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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历史与宗教文献记载有限的现实条件，廖旸编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学研究》利用洞窟内现
存画面、被揭取的壁画(包括已毁但有图像传世的部分)，以及洞窟内清理出的木板画等材料，参考早
期的考察记录．将壁画放置在洞窟的建筑空间里来进行考察，试图还原壁画在石窟寺整体中所扮演的
角色，结合对龟兹佛学与部派演变的认识，将图像程序与图像功能确立为分期的首要标准。
同时对图像结构与装饰母题、壁画风格与绘制技法的发展演变进行关注。
在年代方面，围绕一些经多方研究得到普遍认同的样本窟，推断出每期壁画大致的绝对时间。
此外，还借助于洞窟组合、打破关系、重绘现象等方面的石窟寺考古成果，关心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
，采用壁画榜题的识读成果，重视与龟兹地区的其他石窟以及龟兹周边的佛教文化艺术中心(如以东的
焉者、高昌、敦煌与以西的巴米扬石窟)进行对照比较。
由此，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主要绘制时段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第一期(4世纪晚期至5世纪中叶)、第二
期(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第三期(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上半叶)、第四期(7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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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旸，博士，副研究员。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室，从
事西域古代美术史与汉藏美术交流的研究。
撰有《中西美术题材比较》、《克孜尔石窟壁画分期与年代问题研究》（入选200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寺观壁画全集·圆觉诸天卷》，著有论文《炽盛光佛再考》、
《炽盛光佛构图中星曜的演变》（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甘肃永登感恩
寺金刚殿棋眼壁画图像考释》、《明清时代的三铺孔雀明王壁画》、《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
事迹辑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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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格伦威德尔与瓦尔德施密特的观点　　在克孜尔年代研究方面，德国人涉足早且影响大。
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1856-1935）参与并领导了德国探险队（Koniglich
PreuBischeTurfanexpedition）在克孜尔的考察活动，探查并命名了大约70个洞窟（德国学者对克孜尔等
石窟洞窟的拟名与现行编号的对照参见附表一至四），并在大部分窟中进行了绘制线描图、平面图及
抄写榜题等工作，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与训练有素的科学考古素质有口皆碑。
其著作描述清晰，记录周详，至今仍具有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
由于亲手摹写了大量的重要画面，他对克孜尔石窟壁画风格样式的变化有十分直接而敏感的认识。
这种经验使他采用风格的差异作为壁画分类的标准，进而将其确立为分期的准绳。
　　德国探险队的另一位参与、领导者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的著述中，几乎原封不
动地援引了格伦威德尔的观点。
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继承了格伦威德尔所作的壁画样式分类，并加以深化
和系统化（参见附表五）。
他除借助写本对壁画题材做了精彩的考订外，对于榜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最突出的贡献即是倚赖205、207窟壁画榜题文字的研究成果，将前二人含糊的断代明确化。
其学说被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ur Indische Kunst Berlin，略作MIK）——克孜尔文物在西方的
主要收藏地——所采用，很少受到挑战。
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展览著录，都将瓦氏断代奉为圭臬。
　　综观格伦威德尔与瓦尔德施密特的分期方法，有两大特点：其一，充斥着“犍陀罗”、“印度”
、“伊朗”这样的字眼；其二，认为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将体现在绘画风格上，反之不同的画风应归
属不同的时代。
这种认知方法与德国乃至欧洲当时的学术背景——时代精神（Zeitgeist）观念与文化类型学（cultural
taxonomy） ——密切相关。
学者潜意识中受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支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the Great，r．BCE
336-BCE 323）东征的路线被等同于文明推进的路线，包括造型艺术在内。
另外，格氏与瓦氏本人的经历和知识结构也决定了他们采用的方法。
格伦威德尔对印度、伊朗、西藏、蒙古等地的宗教、神话、美术等都颇有造诣，很多撰著至今仍在必
读书目之列；至于瓦尔德施密特，则是哥廷根大学（Universitat Gottingen）教授、印度学与佛教语言
学大师。
在西域本土文化特质尚未廓清之时，两位学者从印度（犍陀罗）和伊朗文化的角度来透析西域美术，
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风格形式的敏锐感觉和注重文化内涵的大局观，是德国学者留下的宝贵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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