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新疆和田市英明路4号 邮编：848000 邮箱：xjhtrb@sina.com 策采部：（0903）2970001 汉文编辑部：2068166 维文编辑部：2069200 广告部：2068004 月价：19.8元 印刷：和田翔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03）2068010

2025年5月8日 星期四4文化 责任编辑：叶冬年

文 化 和 田

赏 析赏 析

墨 灵 丝 路 记
□ 尼雅居士

玉龙卷·惊鸿照影

玉龙喀什河的冰面裂开第三道纹时，
李仲雅在碎冰里看见一双眼睛。

那是贞元十四年的上元夜，青玉案头
的松烟墨突然凝成冰凌。他握着兔毫笔
的手一颤，未写完的“癸丑”二字竟从桑皮
纸上直立起来，像两柄出鞘的弯刀割破窗
纸。墨色顺着月光游向昆仑山巅，在雪峰
间勾出一位广袖高冠的虚影——那人身
后隐约立着四位老者：竹冠老叟杖刻秦
篆，采芝人衣袂绣满星斗。

“二公子！河神庙的铜雀灯灭了！”粟
特仆童的惊呼声中，仲雅怀中的《尚想黄
绮帖》摹本突然发烫。羊皮卷轴里渗出淡
金色的血，在青砖地上蜿蜒成佉卢文字：

“墨池开，四皓醒。”

敦煌卷·飞沙噬月

三百里外的莫高窟，李伯风正用紫英
石粉修补《兰亭序》残卷。忽有沙粒从壁
画飞天的指尖簌簌而落，在经卷上拼出

“仲雅危”三字。他抓起案头刻驼铃的铜
镇纸，却见纸中王羲之的“之”字化作白
鹤，衔着半片带齿痕的玉镯破空西去。

夜半鸣沙如泣。伯风循着鹤影闯进
藏经洞，守窟老僧的尸身竟坐在血绘的曼
荼罗中央，掌心攥着片染墨的指甲——那
分明是弟弟临帖时咬过的痕迹。

于阗卷·璎珞缚龙

尉迟伽罗拆散第七根发辫时，玉髓珠
在银盘里跳成了星宿图。忽有墨香漫过
琅玕馆的七重锦帐，她妆奁里的金步摇无
风自动，在菱花镜上刻出《法华经》偈语：

“是法住法位，墨池常寂灭。”
“阿姊！我的筚篥在哭！”李叔颂赤

脚撞进佛堂，手中乐器的芦苇哨片正渗
出黑血。伽罗将玉髓珠串抛向夜空，珠
子突然化作三百六十颗火流星，照亮玉
龙河面——但见仲雅立在冰窟中央，周
身缠绕着墨色锁链，每道锁链上都浮动
着《兰亭序》的残章断句。

碎叶卷·血饲狼毫

安小郎扑向燃烧的酒幌时，忽然听见
“黄”字法帖中传来采药歌谣。泛黄纸页
上浮现四位老者：两人对弈松树下，一人
采药云崖间，还有位吹笛牧童——正是粟
特壁画里的商山四皓传说。

“原来丝路上早传唱着四皓故事！”少
年将血珠抹在“绮”字末笔，残帖突然舒展
成秦岭地图，每道山纹都跳动着于阗玉的

光泽。他冲出客栈时，碎叶城的烽燧正燃
起狼烟。胡商们惊惶四散，唯有刻在酒幌
上的“黄”字在火中不焚，反而舒展成一张
泛黄的法帖——那正是二十年前消失在
怛罗斯战役中的《尚想黄绮帖》真迹残页。

长安卷·笔撼天门

大明宫的铜漏将满之时，张玄弼在
朱雀大街泼墨画符。朱砂混着昆仑雪
水，在青石板上淌成血色谶纬：“一封朝
奏九重天，墨池倒灌玉门关。”突然狂风

大作，他怀中珍藏的王羲之《丧乱帖》摹
本腾空而起，纸页间掉落半枚带牙印的
沙枣蜜饯——正是当年逐出佛门时，偷
偷塞给总角之龄的李仲雅的那颗。

昆仑卷·灵台照壁

霜降那日，李氏三兄弟背靠背立在墨
池阵眼。伯风的《九成宫》拓本展开如金
甲，仲雅的血书《兰亭序》悬作赤幡，叔颂
的筚篥吹出梵音结界。尉迟云容割破手
腕，以佉卢文血咒在虚空写下：“阿育王塔

镇东南，黄绮归位墨池寒。”
墨魔现形刹那，三百年前的青衫客自

《尚想黄绮帖》踏出，身后竟跟着四位鹤发
老翁。为首者手持竹杖敲击冰面，杖头刻
着“夏”字篆文；另一人广袖飘摇，襟上绣
满“绮”字回纹——正是商山四皓中的夏
黄公与绮里季幻影。

“小子且看！”王羲之狼毫点向仲雅眉
心，墨色在空中勾出秦岭云海：“永和九年
吾写《兰亭》，黄绮二老托梦教我‘曲水藏
锋’之法。如今墨魔作祟，须借四皓采芝
之手，重续文明根脉！”

夏黄公的竹杖突然生根，在冰面长成
汉隶“绝轨”二字；绮里季抛袖化出漫天星
斗，每颗星辰都是佉卢文的“缅”字变体。
四道白须如银河垂落，将墨魔缠成茧蛹。

尾章·春帖映雪

元和元年元日，尉迟伽罗在补仁坊挂
上桃符。安小郎的商队带来消息：碎叶城遗
址长出了墨色莲花，花心结着《兰亭序》玉
籽。李叔颂的筚篥谱被龟兹乐师谱成《墨灵
破阵乐》，而伯风在敦煌洞窟深处，发现了用
紫英石粉题写的汉梵双语偈语：“墨池非池，
乃众生心镜；黄绮非人，实文明精魄。”

仲雅抚摸着玉镯走进学坊时，忽见案
头墨莲中坐着四位老叟。夏黄公正用竹杖
教佉卢文小妖写“和”字，绮里季却将龟兹
乐谱改成了采芝谣。当西域月光漫过窗
棂，四皓身影渐淡，唯留几茎白须在《尚想
黄绮帖》上，化作“汉胡同源”的批注。玉龙
河畔，采玉人的歌谣混着驼铃，将三百年前
的永和雅集，酿成了新的丝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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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最近我对和田的历史文化很上头，也

一直在搜集相关的有趣故事。前几天，单
位报纸编辑部的郑战魁同志给我说：“咱
们和田博物馆有唐于阗学生习字文书《兰
亭序》《尚想黄绮帖》残片，与斯坦因在策
勒盗掘的习字残片一模一样，都是一个叫
李仲雅学生写的。”这个信息引起了我的
浓厚的兴趣，查找有关资料，了解英国大
英图书馆藏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和田麻
札塔格遗址发现的一件《兰亭序》编号：
MT.b.006（Or.8211/965r），《尚想黄绮帖》
编号：MT.b.006（Or.8211/965v），习字文
书为同一学生李仲雅习字之作。因为习
字中间存有学生的题记：“补仁里祖为户
口生李仲雅仿书册［四十］行谨呈上。”

荣新江教授说：“1969年吐鲁番出土
的《论语·郑氏注》抄本的题记与此相似，
并认为于阗的教育至少是汉人子弟的教
育和内地没有什么不同，学生都遵循一定
的规范读书习字。”

我又不断地查阅史料，方知：长寿元
年（692）十月，唐朝复置安西四镇，并发三
万汉军驻守西域。此后必定有不少通文
墨的中原官人进入西域地区，中原的传统
文化也随之大量流入安西四镇地区。随
军的儿童也要学习书法，《兰亭序》《尚想
黄绮帖》的习字更可能出自学童手笔。

李仲雅这个名字在我脑海萦绕数日，
我决定写一篇关于他的传奇《墨灵丝路
记》……

家世设定
我笔下的李仲雅出身于阗国尉迟王

室汉化支系，高祖时受唐册封为“汉玉都
督”，故改汉姓李。其家族世代掌玉龙喀
什河采玉事宜，宅邸“琅玕馆”藏有长安御
赐《九成宫醴泉铭》拓本。我姑且认为他
有三兄弟，因为他的名字中间是个仲字，
排行老二。

家庭成员设定如下：
父：李延明，于阗镇守使，左耳垂总别

着枚和田青玉耳珰，会说流利的粟特语与

吐蕃话。
母：尉迟云容，本国王女，梳惊鹄髻时

必插七宝佛塔金步摇，擅用佉卢文写药
方。

长兄：李伯风（15岁），在敦煌龙兴寺
习汉文典籍，袖中常备《切韵》残卷。

幼弟：李叔颂（7岁），能辨三十六种玉
料鸣响，正跟着龟兹乐师学筚篥。

【按：名字与伯（嫡长）/仲（次子）/叔
（幼子）的汉化伦理秩序与《诗经》风雅颂
合拍】

授业师：张玄弼，原敦煌灵图寺抄经
生，因用朱砂在《金刚经》旁批注汉诗被
逐，山羊须里永远藏着沙枣蜜饯。

同窗：尉迟伽罗（仲雅表妹），发辫缀
满玉髓珠，用金丝楠木镇纸压着的黄麻纸
总画满菩萨璎珞；

安小郎（粟特商队幼子），羊皮纸写满
波斯数字的边角，藏着父亲从碎叶城带回
的琉璃算珠；

尉迟归鹤（于阗王嫡孙），腰间蹀躞带
别着和田玉解结锥。

唐于阗学生李仲雅习字文书残片

注：
1. 王羲之“尚想黄绮帖”中的

“黄绮”，实际上应是“商山四皓”中
的夏黄公与绮里季。

2. 商山四皓，指秦末汉初隐居
于商山的四位贤士：东园公、夏黄
公、绮里季、甪里先生。故事中夏黄
公（杖刻秦篆）与绮里季（衣绣星斗）
为封印墨魔的关键人物，其采芝、弈
棋的典故被重构为文明守护的象征
（《史记·留侯世家》载吕后曾请四皓
辅佐太子刘盈）。

3.于阗尉迟氏，于阗（今新疆和
田）王族，唐时部分支系受赐李姓。
文中“汉玉都督”为虚构官职，但历
史上于阗王族确有汉化倾向，如后
晋天福三年（938）于阗王李圣天遣
使入贡中原。

4.粟特安氏，安小郎家族属粟特
九姓胡之一，历史上粟特人以商队联
通丝路。其琉璃算珠暗合粟特数学
传统，而波斯水晶镜则映射粟特人擅
长的占卜文化（见《粟特商人史》）。

5. 怛罗斯战役，唐天宝十年
（751），唐军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
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
交战，文中《尚想黄绮帖》真迹残页
的流散即隐喻此战导致造纸术西传
的历史事件。

6. 玉龙喀什河，和田玉主要产
地，古称白玉河。文中墨池冰封的

奇幻设定，暗喻和田玉矿脉与书法
文化通过丝绸之路的物质精神双重
联结。

7.敦煌藏经洞，指莫高窟第17
窟，1900年发现数万卷文书。故事
中守窟老僧血绘曼荼罗的情节，影
射藏经洞文书封存之谜。

8.佉卢文，古印度文字，曾在于
阗、鄯善等地通行。文中尉迟云容
用佉卢文写药方、血咒的情节，映射
3-4世纪于阗佛教医学与世俗文书
并存的史实（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佉
卢文医方木牍）。

9. 筚篥，龟兹（今库车）传入的
簧管乐器。李叔颂吹奏梵音结界的
设计，既符合唐代“胡部新声”的流
行，又暗合佛教音乐《羯鼓录》中“龟
兹部”的记载。

10.璎珞，佛教七宝饰物，尉迟伽
罗的玉髓珠串化火流星封印墨魔，呼
应《法华经》中“璎珞庄严”的护法意
象，同时融合于阗玉文化特质。

11.癸丑年，历史上王羲之书写
《兰亭序》的永和九年（353）即癸丑
年。文中贞元十四年（798）与元和
元年（806）的虚构癸丑灾厄，构成每
53 年一轮回的天干地支谶纬体
系。将历史上的永和九年（353）与
唐永贞元年（805）勾连，间隔恰为
452年（4×113），正合《兰亭序》二十
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之数。

一、多维叙事织就的丝路图谱
这篇作品以考古发现为经、文学想象为

纬，构建起多维度的叙事空间。从真实存在
的李仲雅习字残片出发，作者在历史档案的
褶皱处种下文学想象的种子——借由斯坦因
盗掘文书的编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形制、安
西四镇驻军史实等具体坐标，虚构人物的生
命轨迹获得了沉甸甸的历史质感。这种虚实
相生的叙事策略，恰似文中反复出现的佉卢
文与汉隶并置的意象，让学术考证的严谨性
与文学想象的飘逸性在文本中达成了精妙的
平衡。

二、奇幻美学中的文明密码
作者创造性地将书法元素转化为奇幻符

号系统：王羲之的“之”字化鹤、墨色锁链
浮现《兰亭序》残章、商山四皓的星斗绣纹
等设定，实则是将书法艺术解构为流动的文
化基因。当松烟墨凝结的冰凌割破窗纸，当

《尚想黄绮帖》渗出淡金色血液，这些超现
实场景本质上是对文明传播的诗意转译——
文字跨越时空的穿透力，笔墨浸透纸背的文
化韧性，在此获得了极具张力的美学呈现。
这种将文化符号具象化为灵性存在的写法，
让静态的历史文物在叙事空间中获得了生命
律动。

三、隐喻体系里的文明对话
文本中精心设计的文化混融意象构成深

层隐喻网络：尉迟王族血脉中的汉玉青珰与
佉卢文药方，粟特商队的波斯算珠与长安拓
本，龟兹筚篥与梵音结界的共鸣，都在演绎着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化合反应。最具深意的是
商山四皓形象的跨文化重构——本是中原隐
逸文化象征的四位老者，在粟特壁画传说中
重生，最终通过王羲之的笔墨显灵于西域冰
原。这种多重文化层累的圣像塑造，暗示着
文明传播中必然经历的在地化蜕变。

四、历史诗学的当代启示
结尾处孟宪实教授的论述并非简单的学

术背书，而是将文本提升到了文明方法论的
高度。当故事揭示“墨池乃众生心镜”的禅机
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唐代西域的汉文教育
体系，更是对文明交流本质的深刻隐喻——
真正的文化传播绝非单方面的灌输，而是如
同文中的墨色莲花，既要在异质土壤中扎根
生长，又能通过玉籽将文化基因带回源头。
这种双向动态的传播模型，为当下跨文化交
流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历史镜鉴。

这篇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实验证明：历
史考证可以成为文学想象的催化剂，学术发
现能够化作诗性智慧的培养基。在出土文书
的字缝间，在玉龙河的碎冰里，在敦煌壁画的
飞沙中，作者为我们重构了一条流淌着文化
精魄的灵性丝路，让千年前的笔墨呼吸重新
激荡在现代读者的文化基因之中。 小迪

当面塑手艺人遇上AI
前不久，怀元辰觅得一件

“宝”。
近日，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

克区非遗工坊，乌鲁木齐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面塑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怀元辰，捧着一具铁丝盘绕
的龙首骨架细细端详——这是一
名大四学生两小时内完成的即兴
创作。

“这般痴迷传统技艺的新生
力量，才是非遗真正的宝藏。”怀
元辰边说边旋转龙首，顺手打开
手机支架的补光灯。新一期面塑
教学视频录制开始了。

面塑技艺传承如何破圈？怀
元辰闯出“云端播种+线下深耕”
的双轨模式，一边吸纳更多的年
轻人了解面塑，一边用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推广面塑。为此，他持
续将非遗课堂搬进校园，其团队
还在短视频平台搭建起“数字传
承课堂”。

镜头前，怀元辰略显拘谨。那
双捏了 15 年面人的巧手，此刻因
录制键的闪烁而微微汗湿。“这是
丝路驼铃的骨架……”他稍作停
顿，目光掠过场外高擎的提示板。

三组数字可以进一步解读传
承方式转变的由来：线下讲座最
多辐射50人，云端课堂单条播放
量轻松突破 2 万；老师傅手绘设
计图需三日精雕，AI10分钟即可
输出十套方案；团队开发的“孙小

圣”形象迭代数十次，终借智能算
法锁定最受欢迎的国潮造型。

工作台俨然成为传统与科技
对话的舞台。一边是竹签、剪刀
等传统工具，一边笔记本电脑显
示屏跃动着 AI 设计界面。最新
完成的哪吒面塑旁，散落着半小
时内生成的30幅数字草图，三张
红笔圈选的方案即将成为下周校
园课的教案模板。

创新也早已突破次元壁障。
通过AI赋能，怀元辰团队研发出
系列文创产品：会讲故事的冰箱
贴、国潮解压手办、带穴位按摩功
能的养生手办。

“面塑传承得两条路一起
走。”怀元辰展示着最新的 AI 设
计稿，“既要扎根校园培育新苗，
更要打造沉浸式工坊，吸引大众
走进来、玩得了。”身后展架上，憨
态可掬的阿凡提与机械感十足的
赛博青龙相映成趣。

工坊里，老师傅用竹签修整
面人衣褶，年轻员工用智能AI调
整教案。站在时光交汇处，怀元
辰忽然想起师父的话：“面塑之
魂，存于掌心温度。”他执起两粒
乌润油亮的面团，轻轻嵌入赛博
龙首的眼窝——这场跨越时空的
对话，终以最传统的点睛之礼圆
满结束。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郭倩
据新疆日报

苏巴什佛寺遗址里有个“文物活地图”
春日的沙尘天阻挡了游客前

往却勒塔格山南麓苏巴什佛寺遗
址的脚步，但肖占玉对这样的天
气却习以为常。近日，作为库车
市文物普查队的一员，肖占玉又
来到这处自己曾经守护5年的地
方——新疆规模最大的佛寺遗
址，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
作。

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以来，库
车市2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点都
留下了肖占玉的足迹。常年的田
野考察让这位 56 岁的文保员身
形精瘦，被同事称为“文物活地
图”。“现在我们每年都要用一个
多月时间跑遍这些遗址。”在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年轻普查队
员遇到疑问时，这位走了20多年
文物保护之路的老兵总能给出答
案。

走在苏巴什佛寺遗址的木栈
道上，肖占玉抚过风化斑驳的墙
垣，目光扫过大殿、佛塔等遗迹。
在库车众多文物点中，他对这座
佛寺遗址感情最深。1999年，肖
占玉成为遗址首位专职看护员，
面对的是刚通电的看护用房，每
周需骑摩托车往返县城两次采购
物资，夜间唯一的消遣是自带的
电视机和DVD。

2014 年 6 月 22 日，这座见

证丝路文明的遗址迎来重大机
遇——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遗址点，被正式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如今残存的3米宽、10
余米高的墙体，已屹立近 1500
年，其工艺为砂石夯筑和土砖砌
筑，墙体凹槽中留有曾支撑大殿
穹顶的巨柱痕迹。

“这些凹槽是建筑史上的活
教材。”肖占玉指着墙体介绍。20
多年间，他亲历遗址保护升级：防
护栏取代了牧民的铁丝网，库车
河两岸筑起防洪坝，数字化监测
设备陆续进驻。令他欣慰的是，
游客通过遗址认识库车龟兹文化
的同时，文物保护意识也在增强，
现在再没人攀爬墙垣拍照了。

如今已转型为普查队员的肖
占玉，仍保持着每月巡查遗址的
习惯。他参与的库车友谊路墓群
考古曾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而正在进行的苏巴
什佛寺遗址考古项目，则致力于
破解寺院布局之谜。面对年轻队
员，肖占玉说：“我要发挥‘活地
图’作用，带着大家一起干，守护
好这片土地上的文物古迹。”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姚刚
据新疆日报

春假+“五一”

新 疆 娃 们 研 学 游“ 得 抢 ”
“敦煌、杭州的长线研学营半

个月前就报满了，我好不容易才
给孩子们报了个一日研学营。”5
月 4 日，家住乌鲁木齐市水磨沟
区的豆女士告诉记者，前一天，她
给儿女报了个认识昆虫一日研学
营，两个孩子和十多个小伙伴在
米东区徒步4公里，看蜜蜂采蜜、
蚂蚁搬家，回来后不停地说“太有
意思了”。

今年，乌鲁木齐各大中小学
学生迎来一个特殊的加长版假
期——3 天春假叠加“五一”假
期，8天时间，为学生们创造了外
出研学的好机会。“自春假时间公
布，公司便发布4—6日研学游路
线，相关产品‘得抢’。”新疆玩大
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课程顾问王
英说，眼下气候比暑假凉爽，孩子
们外出研学的体验感更佳，4 月
中旬，长线研学游名额就已全部
预订完毕。

据了解，长线研学游主要面向
六年级及以上学生，而一日研学营
成为二至五年级学生的热门选
择。“春假时孩子放假但大人不放
假，我给孩子报了两个一日研学
营，早晚接送方便，能让孩子亲近
自然，比在家玩电子产品好。”乌鲁
木齐市第38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
白燕道出众多家长的心声。

除家长自主报名的研学营
外，乌鲁木齐不少中小学也积极
组织集体研学活动。4 月 28 日，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乌鲁木齐
市第八中学的2000余名学生，沿
着“挑战自我·亲近自然”“水脉传
承·巴扎印象”等特色线路，走进
乌鲁木齐市南山狼牙拓展基地、
三甬碑水厂等地，开启沉浸式研
学之旅。

4 月 29 日，乌鲁木齐市第 41
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走进吐鲁番
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吐鲁番沙漠
植物园，在参观学习中穿越千年
历史，对话绿色生命。实践环节
同样精彩纷呈。同学们亲手制作
草方格，体验防风固沙的原理与
意义，参与桑葚采摘活动，在亲近
自然中收获快乐。

乌鲁木齐市研学市场的火爆
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关注。“乌鲁
木齐放春假，我们都在密切关注
乌市的研学市场，为今后我们的
研学业务做准备。”哈密蜜宝研学
旅行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摆艳
说，经过几年的市场培育，送孩子
去研学已经成为不少家长的假期
首选。

今年“五一”假期，该公司新
增两个研学团，无论是带领孩子
们前往大海道领略自然地貌，还
是在市区开展共植左公柳活动，
都能让孩子们亲近自然，缓解疲
惫，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下一
阶段的学习。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晶晶

据新疆日报

故事结束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还有点
意思？

无独有偶，好友的导师——中国人民
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教授4月22日
在光明日报撰文《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
鉴之路》提道：“文化交流如果不是相互
的，交流与发展就无法持续。来自西域的
文化，汇聚唐代长安，中国文化自然也会
流入西域。唐朝经营西域，设立安西四
镇，从而稳定了中国的西部边疆，为丝路
畅通提供保障。虽然是中国内部，也有文
化的涵化问题。唐代长安，从唐太宗时开
始，就流行王羲之的书法，唐高宗、武则天
都是王字的拥戴者。没有想到，在丝路南
道的和田出土的唐代遗址麻札塔格中，竟
然发现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尚想黄
绮帖》，虽然只是片段，但证明当时当地有
人在用王羲之的字练习书法。这样事实

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绝不可能仅仅由书
法史来证明。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经由
边疆地区的传递，最终完成跨文化传播，
从而显现出世界性格局。”

说来说去，其实我想表达的中心意思
就是——唐代西域于阗地区的汉文教育
体系与中原高度同源，通过出土学生习字
文书可证《兰亭序》《尚想黄绮帖》作为标
准书法范本沿丝路西传，成为中原文化浸
润西域的实证。

具体包含三层要义：
文书形制佐证教育规范：于阗出土的

双面麻纸习字本（MT.b.006），正面《兰亭
序》残存“放浪形骸之外”单字反复摹写，
背面《尚想黄绮帖》残存“好之绝纶”单字
练习，其“行尾附小字‘之’”的书写范式，
与吐鲁番出土《论语》题记“补仁里李仲雅
仿书”的格式完全一致，印证唐代西域书

法教育严格遵循中原“临摹—复写”教学
体系。

文书分布揭示传播路径：现存5件《兰
亭序》写本（俄藏 Dx.18943 临本、国图
BH3-7习字本等）与3件《尚想黄绮帖》写
本（英藏M.T.095习字本等），集中出土于
和田麻札塔格遗址。该地作为安西四镇
驻军要塞，佐证武周时期（692年重置四镇
后）三万汉军携家眷屯戍西域，将长安宫
廷推崇的王羲之法帖同步带入边陲学童
课堂。

书法范式成为文化纽带：西域学童重
复摹写“之”“放”等特征字，不仅训练“永
字八法”笔势，更通过《兰亭序》“一死生为
虚诞”的玄理、《尚想黄绮帖》“绝轨犹追”
的隐逸精神，完成对中原价值观的潜移默
化。这种“笔墨载道”的传播模式，比单纯
文字抄写更具文化渗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