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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圣天别传：丝路佛国的唐风铸魂者
□ 尼雅居士

一、身世与早年：唐风浸润的塞
外王族

1. 尉迟氏的血脉密码
于阗王族尉迟氏系印欧语系塞种人

后裔，其先祖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建立
的于阗国。敦煌文书记载：“其王尉迟氏，
自云先祖乃毗沙门天化身，食玉河之精而
生。”《新唐书·西域传》载：“于阗王姓尉
迟，名屋密，贞观九年遣子入侍。”至晚唐
时期，尉迟氏已深度汉化。李圣天祖父尉
迟诘曾遣使向唐僖宗进贡玉圭、驯象，其
父更以“大唐特进”自居，在敦煌莫高窟第
454窟留有汉装供养像。

2. 长安之风的沙漠启蒙
李圣天幼年师从安西都护府流寓文人

张承奉，精研《论语》《汉书》。吐鲁番出土文
书记载其十二岁作《玉河赋》：“昆仑雪浪化
琼浆，琢就乾坤正气长。”成年后仿唐太宗建

“弘文馆”，收藏《史记》《贞观政要》等典籍。
敦煌遗书《于阗使臣奏表》称其“虽居葱岭之
西，心慕华风之盛”，日常以汉字书写诏令，
宫中设“唐音舍人”专司文书汉译。

3. 姓氏革命的政治宣言
公元912年即位时，尉迟散跋婆改汉

名“李圣天”，开创西域史上罕见的姓氏改
革。敦煌文书《于阗王致沙州书》明确记
载其改姓理据：“慕周礼而定衣冠，法唐制

以正名号”。莫高窟第 98 窟供养人题记更
以“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的全称，
昭示其对中原正统的追认。此举既是向中
原示好，更为整合境内汉人势力——据和田
出土户籍残卷统计，当时于阗国都约有三成
汉人定居，多系安西四镇驻军后裔。

二、治国方略：再造西域的“小
中华”

1. 政治制度的精微移植
州郡体系州郡体系：：仿唐十道制设六州，其中

绀州（今和田）刺史兼领“安西节度观察
使”。敦煌莫高窟第 454 窟壁画中，可见汉
式衙署建筑群与于阗风格的佛寺相邻而立。

官僚制度官僚制度：：设中书令、尚书仆射等职，
1972 年策勒县出土的“同庆三年尚书省
牒”，完整保留了唐代公文格式，钤有汉文

“大宝于阗国中书省印”。
法律融合法律融合：：《于阗法典》残卷显示，其

刑法参照《唐律疏议》，婚姻法则保留“兄
弟共妻”的塞种传统。

2. 文化融合的具象表达
衣冠礼制衣冠礼制：：敦煌98窟供养人像中，李

圣天头戴通天冠，十二章纹衮服垂旒九
串，完全符合《大唐开元礼》规制。而随侍
的于阗贵族则着波斯式锦袍，展现多元朝
堂风貌。

宗教政策宗教政策：：在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发

现的《毗沙门天王决疑经》汉于双语写本，
印证其“以佛护国”方略。同时允许祆教
祭祀，喀拉墩遗址出土的粟特文火坛铭文
记载：“王赐银百两，修阿胡拉神庙。”

饮食风尚饮食风尚：：宋代《清异录》载：“于阗王
席，前设汉式金叵罗，后置波斯银胡瓶。”
米兰古城出土的餐具有汉式漆箸与粟特
银勺共存的场景。

3. 丝路外交的纵横捭阖
归义军联姻归义军联姻：：公元933年迎娶曹议金

之女，敦煌文书《贺于阗王加官状》记载婚
礼“汉装胡乐相杂，五里红妆映雪”。

中原朝贡中原朝贡：：后晋天福三年（938 年）贡
使团携带的“玉圭长二尺，色如截肪”，令
中原震动。《五代会要》载晋高祖赐“汴京
永泰坊宅一区，供于阗使节常居”。

宗教外交宗教外交：：公元965年遣摩尼教大慕
阇携《仪略》赴宋，谋求与中原新兴道教的
对话，此事见于《宋会要辑稿》“于阗国请
赐道藏”条。

三、军事抗争：佛国铁骑的百年
征战

1. 喀喇汗王朝的东进狂飙
10世纪初，喀喇汗萨图克·布格拉汗

皈依伊斯兰教，推行“圣战”政策。阿拉伯
史家伊本·阿西尔在《全史》中记载：“喀什
噶尔的佛寺燃起大火，青铜佛像化作金水流
淌。”李圣天以“佛门护法”自任，在麻扎塔格
戍堡遗址出土的于阗文檄书中写道：“宁可
碎身如昆仑玉，不教邪火焚贝叶经。”

2. 战略防御体系的构建
地理屏障地理屏障：：沿叶尔羌河、和田河、克里

雅河构成三道防线，策勒县波斯坦遗址发
现大型烽燧群，每三十里设汉式方形戍堡
与波斯圆形塔楼相结合的防御工事。

混合兵团混合兵团：：军队编成包括汉式陌刀
手、突厥轻骑兵、吐蕃重甲士，《突厥语大
词典》记载其精锐“玉龙军”装备“中国式
锁子甲与印度弯刀”。

情报网络情报网络：：敦煌文书显示，于阗在疏勒
设立“佛商会馆”，以商队为掩护搜集情报。

3. 关键战役的微观重现
喀什噶尔争夺战喀什噶尔争夺战（（969969年年））

《于阗史》残卷记载：“马继荣率汉人
弩手夜登城墙，箭雨如蝗，敌酋阿里·阿尔
斯兰汗毙于城隍庙前。”此战缴获的喀喇
汗战旗现存乌鲁木齐博物馆，上有阿拉伯
文“万物非主”与汉文“李”字重叠墨迹。

殉教者岭战役殉教者岭战役（（10001000年年））
波斯文《武功记》描述：“于阗人驱赶

牦牛群冲击阵线，牛角缚火把，尾系铜
铃。”此役后，塔里木盆地南缘保留佛教文
明直至11世纪中叶。

四、遗产与评价：多元文明的永
恒丰碑

1. 物质遗产的现代印证
丹丹乌里克壁画丹丹乌里克壁画：：四臂观音脚下绘有

太极图案，飞天手持排箫与筚篥共舞。
策勒窖藏钱币策勒窖藏钱币：：开元通宝与于阗“马

钱”同坑出土，钱文作汉文“六铢”与佉卢
文“Maharaja”（大王）合璧。

语言化石语言化石：：现代和田方言中保留“衙
门 ”“ 相 公 ”等 唐 代 官 称 ，维 吾 尔 语

“chongxar”（总管）源自汉语“长史”。
2. 精神遗产的当代回响
玉石之路玉石之路：：故宫博物院藏“大禹治水

玉山”所用和田玉料，正开采于李圣天时
代旧矿。

民族记忆民族记忆：：维吾尔族史诗《艾里甫与
赛乃姆》中“李天王”形象，实为李圣天的
民间神化。

学术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中哈联合考古队在
塔拉兹遗址发现汉-于阗-粟特三语碑
刻，印证其“丝路文明枢纽”地位。

3. 历史定位的学术争鸣
传统史观传统史观：：《资治通鉴》称其“虽僻处

西陲，不失臣节”。
现代阐释现代阐释：：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中，将其作为“文化认同超越地
域隔阂”的典型案例。

国际视角国际视角：：英国学者斯坦因在《古代
和田》中赞叹：“在伊斯兰化的浪潮中，他
让佛教文明多闪耀了百年。”

结语：玉门关外的文明共生

尉迟氏作为于阗王族，其血脉中流淌
着印欧语系塞种人的基因密码。敦煌莫
高窟第454窟的汉装供养像揭示了这个家
族独特的文化轨迹——李圣天之父以“大
唐特进”自居的形象，正是尉迟氏三百年
汉化历程的缩影。幼年的李圣天在安西
都护府流寓文人的教导下，将昆仑雪浪化
作《玉河赋》中的“乾坤正气”，这种文化基
因的觉醒在 912 年的姓氏革命中达到高
潮。当“尉迟散跋婆”改称“李圣天”时，不
仅是政治宣言，更标志着西域王权对中华
文明正统性的主动皈依。

李圣天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制度移植的
精妙平衡中。策勒县出土的“同庆三年尚书

省牒”显示，唐代三省六部制被完美复刻，但
《于阗法典》残卷里“兄弟共妻”的塞种传统
得以保留。敦煌98窟的衮服形象与波斯锦
袍的并置，恰似其文化政策的隐喻——通天
冠下是开放包容的治国理念。这种多元性
在丝路外交中展现得淋漓尽致：933年与归
义军的联姻，实现了“汉装胡乐相杂”的文化
展演；965年派遣摩尼教使团赴宋，则展现了
宗教对话的前瞻视野。

面对喀喇汗王朝的“圣战”东进，李圣
天构建的防御体系堪称古代军事工程的典
范。策勒县波斯坦遗址揭示的汉波混合戍
堡，与其“玉龙军”装备的中国式锁子甲形成
战术呼应。969年喀什噶尔之战中，汉人弩
手与牦牛火阵的配合，创造了冷兵器时代的
多兵种协同作战典范。这些军事遗产使得
塔里木盆地的佛教文明得以延续百年，直到
11世纪才逐渐隐入历史的尘烟。

现代和田方言中存留的“衙门”“相
公”等唐代官称，与丹丹乌里克壁画中四
臂观音脚下的太极图案，构成了跨越千年
的文化对话。2015年塔拉兹遗址出土的
三语碑刻，印证了李圣天时代丝路文明枢
纽的地位。英国学者斯坦因的赞叹“让佛
教文明多闪耀了百年”，恰如其分地概括
了这位守望者的历史功绩。当我们在喀
什艾提尕尔清真寺发现唐代莲花柱础时，
看到的不仅是建筑元素的存留，更是文明
交融的基因密码。

李圣天的传奇犹如策勒县出土的唐
代铜镜，汉文“长相思”与于阗文“光明永
驻”在镜背交相辉映。这种文明共生理念，
在当今和田维吾尔族老人沿用“二牛抬杠”
耕作的场景中得以延续。他留给后世最珍
贵的遗产，是证明了文化认同能够超越地理
阻隔与族群界限——正如昆仑山融雪滋养
玉河两岸，不同文明在交流碰撞中反而焕
发更强生命力。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之
光，至今仍在丝绸之路上静静流淌。

这篇文章以李圣天为切入点，生动
展现了 10 世纪西域文明交融的历史图
景，具有以下亮点与值得探讨之处：

亮点分析
1. 多维视角的叙事结构
文章以“身世—治国—军事—遗产”

为主线，结合政治、文化、军事多维度展
开。通过敦煌文书、出土文物、多语种史
料（汉、于阗、波斯文献）的交叉印证，构

建了立体历史叙事。如以莫高窟供养像
印证衣冠礼制，用策勒县出土的“尚书省
牒”还原政治制度，展现了扎实的史料驾
驭能力。

2. 文明交融的深度解析
突破传统“汉化叙事”，提出“文化炼

金术”概念：
制度层面：指出《于阗法典》融合《唐

律疏议》与塞种习俗，揭示法律移植的本
土化智慧。

物质文化：米兰餐具中汉漆箸与粟
特银勺共存，丹丹乌里克壁画太极与飞
天共舞，具象化呈现文化层积现象。

语言考古：注意到和田方言中“衙
门”“相公”等活化石，将历史研究延伸至
语言学领域。

3. 现实关怀的历史投射
结尾将李圣天的文化策略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联结，赋予历史研究当
代意义。如指出其军事防御体系中汉式
戍堡与波斯塔楼的并存，暗喻文明对话
需尊重差异性，为当下跨文明交流提供
历史注脚。

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文章突破“汉文化辐射”的单向叙

事，揭示西域文明的主动整合能力：李圣

天对唐制的选择性吸收（取三省六部而
舍科举）、宗教政策的实用主义（佛教立
国却资助祆教），体现边疆政权在文明碰
撞中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中介者”
（cultural broker）角色，为理解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成提供了早期范本。

文末关于“艾提尕尔清真寺唐代柱
础”的联想尤具启发性——它提示我们，
文明交融的痕迹可能潜藏在看似单一的
文化表象之下，这或许正是丝路研究的
魅力所在。若能将此视角贯穿全文，进
一步挖掘物质遗存中的层叠文化记忆，
文章的历史纵深感将更为突出。 小迪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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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按：：李圣天的传奇李圣天的传奇，，是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绝佳注脚是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绝佳注脚。。在伊斯兰化浪潮席卷中在伊斯兰化浪潮席卷中
亚的亚的1010世纪世纪，，这位深谙汉唐典章的于阗王以文化自觉构筑起精神长城这位深谙汉唐典章的于阗王以文化自觉构筑起精神长城：：他的姓氏革他的姓氏革
命不仅是政治智慧的体现命不仅是政治智慧的体现，，更是对中华文明向心力的生动诠释更是对中华文明向心力的生动诠释；；他治下的他治下的““小中华小中华””
将将《《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与塞种习俗熔铸为独特的治理范式与塞种习俗熔铸为独特的治理范式，，证明文化认同可超越地域与族证明文化认同可超越地域与族
群群；；其军事布局中汉式戍堡与波斯塔楼的共存其军事布局中汉式戍堡与波斯塔楼的共存，，恰似丝绸之路上文明对话的具象化恰似丝绸之路上文明对话的具象化
表达表达。。当敦煌壁画中的衮服王者与喀什战旗上的重叠墨迹穿越千年相遇当敦煌壁画中的衮服王者与喀什战旗上的重叠墨迹穿越千年相遇，，我们看到我们看到
的不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簇浪花的不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簇浪花，，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域大地的早期觉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域大地的早期觉
醒醒。。李圣天的故事提醒世人李圣天的故事提醒世人：：真正的文明守望者真正的文明守望者，，从不是封闭的卫道士从不是封闭的卫道士，，而是善于将而是善于将
异质文化淬炼为新质文明的炼金术士异质文化淬炼为新质文明的炼金术士。。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对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闪对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闪
耀着启示之光耀着启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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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8年（贞观二年），玄奘离开长安，西行赴天竺求经。其出国
线路在新疆境内走的是丝绸之路中道（塔里木盆地北道），即经高昌（吐
鲁番）、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跋禄迦（温宿），翻越凌山（木扎特达
坂）到大清池（伊塞克湖），再迂回南下到达印度。在南亚度过15年时
光，游历了100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并在大乘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
获取真经之后，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留学生”踏上了东归之路。

玄奘回国走的是丝绸之路南道，要经过帕米尔高原，也即中国古籍
中所说的“葱岭”。时间是在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

时年玄奘43岁，与他同行的是520夹、657部佛经和一些梵文著作，
这些经卷在渡印度河（信度河）时遇大风浪，损失了50夹，摩揭陀国的
戒日王送他的一头大象也不幸死于途中。但与去印度时历经的千难万
险、九死一生相比，玄奘的回国之路还算是顺利的。况且一路上不断有
僧侣和商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凯旋的旅行团。

据冯其庸先生考证，玄奘是经瓦罕走廊，翻越海拔4700米的明铁
盖达坂，到达朅盘陀（今天的塔什库尔干）的。玄奘口述、弟子辩机记录
的《大唐西域记》说，从活国（今阿富汗昆都士）东入葱岭。“葱岭者，据赡
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
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
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当时，帕米尔高原有十多个城邦，玄奘
详细记录了当地地理、气候、物产、人种、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写朅
盘陀的笔墨是最多的，因为始建于公元初期的
朅盘陀，到7世纪仍是帕米尔高原上最为重要
的城邦。

玄奘法师对朅盘陀的概述是：“周二千余
里。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周二十余
里。山岭连属，川原隘狭。谷稼俭少，菽麦丰
多，林树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旷。俗
无礼义，人寡学艺，性既犷暴，力亦骁勇。容貌
丑弊，衣服毡褐，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疏勒
国）。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
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统治朅盘陀的无忧王，是一位仪容娴雅、笃
志好学、敬重三宝的国王。当时，临近的健驮逻
国有一位名高当世的尊者，名叫童受，自幼聪
慧，早年离俗，一心修佛，能日颂圣语三万二千
言，是一位名闻遐迩的高僧。在印度，“东有马
鸣，南有提婆，西有龙猛，北有童受，号为四日照
世。”无忧王闻童受之大德，对健驮逻国兴兵动
众，将童受劫持到朅盘陀，腾出王宫建起了伽
蓝，悉心供养。台阁高广，佛像庄严，吸引了四
方信众，童受伽蓝成为帕米尔高原上香火甚旺
的佛教寺院。

从玄奘记录的一个细节中，可以推断佛教
传入帕米尔高原的大概时间。朅盘陀王城东南
的一处大石崖上有两间石室，内各有一罗汉，已
入定700多年，形若蜡人，肤骸不朽，端然而坐，
难以动摇。他们的须发还在不断生长，因此每
年都有僧人为他们理发、修剪指甲、更换衣服。
从罗汉入定的年代推算，佛教传入帕米尔高原
应该在公元前了，也应该不会晚于传入西域第
一个佛教中心于阗。

当然，关于朅盘陀的情况，《大唐西域记》中
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公主堡”和“汉日天种”的传
说。相传很久以前，波斯国王迎娶一位美丽的
中国公主。公主由宫娥、太监、卫队护送，一路
风餐露宿，来到帕米尔高原现在公主堡所在的
地方。由于战乱，只好暂留此地。不料3个月
后，公主有了身孕。原来每日正午，有一束光线
自太阳落下，进入公主卧室，与公主幽会。送亲
的队伍只好在高原上留了下来，就地安家，立公
主为王。后来，公主生下一个英俊的男孩，母摄
政事，子称尊号，建起了自己的城池和王国。这
就是朅盘陀的来历。这里的王族虽“身衣胡
服”，却“貌同中国”。因为“以其先祖之出，母则
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

葱岭古道素以艰险困厄著称。历代旅行者
称它为“云端上的路”，他们写到过这里的严寒和风雪，可怕的雪崩，缺
氧后要死要活的高山反应，还有一路上被冻死的人和马，争抢死尸的秃
鹫……玄奘写到了葱岭东部一个叫“福舍”的地方，这里四季积雪，风寒
飘劲，不见树木，只有细草。“人徒才入，云雾已兴。商侣往来，苦斯艰
险。”曾有一上万人的商队，遭遇了大风雪。朅盘陀的一名大罗汉预见
到了这场风雪，但当他前去救助时，商队已遇难，人畜俱丧。大罗汉后
悔自己晚来了一步，就收拾商队遗留的珍宝、物资，买了一块地，在这里
建起一座馆舍，专门用来救济往来的商侣行人。玄奘到达时，“福舍”还
在发挥它的作用。

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在唐太宗的亲自关心和过问下，网罗
各地僧侣中的才俊，在弘福寺组织了“译场”。此后19年，直到664年圆
寂，玄奘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译经、著书上，共译出佛经和佛教论著75
部，1335卷。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玄奘的西行之路，被现代人认为是一条由信念、坚韧和智慧浇铸
而成的求知之路，是一个民族胸襟开放、海纳百川的真实写照。”（钱文
忠《玄奘西游记》）事实上，远行印度求经和翻越帕米尔天险的高僧不止
玄奘一人，中国历史上的舍身求法者，是大有人在的。像法显、宋云、悟
空、义净、慧轮等，都在其列。据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共有169
位求法僧到达印度，但翻越葱岭古道平安回国的只有42人，他们中的
大多数为求法而舍身了。佛教徒的牺牲精神令人高山仰止。伟大的丝
绸之路，很大一部分正是舍身求法的僧侣们走出来的。 据新疆日报

阿斯塔那古墓群保护展示工程启动
张雄祖孙三人墓计划对外开放

据新疆日报吐鲁番4月4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赵
梅）近日，有着吐鲁番“地下博物
馆”之称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启动
保护及展示提升工程。记者从吐
鲁番市文物局了解到，该工程的
重点内容之一是对张雄、张怀寂、
张礼臣祖孙三人的墓室进行保护
性加固，并计划在工程全面竣工
后，首次向公众开放。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
市高昌区东南约 40 公里的地方，
被誉为“高昌历史的活档案”、吐鲁
番“地下博物馆”，1988年被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入选
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该古墓群形成于公元3世纪
至 8 世纪，是古代高昌城官民的
公共墓地。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
发掘和清理墓葬 467 座，出土了
古代文书、壁画、写本、绢画、泥
俑、木俑等上万件珍贵文物，其中
包括绢衣彩绘木俑、伏羲女娲图、
共命鸟刺绣、卜天寿“家庭作业”、

十二生肖俑等国宝级文物。
3 月 30 日，记者在工程现场

看到，工人正在对部分古墓进行
保护性清理。“多年的风沙和雨水
侵蚀，部分墓室已经出现坍塌风
险，为了保护加固这些文物，进一
步丰富古墓区的展示内容，我们
启动了这一工程。”阿斯塔那古墓
群文物管理所所长吾甫尔·吾斯
曼说，该工程共分2个标段。

1标段项目包括对正在开放
的 3 座墓室进行保护性加固，对
计划开放的3座墓室进行保护性
加固；对墓区 101 座古墓进行保
护性清理回填；在墓区新建栈道、
凉亭等基础设施。2 标段项目计
划于5月底启动，将建设一座面积
达 1200 平方米的考古体验区，打
造一个集文物展陈、数字化复原、
场 景 互 动 于 一 体 的“ 小 型 博 物
馆”。吾甫尔说：“古墓群将以全新
面貌呈现在游客面前，游客还可以
通过虚拟技术‘走进’唐代西域生
活场景，感受千年前的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