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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6卷):柏孜克里克石窟》包括了：高昌石窟壁画艺术吐峪沟石窟高昌郡至高昌
国时期（公元327至640年）菩萨、禅观图、禅观图、禅观图、禅观图、千佛、千佛局部、千佛局部、
窟室内景、千佛、塔及千佛、说法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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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一新产生的石窟寺艺术形式保持了鲜明的内地特色。
壁画内容与佛教典籍无关，而以高僧及其生活场面为表现对象，柏孜克里克第82、83号窟属于此类洞
窟。
第82号窟前室是一个长方形横券顶窟，绘制壁画，后室是一个封闭的半地下室式的小暗室，存放着高
僧的舍利匣。
而这种前后二室的形式又是因地制宜采取当地传统建筑工艺修建的，与其他地区的都不一样，具有地
方特色。
高昌地处丝路要冲，石窟艺术受到东西方的影响是情理中事，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昌石窟明显不等同于
敦煌石窟。
宣扬禅学，满窟连续绘制“比丘禅观图”的禅窟不见于敦煌，高昌禅学虽深受龟兹佛教的直接影响，
但类似情形也未见于龟兹石窟，它是高昌佛教在接受外来佛教文化后创造的一种新形式。
再如吐峪沟第44号窟与莫高窟第275号窟有着渊源关系，但《婆罗门妇害姑缘》、《莲花夫人缘》不见
于莫高窟早期洞窟已知9种11幅因缘故事画，根据壁画与佛经出现的相对年代推测，这2幅壁画的粉本
显然是创作绘制于高昌。
即使相同题材，两地构图也有所不同。
莫高窟第275号窟中的尸毗王，举身坐在靠近画面中部一端的秤盘中，而吐峪沟第44号窟中的尸毗王则
置身于靠近画面边缘一端的秤盘中，前者画面紧凑，后者对称均衡，各有千秋。
如《毗楞竭梨王本生》的面面中，莫高窟第275号窟中施刑者站立钉其胸部，而吐峪沟第44窟中施刑者
一腿单跪钉其腿部。
可见两地佛教艺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彼此并非翻版，古代画工不是简单地硬搬照描，而是吸收融化各
种艺术营养，不断地求创新求发展，即便于类同中也力求变化。
《婆罗门妇害姑缘》、《莲花夫人缘》的创作绘制，尤其前者，反映了佛教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揉
合，窟顶塑绘结合的莲花纯系我国古代建筑上的“反值荷蕖”，它与佛教象征净土的莲花内涵交织在
一起，这些体现了高昌石窟初创阶段接受外来佛教艺术时不断民族化的倾向。
北凉西迁，将高昌石窟艺术推向一代高峰，具有承前启后的效果。
中心柱窟是麴氏高昌时期的代表形式，这种洞窟形成于龟兹，故有人称为“龟兹窟”，高昌援用这一
窟形没有照抄其内容。
龟兹石窟中常见的裸体菩萨和裸体舞女、典型的菱格画都销声匿迹，顶部一般绘平棋图案，常见的题
材有说法图和千佛，在满壁千佛中间插绘一幅一佛二菩萨式说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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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6卷):柏孜克里克石窟》是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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