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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非　　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仅可以走到世界的尽头，还能够横穿整个人类色彩斑斓的生
存姿态和文明历史，甚至可以触摸到整个人类的生活状况及其隐秘的心灵。
公元前138年，在长安的帝国使者张骞就是如此，手持节杖，翻越秦岭，渡大河，穿越犹如刀锋一般窄
长的河西走廊，再荒芜“盐泽”，横渡西域“城廓诸国”，过葱岭，入中亚，第一次张开了东方帝国
的远眺之眼，也第一次发现了生命的辽阔性和苍茫大地的内在潜力。
　　这条道路，就是名扬千古的丝绸之路。
它既是历代英雄旌旗漫卷和马革裹尸的漫长征途，也是驼铃叮当与商旅绵延的贸易通道，更是中西文
化之间引进、输出乃至碰撞、演变的纷繁孔径。
在这条路上行走，不是与敦煌擦肩而过，就是与敦煌闪亮地相遇，这种光芒的对话，绵延了一千多年
的茫茫时光。
多少人的生死，离散，梦想，征战，都如花朵般破碎、沉淀，和随风远逝。
唯独敦煌却如心灵的珍宝，在时光的淘洗与高擎之中，成为人类精神的至高圣地，它是整个人类的血
液和思想喂养成的雪莲之花。
　　即使在当今的敦煌，每一个人所感受到的，还是多种文明混合成的迷离的味道，充满了容纳、渗
透和流变的雍容与自由的气息。
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恐怕都难以让人在拜谒与瞻仰之中，身不由己地发出牵动灵魂的喟叹和赞美，
并且会再三地弯下腰身，满心虔诚，向着寂寞而又神色灵动，灰暗而又光彩夺目的文明和艺术顶礼膜
拜。
　　《大美敦煌》从敦煌出发，每位作者都找到了接近神圣的理由。
尤其如常书鸿、段文杰等一批敦煌人，不仅用生命守护敦煌，更以灵魂的震颤，咏叹着敦煌。
他们跟敦煌血肉相连，生死相依。
常书鸿、段文杰、高尔泰、潘絮兹、史苇湘、欧阳琳、萧默等人，都与敦煌有着类似的密切联系，为
敦煌作证，也被人们记住。
他们对敦煌艺术、文化的弘扬与保护，研究和阐发，以及对敦煌那种舍却一生的热爱与献身，已经成
为叙述敦煌文学的话题。
　　刘白羽、冯骥才、冯其庸、高平、林斤澜、余秋雨、张抗抗、周涛、贾平凹、林染、北岛、王家
达等人，以其对艺术和生命的高度体悟，将自己与敦煌在不同时间与境遇中的神会、识见和观察，梳
拢洋溢文采的笔端，字字珠玑，响遏行云，独辟蹊径又气象万千，满怀虔诚且出神入化。
在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本书中的《莫高窟》一文，是秋雨先生最新的修改之作，较《文化苦旅》
中的原文更为宽泛博大，发现和感悟更为悠远畅达。
　　这些行走者顿悟生命和参透敦煌的文字，与其说是敦煌对他们的赋予和启发，不如说它与才人名
士的相得益彰，也是每个人建立在自己心中的关于“圣域”的心灵之签。
本书当中，还有一些与敦煌有着多种渊源的外籍作家和学者的上乘佳作，如井上靖、平山郁夫，不管
他们距离敦煌如何遥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他们的内心中，总有一丝对敦煌乃至河西大地
、整个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景仰之情。
　　敦煌的魅力显然是超出了它在中国的范围，也超出了亲历与向往者的“到此一游”，乃至朝觐和
拜谒的想象。
敦煌从来都是屹立着的，也是多维的，它自身散发的光亮来自于四方，也一如既往地烛照着四方，它
始终照亮着无数人生中一条叫阳关的大道。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现在，落寞于西北一隅的敦煌，俨然是一个艺术的“圣地”，和精神与灵魂上的
“香格里拉”。
在当代，无论怎样的艺术，都可以从中找到原点，也都可以得到天启般的辉映与箴言。
这绝对不是标榜和夸张，我甚至觉得：任何一个艺术的人，如果不来一次敦煌，也许就无法提升自己
的胸襟和视野，无法破解艺术之所以永恒的密码。
　　一批中青年的写作者也走近了敦煌，敦煌注定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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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从容淡定，洗净身心，忘却烦恼。
生命和灵魂的污垢注定要被冲刷干净。
筱敏、马步升、杨献平、雒青之、周佩红、莫小米、梅洁、晏苏、王若冰、阿贝尔、第广龙、胡杨、
洪烛、朱金晨、孙江、吴佳骏、非我、方健荣、刘学智、马旭祖、史德翔、秦川、关瑞、周兵、夸父
、陈思侠等人，对敦煌乃至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的参悟和解读，都各具神色。
这样可以使阅读者登高俯视，屹立于三危山的顶颠，览尽河西走廊历代战乱的烽烟，乃至苍生风物的
古往今来。
杨献平在其散文《莫高窟：从神灵到众生》中说，敦煌是古代平民艺术在今天的空前胜利（大意）。
当然，是文明在流变时的那种婉转与优雅，痛苦与安详。
是隐身于荒野的旷世之美、黄钟大吕和天籁之音。
尘世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前生今世，也能够从那些简单笔调中，发现自己生命乃至灵魂
的某些轨迹。
王若冰、雒青之、雨沙等对敦煌“伤心史”的不同探询，使我们更加从特定历史背景中认识到敦煌的
阔大、深刻、矛盾、宏厚，这是一个盛满尘世夙愿、现实梦想、苍天诸神、芸芸众生的微缩的人间和
上天的混合体，一座艺术的都城，一阙内心的宫殿。
阿贝尔、孙江、朱金展，在丝绸之路上最光明的阳关行走中，收获无边的诗情，了悟人生的真谛。
敦煌，因之在青年作家的笔下，焕发出更加贴近心魂的大美。
　　马克斯?拉斐尔在其《理解艺术的挣扎》一书中说：“艺术作品始终是自然（或历史）和心灵的综
合。
因此，它获得某种因素所不具有的自主，这个独立性是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有着心灵的真实。
”其实，敦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传说，一个建立在尘世上的朴素宫殿和心灵幻影，它在流变中
固定自我，在传播中兼容并蓄。
敦煌大有大无，大偏僻又大自在，大沉默又大喧哗，大简单又大庄重。
是宗教，是信仰，是神灵，又是众生。
面对敦煌，无论是怎样形容和赞美，她都可以容纳。
如这本《大美敦煌》，它是丰富的，沉思的，疼痛的，由此及彼的，也是衔接紧密，始终外溢的。
从中，不仅可以窥见敦煌及其蕴藏的多个层面，还可以领略到整个河西走廊斑驳、混血的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和质朴自顾的现实境况。
　　应当说，这是一本硕儒和名士际会、前辈与后生同台，有着典藏价值的美文汇编，她展开的是百
结柔肠、烟云苍茫的敦煌之梦，也是一部思接千载、内省自察的高拔之境。
但这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因为真正庞大与无尽的敦煌，总是会向着更多的人群，更多的时间展开。
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过往到未来，在丝绸大道、风尘砾石之上，会像来到、又来到、再来到、还会
来到的人们一样，脚步沉实，神色虔诚，络绎不绝地瞻仰。
　　《大美敦煌》的选编者方健荣先生，是一位诗人和散文作家。
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弘扬敦煌文化，从事文学创作。
在敦煌有这样继往开来和发扬光大的文化使者，真值得庆幸。
　　2010年5月26日于北京静淑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美敦煌>>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硕儒和名士际会、前辈与后生同台，有着典藏价值的美文汇编，她展开的是百结柔肠、烟云
苍茫的敦煌之梦，也是一部思接千载、内省自祭的高拔之境。
    但这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因为真正庞大与无尽的敦煌，总是会向着更多的人群，更多的时间展开
。
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从过往到未来，在丝绸大道、风尘砾石之上，会像来到、又来到、再来到、还会
来到的人们一样，脚步沉实，神色虔诚，络绎不绝地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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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健荣，笔名大野，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于敦煌。
1990年以来，先后在《诗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诗潮》台湾《葡萄园诗刊》《诗探索》《
诗歌月刊》《新华日报》《甘肃文艺》《山东文学》《飞天》等30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400余篇（首
）。
作品多次获奖，并被选入《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西部散文精编》等多部选集。
出版《天边的敦煌》，与人合著《散文中国3·大地上的九座村庄》，主编散文选《敦煌印象》、中
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敦煌曲子戏》等书著。
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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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月牙泉何生祖  最忆是敦煌韩维民  酒洒阳关阿贝尔  阳关故人晏  苏  渥洼池思马第广龙  敦煌七里镇
看树杨献平  莫高窟：从神灵到众生奠小米  画出那条长线（外一篇）朱金晨  古道阳关梅  洁  楼兰的忧
郁夸  父  汉门关考察记陈思侠  阳关三叠2刘学智  阳关大雪王若冰  道士塔前姜生治  佛爷庙湾记游马步
升  魔鬼城的震撼奏  川  探访湾窑墩李若锋  走近敦煌马旭祖  阳关大道周  兵  敦煌随想庐  野  寻找疏勒
河周佩红  莫高窟随想王兰玲  留在阳光里的辙印王家达  深夜，我站在孤魂的身旁林斤澜  骆驼筱  敏  
鸣沙流山（外一题）史德翔  心中一弯月牙泉非  我  高山先生许  实  敦煌之恋北  海  莫高窟边振虎  天边
的雅丹单之蔷  斯坦因不知是“强盗”雨  沙  蒋孝琬，这一个敦煌的魔影肖  也  敦煌山庄遐想吴佳骏  
记忆中的敦煌范  婉  夜夜敦煌入梦来尔  邑  玉门关漫记方健荣  阳关的风吹编者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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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访玉门关、阳关　　五月，应中国邀请，访问了敦煌。
在敦煌逗留的五天里，安排其中一天去玉门关和阳关。
访问敦煌，实现了我长年的愿望。
而去玉门关和阳关，原先没有这个日程，临时决定，实在是一种幸运。
　　早晨八点，离开敦煌招待所。
吉普车五辆，中方随行二十一人。
北京的全程陪同孙平化先生，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兰州、酒泉、安西的有关方面负责人
也一起前往，而且还配备一名女医生。
日本方面除了我之外，还有清水正夫先生，一共六个人。
玉门关、阳关是汉朝西域史上重要的历史舞台，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分别是西域北路和西域南路
的起点。
到了唐朝，玉门关移到敦煌东面，大概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或者为了开辟一条通往西域的新路吧。
所以，阳关就成为唐朝东西方贸易的大门，十分繁荣。
　　玉门关遗址在敦煌西北八十五公里处，一路上半是戈壁半是沙漠。
我从兰州到敦煌，不论是坐火车，还是坐吉普车，每天所见的都是戈壁和沙漠。
自以为对戈壁和沙漠已经习惯，可是出了敦煌往西走，才看见真正的戈壁滩。
一眼望去，没有一个村落，只有小石子的原野向远方伸展，连骆驼草也没有。
车子顺着旧车辙往前走。
如果这也叫道路的话，道路如同一条不断弯曲的白带。
　　和我坐在一起的常书鸿先生去过三四次玉门关，但坐吉普车去还是第一次，总是骑骆驼，路上单
程就需要半天，所以回来时已是夜晚。
大约一个小时后，路面开始起伏，戈壁滩上散布许多小沙丘，但很快又平坦开来，左边远处出现低矮
的山脉。
　　三十分钟过后，地面又开始起伏不平，点点小沙丘和一片黄麻、枯苇。
我们停车休息。
这个地方名叫“芦草井子”。
“井子”就是“水井”的意思。
大概附近有水井，自古以来就是旅行者休息的地方吧。
　　车子在开路车扬起的沙尘里行驶。
这一带到处都是圆土块，土块上都长着草。
其实并非土块上长草，应该说是长草的地方挡住风沙，起到固土的作用。
车子在这种土块地带行驶，剧烈颠簸。
这些长草的大土块几个连接重叠在一起，形成土丘。
三十分钟以后，终于看见沙海前方火柴盒般的玉门关遗址。
从敦煌出来，路上花费大约两个半小时。
　　我们在玉门关遗址前下车。
遗址如一个巨大的土箱。
箱子的上层部分已经坍塌，没有顶棚，西墙和北墙各有一个入口。
光凭外观，看不出是什么建筑物。
墙壁由粘土和砖头砌成，底部约厚四米。
这样的墙壁组成巨大的四方形箱子。
虽然上部已经坍塌，但剩余的部分也足有十几米高。
这座沙漠里的废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视为玉门关遗址的。
在清朝被称为小方盘城，但1907年斯坦因推断为汉朝的玉门关遗址。
斯坦因在这一带发现很多与汉朝的玉门关相关的木简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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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史学界也认为这是汉朝的玉门关遗址。
　　进入遗址里面，墙壁边长为十五米。
就是说，这是十五米见方的土箱。
玉门关原先是国境警卫军的司令部呢，还是管理去异域旅行的人的衙门？
这个问题似乎还不太清楚。
　　我站在废墟外面，只见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沙子。
这一带虽说是戈壁滩，但更像沙漠。
　　西面五公里处有长城烽火台，看过去显得很小。
我们坐吉普车到烽火台去，其实是一座很大的烽火台，南北都是连绵不断的长城。
但是，这些长城有的已经完全倒塌，有的还明显留着长城的遗迹，还有的如一段小土堤。
　　我看着往南延伸的长城，远处还有三四个烽火台。
距离相当远，看上去很小。
因为是无边的沙海，没有东西遮挡，可以远眺。
中国古籍记载，“每五里一烽，每十里一燧”。
一旦有事，白天放狼烟报告，夜间烧火告急，都是利用烽火台。
无论是长城、烽火台、玉门关，都是两千年前修建的。
即使有的完全坍塌，有的半是毁坏，但遗迹还能保留在沙漠上，大概因为沙漠异常干燥的缘故吧。
　　从烽火台的高地上往西，即古代国境的长城外面眺望，眼前是起伏的小沙丘，稍远处生长着沙漠
草，再过去是断层地带，然后是辽阔的沙海，尽头处是低矮的沙丘连成一片，一直通往五百公里以外
的罗布泊。
　　东面的长城也是无垠无际的沙漠，不见山影，到处都生长着枯芦苇、黄麻、芨芨草等沙漠的野草
。
　　站在这里，很难想象汉朝时玉门关的繁荣景象。
这一带应该驻守许多戍边战士，排列着一排排的营房。
　　另外，从西域来的旅行者大概从某个地方进入长城以内，在玉门关接受调查，办理手续，或者在
这里住一个晚上，或者直接去敦煌。
相反，前往西域的旅行者也在这里办理同样的手续吧。
那么，这里应该建有给旅行者提供住宿的旅馆，也许各种各样的店铺也鳞次栉比。
　　然而，一旦北方游牧民族侵犯袭击，这沙漠中的兵营就完全发挥另外的作用。
长城线上，白天狼烟滚滚，夜间烈火熊熊，通过这种手段把紧急情况传递给后方的军事基地敦煌。
玉门关以及周围的沙漠在紧急时刻的景象很难具体浮现在脑子里，但只要想象一下一座又一座烽火台
燃起烈焰一直延续到地平线的夜景，实在是世间未有的美丽。
长城外面，黑暗里响起巨大的青铜器军鼓的声音；长城内侧，烽火台的烈烟在沙漠里形成巨大的椭圆
形，天空镶嵌着繁星的冷光。
啊，战争，在那个时期就应该停止。
　　我曾几次把玉门关作为小说创作的舞台，其中有一篇描写汉朝著名武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作品。
李广利为了得到汗血宝马，远征天山山脉那边的大宛（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纳盆地），从而
留名青史。
第二次远征成功，但第一次大败而归。
他率领数万军队出征，两年后只剩下数千人败归玉门关。
　　李广利在玉门关上奏战败的情况，请求再次出征。
几十天后，从国都紧急派来特使，传达上意。
把李广利的军队全部赶到关外，并命令守关士兵紧闭关门。
　　——军敢入者，即斩。
　　李广利无奈，只好驻守关外，每天忧郁度日，尽心准备，一年后再度远征。
也许当年李广利就是在我们看到的烽火台那边建造军营，每天夜晚听着沙漠的风声，备受失意郁闷的
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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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篇描写为实施汉朝的西域政策而半生在沙漠里度过的后汉将军班超故事的小说。
班超晚年上书说：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
骨肉生离，不复相识。
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亡故。
超年最长，今且七十。
衰老被病，头发无黑。
班超在请求回国的奏章中还这样写道：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这个玉门关就是我们现在站立的玉门关。
我在长城的烽火台遗址上吃午饭、喝茶、吸烟，还仰躺在地上，这些举动实在对不起班超。
一点二十分，我们离开玉门关遗址，沿原路回到芦草井子，然后往东南奔向阳关。
说自己曾去过一次的司机在前头引路。
车子又一次进入圆土块地带，土块上的芦苇都已枯死。
云彩如美丽的薄纱。
气温三十四度。
戈壁滩的地平线处出现湖水的海市蜃楼。
常书鸿先生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海市蜃楼”四个字。
司机突然说“麦气”，翻译说是“逃水”。
司机看着前方路上水的幻影继续前进。
从玉门关到阳关六十一公里，车子行驶的时间却长得令人难以相信。
五辆吉普车为了保持一定的速度，在戈壁滩上随意行驶，如同军事演习一样，而且好几次停车，让发
动机散热。
三点四十五分，终于来到阳关附近的南湖人民公社农场。
吉普车在这里灌水后离开。
一会儿，远处土丘上出现烽火台。
这是阳关附近的长城烽火台，但不知道走哪条路才能到达烽火台。
车子在土丘周围转来转去，转到南湖人民公社林场，向那里的两三个人问路。
常书鸿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果如其言，要到达阳关确非易事。
车子好不容易开到烽火台的高地下面。
我们登上烽火台，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海，差不多中间地带是阳关遗址。
我们站在烽火台上，四周是起伏的小丘陵。
隔着波浪般起伏的丘陵，俯视着远处的阳关遗址。
烽火台丘陵的东面是巨大的断崖直落谷底。
丘陵地带都是红沙，再远处是黄沙，阳关遗址地带的左面是绿洲。
太阳还高挂在西天，我一看手表，已经六点十五分。
我从烽火台的高地上下来，站在吉普车附近，想到阳关遗址那一带去。
于是和孙平化先生等四人一起从长长的沙坡下去。
脚下的斜坡上残留着黄羊的足迹，一片枯黄的骆驼草，但是从草根又钻出绿色的嫩芽，草上的刺还很
柔软。
蜥蜴跑过去。
这里还是春天。
我们走到阳关遗址。
我站在遍地都是土器碎片的地面上，点燃一支烟。
我想起“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诗，望着没有故人的西面，看见西方的地平线上有一个湖。
那是海市蜃楼的湖。
我们回到烽火台的高地上，这一趟往返一个小时。
七点五分，我们坐车返回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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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六十五公里，道路很好，八点二十分回到敦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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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美敦煌》从敦煌出发，每位作者都找到了接近神圣的理由。
尤其如常书鸿、段文杰等一批敦煌人，不仅用生命守护敦煌，更以灵魂的震颤，咏叹着敦煌。
他们跟敦煌血肉相连，生死相依。
常书鸿、段文杰、高尔泰、潘絮兹、史苇湘、欧阳琳、萧默等人，都与敦煌有着类似的密切联系，为
敦煌作证，也被人们记住。
他们对敦煌艺术、文化的弘扬与保护，研究和阐发，以及对敦煌那种舍却一生的热爱与献身，已经成
为叙述敦煌文学的话题。
　　刘白羽、冯骥才、冯其庸、高平、林斤澜、余秋雨、张抗抗、周涛、贾平凹、林染、北岛、王家
达等人，以其对艺术和生命的高度体悟，将自己与敦煌在不同时间与境遇中的神会、识见和观察，梳
拢洋溢文采的笔端，字字珠玑，响遏行云，独辟蹊径又气象万千，满怀虔诚且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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