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元一九○○年，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偶

然間發現堆積在洞穴內的數萬部佛經、樂譜和文獻。

傳聞他將珍貴的敦煌石室古物，低價賣給英國探險家

─斯坦因，導致這批古文物運出中國或散落民間，

卻也因此開啟西方學者對東方古文明的探究風潮。

一九八七年間，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後，石窟內的壁畫塑

像，引起中外學者的重視與研考，更使得敦煌學成為

近年來，國際知名的顯學之一。近半世紀以來，中國

學人研究敦煌藝術，早就蔚為風潮，不但詳考舊有經

典文獻，更遠赴東瀛取經，找回空海大師從長安攜去

日本的密教經像修觀法門，引領敦煌研究員走向密教

相關研究的風潮。

敦煌研究院曾多次舉辦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

最近一次的學術饗宴，在今年七月二十一日登場，

其名曰「二○一○敦煌論壇：吐蕃時期敦煌石窟藝

術國際研討會」。本次會議，筆者躬逢其盛，得以

在會議上宣讀論文，故於七月十九日，和賴文英、

林怡蕙共同搭機，經三小時的飛行後，抵達西安咸

陽機場。第二天遊覽後離開西安，下午五時住進敦

煌國際大酒店。

七月二十一日一早，筆者搭車赴敦煌研究院，

參加此次國際研討會的開幕典禮。會議首先由樊錦

詩院長致詞，典禮後所有嘉賓一同至莫高窟九層樓

前拍團體照。

本次會議收到四十五篇論文，正式發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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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篇，分成八個場次，主題

分別為「洞窟藏文題記，密教文

獻與洞窟思想研究」、「政治與

樣式」、「歷史與藝術」、「石

窟經變畫、圖像專題研究」、

「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

古與藝術」、「毗沙門天王像研

究」、「莫高窟第四六五窟研

究」等。內容涵蓋了敦煌學、西

藏學、民族學、考古學、佛教哲

學、修持法門，以及藝術學等不

同領域。與會專家除了來自中國

的北京、南京、甘肅、四川、廣

州等各地學者之外，另有來自法

國、日本、瑞士、新加坡、台灣

等各國學者。

此次會議除了研討主題的涵蓋面，涉及不同層次領域，研究方法

亦推陳出新。回憶四十年前初次研讀有關敦煌的介紹文字，總喜好將

北朝時代的壁畫《本生經》故事，作為批判的對象，且把捨身飼虎、

割肉貿鷹認定為消極不健康的人生觀。其後二十年，才開始對敦煌壁

畫的主題逐漸予以肯定，詳加討論唐代的經變畫，如西方淨土變、維

摩變等經典義涵與圖像風格。但焦點較著重於單幅壁畫內容情節的考

訂，以及人物造形、景物安排等圖像的繪畫風格。除了各別畫幅題材

外，每個洞窟整體的總主題，與其所涉及的教派，彰顯的修持禪觀法

門，尤其是密教的曼陀羅、壇城布局等議題，在近年學者研究的主題

中，逐漸成為焦點。今年大會擬定以吐蕃統治六十七年時期的敦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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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凝聚以不同方法學、不同地區、不同視距，所撰述的近五十篇相

關論著，真是一大豐收！

在第一個場次中，第一位發言人法籍日裔學者─今枝由郎，提出

「莫高窟與榆林窟的T形題記框」，是從過去學者所忽略的藏文題記，來

考訂榆林二十五窟的斷代問題。第二位發言人日籍學者─田中公明，

則以「旁唐目錄與敦煌密教」為題，《旁唐目錄》是研究敦煌密教學的

新資料，乃過去學者所未見。

來自臺灣的學者中，郭祐孟仁棣被安排為第三位發言人，提出「密

教『新月輪觀』的學理與實踐─以敦煌石窟為例」，這是一篇以密教

修持法門為論題的文章，開拓了敦煌學研究方法的新領域。祐孟由於勤

於論著，受到敦煌學同道的肯定，原被安排為第三場次的主持人，又謙

讓拱筆者作主持人。

■ 莫高窟159窟西壁（插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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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密教圖像修法為論題的文章，尚有安排於第八場次，由華梵大學

助理教授黃英傑，提出「從藏傳佛教看莫高窟第四六五窟藝術」。作者

謂密教圖像作為修觀對象的需求下，宗派與圖像文本關係強烈，在舊譯

寧瑪派與新譯噶舉、薩迦派的傳承基礎下，就上師、本尊、空行、護法

等議題，分別討論其傳承史、經文、圖像等。最後的結論是四六五窟非

吐蕃時期所畫，也非蒙元時期所畫，而是西夏時期的作品。

另外，甫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學位的林怡蕙，亦以

「敦煌莫高窟第四六五窟圖像結構之分析」為題，先就四六五窟洞窟的

形制、前室、甬道、尊像描述起，討論主室的西壁、南壁、北壁、東壁

等四壁的圖像結構，進而歸結每一尊像所賦與修觀的不同特徵。

研討會中，來自臺灣的學者共計五位，除前述三位之外，尚有賴

文英和筆者。賴原是賴鵬舉醫師主持的「台灣佛教圖像學」研究中心

的研究員，今年已考取蘭州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班，被安排為第五場

次─「密教尊像研究」的第五位發表人，其題曰「榆林二十五窟藥

師佛及其相關問題─兼論正壁的盧舍那佛與八菩薩」。此文先提藥

師佛圖像特色，再論與地藏菩薩、盧舍那佛之關係，並與新疆阿艾石

窟第一窟作比較。

筆者則為同場次的第二位發表人，以「敦煌吐蕃時代的文殊菩薩

圖像探討」為題，文中探討文殊師利菩薩圖像，舉吐蕃統治時期，顯密

各兩種不同題材為例，顯教題材包括「問疾維摩」的文殊，與普賢菩薩

對應的文殊。此二題材的表現形式，是在敦煌盛唐之前既有的基礎上，

再作增添，而臻富麗華貴的地步。至於密教題材，則舉八大菩薩中的文

殊，與千臂千缽文殊，以此時期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以及原藏莫高窟

十七窟的絹畫為例證，就不同洞窟布局、不同經變題材，所創作的不同

文殊風貌，對證原經典文義，以探討其宗教內涵。最後討論的千缽文

殊，由於外形與千手觀音有相似之處，因此也特別提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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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會議期間，除了

密集研討，也赴敦煌石窟

實地考察，如七月二十二

日，會議第二天早上考察

莫高窟，第三天整天考察

榆林窟、東千佛洞、瓜州

博物館，第四天考察西千

佛洞。會議在七月二十四

日下午舉行閉幕式，並

由羅世平、張建林、謝繼

勝、筆者、今枝由郎、田

中公明等人依序上臺，各

自發表對此次會議的感

言，共同肯定論題的意義

與成果。晚上主辦單位並

設宴歡送，由樊錦詩院長

致詞表達謝意。

會議雖已結束，許多學者仍停留酒店，經過登記申請，第二天以車

載至莫高窟，各自考察欲探視的洞窟。筆者亦於七月二十五日，考察了

十個窟。

吐蕃佔領時期所完成的莫高窟新窟龕，共計六十六窟，其建窟的規

模與數量，均超過盛唐時代。就窟內的塑像與壁畫題材而言，既繼承舊

有，又增加新意，反映了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統治者對佛教的推崇，

長安敦煌之間文化交流的活絡，與唐式佛教的大力流布。

舉建於此時期的代表性石窟，如一五九窟主室覆斗頂，頂上畫華麗

的團花藻井（見封底），四坡畫千佛，西壁佛龕內（見插圖一），主尊

■ 莫高窟159窟文殊變（插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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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已失，但左右兩弟子比丘、

兩脅侍菩薩、兩力士等六立

像尚存。佛龕外兩側壁，分

別畫文殊變（見插圖二）與

普賢變，東壁門兩側畫「維摩

詰經變」，南壁東起畫「彌勒

經變」、「觀無量壽經變」、

「法華經變」等。北壁東起

畫「天請問經變」、「藥師經

變」、「華嚴經變」。

此窟壁畫題材中，大型的

文殊出現兩次，一為東壁門南

側「問疾維摩」的文殊，文殊頂上華蓋，項上身後圓光，坐高台上，與

作文士的維摩居士遙遙對立。一為西壁北側文殊變中的文殊。

西壁北側的文殊變，文殊菩薩高髻寶冠，身著僧祇支，腰繫錦裙，

瓔珞臂釧為飾，手持利劍，結跏趺坐於獅背上，一昆崙奴牽獅，另一昆

崙奴捧香爐供器，周圍眷屬、天龍八部、帝釋、梵天護衛，又有天人奏

樂舞蹈等，描繪十分生動。下部兩條屏風畫為五台山圖。

至於源自密教經典的千首千臂文殊菩薩，在圖像上，千隻手排列成

一圓圈，手中各舉缽，類似千手觀音，因此形成對應，亦為曼陀羅的表

現，例如三六一窟（見插圖三）就是一例。

總之，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佛教顯密並盛，百姓生活安樂，從華

麗的壁畫布局上，便可解讀出來。佛法最珍貴的重點在於行持實修，自

古以來，很多觀行法門，總藉著文學、藝術、經變、圖像等等來隱喻表

現。未來敦煌學的研究，若能加入更多實修行者的寶貴經驗，擴增學術

與行持的交流驗證，相信能利益更多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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