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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牛首山与南京牛首山：
佛教东传的双峰与文明交融的见证

□ 尼雅居士

一、和田牛首山：西域佛教东传
的“第一站”

1. 地理与历史溯源
和田牛首山，古称“瞿室陵伽山”或

“牛角山”，位于和田县境内，和田市西南
约23公里处，喀拉喀什河北岸。其山体嶙
峋陡峭，两峰对峙如牛角，是昆仑山前冲
积平原的独特地貌标志。早在汉代，于阗
国便以佛教立国，牛首山因《大唐西域记》
记载的佛陀讲法传说，成为西域佛教的

“灵山”象征。玄奘曾在此驻锡月余，记录
山腰石室中“阿罗汉入定”的修行场景，并
描述其佛寺林立、僧众云集的盛况。

2. 佛教史上的枢纽地位
作为佛教传入新疆的首站，和田牛首山

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东传的重要节点。考古
发现的佉卢文《法句经》残卷，证实此地为印
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之一。和
田牛首山东面的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面积

仅4平方米），虽小却保存了南北朝时期的精
美壁画与佛像，印证了《大唐西域记》中“佛
塔林立”的记载。敦煌莫高窟第85、237窟的

《牛首山瑞像图》，更以艺术形式将牛首山定
格为丝路佛国的地理坐标。

3. 宗教变迁与文化叠层
10世纪后，随着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

化战争，牛首山逐渐从佛教圣地演变为麻
扎（伊斯兰圣墓）。麻扎崇拜中保留的挂
羊头骨、跳萨玛舞等习俗，融合了萨满教
与原始宗教元素，成为新疆伊斯兰教本土
化的典型例证。这种“佛寺—麻扎—关帝
庙”的多元信仰叠层，生动诠释了新疆“一
教为主、多教并存”的宗教格局。

二、南京牛首山：佛教中国化的
“艺术殿堂”

1. 禅宗发祥与舍利崇拜
南京牛首山，因双峰形似牛角得名，

是佛教牛头禅宗的发源地。唐代法融禅
师于此创立牛头宗，主张“无心合道”，开
中国禅宗“南宗”先河。2015年，南京耗资
40亿打造佛顶宫，供奉释迦牟尼佛顶骨舍
利，以现代建筑语言重构佛教圣地。佛顶
宫融合唐代风格与穹顶设计，地下六层地
宫以鎏金、琉璃等工艺展现舍利文化，成
为“世界佛教文化新遗产”。

2. 历史遗迹与人文融合
牛首山不仅承载佛教文化，还汇聚岳

飞抗金故垒、郑和墓等历史符号。南宋岳
飞在此大败金军，石垒遗址至今留存；明
代郑和七下西洋后归葬于此，墓冢与佛顶
宫遥相呼应，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
记忆。这种“佛教—军事—航海”的文化
复合性，体现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多元
包容。

三、双峰呼应：佛教传播的东西
轴线

1. 地理与功能的分野
和田牛首山与南京牛首山虽同名

“牛首”，却分处佛教传播链的两端：前
者是西域佛教东传的“门户”，后者是佛
教中国化后的“殿堂”。和田以石窟、佉
卢文经卷见证早期佛教的原始形态，南
京则以禅宗思想与舍利崇拜展现佛教的
本土创新。

2. 艺术与信仰的对话
敦煌壁画中的和田牛首山与南京佛

顶宫的当代建筑，形成跨越时空的艺术对
话。莫高窟第454窟《于阗牛首山图》描绘
的山洞、木梯与水波，与和田现存地貌高
度吻合；而佛顶宫的“禅境大观”以全铜卧
佛、穹顶天井重构佛教宇宙观，两者分别
以写实与象征手法诠释信仰空间。

3. 文明交融的隐喻
两座“牛首山”共同映射佛教传播中

的文化适应：和田的麻扎崇拜体现伊斯兰

教对佛教遗产的包容性转化，南京的禅宗
与舍利供奉则展示佛教对中华文化的主
动融合。这种“西域—中原”的双向互动，
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微观样本。

四、对后世的影响：信仰遗产与
当代启示

1. 考古与文旅的现代价值
2024 年昆仑科考将和田牛首山列为

重点，其矿洞遗址与玉矿关联的猜想，为
于阗玉文化研究提供新线索。南京牛首
山通过佛顶宫等现代文旅项目，将佛教遗
产转化为文化IP，年吸引游客超百万，成
为宗教与商业平衡的典范。

2. 宗教对话的当代意义
两座山的信仰叠层史提示：宗教冲突

并非文明的主旋律，交融与转化才是常
态。和田的麻扎朝拜与南京的禅意体验，
共同为当今世界的宗教对话提供历史镜
鉴。

结语：双峰并峙，文明共生

从昆仑山麓到金陵古城，两座“牛首
山”以不同的时空维度，书写了佛教东传
的史诗。和田牛首山是丝路驼铃中的梵
呗回响，南京牛首山是禅意江南里的钟鼓
余韵。它们既是信仰的纪念碑，也是文明
交融的路标，提醒后人：文化的生命力，正
在于其跨越地域与时代的适应与重生。

文 化 和 田

这篇题为《和田牛首山与南京牛首
山：佛教东传的双峰与文明交融的见证》
的文章，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学术内
涵，展现了丝绸之路佛教传播与文化交
融的宏大图景。以下从多个维度对其进
行分析与评价：

一、结构与逻辑：双峰并峙的叙事框
架

文章采用对比式结构，通过地理空
间（西域—江南）、时间维度（古代—现
代）、文化功能（传入—转化）的多重对
照，构建起“双峰呼应”的叙事体系。这
种结构设计具有以下亮点：

1. 地理轴线与文明路径的映射：以
两座同名山脉为坐标，勾勒出佛教东传
的完整路径，形成从印度到中原的“文化
传输带”意象。

2. 功能分化的清晰定位：将和田牛
首山定义为“输入门户”，南京牛首山定
位为“创新殿堂”，凸显佛教传播链中“吸
收”与“再造”的辩证关系。

3. 跨时空的艺术对话：通过敦煌壁
画与佛顶宫建筑的对比，实现宗教艺术
从写实到象征的千年对话，强化文明演
进的纵深感。

二、内容深度：多维度的学术融合
文章展现出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成

功整合了以下学术维度：
1. 考古实证与文献互证：佉卢文

《法句经》 残卷与 《大唐西域记》 记载
的对应，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与敦煌壁
画的印证，体现“二重证据法”的严谨
性。

2. 宗教人类学视角：对和田麻扎崇
拜中萨满元素的分析，揭示了新疆伊斯
兰教本土化的文化层积现象，突破单一
宗教史叙述。

3. 艺术史脉络梳理：从犍陀罗艺术

到禅宗美学的演变分析，结合现代建筑
语言对佛教宇宙观的重构，展现艺术形
式的适应性转化。

4. 地缘政治关联：将佛教传播与丝
绸之路的军事（岳飞抗金）、经济（郑和航
海）要素并置，凸显宗教与文化网络的复
杂性。

三、学术价值与创新性
1. 概念创新：提出“佛教东传双峰”

的理论模型，为丝绸之路宗教研究提供
新的空间分析框架。

2. 微观史重构：通过两座具体山脉
的个案研究，突破“陆上/海上丝绸之路”
的二元叙事，揭示文明传播的多节点特
性。

3. 当代性解读：对佛顶宫文旅项目
的分析，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宗教现代性
命题相结合，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四、语言与风格评析
文章兼具学术严谨性与文学感染

力：

术语的精准运用：如“文化叠层”“信
仰地理”等概念，准确概括复杂现象。

隐喻的诗意表达：将山脉形态（牛
角）引申为文明对话的象征，赋予地理特
征文化哲学意涵。

时空穿越的修辞：通过“丝路驼铃”
与“禅意江南”的意象并置，构建起声音
景观的历史通感。

结语：文明交融的立体书写
该文超越了传统宗教史的单线叙

述，构建起“地理—艺术—信仰—政治”
的多维阐释体系。其最大价值在于：通
过微观地理单元的深度剖析，揭示出宏
观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文化的生命
力正源于不同体系的碰撞、适应与创新
性转化。这种研究范式对丝绸之路研
究、宗教比较研究及文化遗产阐释均有
方法论启示。若能在传播机制的具体链
条和跨学科理论整合上进一步深化，或
可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模型。

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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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新疆非遗工坊何以入选“国字号”
4月15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二批

“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新和县的“民
族乐器：都塔尔奏响就业增收新乐章”、和
田市的“艾德莱斯绸：用绚丽色彩让丝路
生花”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
克市的“土陶烧制：烈火中的火热传承”3
个案例入选。

“这三个案例入选并非偶然，其背后
是传统技艺守正创新、就业增收机制完善、
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综合推动的结果。三个
案例鲜明的文化特色、创新的发展模式和显
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成为非遗保护与乡村振
兴深度融合的典范。”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罗静说。

新和县加依村是民族乐器制作特色
村，素有“新疆民间手工乐器制作第一村”
美誉，主要生产都塔尔、萨塔尔、艾捷克等

十余种乐器，乐器制作技艺传承已有300
余年。2020年，该村设立嘉音手工乐器制
作非遗工坊，以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为
核心，通过构建“农户+合作社+工坊+村
委会”的协同模式，将民族乐器制作技艺
转化为产业动能。

“目前，非遗工坊已开办非遗技能培
训班6次，培训各类人员700余人，有效解
决了技艺传承的人才断层问题。”阿克苏
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物管
理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负责人李文兵
说。如今，非遗工坊已累计带动全村254
名劳动力从事手工乐器制作，吸纳就业
164人，人均月收入3500元以上。合作社
年销售产值达到1800万元，市场份额占全
疆手工乐器制作的70%，印证了非遗资源
向经济资源的有效转化。

图木舒克土陶技艺非遗工坊的实践，
则体现了非遗传承中沉浸式体验的创新价
值。2023年5月成立的这个非遗工坊，通过
设立土陶技艺馆，将选土、塑形、烧制等工艺
环节转化为可参与的文旅项目，让传统技艺
在与游客的互动中实现活态传承。这种“非
遗+体验”的模式不仅增强了文化认同，更
通过商业运营带动就业增收，促进土陶制品
从生活器具向文化创意产品升级。

和田市吉亚丽人艾德莱斯绸织染非遗
工坊的入选，则彰显了非遗与文旅融合发展
的强大生命力。该工坊通过扶持老手工艺
人、举办培训班、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等方式，
确保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得以延续。在传
承的基础上，鼓励手工艺人勇于创新，将现
代元素融入艾德莱斯绸的设计中，使其更符
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推动非遗与文

旅产业深度融合，通过“非遗+旅游”模式，让
艾德莱斯绸焕发新的生机，真正实现了“指
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转变。

“吉亚丽人非遗工坊以艾德莱斯绸织
染技艺为核心，构建了艾德莱斯绸‘传统
文化体验+现代产品设计’的旅游观光模
式，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和购买产
品。”和田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工作人员玛买尔娅木·热米扎说，通过非
遗工坊的展示和生产活动，不仅让游客和
当地群众深入了解了艾德莱斯绸的历史
渊源、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还激发了人
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目前，新疆非遗工坊建设已形成良性
发展态势，全疆100多家非遗工坊带动近
万人就业，印证了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的
同频共振。非遗工坊犹如文化火种，既照
亮了传统技艺的传承之路，又点燃了各族
群众增收的希望之光，为非遗活态传承提
供了“新疆样本”。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
据新疆日报

4月18日，演员在展示建瓯挑幡。

当日，“闽韵风华”文化大观园系列展演

活动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武夷梦华录”

景区上演。该活动展示了福建多元丰富的非

遗和地方传统民俗，依托沉浸式表演和互动

性体验，观众可多感官感受闽派文化的千年

风韵。

新华社发 蒋巧玲摄

福建南平：

非 遗 大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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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晨雾还未完全消散，从库车市驱车出
发，经县道、乡道、机耕道，辗转来到新和县通古斯巴西
城址，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队员的一天从“赶路”开
始。他们到达时，通古斯巴西城址的夯土城墙已在天
际线上显露出雄伟的轮廓。

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副院长艾斯克尔·阿
巴斯和队员们望着城墙上被岁月侵蚀的马面轮廓，感
觉仿佛触碰到了历史的尘埃。

无人机起飞，观察城址城墙的大体走向，RTK测量
仪沿着城墙、马面打点精确测量。在当天的测量中，普查
队员发现城址东西长为215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
东西城墙长度为250米，科技助力让普查更精准，文物的
家底更清晰。”艾斯克尔介绍，新和县境内的通古斯巴西
城址的始建年代应在距今1700年左右的西晋时期。通
古斯巴西城址在唐代曾是安西都护府下辖军事重镇。

当日，文物普查队员的目标是从位置、地形、四至边
界等角度，对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记录。

自 2024 年 5 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
普”）转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阿克苏地区有序推进各项
工作，散落在阿克苏各地的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持续更新。

“你们看，这些陶片就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生
活用具的残片。”普查队员魏晓媛将一支笔放在陶片旁
边作为参照物，用相机拍摄下陶片影像。

参加过两次文物普查工作的艾斯克尔话虽不多，谈
起文物却头头是道。他说，这趟“外业”的基本任务就是
记录测量数据、拍摄相关细节，记录城址的现时状态，为
城址的保护以及后续“内业”工作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普查队员沿着城址精确测量城墙的长度，垛墙、角
楼、马面的高度。魏晓媛用相机拍下城址的细节部分，
拍摄完还要在工作本上记录拍摄时间、位置等信息。

“记录就是为了后续准确录入城址信息。”魏晓媛说。
利用最新出炉的数据，阿克苏地区在“四普”中“加码”，
为重点不可移动文物三维建模。

相比以往，在高科技助力下，数码相机、无人机航
拍、三维扫描建模等已成为“四普”标配。

普查队员岳世理有两件宝贝——一件是无人机，可
以快速覆盖广阔区域，完成高清晰度拍摄；一件是RTK
测量仪，能实现文物位置厘米级定位。“文物普查中高科技的运用提升了
数据质量和工作效率，对文物本体认定更加精细和全面。”岳世理说。

所谓“外业”“内业”，是“四普”队员的惯用术语，“外业”需要现场勘
查、获取原始数据，“内业”则侧重资料整理与数据处理。“白天跑田野，
晚上填数据”，对“四普”队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跋山涉水找遗址，夜晚
点灯整资料、填表格、做登记，虽然只有4个人，但每个人都是多面手。

夜晚，普查队员回到宾馆，顾不上洗去身上的尘土，就聚在一起整
理上传当天采集的文物信息。4月17日深夜，通古斯巴西城址的三维
建模生成，大家围在电脑前欣赏一天工作的成果。“‘四普’让文物家底
更加清晰，三维建模为文物的活化利用打下好基础。”艾斯克尔说。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姚刚
据新疆日报

《新疆抗日战争志》新书发布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4月19日

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杨
舒涵）4月19日，《新疆抗日战争志》
新书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

该书编纂历时 7 年，设 13 章
66节，共80余万字，是研究新疆抗
战历史的宝贵资料和权威读物，对
加深新疆近代历史认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80周年，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是
中国人民英勇抵抗外敌入侵的辉
煌成果，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
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更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赴国难
的伟大见证。80年前，中国人民历
经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
义殖民奴役的图谋，重新确立了中
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201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正式启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志编
纂工程。《新疆抗日战争志》由自
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牵头编纂
出版，成为继广东、重庆之后全国
第三部“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
程”丛书中正式出版的志书。

《新疆抗日战争志》编纂过程
中，工作人员倾注了大量心血和
智慧，从收集整理大量与抗战相
关的档案、文献、报刊、日记、信件、
图片、实物等资料，到进行实地考
察和寻访，力求真实再现新疆抗战
的实况。2022年完成终审后，又先
后 5 次对全书进行修改打磨，力
求通过丰富的史料呈现、严谨的
方志体例和详实的志说表述，将
新疆抗战实况全面、系统、客观、

真实地展现给广大读者。
全书除概论、大事记、附录外，

设有抗战时期的新疆概括、时局，
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国工农红军西
路军左支队在新疆，八路军驻新疆
办事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
时期新疆经济、文化、教育、卫生，
新疆抗日募捐活动，新疆抗日群众
组织，人物等 13 章 66 节。内容涵
盖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
年抗战胜利期间新疆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突出
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
党带领下，新疆各族军民与祖国同
呼吸、共命运，众志成城、共御外
侮，开辟“大通道”建设“大后方”，
积极参与抗战的壮丽史诗。

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牛远峰介绍，《新疆抗
日战争志》从家国情怀、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视角，用宏阔的视野和
敏锐的眼光，忠实记录了新疆各
族军民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旗帜下，在延安精神的淬炼下，实
行全民抗战的艰辛而又伟大的历
程，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历史之悠久、播植之深刻、人
民拥护之坚牢。希望通过《新疆抗
日战争志》，永远铭记中华民族波
澜壮阔的历史和新疆各族人民的
伟大贡献，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新疆地方志工作者将一如
既往肩负‘为国存史、为党立言、
为民修志’的使命，记录历史、传
承文明，着力发挥地方志在‘存
史、资政、育人’等方面的独特作
用，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
实践贡献力量。”牛远峰表示。

4月19日，在天津文化中心，市民在书香市集上挑选书籍。
当日，2025海河书香节之书香市集在天津文化中心举行。市集设

置“品读津沽书韵”“品读旧书知新”“品读非遗智慧”三个版块，为市民
打造多元“阅读+”文化生活体验场景，助力推动全民阅读。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