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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三种。
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对我的学习经历和文集内容略作说明。
    我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但在1957年教员资格被取消。
1970年代末恢复教职后，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亚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文
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种种际遇使我较早接触了中亚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两个领域，从1950到1970年代，在接连不断的政
治运动中，我和父亲张锡彤先生利用运动的间隙，一起翻译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V．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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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作者看来，20世纪大量新出土中古中国时期的文本和图像材料，如果把它们放在亚洲的范围，进而
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那么，隋唐时期呈现的中国文化面貌，显而易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对之进行考察的视阈既不能限于长安洛阳，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镇为重点的西域。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统，成就了唐代的辉煌。
渊源于西亚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残片和来自西亚的祆教性质的图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对这种开
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细节表述。
本辑所收文章是一些个案研究，用意在于追寻中古时代欧亚之间的内陆交通往来，并探讨中古中国与
外部世界在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等不同层次上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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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广达，1931年5月生于河北青县。
1953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1983—1989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89年6月后常住法国，先后在法国、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学术机构和大学兼职。
1989年8月法国亚洲学会授予荣誉会员，1993—1994学年度法兰西学院国际讲席教授，1999—2002年在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三年，2003年1月，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语言学部授予荣誉历史学博士学位
。
2008年7月1日，作者当选第27届“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唐末五代到宋初的社会变革；唐代西域的文化汇聚；中世纪欧亚内陆的文化交流；百
年来中、日、德、法、俄诸国的汉学家与东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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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两朝号称我国封建社会
的盛世。
两朝的典章制度渊源于魏晋南北朝，并在隋唐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得到显著的发展。
唐中叶（755年）前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相继发生变化，但物质文化生活依然繁荣兴盛。
如果人们进而在空间上着眼于整个东亚地区，在时间上着眼于稍后的五代和宋朝，那么就可以看到
，6世纪末到13世纪，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显著发展的阶段，而且也是中国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发生深远
影响的时期。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隋唐律令格式以及从中演变而来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经过汉地五六百年消化吸收
而发展起来的佛教诸宗和宋代理学，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影响到当时的许多民族。
东亚文明之所以被称为东亚文明，应当说其主要特征是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
    在隋唐盛世，中原文明的特征之一是它与周围地区，特别是与西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隋唐上承汉魏以来的文化传统和南北朝以来的社会发展趋势，既善于归纳前期中国文化的成果，又善
于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博采外来文化的长处，故能成就其文化昌盛的伟绩。
在隋唐时期，多种文化交流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
当时，珍禽、怪兽、奇花、异草、香料、药石、珠宝、金银、玻璃器皿、织物、矿产品等海外珍奇纷
纷传来。
佛教盛行，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布中土。
西亚伊朗、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也把富有特色的文明，特别是音乐、舞蹈、绘画等源源传入中原，
使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以及另外一些大城市纷纷呈现出国际性的风貌。
还应指出，在隋唐五代时期，许多蕃将身居要职，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蕃兵蕃将来自许多民族，特别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各民族。
他们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传播到中原地区，使南北朝以来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原历史的局面得以延续。
这一情况已为人所熟知，无需多叙。
因此，本文标题虽叫作“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但内容将不涉及人们熟知的
许多事实，而只粗略考察这一交流过程的某些侧面。
即便如此，笔者自知这一课题也超出了笔者的学力，然愿略陈所见，求教于读者。
    人们在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时得到的突出印象是，这里受着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
，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
    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两汉、西晋、五凉。
吐鲁番吐峪沟地区出土的公元296年（西晋元康六年）之竺法护、聂承远等人所译《诸佛要集经》一叶
，表明汉地佛经的西传。
。
罗布泊地区所出晋简和东晋成和年间（326-334年）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王书简草稿，反映着当时
中原对西域的政治影响。
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在吐鲁番始置高昌郡。
，以后经历了前秦苻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高昌一直为凉州属郡。
此后在阚、张、马、麴氏于高昌称王时期，“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
“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
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
”近年由唐长孺先生主持整理的前凉以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为说明中原与西域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大
批珍贵的原始史料。
在唐代，中央王朝的政令及于安西四镇地区，文化影响更甚于前此时期。
例如，史籍记载封常清的“外祖犯罪流安西（今库车）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
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
更为典型的例证是哥舒翰的情况：翰父原是突骑施哥舒部落的后裔，母乃于阗王家尉迟氏之女，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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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成为深深汉化的一名蕃将。
有趣的是，20世纪初安西（今库车）的库木吐拉出土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张良传》
写本残片，皆为唐代抄本。
196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现《论语郑氏注》写本，写本题记作“景龙四年（710年）三月一日
私学生卜天寿口”，“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口”。
本世纪初，日本人在吐鲁番的吐峪沟也获得过《论语郑氏注》残叶。
看来，在高昌和在敦煌一样，郑注《论语》为莘莘学子所讽诵。
由此可见，这些残存至今的汉籍写本可以说是上引史文的实物证明。
    727年到达安西的慧超留下了《往五天竺国传》，今存敦煌残写本“；751年前不久杜环经行碎叶，
今存《经行记》辑本；788－789年停留安西的悟空也有行纪存世。
从这些记载来看，在8世纪末叶以前，当时西域存在不少汉僧汉寺。
就汉寺而言，安西有大云寺、龙兴寺、莲花寺等，碎叶及疏勒有大云寺，于阗、北庭、高昌有龙兴寺
。
此外，于阗东北丹丹乌里克有护国寺，于阗以北的麻扎塔格也有汉寺。
另据伯希和编号P．2889号敦煌写卷《须摩提长者经》，于阗还有敕建开元寺，该残卷卷首题有“于阗
开元寺一切经”，纸背有于阗文15行，可为证。
如所周知，则天武后曾于690年（天授元年）下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738年（开元二
十六年）并改为开元寺；705年，中宗复辟，命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后寺改名龙兴寺
。
由此可见，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均为国立寺院，这些寺院的存在表示唐朝依然在西域保持着某种
权威。
这些寺院成为蕃汉僧人活动的基地，不时进行着共同译经的活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

编辑推荐

《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编辑推荐：自1900，1991年起，在我国大西北地区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
盆地边缘上的绿洲废墟，次第发现了汉晋时代以来的简牍、胡语文书和带有图像的文物⋯⋯人们在考
释简牍内容和检阅传世文献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简牍的词句虽然简略，但是经过和文献记
载互勘、互证、互补，可以阐发简牍和文献记载的丰富内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细节。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出土史料，简牍显然比书本记载更多反映历史情状，古代生活中的不少情节端赖
出土简牍而再呈现。
至于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历史时空中已经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没不彰的情节借
此而得重显于世⋯⋯学术研究从此受到文本、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动，气象日新月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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