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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岁末，笔者《龙门石窟与西域文明》一书交付出版，继之遂有盘点旧忆、撮掇新题的设想
。
忆及此前，修学于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的女儿来信告诉我，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息表
明，中国与中亚有关国家正在酝酿、筹备跨地区联合将“丝绸之路”申报为世界遗产。
女儿随信建议我，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洛阳，其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史资料，正有必要通过系
统梳理公诸学界，以期为这一国际文化盛事奉献一例带有个案意义的价值成果。
之后，女儿寄来她近年收集的一组带有遗产学例案研究的笔记资料，提醒我尽快进行整体素材的董厘
和理性意义的探索，以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其转换成一种正式出版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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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外，由于唐代洛阳城内居住着大量的波斯、粟特等中亚侨民，所以洛阳地区多有西域胡人设
立的宗教祠庙。
据韦述《两京新记》和《元河南志》卷一记载，唐代洛阳城内修善坊有景教教堂“波斯胡寺”。
立德坊、会节坊及南市西坊并建有“袄祠”。
不仅如此，这一幢记文献中披露的“大秦寺”事迹，一方面直接透露了唐代东都建有景教寺院的历史
。
同时更与历史资料中记载“南市”一带建有“袄祠”②。
这类西域宗教场所的情形，共同反映了洛阳胡人聚居地带，流淌着胡人部落传统文化生态遗风的事实
。
中古洛阳域外人文行事的丛仍与斑斓，此次新出景教石刻可以折射一管之绚丽！
此外，审察这一石刻文物的形态构成，可知这一景教遗物在外在器物形制和内在意识形态上都有摹仿
佛教文化的迹象。
例如，这种八面棱柱的经幢结体，即直接仿照了唐代佛教陀罗尼经幢的形制特点。
而刊经上端除了“十字架”图徽明显带有西方基督教装饰理念外，其对称两侧的飞翔天神的刻画，并
非沿袭景教旧邦习习常见的带翼“天使”的模样。
其曲折婀娜的身躯及身后腰间凌空飘逸的披帛、裙下流荡的祥云，将这类画面人物刻画得与佛教造像
中的“飞天”极其地接近。
又从图象细部结构审察，以十字架为对称中心的两组天神形象，其头部造型又有著冠与蓄发两种类型
可以区别。
而其中著冠的一组，从其面貌刻画上观察，明显具有男性人物的气质。
如将其与另一组对比考察，则后者明显具有女性的风韵。
这似乎隐含着当时东来景教兼有阴阳二元崇拜的信条。
至于经文中言及大秦国“那萨罗城”、“和明宫”、“宝法云座”及“阿罗诃（上帝）”、“弥施诃
（基督）”诸中古胡语词汇，正有待学界方家通识梳理其西域名实之掌故。
其次，经文开首“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等等带有唱诗意味的“祝”词，从文体章法角度透
露出东来景教效仿佛经“偈语”及“梵呗”功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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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洛阳与丝绸之路》这一课题的产生，是作者几十年来在龙门石窟学习、工作的过程中，对中外文化
交流历史资料的积累而促成的。
当年收集这些文化史料的目的，主要是期望它们能对个人认识龙门石窟的文化背景有所帮助——因为
中国佛教艺术毕竟是一种域外文化传播、移植的结果——事实上笔者在龙门石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
自始至终都得益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文物资料的收集。
2005年岁末，笔者《龙门石窟与西域文明》一书交付出版，继之遂有盘点旧忆、撮掇新题的设想。
忆及此前，修学于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的女儿来信告诉我，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息表
明，中国与中亚有关国家正在酝酿、筹备跨地区联合将“丝绸之路”申报为世界遗产。
女儿随信建议我，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洛阳，其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史资料，正有必要通过系
统梳理公诸学界，以期为这一国际文化盛事奉献一例带有个案意义的价值成果。
之后，女儿寄来她近年收集的一组带有遗产学例案研究的笔记资料，提醒我尽快进行整体素材的董厘
和理性意义的探索，以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其转换成一种正式出版的学术报告。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时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先生，出于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
洛阳历史遗产的景慕，期间曾经商邀洛中若干读书之士，计划就一些地方文化史事给予纂著和出版。
首都学人如此娴雅之风量，自然赢得洛中同好异口同声地拥赞。
本书之能获得该社的出版，应该说完全得益于北京学界精英的博达与通识。
因此，当本书杀青晾汗的时刻，笔者无疑应该由衷感谢郭又陵先生对这类不期之撰赐予的厚爱。
笔者深知，以洛阳古代文化博大精深、享誉中外的历史底蕴，拙稿之肤浅为文实不足以揭示大干于百
一。
现今奉献给读者的这一稿本，只能是作者立足于个人能力和条件，对“洛阳与丝绸之路”这一精彩历
史乐章的稚素描白。
而书中一再援引学林方家之理性成果，则又端底显示着作者跟踪前贤英姿的蹒跚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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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洛阳与丝绸之路》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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