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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第一批推出《中国古代陶瓷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
古代玉器》、《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紫砂器》、《中国古代佛教文物》、《中国古代建筑》
和《中国古代陵墓》，共八种。
它们是关于上述诸门类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概述性著作，大都是以各位作者各自的授课讲义为基础整理
修订而成，其基本属性是大学本科专业教材。
南开历史学科有重视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
积极倡导创办博物馆学专业的郑天挺教授曾经在1960年代初担任全国文科教材历史组的主要负责人，
主持史学教材选编工作；本专业的首任主任王玉哲教授不仅有专著《中国上古史》传世，还在1980年
代末组织骨干教师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教材——《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国内各
高校文博考古专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教材编纂的耗时费力是有经历者所共知的。
一部好的教材，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合理的编排结构；对于原始数据的利用，应该
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以清晰合理的思路来统帅编排，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行文要符合教材的特
点，深入浅出，并尽量适应读者群的需要；还特别要注意学术观点的普适性（不一定都是作者本人或
作者所赞同的），而很多涉及的问题也不能深入展开，只宜点到为止；一些新兴的学科门类或分支的
教材，还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专著几无差异。
同样地，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进入不同学科领域的最佳引路者，有些不但能使读者得其门径，还可
能会使之受益终身；教材的编纂，能够不断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使课程体系乃至整个专业的学科体
系进一步完善；教材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专业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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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的绘画、音乐、建筑、雕塑、器用等领域均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佛教文物不仅体现了佛教自身的发展，更是当时社会风貌、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的反映
。
本书按照时代脉络，结合社会政治、文化及佛教发展背景，对遗存较为丰富的石窟寺、塔及经幢、可
移动造像、法器等佛教文物在中国的现存及发展状况作了详尽介绍，揭示了上述物质文化形态的基本
特征与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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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石窟寺是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古印度石窟建筑及艺术经由中亚，翻越葱岭，自新疆地
区传入，中国的石窟寺数量多，分布广，延续时间长，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及艺术
价值。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开窟造像之风渐盛，洞窟形制主要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
瘗窟、方形三壁设坛或三壁开龛窟以及少量的敞口大龛。
早期塑绘题材以释迦为主，反映了小乘佛教信仰的盛行。
北魏中期以后，小乘题材虽仍占一定比重，但以三世佛、千佛为代表的大乘题材已跃居主导地位，窟
内还出现大型礼佛行列以及众多的供养人像。
造像从早期的单身像到一佛二菩萨三尊像组合，至北魏中晚期发展为一铺五身像和一铺七身像组合形
式。
造像式样的发展体现了本土化趋势；至北魏晚期，从服饰到面相已完全表现为风神飘逸的中国士大夫
形貌。
而造像式样上第二次大的转化发生在北齐、周时期，造像身躯壮硕，衣纹浅疏，为隋唐时期成熟的写
实风格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的石窟寺仍为数不少，大多在前代的基础上续建，新建石窟寺主要集中在陕西及西南地区，
而政治地位突出的两京地区对于其它地区的石窟寺有着深刻的影响。
隋代洞窟形制多沿袭北齐、北周，唐代盛行平面马蹄形、穹窿顶、环壁设低坛、上置列像的窟形，敞
口大像龛、佛坛窟、背屏式窟也较常见。
此外，还有后置涅桀台的涅粲窟以及少量的中心柱窟、瘗窟及禅窟。
与前代相比，窟龛内外的结构及装饰趋向简化，但塑绘题材更为复杂，其中反映净土信仰的倚坐弥勒
、阿弥陀佛、观世音以及观无量寿经变、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等题材最为盛行。
造像多为圆雕成铺群像的形式，有三身、五身、七身、九身等不同组合，后期流行小型的单身佛、菩
萨像，也反映了造像行为从统治阶层向普通信众的转移。
隋至初唐的佛教造像还存有北朝晚期遗风，盛唐时期，形成了成熟的唐代风格，此后渐趋丰腴。
五代以后，新建石窟数量减少，分布分散，密宗信仰盛行的区域仍保持着较强的开窟（龛）造像势头
。
这一时期，窟龛形制变化不大，除少数中心柱窟、方形佛殿窟、僧房窟、禅窟和瘗窟外，主要流行佛
坛窟，此期的佛坛窟是在前代中心佛坛窟和背屏式佛坛窟的基础之上，演化形成的中心设圆形佛坛或
八角形佛坛窟及坛柱式、坛屏式等大型佛坛窟，前者主要流行于河西地区，后者主要流行于陕北延安
地区，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仍以摩崖造像为主，龛形简单。
塑绘内容纷繁复杂，可大致分为显、密两大类，密宗题材地位突出，地方特色浓郁。
由于观音、地藏信仰的盛行，与之相关的题材也较丰富。
此外，在三教融合的社会背景之下，还出现了不少儒、道造像、三教混合造像及民俗造像。
此期造像写实性强，富有生活气息，注重个性及神态的表现，以圆雕为主，也有规模庞大的连续性浮
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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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的绘画、音乐、建筑、雕塑、器用等领域均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佛教文物不仅体现了佛教自身的发展，更是当时社会风貌、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的反映
。
本书以文物为依据，选取遗存较为丰富的石窟寺、塔及经幢、可移动造像、法器等四部分阐述佛教文
物在中国的现存及发展状况。
各部分根据内容特点及需要设置章节。
石窟寺、塔及经幢、可移动造像部分按照时代脉络，结合社会政治、文化及佛教发展背景，重点介绍
其外在形态上的演变，同时兼顾地域性、材质及题材等因素，力图全面揭示上述物质文化形态的特征
及内涵。
由于佛教法器品类繁杂，本书先对其进行简要分类，再选取典型性、代表性强的几个侧面，深入浅出
地介绍庞杂的法器体系。
自2006年12月起，我开始搜集有关佛教文物方面的资料，至今历时三年有余，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
得到了南开大学刘毅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南开大学的郭长虹教授、贾洪波教授、袁胜文教授等也对
本书的章节设置及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南开大学博士臧天杰在本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大帮
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毕业于南开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能够参与此次南开大学“文博系列丛书”的编写工作感到万
分荣幸，在此特别感谢刘毅教授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但是由于写作时间仓促以及在学识、教学经验
等方面的欠缺，本书尚有很多疏漏及不足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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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佛教文物》：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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