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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克孜尔石窟是龟兹佛教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圣地，是中国建造最早和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
窟群，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佛教艺术重要的遗产之一。
克孜尔石窟不仅是古代龟兹佛教艺术的绚丽窗口，而且是佛教发展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资料。
克孜尔石窟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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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康五年（284）竺法护在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到《阿惟越致遮经》的梵文本，译成
汉文，授与沙门法乘，使此经流布中原；太康七年（286）竺法护译《正法华经》时，有天竺沙门竺力
、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同参校；东晋宁康元年（373）月支居士支施仑在凉州诵出《首楞严经》、《须赖
经》、《上金光首经》，翻译者为归慈（龟兹）王世子帛延。
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这些龟兹佛教信徒为“副史”、“居士”、“世子”身份，都属于社会地位较高
的人。
他们都能将梵文或西域文翻译成汉文，这反映出很深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一个侧面看出，此前龟兹佛教有一个相当时期的发展历程。
4世纪中，已有龟兹佛教的直接记载见诸文献，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中载：“拘夷（龟兹）国寺甚多，修饰至丽。
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
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
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
剑慕王新蓝（五十僧）。
温宿王蓝（七十僧）。
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
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蓝者。
末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
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乃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
也）。
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
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
阿丽跋蓝（三十尼道）。
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
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
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
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
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
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
多持五百戒。
亦无师一宿者辄弹之。
”同书卷二还有东晋简文帝时（37l——372）沙门僧纯于龟兹国得胡本《比丘尼大戒》的记载。
此外，《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
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在公元4世纪时，龟兹佛教已十分兴盛。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确定克孜尔石窟的开凿年代，但根据龟兹佛教的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开凿石窟应该
是信仰的必然要求。
龟兹地区建造佛寺之始，开凿石窟也就应运而生了。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它包括建筑、雕塑和壁画。
石窟是佛教面向社会的艺术走廊，它是以造型艺术方式营造的“佛国世界”，促使信徒从艺术形象中
，加深教义的理解，培养深厚的宗教情感，激发人们对佛教信仰的追求和对佛陀的崇拜。
因而石窟的修建是神圣的功德之举，是当时社会信仰和宗教生活的精神结晶。
克孜尔石窟经历了千余年的沧桑变化，龟兹石窟的建筑遭到人为和自然的严重破坏，洞窟窟体已残破
不堪，雕塑基本无存，只有壁画保存较好，这些绚丽多彩的具有龟兹风格的壁画，就成为龟兹佛教最
珍贵的艺术遗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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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1卷):克孜尔石窟(1)》是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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