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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1世纪西藏的佛教艺术：从扎塘寺壁画研究出发》透过11世纪卫藏扎塘寺壁画多种艺术因素融
合这一重要现象，追溯其历史人文背景；揭示了西北吐蕃在公元9～11世纪成长及壮大的历史过程以及
它对卫藏佛教文化复兴与发展所具有的贡献；勾勒出公元9～11世纪期间中国西部多民族的佛教艺术交
相辉映的生动画面，从而证实两宋时期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程度远比我们以往了解的更
为深刻和广泛。
从一个西藏寺院个案——扎塘寺的壁画起步，逐渐向11世纪西藏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经由“下路弘
法”与西北吐蕃所建立起的特殊关系、11世纪中国西部佛教艺术文化圈的形成等纵深方向扩展。
由此“西北吐蕃”这个沟通卫藏与西北丝绸之路、西藏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化的重要政治文化实体，其
历史面貌与作用逐渐清晰起来，从而显现出安多藏区对藏传佛教文化史的重要意义。
　　10-11世纪佛教在雪域高原复兴，以寺院为中心的雕塑、壁画艺术迅速发展，但是能够留存至今的
已是凤毛麟角。
因而雅鲁藏布江南岸扎塘寺的壁画，是我们今天得以目睹11世纪卫藏早期壁画艺术风采的重要途径。
对于扎塘寺壁画艺术的研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丰盛淳厚的艺术享受，还将唤醒11世纪中国西部佛教
艺术发展过程中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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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导论：关于扎塘寺壁画的研究一、A系列国内关于扎塘寺的考察研究（一）西藏考古队的调查报告
（二）宿白的考察研究二、B系列西方相关问题的考察研究（一）G杜齐的考察研究1.“萨玛达类型”
的发现经过2.“波罗／中亚”艺术风格的提出（二）罗伯托·维塔利的研究1.对“萨玛达类型”研究的
深化2萨玛达类型序列的排出3.“萨玛达类型”的宗教文化背景4.“西夏说”的提出三、C系列西方学
者的相关研究（一）米歇尔·汉斯对扎塘寺壁画的考察研究（二）西方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三）简
妮·辛格与斯蒂文·格萨克的研究四、总结归纳和提出问题（一）以往关于扎塘寺壁画研究的特点（
二）问题在哪里（三）笔者的研究思路1对扎巴恩协、扎塘寺壁画的历史综述及认识2.重新考察“萨玛
达类型”与“波罗／中亚”艺术风格3.对西北吐蕃的重新认识4.扎塘寺壁画的艺术史定位第一章 扎巴
恩协与扎塘寺第一节 扎巴恩协的生平一、扎巴恩协的家世与生平二、扎巴恩协的密宗修习经历三、富
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第二节 扎巴恩协与鲁梅传承一、跟随鲁梅弟子格西漾休师出家受戒二、与格西漾休
共同主持“普波伽寺”系统三、扎巴恩协对弘传鲁梅“东律”的贡献第三节 扎塘寺的创建及历史变迁
一、扎巴恩协创建扎塘寺二、扎塘寺与鲁梅派三、扎塘寺与噶当派四、扎塘寺与萨迦派第二章 扎塘寺
中心佛堂的壁画第一节 扎塘寺中心佛堂的壁画与雕塑一、佛堂内的雕塑残存二、佛殿壁画的一般性介
绍三、第4铺与第6铺壁画第二节 扎塘寺壁画中的人物造型一、佛的造型二、菩萨的造型1菩萨的一般
造型2.“思惟菩萨”的造型三、弟子僧人的表现四、供养人的造型第三节 扎塘寺壁画中的特色图案一
、佛像的背光图案（一）扎塘寺佛堂的佛背光分类1.朴素样式2.复杂样式3华丽样式（二）简述8～12世
纪吐蕃系统佛背光图案的发展历程1.吐蕃时期佛背光的几种类型2.11世纪前期萨玛达类型的佛背光样
式3.12世纪以后卫藏的波罗佛龛式背光10g（三）扎塘寺壁画中佛背光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二、佛的莲花
宝座图案三、菩萨的宝冠图案第三章 扎塘寺壁画艺术分析第一节 扎塘寺壁塑的内容题材一、关于扎
塘寺佛堂雕塑主题的讨论（一）“八大菩萨曼陀罗”--早期的艺术表现主题（二）吐蕃前弘期与后弘
期早期的宗教艺术主题二、关于扎塘寺壁画题材内容的讨论（一）卫藏早期壁画遗存（二）扎塘寺壁
画内容为“说法图”（三）“说法图”题材（四）山西高平开化寺北宋的“说法图”第二节 扎塘寺壁
画的艺术构成一、印度艺术因素二、西域艺术因素三、汉地艺术因素四、西藏本土的因素第三节 扎塘
寺壁画的艺术成就一、扎塘寺壁画的艺术史传承（一）对吐蕃传统的继承（二）对卫藏“萨玛达类型
”的继承与延续（三）对新的波罗样式的吸收（四）北宋中原或西北汉式艺术的影响二、扎塘寺壁画
的艺术成就（一）艺术上的高起点（二）综合性与创造性的体现第四章 “萨玛达类型”第一节 艾旺
寺的雕塑与创建一、艾旺寺现存建筑与雕塑的基本情况1正殿2.东配殿3.西配殿二、根据杜齐报告还原
出来的艾旺寺雕塑1.正殿2.东配殿3.西配殿三、关于艾旺寺的历史综述第二节 艾旺寺造像的断代及风格
考证一、对艾旺寺雕塑风格的考证二、关于艾旺寺的断代三、11世纪卫藏艺术中的“唐风”（一）艾
旺寺建筑与雕塑的汉风（二）11世纪卫藏艺术中的“唐风”第三节 “萨玛达类型”的宗教源流一、后
藏二师的传教活动与萨玛达类型的寺院（一）江若地区（江布寺与艾旺寺）（二）仲孜地方（泽乃萨
寺）（三）白朗地方（夏鲁寺）二、鲁梅传承在后藏地区的发展第四节 下路弘法的源头--丹底与喇钦
·贡巴饶赛一、丹底寺二、喇钦·贡巴饶赛第五章 波罗／中亚艺术风格的形成第一节 关于“波罗”
问题的讨论一、11世纪卫藏的两种“波罗”艺术样式（一）菩萨装束的不同（二）构图的不同（三）
具体绘画手法上的差异（四）两者流行时期上的不同二、两种“波罗”艺术类型存在的原因分析三、
“波罗”艺术与丝绸之路第二节 关于“中亚”问题的讨论（上）一、“中亚”化的实质二、贝纳沟类
型三、萨玛达类型与贝纳沟类型的比较第三节 关于“中亚”问题的讨论（下）一、“中亚”化的多元
化性格二、“中亚”化与西北丝绸之路第六章 宗喀吐蕃文化第一节 关于西北吐蕃的历史综述一、关
于西北吐蕃二、西北吐蕃中的河湟吐蕃三、唐宋期间西北吐蕃的历史综述（一）宗哥吐蕃文化时期（
二）青唐吐蕃文化时期1唐末五代河西走廊西端的吐蕃国2.西凉府--六谷蕃部吐蕃政权3.河湟青唐喃厮
哕吐蕃政权四、关于唐宋时期西北吐蕃的族属第二节 吐蕃时期的宗哥文化一、关于“蕃与大蕃”二、
“蕃”与“大蕃”在民族成分上的区别三、“蕃”与“大蕃”在宗教文化上的区别第三节 吐蕃时期宗
哥地区的禅宗传承一、摩诃衍在吐蕃的禅宗传教活动二、虚空藏禅师的理论建树三、布·耶西洋的重
要贡献四、“善知识”禅宗谱系的活动年代及地点（一）活动年代（二）活动区域小结第七章 青唐吐
蕃文化第一节 北宋与西北吐蕃的政治经济关系一、宋蕃之间的战略联盟二、宋蕃之间的“茶马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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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北吐蕃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关系一、丝绸之路“青海道”二、河湟吐蕃与回鹘、于阗等族的关
系三、沙州（敦煌）与河湟吐蕃的关系第三节 河湟吐蕃的宗教文化一、关于西北吐蕃佛教的史料记载
二、河湟吐蕃社会中佛教的兴盛及蕃僧的参政三、北宋与西北吐蕃佛教文化的联系小结第八章 扎塘寺
壁画的艺术定位第一节 扎塘寺壁画与11世纪卫藏佛教艺术一、扎塘寺壁画与萨玛达类型的异同比较二.
新的波罗艺术样式出现于卫藏三、夏鲁寺贡康殿早期壁画的新印度艺术因素四、11世纪后期两种波罗
艺术类型的融合第二节 扎塘寺壁画与11世纪青藏高原佛教艺术一、11世纪青藏高原佛教文化之鸟瞰二
、扎巴恩协及扎塘寺壁画中的阿里派痕迹三、西北吐蕃与卫藏吐蕃关系的再探讨第三节 扎塘寺壁画
与11世纪中国西部佛教艺术一、西部三大佛教艺术体系在公元11世纪前后的融合（一）三大佛教艺术
各自的风格及流行时期（二）中国西部三大佛教艺术在11世纪的融合趋势二、西部佛教艺术大融合的
成因分析三、历史原因的探讨（一）三大系佛教艺术的不同发展态势（二）形成诸系艺术相互交融的
历史及民族原因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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