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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丝绸之路在整个古代世界是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大通道，又是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
路艺术也就成了古代世界最具魅力的艺术，处在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艺术的繁盛正是受惠于丝绸之路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要了解丝绸之路西域艺术，必须了解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要研究丝绸之路西域艺术，必须研究丝绸之
路西域文化。
因为，丝绸之路西域文化是丝绸之路西域艺术的母体，丝绸之路西域艺术又是丝绸之路西域文化的重
要载体。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在文化语境中已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
广义西域文化语境是东西方文化视野，而狭义西域文化仅指古代新疆文化，它同中国其他地域文化一
样是一种地域文化单元。
但这种文化因生态环境殊异、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宗教多元、民族和语言多源、东西文化交汇，成为
一种独特的中国地域文化单元。
对于丝绸之路西域文化的特质，季羡林先生有一段极富见地的话：“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
、自成影响而又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
，再没有第五个了，诚然这个文化交汇之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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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交汇处，西域艺术也因此始终处于一个开
放系统中，与东西方艺术是一种双向选择、双向回授的关系，既有纵向流传，也有横向交流；贸易往
来、宗教传播、民族迁徙、工艺提升、审美情感等等，都左右着文化变迁和艺术走向。
本书在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宏观视野下，通过微观剖析，探寻丝绸之路艺术的文化语境、生成机制
、艺术类型、本体论特征及不同文化、艺术间的关系。
本书版本采用新疆人民出_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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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丝绸之路文化的多元格局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与文化起源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探讨丝
绸之路中段西域文化的起源与发生，相当棘手。
这是因为，“西域确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因而关于西域旧石器时代的面貌目前还是不清楚
的”，“西域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和研究都很不够”。
究其原因，这个时期的零星石器等遗物绝大多数是在地表发现，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也没有确
定层位。
考古物证的缺环，虽然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也并非“山穷水尽”。
如果将有限的考古物证和其他学科提供的材料综合起来研究，还是会“柳暗花明”的。
　　“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
发展、变异的规律的一种学说”。
此学说认为，一些文化的特征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又受诸如风俗、道德、宗教、信仰、知识等文化
自身因素的影响。
在探究西域文化的起源时就不能避开“人对环境有影响，也受到环境的影响”这样的问题。
为此，首先要明了西域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
　　对于丝绸之路中段西域的自然环境，马松教授有一段精确的概括：　　这一地区拥有高原和山脉
一昆仑山与东部天山，山区中包括宽广的盆地；它还有广袤的无水沙漠、戈壁，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年
降水量仅为5－10毫米。
东部天山将两个巨大盆地隔开：北方（部）的准噶尔和南方（部）的喀什噶尔。
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占据，其夏季灼热异常，喀什七月份的平均气温高达33℃，
气候十分干燥，该城的年平均降水量仅为83毫米。
因此，对当地来说，水流与地下泉源显得极为重要。
最重要的河流是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及阿克苏河均注入此河。
塔里木河本身有个游移的三角洲，三角洲的分岔之一便流入内陆罗布泊。
这些河道的特点是：夏季因来自山上的融化雪水的供给而水流充沛，其流域的田地则唯有受到河水浇
灌时才能进行农耕。
那里主要生长沙漠和半沙漠的植物，只有在山坡与河谷地带方能见到森林区。
贫瘠而干燥的沙漠远较宜于畜牧之地为多。
只有山间河流离开峡谷或地下水源到达地面时，才出现丰茂的植物和绿洲。
沿着东部天山北麓和南麓以及西部昆仑山北麓的丘陵地带，绿洲形成一条长链。
是水源决定了自东至西的主要陆上通道，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从一个井泉到另一个井泉。
令骆驼队也感到十分艰难的这一通道，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地中海、西亚与古代中国的
文明联系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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