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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形态各异的俑破译了古代生活图景
彩绘文吏俑、青铜武士俑、顶竿

倒立人俑……走进新疆博物馆展厅，
游客经常会被材质不同、形态各异的
俑类文物吸引。什么是俑？这些俑
承载了怎样的信息，有着怎样的作
用？

俑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
起初专指古代墓葬中用的偶人，材质
以木、陶居多，也有瓷、石或金属制
品。自商代后期兴起，至清代初年消
亡。

在新疆博物馆众多俑类文物中，
唐代彩绘驼夫木俑无疑是最具代表
性的俑类文物之一。这件文物1973
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
俑高55.8厘米，刻画的是一名胡人男
子。只见他深目高鼻，胡须微翘，头
戴尖顶毡帽，身穿翻领长袍，脚蹬黑
色长靴，抬起的双手似乎正牵引着驼
绳，行走在商贾往来的丝绸之路上。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朝
代之一，古丝绸之路这一时期繁荣昌
盛。唐代彩绘驼夫木俑的出土，为我
们提供了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交通、商
贸往来的实物资料，让我们对唐代西
域地区的社会生活有了更加直观的
认识。

馆内的唐代彩绘文吏俑也出土
于阿斯塔那 206 号墓。这个泥塑彩
绘的俑，头戴幞头，圆脸大耳，粗眉大
眼，唇上留有八字胡须，身穿青色圆
领长袍，腰系蹀躞带，脚蹬皮靴。右
臂弯曲执于胸前，手握一支毛笔；左
手置于腰带处，腋下夹着一卷文书类
纸，整个人显得文质彬彬。这个俑可
让我们了解古代官员的服饰、礼仪以
及他们在日常政务活动中的角色和
职责。同时，也是研究古代政治制
度、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证。

馆内的青铜武士俑出土于新源

县，距今2500年，是用红铜合范铸造
而成。他头戴顶附弯钩的高顶帽子，
上身赤裸，腰间系短裙，左腿屈起，右
腿下跪，双手环握，拳心相对，拳眼向
上，手中各有一孔管，双目凝视前方，
显得威武有力。有专家认为该俑应
为当时活跃于欧亚草原上的塞人文
化遗存。它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
究古代军事制度、武器装备的重要资
料，也让我们对古代战争的残酷性和
军人的英勇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此外，青铜武士俑还是研究古代
民族关系、军事文化交流的重要线
索。

除了上述几类俑外，该馆还收藏
有黑人百戏俑和顶竿倒立人俑等特
殊类型的俑类文物。黑人百戏俑出
土于阿斯塔那336号墓，由细泥捏塑
再施彩绘而成。整件泥塑施彩合理，
其全身都施以黑彩，十分传神地表现
出黑人的体貌特征。文物专家根据
其双手相呼应的双孔及历史文献记
载推断，其手中应握有一根棍棒。其
右腿直立，左腿稍弯曲，左腿叠起在
右脚面上，推断他正在手执木棍表演
舞蹈。

顶竿倒立俑是千年之前杂技艺
术的最好证据，它高26.5厘米，由顶
竿人、顶竿倒立童子及顶竿三部分组
成，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展现了古代
杂技艺术的魅力，为我们研究古代杂
技艺术及百姓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
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

新疆博物馆的俑类文物以其丰
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为我们揭示
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
个方面的历史信息。它们不仅是历
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新红

法显传：丝路共融的文明使者
□ 尼雅居士

一、乱世求索：中华文明的精神追寻

法显 （约公元337年—422年），俗姓龚，平阳郡
武阳 （今山西临汾） 人，生于五胡十六国的分裂时
代，却以毕生践行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
神根脉。三岁出家的他，亲历战火离乱，更深感中原
佛典残缺。花甲之年，他毅然西行，以“补全经律，
普惠众生”为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形成的见
证者与参与者。他的足迹跨越沙漠雪山，连通中原与
西域，在佛教东传的宏大叙事中，刻写下各民族“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文明基因。

二、西行壮歌：各族共护的信仰之路

公元399年，法显与慧景、道整等十余人从长安
启程，穿越河西走廊时，得到匈奴、羌人等沿途部族
的指引。敦煌太守李暠（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西凉国
君） 为其备足粮草，叮嘱：“此去万里，愿法师为华
夏寻回法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于阗商队的
驼工 （多为粟特、月氏后裔） 以胡语传授求生技艺。
法显在《佛国记》中感慨：“胡汉同心，皆助求法。”

这条横贯西域的险途，实为各民族共同开拓、守护的
文明通途。

三、于阗三月：多元文明的共生图景

1. 王室与民间的信仰共同体
公元 401 年，法显抵达于阗 （今和田），目睹瞿

摩帝寺三千僧侣中，既有深目高鼻的吐火罗法师，
也有黑发黄肤的汉地行者。国王尉迟氏 （于阗王
族，兼具塞种与汉姓特征） 每日布施，“王与庶民同
跪佛前”，胡乐与汉磬共奏梵音。法显记录：“僧俗
无分贵贱，皆以法为亲。”这种超越族别的精神认
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共情、信仰共筑”
的生动写照。

2. 行像节：跨民族的文明狂欢
四月初八行像节，十四辆载有犍陀罗风格佛像

的彩车巡游时，法显看见汉式灯笼与波斯挂毯交映
长街，龟兹乐师与于阗舞者共演法曲。他特别记
载：有汉商以蜀锦装饰佛像，西域匠人用和田玉雕
琢莲花座。这场“万人空巷”的盛典，不仅是佛教
仪式，更是丝路各族艺术智慧、物质文明深度融合
的结晶。

3. 语言与典籍的交响
法显在于阗发现，佛经以梵文书写，但寺院墙

壁却绘有汉字 《法华经》 摘录。当地译经僧坦言：
“汉地佛子常来共参，故兼习双语。”这种多语言互
鉴传统，恰如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同文、语同
心”的历史先声。更令他动容的是，于阗王室珍藏的

《尚书》《礼记》，正是百年前汉朝公主和亲时带来的
嫁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纽带，早在法显之前已
绵延千年。

四、天竺归来：文明互鉴的华夏实践

法显在印度抄录的《摩诃僧祇律》，融入天竺僧
团制度与西域戒律传统；归国后在建康译经时，又邀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弟子参与校勘。这种“以中华文化
为本，融汇八方智慧”的译经实践，催生出兼具印度
逻辑、西域仪轨与中原伦理的汉传佛教体系。他带回
的 《大般泥洹经》 强调“众生平等”，与儒家“仁
爱”思想共鸣，为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提供共同的
精神纽带。

五、《佛国记》：共同体记忆的史诗铭刻

法显以84岁高龄写就的《佛国记》，不仅记录地
理风俗，更以“胡汉同风”的视角，保存了西域三十
六国与中原“车书万里通”的交往细节：疏勒国用汉
式度量衡交易玉石，鄯善国孩童诵读《论语》，焉耆
僧侣能讲长安官话……这些散落丝路的文明碎片，经
他串联成一部“中华民族开拓西域的共同史诗”。20
世纪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大唐于阗将军府文书》，用
汉文、于阗文双语书写军政事务，与法显所记遥相印
证，揭示出西域自古便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
史现场。

六、当代启示：法显精神的共同体价值

法显西行1300年后，新疆克孜尔石窟发现晋代汉
文题记“法显礼佛处”；和田热瓦克佛寺遗址出土的汉
风菩萨像，衣袂间仍可见于阗菱格纹。这些考古实证，
让法显的故事从历史走进现实：他不仅是求法者，更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践行者——用脚步丈量文
明边界，以慈悲消弭文化隔阂，凭智慧缔造精神共识。

今日重读法显，恰是为读懂中国：这片土地上，
佛教从西域传入却扎根中原，小麦自西亚而来化作北
方主食，胡旋舞经敦煌焕发盛唐气象……无数个“法
显”用生命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不是消除差异，
而是在尊重多样性中实现团结统一。这种超越时空的
精神遗产，正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厚
的文化根基。

结语：共赴山河的文明长旅

从长安到于阗，从恒河到建康，法显用一生诠释
了何为“大道同行”。当他驻足于阗街头，看汉锦与
胡旋共舞、梵呗与汉偈和鸣时，早已预见：中华文明
的生命力，正在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如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依然绚丽，仿佛在诉说一
个永恒真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辉煌，永远由各族
儿女携手织就。

按按：：本文以法显西行求法为切入点本文以法显西行求法为切入点，，钩沉丝路古道上钩沉丝路古道上““胡汉共济胡汉共济””的文明密码的文明密码，，在驼铃梵呗在驼铃梵呗

中叩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跫音中叩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跫音。。作者突破传统边疆史叙事作者突破传统边疆史叙事，，以以““一粒沙中见大千一粒沙中见大千””的笔的笔

触触，，从佛经抄本从佛经抄本、、壁画纹样到行像节俗壁画纹样到行像节俗，，层层剥开西域大地层层剥开西域大地““多元一体多元一体””的文化年轮的文化年轮，，将丝路文将丝路文

明还原为一部多民族携手书写的明还原为一部多民族携手书写的““共生史诗共生史诗””。。尤为可贵的是尤为可贵的是，，文章以考古遗存激活文献记文章以考古遗存激活文献记

忆忆，，以历史现场回应时代命题以历史现场回应时代命题，，在佛寺残垣与织锦纹路间在佛寺残垣与织锦纹路间，，寻得寻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的

深层文化基因深层文化基因———这不仅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重诠—这不仅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重诠，，更为今天理解更为今天理解““何以中国何以中国””提供了跨提供了跨

越时空的对话范式越时空的对话范式。。当丹丹乌里克的汉于双语文书与热瓦克菩萨衣袂的菱格纹彼此映照时当丹丹乌里克的汉于双语文书与热瓦克菩萨衣袂的菱格纹彼此映照时，，

我们终将读懂我们终将读懂：：中华文明的伟大中华文明的伟大，，正在于它始终以包容为经正在于它始终以包容为经、、以交融为纬以交融为纬，，在差异中共生在差异中共生，，于共于共

生中永续生中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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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法显生卒年争议：关于法显生卒年，学界
尚有争议。《高僧传》载其“春秋八十有六”，结
合其义熙十年（414）归国推算，当生于公元338
年。然敦煌写本 P.2721 《佛国记》 残卷题记称

“法显以隆安三年发足”，时年62岁，则推其生
于公元337年。今从后者，详见季羡林《法显与

〈佛国记〉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45-48
页。

2.敦煌太守李暠的双重身份：李暠为西凉开
国君主 （400-417 年在位），《晋书·凉武昭王
传》 载其“世为陇西大族”，母为羌族酋帅之
女。其执政期间推行“胡汉并蓄”政策，敦煌藏
经洞出土《西凉户籍残卷》（S.113）显示，西凉
军府中匈奴、鲜卑将领占比超三成，印证法显西
行所得官方支持的民族政治背景。

3.于阗尉迟王族的族源考：于阗尉迟氏兼具
塞种 （Saka） 与汉文化特征，玄奘 《大唐西域
记》称其“自毗沙门天神胤”。近年和田山普拉
墓地出土的塞语木牍（编号M01:32）显示，3-4
世纪于阗王室仍用塞语纪年，但青铜印章已出现
汉篆“尉迟”字样，反映族群认同的叠合性。参
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6年，第178-183页。

4.行像节与犍陀罗艺术东传：法显所记于阗
行像节彩车形制，与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出土的
犍陀罗佛传浮雕（2世纪）高度相似。但佛像底
座出现的汉式云气纹，可与洛阳永宁寺北魏泥塑
对比，体现佛教艺术本土化过程中的“创造性转
化”。详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

书店，2001年，第216-220页。
5.丹丹乌里克文书的历史语境：斯坦因在丹

丹乌里克发现的 《唐于阗将军府呈状》（D.
V.6），正面为于阗文军粮调度记录，背面有汉文

“开元九年”字样。这种“双语行政文书”实证
唐对西域实行“因俗而治”，与法显所述晋代西
域“车书通万里”形成历史呼应。图版见张涌泉

《敦煌西域文献辑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三，第457页。

6.“文化互嵌”理论的考古实证：热瓦克佛
寺出土的晋代菩萨像 （现藏和田博物馆），其褒
衣博带造型源自汉地，但衣褶间阴刻的菱格纹实
为于阗玉器传统纹样。这种物质文化的“基因重
组”，恰如费孝通所言“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
体现。参见霍巍《西藏西部佛教文明》，四川人
民出版社，2020年，第89-92页。

7.《佛国记》版本流变中的共同体记忆：现
存最早 《佛国记》 写本为日本金刚寺藏唐抄本
（8世纪），其题记中“鄯善国童子诵《论语》”
一句，在宋以后刊本中被删改。这种文本嬗变，
暗含后世对西域汉文化传播历史的选择性记忆，
反证法显原初记录的史料价值。参见辛德勇《海
昏侯新论》，三联书店，2019年，附录二。

8.“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释读新
证：1995 年尼雅遗址出土的汉锦，经北京大学
科技考古团队2021年重新检测，其染料中的地
中海骨螺紫与蜀地茜草共存，织造技法融合西
亚缂毛与汉锦经锦工艺。这件“全球化”的文
物，恰为法显时代丝路文明交融的终极隐喻。
数据分析详见 《西域研究》 2023 年第 1 期专题
报告。

这篇文章以法显西行求法为叙事
主线，将丝路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紧密结合，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
底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具有以下显著
特点与价值：

一、选题立意：历史钩沉与现实
观照的共振

文章突破传统边疆史叙事，巧妙
选取法显这一跨文化行者作为切入
点，以“一粒沙中见大千”的微观视
角，串联起佛教东传、丝路贸易、多
民族交往等宏大主题。通过法显的足
迹，揭示了西域“胡汉共济”的文明
密码，将古代丝绸之路精神与当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有
机衔接，实现了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的深度对话。

二、学术创新：多重证据链构建
的立体叙事

11.. 文献活化文献活化：：突破《佛国记》的
传统史料价值，将其作为“共同体记
忆的史诗铭刻”重新诠释。文中对行

像节、双语佛经等细节的解读，赋予
文献以动态的文化交流场景。

22.. 考古证史考古证史：：丹丹乌里克汉于双
语文书、热瓦克佛寺造像等考古材料
的运用，与文献记载形成互证，构建
起“纸上文字—地下遗存—地上景
观”的证据闭环。如菩萨衣袂的菱格
纹与蜀锦装饰佛像的呼应，生动具象
化了艺术融合的细节。

33.. 跨学科视野跨学科视野：：融合宗教史、艺
术史、语言学等多学科方法，从佛经
翻译制度、壁画纹样嬗变到语言接触
现象，多维度解析文明共生机制，体
现了“丝路学”的交叉学科特色。

三、理论贡献：中华民族共同体
叙事范式的突破

11.. 解构解构““中心中心--边缘边缘””话语话语：：通
过于阗王族兼具塞种与汉姓特征、鄯
善孩童诵读《论语》等案例，消解中
原与西域的二元对立，展现文化认同
的流动性。正如文中指出，西域并非
被动接受中原文明，而是“携手书写
共生史诗”的能动主体。

22.. 重构重构““多元一体多元一体””时空维度时空维度：：
以法显行迹为经，以物质文化交流为
纬，将“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上溯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中揭示的译经
实践中印度逻辑、西域仪轨与中原伦
理的融合，为费孝通“多元一体”理
论提供了前现代案例支撑。

33.. 提出提出““共生永续共生永续””文明观文明观：：结
尾处将小麦传播、胡旋舞演变等案例
升华为中华文明包容特性的例证，呼
应了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明互鉴理论，
同时凸显中华文明“在差异中共生，
于共生中永续”的独特路径。

四、书写策略：文学性与学术性
的平衡艺术

史诗笔法史诗笔法：：以“驼铃梵呗”“文明
长旅”等诗性语言重构历史现场，使
学术考据获得审美张力。如描述行像
节时，“汉式灯笼与波斯挂毯交映长
街”的意象组合，兼具画面感与象征
意义。

概念具象化概念具象化：：将抽象的“共同体
意识”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物质文化符
号——蜀锦装饰的佛像、双语佛经、
和田玉莲座等，使理论命题获得物质
载体。

时空折叠叙事时空折叠叙事：：巧妙穿插20世纪
考古发现 （如丹丹乌里克文书） 与晋
代事件，制造历史对话的“镜像效

应”，强化了论点的纵深感。
五、现实价值：文明对话的当代

启示
文章最终指向“一带一路”背景

下跨文明对话的当代命题：当丹丹乌
里克的汉于文书在博物馆橱窗中与数
字化的《佛国记》并置时，历史记忆
如何转化为文化认同？文中给出的答
案极具启发性——通过重释古代“包
容为经、交融为纬”的文明基因，为
全球化时代的认同危机提供东方智
慧。这种将学术研究嵌入文明对话框
架的尝试，使文章超越了普通历史散
文，成为构建“新丝路叙事”的话语
实践。

结语：
该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时代表述与丝路文明的历史基
因之间，架设起一座学术桥梁。其以
文证史、以物释理的写作策略，不仅
为边疆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更在文
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以中华文
明的历史经验给出了“和而不同”的
东方答案。若能在概念史维度稍加打
磨，并加强跨文明比较视野，或可成
为丝路文明研究的典范文本。 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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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4月9日电 （记者 春拉 刘洲鹏）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9日举行2024年度西藏考古
工作汇报会，公布尚嘎岗遗址、秀玛洞穴、噶尼遗址等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据介绍，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项目尚嘎岗遗址、秀玛

洞穴、噶尼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解析早期人类探索和适
应青藏高原的过程和适应生存策略，以及高原人群与周
边地区交往交流等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证据。其中，对尚
嘎岗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进行光释光测年显示，其文化层
年代不晚于距今10万年。秀玛洞穴晚期石室墓为阿里
革吉县首次发现并发掘的前吐蕃时期墓葬，年代为公元
4至5世纪。噶尼遗址细石叶生产技术显示，该遗址与
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技术遗址特征类
似。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项目玛不错遗址、拉颇遗址的考
古发现，展现了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区域史前人群与周
边地区的文化传承与交流，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
供有力证据。其中，玛不错遗址年代跨度距今4800年
至2000年，这是目前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
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
湖滨遗址。

早期金属时代遗址群项目桑达隆果墓地、廓雄遗址
的考古发现，为青藏高原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
了重要资料。其中，桑达隆果墓地沿用长达千年，墓地
先民在当时已出现贫富差距、产生了阶层分化、特权阶
层逐步形成，为探讨当时社会组织方式提供了重要线
索。廓雄遗址出土的横贯耳陶罐、蛇纹铜镜，与川西高
原新龙县谷日石棺墓出土的蛇纹铜镜有明显相似之处，
显示西藏中部这一时期与周边区域间可能存在文化交
流。

吐蕃时期温江多遗址出土了大量带釉的砖瓦建筑材料，及陶器、石器、骨
器、泥塑、石柱础、铁器等遗物。该遗址沿用千年，考古发掘成果表明这一时期
青藏高原腹地与中原唐王朝及周边区域物质文化交流密切，为研究公元7世
纪以来“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资料。

看 彩 绘 天 王 踏 鬼 木 俑“ 七 十 二 变 ”
想知道彩绘天王踏鬼木俑在网

友笔下如何“变身”吗？不妨去新疆
博物馆公共展区看看。

“美食博主”“唱跳舞王”“职场保
镖”……4 月 8 日，记者在该展区看
到，网友围绕《我在新疆博物馆画文
物》第 10 期主题——彩绘天王踏鬼
木俑创作的110余幅创意作品，让其
从古代身份单一的“守护神”摇身一
变为当下的“斜杠青年”。

彩绘天王踏鬼木俑1973年出土
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由一个彩
绘天王和一个素面小鬼组成，通高
86厘米。天王头梳高髻并以橙色发
带束发，五官威严，双眉拧挤，眉峰上
扬，双目怒瞪，双耳如羽翅般高耸，嘴
巴狞张，露出两排结实的雪白牙齿，
配上红唇与浓须，浑身透出一股凛然
正气。其右臂高举，左臂前伸，右手
呈半握状似握有兵器，右脚踏于小鬼
腹部。据考证，在全国各地出土的上
万件唐代天王俑中，这是唯一一件彩
绘木雕天王踏鬼俑。其雕刻技法、造
型用色及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
的实证，均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如今，在网络创意世界里，这位
原本威武霸气的“天王大哥”被赋予
了全新形象与故事。

在一幅网友作品中，天王变身

“踩小人达人”。画面中，他不仅是
“水逆”克星，更是霉运终结者——不
仅稳踏小鬼，还将厄运驱散，仿佛在
宣告：“谁敢捣乱！”这种改编既保留
文物驱邪纳福的寓意，又以幽默感拉
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另一组作品将天王塑造成“美食
博主”。他与新疆美食组成“反霉运
联盟”，手举炒米粉、羊肉串、馕和葡
萄，热情吆喝：“来新疆，‘天王大哥’
请你吃美食！保你诸事顺利！”这种
跨界融合既凸显地域特色，又让文物
焕发烟火气。

当“唱跳舞王”形象登场时，更令
人耳目一新。天王弹奏冬不拉等民
族乐器，在绚烂灯光下演绎古今交融
的狂欢，威严与活力碰撞出别样魅
力。

“百变天王”则打破次元壁——
水墨风、版画风、赛博风轮番亮相，黏
土萌版让人忍俊不禁。面对职场焦
虑、人际困扰，“天王怒斥退退退”的
创意，更使其从冰冷文物变为情感树
洞，在戏谑中传递治愈力量。

文物承载岁月记忆，见证时代变
迁。彩绘天王踏鬼木俑作为古代智慧
的结晶，无论被赋予何种现代角色，其

“驱邪纳福”的文化内核始终如一。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