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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康克俭①

汉代龟兹国为当时西域大国，人口8万余，胜兵2万余，能铸冶，从事耕田牧畜，农业

经济日趋发达。南北朝时，姑墨、温宿、尉头等国均役属龟兹，现今阿克苏地区辖境皆属于

龟兹国势力范围。

西汉时期，佛教传入龟兹。龟兹国较发达的绿洲经济，为佛教在龟兹的昌盛提供了必

要的经济基础。克孜尔地区，水草肥美，竞神秀之幽岩，呈灵奇之净域。公元3、4世纪，僧

侣们即沿着丝绸之路纷至克孜尔营造石窟。唐代克孜尔石窟盛极一时，后遭兵燹。明代中

期伊斯兰教东渐．龟兹佛教衰落，石窟渐被废弃。

千余年中，营造的洞窟不知凡几。已发掘出的251个洞窟，以其罕见的规模和独特的

艺术风格为中外瞩目，跻身于中国四大石窟之列，不愧为世界艺术库中的瑰宝。

清末至民国初年，众多外国“探险家”如斯坦因、渡边哲信、勒柯克等，从克孜尔石窟盗

掘大量艺术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石窟早已满目疮夷。1956年。拜城县文物保管

所成立。从此，克孜尔石窟才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修缮。近40年来。国内外佛学界人士、音

乐美术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等接踵而至，或旅游，或研究。克孜尔石窟至今仍群其龟‘

兹风格和魅力备受推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仍起着特殊作用。

为使辉煌的克孜尔石窟艺术得到继承和发扬，使之服务于当代，继续发挥加强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了解、交往与合作的作用，我区史志工作者和龟兹石窟研究所有关人员力图为

克孜尔石窟编修专志，以弥补方志中的一项空白。经过3年细致的搜集资料。艰苦的编纂．

《克孜尔石窟志》终于问世。这对把克孜尔石窟艺术推向世界，对我区的文化建设和对国内
．

①康克俭．中共阿克苏地委书记。

，

／』
中’



外石窟艺术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盛事。
●

《克孜尔石窟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以外．共10章34节．成书约40万字，资料详

奋，很有特色。
‘

．

首先．志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石窟的成因、发展、作用等作出科学

的r分类和记述，克孜尔石窟艺术是龟兹文化的精华，沿于佛教。志书一方面指出它的宿命
。r) ．

⋯
●

。’

。，

谗和因果说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来愚弄’、麻醉人民f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消极作用，另·方
， o

面，记述了克孜尔石窟．高超的雕塑、绘画艺术以及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克。
^ 、

孜尔石窟艺术是中外佛教艺术的交汇，又具有龟落的独样风格，不少艺术表现手法被中原
r

艺术家借鉴和吸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
。

，
●

其次，志书对石窟雕塑、绘画所反映的佛经故事等题材，都有翔实的记述。从中可以窥

见龟兹社会的许多实况，使后来的研究者们可以直观到古代龟兹人民败治生活、经济生活

的某些侧面。这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古代新疆社会都是极具
)

价值的史料。如今中外学者对龟兹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浩如烟海的史料需进一步笼掘整

；理，《克孜尔石窟志》在这方面为阿克苏地区的文史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克孜尔石窟志》中记载了石窟出土的各类文物。这些历史的见证充分地说明新

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极好的爱国主义教

材。同时从大量的古民族文字、中原游僧的汉文题记以及出土的汉唐钱币的记述中，可看

到中原人民与西域人民相互交往极为密切融洽，说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文

化，各民族团结源远流长。是十分难得的民族团结教材。 一

最后，志书详尽记述了石窟的地理位置、分布与形制，这使志书成为十分理想的导游，

对帮助人们了解石窟、把石窟艺术推向世界很有助益。克孜尔石窟艺术源自古印度，沿着

丝绸之路进入中原，“道振西域，声彼东国”。它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

明珠，而且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志书用通俗、可读性强的记述，把克孜尔石窟介

绍给大家，使石窟艺术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正是编者的初衷和志书的成就所在。

。 但为克孜尔石窟修志毕竟是首次的尝试。既无先例可循，又囿于经验、水平．难免有不
，

，

尽人意之处。务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在深入改革开放的今天．1：克孜尔石窟志》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区经济的振兴和文化的
～

发展。是为序。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起于公元1世纪，下限迄止1992年。
‘

，
”

二、正文采用章、节、目结构，体例以述记、志、表、图、录等形式，卷后设附录和图版说

明。全书共设10章34节。

三、大事记以时为经，采用编年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
^

●

四、石窟总录以洞窟编号为序。 ，．

五、西域僧人录按时代分期。以姓氏笔划为序。j

六、史料选录以成书先后为序，标明书名、卷数、版本和出版时间。
．_

一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史籍、国内外研究论著以及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引文不

一一著明出处。 ·

八、本志的定位：记述佛经故事画中画面情节时，按画面中佛或菩萨自身的左右方向

而定，除此以外，均按笔者所处的左右方向而定。

九、本志各表的表号，“一”前的数字表示此表所在的章序，其后的数字则为此表所在

该章中的序号。
＼

一

十、附录中括号内的字均为编者所注f汉译经律录双引号内文字为辑录原文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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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

公元前6,---,5世纪，佛教起源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不久，向周边国

家传播。先由北路传至中亚的大夏、大月氏、安息和康居等国．后又东逾葱岭传入我国西域

地区。公元2世纪中．贵霜王迦腻色伽一世大力宣扬佛教．不少沙门(僧人)到我国传教。汉

代打通内地与西域交通后，佛教经天山南路的于阗、龟兹等国，沿着古丝绸之路．进玉门

关、阳关．而传入我国内地。

两汉中央政权在西域建立行政机构和军事组织．发展西域的农业和商业．加强西域同

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并通过西域扩大我国同中亚、西亚各国间的贸易和交往。这不仅对

于新疆的历史，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佛教

在西域乃至中原的植根和发育．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第七十八》载：。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

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

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尝蘸金而赐

，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

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段文字总述了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中亚与我国的往来

关系。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168～189年)．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氏人、康

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我国境内．其中不乏佛教僧徒、商贾和

游客。他们与汉族接触频繁．汉化较快．姓氏大多按其原来的国名而分别改为支、康、安、竺

等汉化姓氏。他们不仅把许多中亚的风俗习惯和服饰用器等带进中国．同时还把佛教文明

输入西域和内地。

西域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

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汇交之地。无论是东方文明西传，还是西方文化东

渐，均须经过西域。佛法东渐．先至西域。位于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重镇龟兹．以其优越的

地理位置、富庶的绿洲经济和安定的社会条件．与佛教艺术珠联璧合．成为西域地区佛教

中心之一。 ，

佛教传入龟兹后．到3世纪中叶．已得以在此广为传布。僧俗造寺、开窟、塑像、绘画、

供佛和饭僧．日新月盛。4世纪后，佛事愈加兴盛。相继出现佛陀舌弥、鸠摩罗什等闻名于

世的大法僧。5世纪末至6世纪中．龟兹佛教曾遭厄运。6世纪后半叶至7世纪。佛事复又

大行．中原汉僧接踵而至。9世纪中叶以后．西迁龟兹的回鹘，由信奉摩尼教改信佛教。绵

延六、七百年的龟兹白氏王朝笃信佛法，崇尚佛教．举国上下，如痴似狂．不惜民力财力开

窟作画。工匠们翘思弥励．开凿出众多形制各异的洞窟；画师们博采众经．绘制出精美的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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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窟壁画。从北魏到唐武宗期间，佛教虽历经“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

几遭挫折，但远离中央王朝的龟兹，却得以偏安，佛教仍继续流行，香火未断。大约到12、

13世纪，伊斯兰教完全统治龟兹后，佛教才在龟兹消声匿迹。

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的克孜尔石窟的开凿始于3世纪末期．历经500余年，早于敦煌莫

高窟和内地其它石窟。从佛教石窟寺艺术的地域流变看，克孜尔石窟正是佛教东渐的一个

。中转站”。它是起自印度阿旃陀石窟．至阿富汗巴米羊石窟、敦煌石窟、万佛峡、榆林窟、炳

灵寺、麦积山石窟，再到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等石窟寺艺术链条中的重要的一环。

在封建社会里。博大精深的佛教经典，饱含高玄的思辨性的义理。这种用文字表达的

义理，只有极少数上层人士才能问津，而众多的社会底层的人们。却无法接受，也就难以皈

依。于是．大量的宣扬佛经义理的佛经故事画应运而生．并以其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为社会

各阶层人士接受。克孜尔石窟壁画主要反映的是小乘有部思想内容，主张法体恒有，一切

法三世同存．而文互为因果，处在因果联系之中，亦为实有；并视涅檠为最胜果，行禅是修

持这一胜果的途径，相信弥勒菩萨来世授记成佛。所以，在石窟艺术中，特别重视表现佛的

历史传记和前生故事，渲染因缘的业力和行禅的功用，竭力描绘所谓无余依涅檠境界。由

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在龟兹传布的大乘思想。也在石窟壁画艺术中有所反映。克孜尔石窟壁

画艺术在传布佛教教义的过程中，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使人们信奉、崇拜虚幻缥缈的

佛国天堂。 1一。一√。． ， ·’一．： 一

．‘ 石窟壁画表现的虽然是佛教义理，但这种壁画艺术溢荡的依然是人间情种。雍容而安

详的佛像充满世人的情味；婀娜多姿的伎乐天人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千姿百态的动物

形象栩栩如生；城阙门楼、山水树木，无一不是真实世界的写照。那穿盔戴甲、骑马树帜的

武士，腰束宽带、足登筒靴、身着双领对襟大衣的龟兹、回鹘和蒙古的王公贵族以及身着各

种服饰哀泣如诉的各国王子，都是古代西域各民族形象的再现。至于类似手持农具(砍土

曼)，挥棒吆牛、拉犁耕地的农人以及从事各类作业的匠人，又都是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生活

的真实描绘。撩开宗教神秘的面纱，人们在石窟壁画的艺术海洋里，触摸的竟是古代各族

．人民仿佛仍在跳动的脉搏；看到的又无非是·幅幅各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历史画卷。由此可

见，把石窟壁画艺术看作只是佛教的宣传品，无疑是一种偏见。

克孜尔石窟艺术是在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激荡中，在继承本地区、本民族优秀文

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佛教文化(如中原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从而形成的具

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石窟艺术。它的众多石窟因地制宜独具一格的匠心构思-各类佛经

故事画题材数量的繁多(居国内石窟之冠)，菱格画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及其构图布局的繁

．密和一体性，人物造型的准确优美以及绘画艺术中劲紧连绵的铁线描、晕染和平涂的配合

使用等等，构成了区别于其它石窟艺术的“西域式”或称“龟兹式”的艺术特征和风格，并以

此博得了中外石窟艺术研究家们的青睐。 ．
j ?

：‘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大像窟吸收印度、阿富汗石窟的特点，并根据本地的条件进行

了再创造。从早期石窟出现的券形顶．到以后出现的在中原地区石窟中常见的平棋顶、套

斗顶和仿椽子一面坡顶窟形，说明在石窟营造过程中又受到中原石窟形制的深刻影响。

石窟中大量的佛经故事画题材内容，不仅有来源于古印度一带的民间故事．也还有与

中原古文化中的神话和传说相近的内容。如《大施抒海夺珠》和《鹦鹉舍身灭火》与著名的

～．6
’ ：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内容相近。《端正王智断儿案》的内容：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的经籍所共载；东传后敷演为我国元代杂剧《包侍制智勘灰阑记》中的主要情节，还是德国

戏剧《高加索灰阑记》中的主要情节。壁画中多处描绘的日月天相图，尤其是第34窟天相

图中描绘10个太阳并存的画面，系受中原地区关于太阳传说的影响。如《山海经·海外东

经》日：“汤谷上有扶桑，十El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i九El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鼍

早期天相图中．月亮上没有画出兔子；而稍晚的天相图中则出现月兔。这在我国古文献中

早就有关于月亮的传说，如《楚辞·天问》日：“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

腹?”《淮南子·览冥篇》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姬娥窃以奔月。”月兔的绘制，无疑是

中原神话影响的结果。活跃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原丝绸工艺品．对克孜尔石窟中的菱形格

艺术的形成具有启示和借鉴的作用。石窟壁画中常见的几种菱形装饰结构，与战国至汉代

的丝绸织品工艺图案中的菱形图案结构比较．虽然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印度、希腊和波斯艺

术影响，但主流仍是汉地风格。石窟出土文物中的丝织品．可为此佐证。此外．中原地区舞

绸挥帛的习俗被石窟画师们巧妙地融入壁画舞蹈．大量的敷身的彩带和披纱随舞飘逸．为

优美的舞姿造型增添了美感和动感。石窟艺术中的佛塔、须弥山、舞蹈和佛陀手印受到印

度石窟艺术的影响；立佛、飞天和大量的裸体画．又分别受到犍陀罗艺术、阿旃陀艺术和希

腊文化的深刻熏陶。壁画上的一些乐器．既有来自中亚、西亚和中原地区的，也还有龟兹地

区独创的以及从龟兹东传中原的。值得一书的是石窟壁画独树一帜的绘画技法。凹凸画

法东传中原，给朴素大方、简单平板的中原绘画注入活力．并在中国画的赋色方面，引起一

大革命。线描法传入中原．又丰富了中原传统的线描技潞后人所总结的“十八描”中的“铁
线描”则源盖于此。先画裸体，再“穿”衣服的刻划法不仅影响了中原著名画家吴道子的“吴

带当风”，且流传于民间画工之中，促进了内地人物画的发展。
7

综上所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克孜尔石窟文化．不仅对研究中国佛教

史、美术史及美学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都具有特殊的价值。

岁月沧桑，香火泯灭．在历史的漩涡中沉淀的克孜尔石窟文化，遭受了自然的毁损和

人为的破坏。致使不少洞窟至今疮痍满目I完整的彩塑无一复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立后．这个凝聚了我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艺术宝

库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政府迅速在此建立了保护机构，国务院又将此石窟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后，国家拨出大量经费，维修石窟。建立研究机构，给石窟的保护、

研究和旅游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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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佛教石窟之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

乡东南的明屋依达格山南麓，海拔1225米。地理座标．北纬41。4l，，东经80。30，。西距拜城

县城64公里．东距库车县城60余公里。

明屋依塔格山北麓与荒漠连接。南麓有一段高约200米、长约2000米的断壁峭崖．峦

峰突兀嵯峨，沟谷幽深险峻。克孜尔石窟群便镶嵌在这些险峰幽谷之中。层层叠叠。鳞次栉

比，犹若错落有致的蜂房．壮观宏伟。石窟下是急湍东去的渭干河，隔河相望的却勒塔格山
’

宛若紫红色的屏风．列于石窟之前，山光水色，俨然仙境。

克孜尔石窟俗称克孜尔千佛洞。维吾尔语称克孜尔明屋依，意为位于克孜尔的干间房

子。

秦汉之际．本境属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的龟兹国，役属匈奴。西汉神爵三年(公元前

59年)，匈奴日逐王归附汉朝，本境随龟兹隶属汉朝版图。

龟兹地当古“丝绸之路”北道中枢．地近佛国贵霜帝国。境内社会安定，人口繁盛．气候

温和，水量充沛．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绿洲经济较为发达．为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提供了物

质和地理条件。

西汉末年，即公元1世纪．佛教自葱岭以西传入本境后．逐渐流行并得到广泛传播。公

元3、4世纪，由于龟兹王族的大力提倡，佛教进一步兴盛。《：晋书·西夷传》记载：龟兹城

“佛塔庙千所”．拥有僧尼上万人。众多寺院和其他佛教建境．“修饰至丽”，金碧辉煌。涌现

出如佛图舌弥、鸠摩罗什等著名高僧。龟兹佛教。道振西域。声彼东国”，名噪四海，成为中

国西域著名的佛教中心之一。

石窟开凿源于佛教。佛教的传入导致克孜尔石窟的诞生。

．克孜尔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叶。早期开凿的石窟大多分布在谷西区，

洞窟数量较少．形制也较简单。至南北朝到隋．随着佛教的兴盛，石窟的开凿规模渐趋增

大．凿出一批形制新颖、窟形宏大、具有各种不同功用的洞窟。公元6至7世纪。龟兹因受

外来势力的侵扰．社会出现动荡．佛教的发展和石窟的开凿曾一度受其影响。9世纪中叶．

入境之初的回鹘人改宗佛教。龟兹佛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出中兴局面。涌现出

不少高僧，回鹘人不但译出不少佛教经文．而且还译出高僧传记。

龟兹佛教中的大乘教的兴起，影响了克孜尔石窟．导致它的衰落．克孜尔石窟的衰落

早于龟兹境内其它主要石窟。9世纪末至12、13世纪，伊斯兰教东渐西域后，龟兹回鹘改

信伊斯兰教，龟兹佛教逐渐衰落。到15世纪初，伊斯兰教化之后，龟兹佛教便完全终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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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遗址重新发现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西域水道记》(徐松著)载：“赫

色勒河(今克孜尔河)又南流三十里，经千佛洞。缘山法像，尚存金碧，壁有题字日惠勤，盖

僧名也。”
’

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考察中发现了克孜尔石窟遗址。洗劫之余

首次向世界披露了克孜尔石窟的情况。

克孜尔石窟的形制、雕塑和壁画艺术，是龟兹古文化的瑰宝．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和

西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档案库。 ⋯ ，

克孜尔石窟有洞窟251个，其中已编号246个．主要分布在谷西、谷内、谷东和后山等

4个区域。遗存壁画约10 000平方米。此外，尚藏有一批经文残片等出土文物。
’

t- 克孜尔石窟艺术是洞窟、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石窟的营造者不仅有龟兹

人、汉人，还有伊朗人、叙利亚人、印度人和犹太人。外来的宗教建筑艺术经短时间的消化，

完全走上中国化石窟的道路．保留着当地民族传统的建筑特征。克孜尔石窟处在葱岭以西

阿富汗巴米羊石窟群和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它保存早期壁画的洞窟的数量．远远超过

巴米羊。第一阶段洞窟的营造时间，比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洞窟至少早100年左右。克孜

尔石窟在中亚和东方的佛教石窟中占极其重要地位，是龟兹石窟的代表。

克孜尔石窟现有编号洞窟246个；窟形尚完整的135个。其中。供僧侣巡礼观像和讲

经说法的支提窟(中，1、5"柱、方形窟)共161个；供僧尼居住并充作禅室的毗诃罗窟共61个，

还有7个拱形窟和3个龛室。支提窟中，有窟室高大、正壁塑大立佛像(有的又在立佛两边

设甬道后室)的大像窟；有主室长方形、纵券顶、后设方柱、柱前开龛塑佛像、两边开甬道和

后室的中心柱窟；有主室为较规则的方形顶作纵券、横券、穹窿、套斗和覆斗的方形窟。毗

诃罗窟(又称僧房)为居室加甬道式结构，室内备有灶、炕等简单的生活设施。这些不同类

型和用途的洞窟。往往有规律地修建在一起．1ip支提窟旁一般附属有毗诃罗窟，组合成一

个单元。这种窟室布局在我国石窟中甚为少见。 一’
一

克孜尔石窟的主体塑像多已损毁或被外劫。现仅有几身残躯。保存壁画的洞窟有近百

个，壁画的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动物山水树木、装饰图案和供养人画。佛像画包括释迦

牟尼像、菩萨、佛徒、天相、天龙八部、飞天和天宫伎乐，其中太多数佛像画和动物山水树木

画融合于佛经故事画内。
’’

佛经故事画题材主要有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

克孜尔石窟中的本生故事画共135种400余幅．数量之多，为全国石窟之冠，多布置

在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主室券顶，以连续形式，将券顶划分成许多山状菱格。每格绘一则故

事，表现佛前生行菩萨道时的种种难行和苦行．以此说明佛成道是其累世修行、积集功德 。

之果。‘其构图造意简洁而富内涵。菱格画在石窟中较为普遍．为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的一

大特色。部分本生故事布置在方形窟主室两侧壁，用若干方格画面将故事内容连续表现，

类似我国传统的卷轴形式。 ：．

因缘故事种类也较多，共70余种，构图和布置部位多与本生故事相同．因缘故事的内

容侧重表现佛的超人的神力和众生对佛所作的种种供养，渲染佛教信徒对佛因施供养、布。

，施而得到的种种善报以及佛度化众生的各种神通。其画面多是中间为侧身而坐的佛，旁边

安排一或两身有关人物。。因缘故事画之多。也居我国石窟首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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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佛传故事。分两类：一类描绘佛的一生传记，主要绘置在方形窟主室四壁，以连续方格

画面．将佛从降诞到涅椠过程铺陈出来。另一类着重描绘佛成道后诸方说法教化的圣迹，

即说法图．主要绘置在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主室两侧壁，多采取分层分格排列。一格一铺

(画。)；有的是通壁绘几铺说法图，不设画界，仅以人物面向区分。此类说法图较多。上端一

．般都绘塑有表现乐舞场面的天宫伎乐，形象优美。佛传故事中，还突出了降魔成道和鹿野

苑初转法轮的内容，主要绘置在中心柱主室门上方和方形窟正壁等显要部位。佛传故事中

另一重要内容为佛涅集．多集中绘塑在大像窟和中心柱窟甬道与后室，充分表现佛涅檠和

涅檠后焚棺、八(国)王分舍利等情景，其比重之大，亦居国内石窟首位。表现弥勒菩萨于兜

率天宫说法的画面不少．多绘置在中心柱窟主室门上方．与正壁(中心柱前壁)龛中佛相

对。： ．．．．-’ 。? 一
●

“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还有所占比重不大的供养人画、少数晚期窟绘出的列佛、千佛画和

外国画家所作的画。此外．还有极少的密教画。洞窟壁画有许多的古民族文字和汉文题记．

一些洞窟壁面还有硬物刻划图(岩画)。 ．： ．。 ．。-‘

’

．’。 i

克孜尔石窟壁画主要反映的是佛教小乘有部思想内容，在造像艺术中特别重视表现

佛的历史传记和前生故事，渲染因缘的业力和行禅的功用i竭力描绘所谓无余依涅檠境

界。反映大乘经典内容的壁画．数量不多．不占主要地位。石窟后期出现满壁是佛的干佛

图和列佛．则是大乘佛教思想的体现。 ．

．

石窟壁画的题材虽然是宣扬佛教内容的，但画匠们却巧妙地把现实生活融入画内．使

内容世俗化。雍容端庄、温柔安详的佛像充满世间人情味；婀娜多姿的供养天人和伎乐飞

天洋溢着生活气息；千姿百态的动物形象逼真可爱；城阙门楼、亭阁台榭、山水树木呈现出

一幕幕生机勃勃的现实图景。穿戴盔甲，骑着骏马的武士身着双领对襟大衣、腰束宽带、足

蹬筒靴的龟兹供养人、回鹘供养人．以及举哀图中身带各种服饰的诸国王子等．都是聚集

在西域境内的各民族的形象。那些手持砍土曼的劳动者、架二牛抬杠犁地的农民和制陶工

匠⋯⋯．更生动地说明这些画图是新疆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

佛教传入龟兹后即被统治阶级推崇。他们把大量的财富倾注于宫殿和寺院的建筑营

造上。把它变为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以王室和贵族为代表的僧侣阶层的特定生活观

和审美趣味影响了佛教艺术的内容，追求享乐和纵欲的思想在壁画中得到大量反映。自然

主义的描绘，使一些裸体画发展到极端。艺术在此可悲地堕落为王室、贵族奢侈的物质享

受的附庸．佛教艺术作为其精神上的调剂．染上了世俗的脂粉气。

龟兹境内蕴藏丰富的各种矿物，为画师们选用颜料提供了就地取材的方便。克孜尔石

窟壁画常用色以青、绿为主。这种青、绿色颜料来自青金石和硅酸铜。而今拜城县北部山区

即有大量的青金石和孔雀石(硅酸铜)矿。

克孜尔石窟壁画布局规整对称，给人以严肃、端庄之感。大量图案、纹饰和装饰画，使

壁画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力。人体各部分比例得当，动态逼真，表现画师观察描绘人体的

高超技艺。壁画造型，除受中原影响的列佛和千佛壁画多以墨线造型外。人物形象都用铁

线勾勒与色彩晕染相结合的手法表现，有的先用硬笔刻画出人体的主要部位．后用墨线勾

描．质感极强，富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一克孜尔画家们从解剖学的角度晕染人体

凹凸面．创造出龟兹式的凹凸法，在中国画的赋色方面。引起一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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