和

政古动物化石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

艺术宝库 敦煌莫高窟、 "东方雕塑馆"天水麦积山石窟、藏传佛教



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卡楞寺、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道源

圣地"腔曲同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臼塔寺、

中国旅游标志 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形象代表 嘉峪关出

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

布，是国家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 <<仿l卖者》

杂志被誉为叩国人的心灵读本

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二O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在甘肃境内

蜿蜓 9叨00 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

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

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

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

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

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髓，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

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

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

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

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

的挑战和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

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

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

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迸程的"活的文化

甘肃省委书i记己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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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

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

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

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

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

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

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

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

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

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

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

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

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 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

护主义"和一昧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

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

式各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

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

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

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援、整合和发展华夏文

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

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

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

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黄金段

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编辑了

这套伴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0 "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

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充

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

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

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探

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

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

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读者。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

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

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

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 13 个板块，以展

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

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周先祖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

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

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赛，开启"丝绸之

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

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滴的官员、移

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

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

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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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关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

史深处的一抹脑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筒的

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

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

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

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

独特魅力。从天境 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

吸一一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昕水的

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

坐羊皮饺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

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缔丽的服饰艺术，另

一路则要去仔细聆昕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

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声音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

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

哈达销与榜罗镇、会宁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

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

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 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亿、中国人的航天

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镇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

舞剧的"双子星"。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

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

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

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

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

"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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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

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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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的重量

以前，人们将竖立起来作为纪念物的石头，叫

做碑，在上面镜刻上文字，称之为碑刻。

中国碑刻的历史很久远，据专家考证，真正的

碑刻始创于秦代。从那时起，很多地方就利用碑刻

的方式来记录资料，保存历史，缅怀先人。从帝王

将相的记功碑，到重大宗教活动的记事碑、名门望

族的家庙家切|碑、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神道碑，再

到文人墨客的翰墨石刻，几千年来，中国人对碑刻

文化一直怀有浓厚的热情。正是这种热情和对一系列

入文主题的关怀，催生了碑刻这种独特的文化形式。

甘肃自古以来是 个多民族汇聚相处、各种宗

教信仰共生并存、多种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地方。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各族人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留下了大量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存。在这些文化遗

产中，碑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呈现出多元的

文化特征。比如，敦煌莫高窟的权王字真言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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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块碑上用六种文字刊刻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让不同的文化在这里

交流共存，武威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一块

西夏文碑刻，它奇特的经历，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神秘的领地，捡起了

段被历史遗忘的记忆;泾川的《镇海之碑》是一块全国罕见的八思巴文

石刻，它让我们在唤醒已经死亡文字的同时，感知了泾什|这个地方曾经

是如何的重要和繁盛，汉文、回鹊文合壁的《高昌王碑》讲述了元代高

昌回鹊东迁的历史，让我们在了解这段历史的同时，发现河西这片土地

曾经的水草丰茂;从峨县汉文与藏文分立的《大崇教寺碑》中我们发

现，这里在元明时期竟然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且盛极一时。甘肃这

片土地上的石刻遗存，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厚重的文化积淀。

碑刻，作为一个重要载体，在中国书法艺术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与碑不同的还有

山体上的摩崖、呈不规则状的喝石等，对此， 般称之为刻石。在甘肃

的刻石中，镑刻于 1800 多年前的成县《西狭领》摩崖保存之好，艺术

价值之高，令人称奇，它被誉为"汉摩崖石刻之冠现保存于甘肃省

博物馆的肃府本《淳1t 阁帖》石刻，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的 部大型

书法经典;泾川的《南石窟寺碑》、宁县近年发现的《大代碑))，其艺术

价值足可与《龙门二十品》媲美。还有，黄庭坚、赵孟烦、康里暖暖、

文征明、沈祭等历代书法大家均有书迹在这里留存，他们与范仲淹、李

盼、虞集等历代文坛巨擎一起，共同构筑了一道奇特而瑰丽的刻石文化

风景。

碑刻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书法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艺术和学术两个研究分支逐渐分

流，且渐行渐远，甚至完全割裂。从事书法的人只关注碑刻的书法艺

术，全然不顾其文化内涵，学者作家只注重其史料价值或文学价值，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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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忽略了其书法审美。这就让我想起了古代文人的优良传统，他们在把

碑刻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其学术价值，甚至出于文

人的偏好，他们大多将目光集中子后者。如果我们回到古代文人的视

野，或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碑刻的艺术性和学术性，它们应该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偏废。

本书的作者刘森，是一位年轻的资深报人，同时也是 位书法家。

我眼里的这位报人同行，像一支毛笔，总是挺直了腰板在报社的大楼里

上上下下。这倒很符合他书法家的形象。我见过他的书法，清瘦、骨

干、有力道，笔锋落在纸上，就像刀刻在木石之上，足见他的功力深

厚。若和他谈起书法，他三言两语，都说到点子上。 慢慢地感觉到，他

清秀的外表f，还藏着深深的内秀。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著，让我

心生感动，在这么 个浮躁的风气下，一个人能如此静下心来，从文化

中汲取营养，修身养性，真不容易。和他交往多了，便感觉他骨子里有

一种古代名士的情结，淡泊却孤傲。有时，我感觉他很像一根竹子，无

论气质和形象，都像。我想他若画竹也一定是个高手。当然，基于对书

法艺术的浓厚兴趣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的目光长期穿梭在碎、帖、

宣纸和古籍之间，这不仅使他感到了那些刻石上的汉字的精美，同时也

感受到了它们承载的历史文化的厚重。适逢甘肃创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

区，由他来执笔撰写 本介绍甘肃历史刻石的书，真是事逢其人。这本

书告诉我们:对待刻石这一独特的文化遗存，不仅要欣赏它们的书法艺

术，还应了解这些金石文献的学术价值，品味它们的文学趣味，只有这

样，才能对我国独特的刻石文化有 个全方位的认识。甘肃的碑刻在浩

瀚的中国碑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了解甘肃历史的重要文化载体。每

一块碑后面都站着一个人，都有一段历史;每一块碑都是一本大书。把

这些碑汇集到一本书中，是需要文化来支撑的，也是需要付出心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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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刘森乐于干这个差事。

读了这本书，我是喜欢的，书中有对历史的介绍、人物的评价和艺

术的鉴赏，而且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我从中增长了见识。我相

信对甘肃的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也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是为序。

牛庆国

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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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狭啧》 东江摩崖如l石之冠|

《西狭颂》

一一东汉摩崖刻石之冠

自古以来，由于西秦岭横亘在陕西、甘肃与四川之间，重峦叠峰，

成为阻隔陇蜀的天然屏障，道路艰险异常，行人视作畏途。于是，就有

了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绝唱。

早在汉代或者更远，先民们就有了改造蜀道的想法。他们在高山峡

谷之间，依山傍水，修建楼道，以为通途。每次修好一段路后，人们都

要在修建的道路旁选择一方平整的石崖刻石记事，或纪念道路的修通，

或颂扬主持修路的人的功绩。

千百年来，在穿越秦巴大山的每条古道上几乎都留下了大量的石

刻。如陕西汉中褒斜道上的《开通褒斜道刻石)) ，南端谷口的《石门

颂))，略阳县嘉陵江畔的《都阁颂))，甘肃成县鱼窍峡中的《西狭颂》

《耿勋碑》等等，由于这些刻石在史料、金石、文学、书法等诸多领域

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所以备受历代学人推崇，被誉之为"蜀道瑰宝"。

在这些刻石中，有三方锈刻于 1800 年前的摩崖功颂石刻尤为珍贵，

它们分别是《石门颂))((西狭颂》和销但阁颂))，被人们并称为"汉三

颂有"东汉书法艺术三玉"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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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之源|考古发现

目前， ((石门明已从崖壁上凿出移至汉中博物馆， 懈|苟明因

修路而凿迁至略阳灵岩寺，唯独《西狭明仍在原址上，且保存完好，

字迹清晰，无一破损，被世人推崇为三宝之冠。

从成县县城出发向西大约 13 公里，便进入鱼窍峡。峡谷两岸山峦

透逸，一溪流水由东向西奔腾而出 O 两座高大山体紧扼谷口，一为天寿

山，一为天井山。在天井山北麓崖壁的转角处，有一处山崖上壁与两侧

突出，中间形成一片天然的凹面。 牺狭明就镑刻在这块山崖上，下

临深潭，传说古代有黄龙自潭内飞出，人称"黄龙潭"。因此，当地人

也将《西狭锄俗称横龙醋。

《西狭颂))，又称《西峡颂))，全称为恨武都郡太守汉阳阿阳李翁

西狭颂))0 其碑额为"惠安西表"四个篆字，所以本名应为《惠安西

粉。

"惠安西表"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中国的汉字，每个字都有

它的含义。这里的惠，就是惠民的意思;安，即安民;西，指石刻所在

地西狭;表，刻石i己功，传扬后世。在汉代碑刻中"表"字是一个常用

词。

《西狭颂》是被樵夫砍柴时偶然发现的，由于刻石面在一处凹陷的

山崖上，避免了阳光的直E固和雨水的冲刷，加之地处偏僻，长期被藤萝

遮蔽，下有深不可测的黄龙潭，险峻异常，一般人很难接近，所以才有

了保存完好、异常珍贵的《西狭明摩崖石刻。

《西狭颂》由于历代椎拓较少，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

崖刻石。民国《甘肃新通志菲勒载按此碑在汉碑中剥蚀最少，以临

江摩崖，毡捶不易，故较他碑独获保全，宜海内视为珍秘也。"

《西狭明刻于东汉建宁四年 (171 年)，整个摩崖刻石由篆额、刻

画题记、颂文和题名四个部分组成。碑高 220 厘米，宽 340 厘米，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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