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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波罗／中亚”艺术风格最初由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提出，他认为卫藏后弘期早期佛教艺术传承主要

来自东印度波罗密教，另有一系来自西藏北部的于阗，它们相汇于卫藏后形成所谓的印度／于阗”（又

称“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中国考古工作者的调查表明，11世纪卫藏的艺术遗存确实存在着印、

汉、于阗等多种风格的影响痕迹。  

    本文认为，“波罗／中亚”艺术的突出特征是“波罗”样式已在很大程度上“中亚”化；且制作精

美，艺术水平较高。这样一种融各种样式为一体的精美而成熟的艺术风格，其形成不会一蹴而就，各种

风格融会贯通并重新建构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换言之，这一艺术风格虽见于11世纪，但形成当在9—

10世纪期间；同时它的形成也需要一个佛教文化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在地理上应是

一个印度、汉地、西域及吐蕃诸种艺术因素能够相互汇聚和融合的文化通道；9—10世纪的卫藏显然不

具备上述条件。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波罗／中亚”艺术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西北吐蕃；“波罗／中亚”艺术形成

的文化基础在于9—11世纪西北诸族艺术的融合交流；“波罗/中亚”艺术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文化通道

的作用不容忽视；“波罗／中亚”艺术对于藏传佛教美术样式形成具有奠基之意义。  

    1．“波罗”样式“中亚”化的实质是佛菩萨等神像穿戴上吐蕃贵族的服冠，这一改造只可能由吐

蕃艺术家完成，问题是这个“吐蕃”是哪一地区的藏族。9世纪初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的摩崖造像是目

前所知的最早尝试，虽然并不成熟，却可视为“波罗／中亚”艺术风格之真正起源。  

    2．“中亚”实为一种综合性的风格，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了吐蕃系的艺术创新外，还包括

了西域、敦煌等地（汉地与于阗、高昌等）的佛教艺术因素，因此这个“中亚”反映了蕃、汉、西域、

回鹘等西北诸族艺术的融会贯通，在当时能够让西北诸族艺术因素相互交流融合的通道惟西北丝绸之

路。9—10世纪的丝路既是“波罗”艺术向中国传播的唯一通道（晚唐北宋时敦煌壁画中波罗艺术的影

响甚浓），更是西北诸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文化通道。  

    3．西北吐蕃以河西吐蕃与河湟吐蕃势力最盛，后凉州六谷蕃部为西夏所迫并入河湟吐蕃；河湟吐

蕃原为西北吐蕃之大本营，吐蕃王朝时期已是吐蕃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11世纪初丝路改道青唐，青唐

吐蕃（唃厮啰政权）更成为东接中原北宋王朝，西联回鹘、西域诸族，南与卫藏相通的枢纽。河湟吐蕃

与卫藏吐蕃的区别在于：9—10世纪期间河湟吐蕃的宗教文化不曾出现大的断裂，且有重大发展，又因

其地理上位于诸路文化汇聚之通道而受惠于多种文化的滋养，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河湟吐蕃的宗教文化



颇具包容性；始于9世纪初的“波罗/中亚”艺术样式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成熟丰满。  

    4．河湟地区是卫藏佛教文化复兴的源头之一。鲁梅10人因从河湟丹底引进佛法而被称之为“下路

弘法”，公元978年当他们返回卫藏传教时，形成于西北吐蕃地区的“波罗／中亚”艺术样式也随之人

藏，遂成为后弘期佛教最早的流行样式。这一艺术样式为后来藏传佛教美术样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

意义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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