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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7世 纪初期 至 8世 纪 中叶的唐代 ，首都 长安 不仅 是 当时全 国的政 治、经济 和文化 的 

中心 ，而且也是 中外人 员进 行友好往 来、商品 贸易以及 宗教 文化 交流 的 中心所 在 。2O世 纪 5O年代 

以来，从唐长安城遗 址 中出土 了一 些有 关宗教 文化 交流 的文物 ，这 为我们 研 究唐代 长安 与 西方的宗 

教 文化 的交流提 供 了许 多极 为 宝贵的资料 。这 些文物的 出土 ，一方面证 实 了文献 的记载是 正确的 ， 

另一方面也使 一 些长期 以来悬 而未决的疑难 问题得 到 了彻 底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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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初期至 8世纪 中叶的唐代 ，不仅是 中国 

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而且是中外文化交流 

的频繁时期 ，同时也是 商业 和交 通业空 前发展 的历 

史时期。伴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四通八 

达交通 网络的初 步形 成 ，接 踵 而来 的是 在全 国相继 

出现了许多繁荣 的商业大都市 ，其中有长安、洛阳、 

扬州 、益 州、荆州 、汴州等都市 。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 ， 

唐代首都长安当时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 ，而且也成为 中外人员进行友 好往来 、商业 贸 

易 以及宗教文化交 流的中心所在 。随着唐代社会经 

济的空前发展和繁荣 ，唐代长安与西方的外交往来 

和商业贸易 日益密切 ，尤其是唐代长安与西方宗教 

文化的交 流，无 论是 在深度 上 ，还是 在广度 上 ，都 是 

中国历 史上任何 一个时代所无法 比拟的。 

众所周 知 ，唐代长 安城 是在 隋代大 兴城 的基础 

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只是新增建了大明宫 ，其他设施 

则沿袭未改。全城呈东西向的“横长型”，城内主要由 

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所组成。宫城位于全城 

的北部 中央 ，是 皇帝听政和居住 的地方 。皇城位于宫 

城之南 ，是 中央官衙 府寺 的所在地 。外郭城分布在宫 

城与皇城 的东南部和西南部 ，是居 民区和商业 区 。外 

郭城 的东西长 9 721米 ，南北 宽 8 651．7米 ，周长 为 

36．7公里，面积为 83平方公里[1](P573~574)。像 

这样规模 宏大 、拥有百 万人 口的长安城 ，不仅在全 国 

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就在世界上也是 当时最大的 

城 市之一 。居 民区 的里坊排 列是 以皇城之南朱雀 大 

街为中轴线 ，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并形成了 

东 、西 完全 对称 的格局 。东侧南 北 向 5行纵坊 ，东西 

向 13排横坊，共计 54坊和 1市 ；西侧同样是南北向 

5行纵坊 ，东西向 13排横坊 ，共计 54坊和 1市。这 

样一来 ，全 城形成棋盘 式格局 ，有南北 大街 ll条 ，东 

西大街 14条，合计 108坊 。高宗龙朔以后为 llO坊， 

玄宗开元以后减到 109坊[23(P63)。另外 ，隋文帝 

在开皇二年 (582年)建造隋大兴城时，就在皇城的 

左前方和右前 方分别设 置 了两个市 场 。东边 为“都会 

市”，西边 为“利人市 ”，各 占两坊 之地 。到了唐代 ，仅 

将“都会市”改为“东市”，将“利人市”改为“西市”，而 

其位置和规模未做任何移动。在市内建有很多邸店， 

供客商居住和存放货物。陈列货物和出售货物的地 

方称之为“肆”。为了方便起见 ，唐代的作坊和肆往往 

连在一起 ，既是生 产场所 又是 销售店铺 。同类商 品的 

生产和销售集中在一个区域里 ，称作“行”。据《唐两 

京城坊考》记载：“街市(即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 

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3](P124)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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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市商 贾 云集 ，肆 行林 立 ，所 以在唐 武 宗会 昌三 年 

(843年)六月二十七 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 

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 、绢、药等 

总烧尽”[4](P210)。由此可以不难看出，当时的东 

市是空前繁荣的。值得指出的是，西市是中亚、波斯、 

大食等西方商人和少数民族聚居贸易之地 ，其繁荣 

程度也远在东市之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居住在长 

安西市的商胡们 ，在唐代 7～8世纪的中外文化和宗 

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为不断发展和繁荣唐代社会 

的商品经济 ，促进 和 加深 各 国民族之 间 的友 好往 来 

与大团结 ，的确发挥了相 当重要的作用和做出了相 

当大的贡献 。 

向达先生曾经指 出：“唐代与西域交往甚繁 ，文 

物方面所受影响亦所在可见。”[5](P1)本文作者愿 

在前人研 究 的基础 上 ，结合 有关文 献记 载和考 古发 

掘出土的新资料，从宗教文化人手 ，对唐代长安与西 

方宗教文化的交流这一研究课题再做进一步探讨。 

唐代初期 ，随着大批西方商人进住唐代首都长 

安城，西方的佛教、袄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五 

大宗教也自然而然地在长安城安家落户了。随之而 

来的是，先后又在城 内相继建造了为数不少的各类 

寺院和袄教袄祠等建筑，成为宗教信奉者进行宗教 

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首都唐代长安设立各类寺院和 

袄教袄祠，这本身就是对其信奉者最大的支持与安 

慰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代对于外来宗教所持大度 

包容的态度。与此同时，这也无形中加深了唐代宗教 

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发现的大量考 

古资料表明，唐代社会的确是一个空前开放和繁荣 

的社会，又是一个善于吸收和包容外来文化(包括宗 

教文化在内)的社会。当然 ，唐代吸收外来文化并不 

是盲 目地、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与吸收，更不会是全面 

地排斥与否定。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如同日本在奈 良 

时代 (71O～794年)学 习、模仿和吸收唐代文化一 

样 ．总是在不断吸收那些 符合本 国国情 的外来文化 。 

所以说，五彩缤纷的大唐文化，实际上也是在广泛包 

容与大量吸收外来文化 的基础 上形 成的 。 

一

、佛教 、寺院与佛塔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相传在公元前 6世纪至 5世纪中，佛教为古印度迦 

毗罗卫 国 (今尼 泊尔境 内)王子悉 达多 ·乔答摩 

(Siddhartha Gautama，即释迦牟尼)所创立。佛教是 

当时反婆罗门的思潮之一，以无常和缘思想反对婆 

罗门的梵天创世说 ，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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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 ，因此得到很快流行。其基本 教理有“四 

谛”、“八正道”、“十二 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 

藏 ，修 持 戒 、定 、慧 三学 ，以断 除烦 恼 成 佛 为最 终 目 

的。佛教这些教义由于为我国统治者所信奉，所以便 

在东汉明帝永平六年 (67年)(在佛教学术界 ，主要 

有“汉明求法说”和“汉 明之前传人说”两说 ，本文作 

者采用“汉明求法说”)开始传人我国，经三国两晋到 

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教的翻译与研究 日渐发达，到 

了隋唐时代，遂产生了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 

宗 、净土宗 、密宗 等具 有 中国特 色的许 多 宗教 教派 。 

同时 ，佛 教 的思 想 和文 化也 对我 国 的哲 学 、文学 、艺 

术和民间风俗都给予了巨大的影响。 

毋庸讳言，唐代佛教是在隋代佛教的基础上直 

接发展起来的。公元 581年 ，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 
一 改北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而把信奉佛教作为 

维持巩固自己统治权力的基本方针之一 。现在看来， 

这与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 

尼 的抚 养和 即位 时 昙 延力 请 兴 复佛 教 是 不无 关 系 

的。据《隋书 ·经籍 志 》记 载 ：“开皇 元年(581年)，高 

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 口出钱 ，营造经像。而 

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 ，并 

官写一切经 ，置 于寺 内；而又别写 ，藏于秘 阁。天下之 

人 ，从风而靡 ，竟相景慕 ，民间佛经 ，多于 (儒 家)六经 

数 十百倍。”[6](P1 099)由此可见 ，早在隋代初年 ， 

佛教就出现了同儒教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儒教影响 

的势 头 。另外 ，开皇十年 (590年 )的僧尼人数不仅多 

达 5O余万[7](《续高僧传 ·靖嵩传》卷 10、《续高僧 

传 ·昙迁传 》卷 18)，而且 隋文 帝还 改周宣帝 所建立 

的陟岵寺为大兴善 寺 ，并令在 五岳各建佛 寺一 所 ，诸 

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 ，还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 

各创设大兴善寺 ，同时还建有延兴、光明、净影，胜光 

及禅定等寺。相传隋文帝所建立的寺院共有 3 792 

所。不仅如此，隋文帝还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 

一 包，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建造 了 l1O 

座佛塔 ，并建造金、铜、檀香 、夹 、牙、石等像大小 

16 58O躯 ．修缮故像 1 508 940余躯[7](《辨正论》卷 

3)。并且在 开皇二十年 (600年 )十二 月下诏 ：“佛 法 

深妙 ，道教虚融，咸降大慈 ，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 

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 申诚 

敬 。其五岳四镇 ，节宣云雨 ，江、河、淮、海，浸润区域 。 

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 ，以示恭敬。敢有 

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 ，以不道论。 

沙门坏佛像 ，道士坏天尊者 。以恶逆论 。”[6](P45～ 

46)此外，还缮写新经 132 086卷。修故经 3 85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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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辨正论》卷 3)。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还以长 

安为中心建立了佛教义学的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 

学派著名 的学者 ，集 中在都 邑地 区进行传 教 。在长 安 

曾建立了 25众[7](《续高僧传 ·义解篇后论》)，大 

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 25部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 

寺沙门僧琨也做过 25众教读经法主[7](《历代三宝 

记》卷 12，《续高僧传》卷 7、卷 8)，从事学众的教导， 

这无疑极大地推动 了隋代佛 教 的传播 。 

其实，隋炀帝(605～616年)也笃学佛教，他先 

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颛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颉 

为智者 。即位后 ，也 同文帝一样 ，在长安各地 大造 佛 

寺 。初 步统计在 隋唐 长安城 内共建有 200余座佛 寺 

[2](P359~382)。不过，寺院在各坊的分布情况也 

大不相 同。一坊之 内多则建造 6座左 右，少则 1座 ， 

还有许多里坊连一座寺院也没有建造。宿白先生以 

前 曾经 描绘 了 1张隋大兴 、唐长安城布局的复原 图。 

其 中 ，标明 了隋佛寺 、唐佛寺 、唐胡寺 、道观 以及 官衙 

王府等建筑 的分布情 况和 所在位 置 ，成 为我 们今 天 

研究隋唐长安城佛寺分布的重要图像资料[8]。隋代 

的寺院建筑，主要是以文帝所造的大兴善寺、大庄严 

寺 (即禅定寺 )和炀帝 所造的大禅定寺 为最宏伟 。例 

如 ，大兴善寺 中的“寺殿崇广 ，为京城之最 ，号 日大兴 

佛殿”[9](P349)。东禅定寺的规模为“驾塔七层，骇 

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间等宫阙，林圃如天 

苑，举国崇盛 ，莫有高者”[7](《续高僧传 ·昙迁传》 

卷 18)。大禅定寺内“亦有木浮图，高下与西(此处 

‘西’似应作 ‘东’)浮图不异”[9](P38)。大禅定寺的 

规模 由此也可见一斑 。 

进入唐 代 以后 ，统 治 阶级 也非 常重视 对于佛 教 

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京师(长 

安)聚集高僧，立十大德以统摄僧尼。武德九年(626 

年)五月，由于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 ，高祖终于下 

令沙 汰佛 道二教 ，只允许京 城 留寺 3所 ，观 2所 ，其 

余天下诸州各 留寺观 1所 ，余悉罢之。后因皇太子争 

位的变故而未能实施，变成一纸空文。太宗即位 以 

后，又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 

又度僧 3 ooo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 7 

所 ，这无疑促进 当时佛 教的开展 。尤 其是贞观十九年 

(645年)著名僧人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 ，朝廷为他 

组 织 了大规模 的译场 ，他 以深厚 的学养 ，精确 无误的 

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继天台、三论 

两宗之后 ，这时又出现了慈恩、律宗等宗派。此后，武 

后 在载初元年 (690年)，“怀义 与法 明等造《大云 

经 》，陈符命 ，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 氏 

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 明等九人并封县 

公 ，赐物有差 ，皆赐紫袈娑、银龟袋。其伪《大云经》颁 

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1O](P4 742)。 

武则天利用怀义与法明等人所造《大云经》来蛊惑人 

心 ，我认 为如同武则天造 字 的目的一样 ，完全 是为了 

“粉饰和标榜武周”[11](P374)的一统天下。其 目的 

不仅为了给武周政权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也使她 

自己能够堂而皇之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从这一点 

上来说，佛教被武则天充分地加以利用，成为她改朝 

换代的舆论工具 。 

唐代长安的寺院相当多，最为著名的就是大慈 

恩寺和大荐福寺。此外，不仅有实际寺等寺院，还有 

迄今为至保存完好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大慈恩寺位 

于唐长安城晋 昌坊东部 ，原为隋无漏 寺之地 ，唐武德 

初年废 。贞观 二十二年 (648年)十二月二十 四 日，太 

子李治为追念亡母 文德皇后 ，选此林 泉形胜之所 ，立 

为大慈恩寺。后来，自宏福寺迎请从印度取经 回国的 

玄奘法师为寺上座 ，移住本寺东院翻译佛经，同时协 

助他译 经的还有 国 内著 名学 者和 名僧 数百人 ，成 为 

长安佛经三大译场之一 ，尤其是玄奘还在此寺创立 

了佛教的一大宗派慈恩宗。在寺西院建有佛塔，这就 

是驰名中外的大雁塔。大荐福寺位于唐长安城开化 

坊南半部。唐睿宗文明元年 (684年)，高宗死后百余 

日，为给高宗献福而立为大献福寺 ，度僧二百人以实 

之 。武则天天授元 年 (690年 )，改名 。中宗 即位 以后 ， 

于景龙年间(707~710年)，在南对面安仁坊本寺浮 

图院中，修建了十五级佛塔。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小雁 

塔。大荐福寺也是长安佛经的主要译场之一。唐代 

著名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 回国后 ，于 中宗神龙二年 

(706年)入居此寺主持译经，所 以说 ，荐福寺大荐福 

寺也 是长安佛经 的主要译 场 之一 ，实 际寺位 于唐长 

安城太平坊西南隅，也就是今天西北大学的所在地 ， 

本名实际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之妻郑氏舍在宅 

而立 。唐 中宗景龙 元年 (707年 )，殇 帝为温 王 ，改为 

温 国寺 。宣宗大 中六 年 (852年 )，改为崇 圣寺 。据徐 

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 ：“寺 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 

妙院。”[9](PIOt11)在该坊的西门之北，还建有定 

水寺。这是隋开皇十年(590年)，荆州总管上明公杨 

纪为慧能禅师以宅立寺。另外，王铁宅有一座自雨亭 

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初之 ，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 

阑，不知其价。值得指出的是 ，1953年在西北大学修 

东操场时，发现了一大钱窖 ，出土“开元通宝”和“乾 

元重宝”铜钱 4 245公斤 。1980~1982年，在修建西 

北大学宾馆和宾馆餐厅时，还在此处发现了莲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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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当、石经幢残片、善业泥、须弥座残片以及贴金菩 

萨像残块等 ，这应 是唐实际寺的遗存 E33(P168～ 

169)。1992~1993年 ，戴 彤心先生还对 图书馆前 、图 

书馆东侧以及教学七楼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 

了太平坊西坊墙、唐清明渠遗址、墓葬以及大量有关 

实际寺的遗迹与遗物El2](P2O~30)。不仅如此， 

1985年 中 国社 会 科学 院考 古研 究 所唐城 工 作 队还 

对西 明寺遗址 进行 了发 掘 ，出土 了 lOO多件鎏金 铜 

像及其有关佛教遗物，并发现 了殿堂、回廊、庭院、 

窖 、水 井以及 1件刻 有“西 明寺石茶碾 ”六字 的石茶 

碾[13] 当然 ，2O世纪 8O年代最大的考古发现 ，就 

是在扶风发掘的法门寺地宫E23(P404～444)和临 

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14]。1995年 5月，还在 

西安市三桥镇出土了唐雕印梵文经咒 ，这是 1件十 

分珍贵的唐代雕版印刷品[153(P13O)。此外 ，还有 

一 些考古发现 。由于受本文篇幅的限制，在此就不再 

赘述 了。 

二、祆教与祆祠 

袄 教 ，在 中国史 书 中称之 “火 袄 教”、“火教 ”或 

“拜火教”，而将其寺院称之“袄祠”、“波斯胡寺”或 

“胡 寺”。袄教大 约是在北 魏孝 明帝神 龟年间 (518～ 

519年)从西方传人到中国的一大宗教。该教是流行 

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的宗教。公元 6世纪由琐罗亚 

斯德在波斯东部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创建，故 

有“琐罗亚斯德教”之称谓。此后，该教逐渐发展到波 

斯各地 。袄教将《波斯古 经 》奉 为经 典 。该教主张善 、 

恶二元 论 ，认 为 火 、光 明 、清 净 、创 造 、生 是 善端 ；黑 

暗 、恶浊 、不净 、破坏 、死是恶端 。善端的最高神是阿 

胡拉 ·玛兹达 ，即智 慧或 主宰之神 ；恶端的最 高神是 

安格拉 ·曼纽 ，即凶神 。认为在善恶两端之争 中 ，人 

有 自由选择的意志 ，也有决定 自己命运之权 。人死后 

阿胡拉 ·玛兹达将根据 生前 之言行 ，进 行末 日判决 ， 

要求人们从善避恶 ，弃暗投明。据张永禄先生考证： 

“该教在南北朝时传人中国，首先在西域流行，后来 

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也都带头奉祀。隋唐时期并 

在东西两京都建立了袄祠，并设立了萨宝府和祀官， 

可见当时还十分流行。”[2](P388)所以我们说 ，袄 

教之所以能够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在长安城内安 

家落户，这与以皇帝为首的信奉者推崇和重视袄教 

是分不开的 。也正 是在这 种前提下 ，在长安城 内先后 

建造了五所袄祠 (个 别亦称 “波斯胡 寺”)。第一 所祆 

祠位于布政坊 的西南 隅 ，称之“胡 袄祠”，唐高祖武德 

四年(621年)立 。祠内有萨宝府官 ，主祠袄神，亦以 

R 

胡祝充其职；第二所袄祠位于醴泉坊十字街之东，称 

之“旧波斯胡寺”。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波斯王 

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唐 中宗景龙年间(707～ 

710年)，幸 臣宗楚客筑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 

政坊 之西南 隅胡 袄祠 之西 ；第 三所 、第 四所 、第 五所 

袄祠分别位 于普 宁坊西北 隅、靖恭坊 十字街南之西 、 

醴 泉坊 西 门之 南 ，这些 寺 院 的名 称 和位 置 在《长 安 

志 》中虽有记载 ，但所立具体 年代不详 。解放 以后 ，考 

古 工作者 曾在唐普 宁坊 西北 隅 (该坊 址在 今西安 城 

西 任家 口村 与大 土 门之 间)一 带 ，发 现 了波斯银 币、 

罗 马金 币、阿拉 伯银 币 ，同时还 出土 有用 中文和 巴利 

维文合刻的唐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等重要文 

物 。这些考古 发现 ，从 一个侧面证 实 了文献 的记载是 

值得可信 的。特别是 1999年 7月在 山西太原 发掘的 

隋代虞弘墓[16]和 2000年 5月在西安发掘的北周 

安伽墓E173，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有关中亚 

人或粟特人的最重要的墓葬 ，同时又是研究袄教在 

我国流行情况的最珍贵的考古资料。 

三 、景教与大秦寺 

景教，亦称“基督教”。这是唐代从西方传人中国 

的另 一大宗教 ，属于聂斯脱利 派 唐 太宗 贞观十二年 

(638年)，该教传教士大秦国(罗马)阿罗本 由波斯 

来到中国，开始在长安传教立寺。到了唐高宗时，并 

不 断向其他各地发展 ，以至“法统十道”、“寺满百 

城”。所建 寺院 ，分别 称之 “波斯 胡寺 ”、“景教 寺”和 

“大秦寺”。在长安城内，先后建造有两所大秦寺。其 
一

，是位 于 崇化 坊 的大 秦 寺 。据 宋人 姚 宽《西溪 丛 

语》记载 ：“(唐太宗)贞观五年 (631年)，有传法穆 

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袄寺，号 

大秦寺 ，又名波斯寺 。(唐玄 宗)天 宝 四载 (745年)七 

月敕 ，波斯经教 ，出 自大秦 ，传习而来 ，久在 中国。爰 

初建寺 ，因此为名 ，将以示人 ，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 

寺 ，并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县 有者准此。”[9] 

(P258)其二，就是位于义宁坊十字街东之北的波斯 

胡 寺。这所寺 院是唐太 宗在贞观 十二 年(638年)，专 

门为从波斯来的大秦 国传教士阿罗本而立的大秦 

寺 。 

特 别 值 得 一 提 的是 ，在 唐 德 宗 建 中二 年 (781 

年)，大秦国传教士景净还立了一通《大秦景教流行 

中国碑 》。此碑螭首 ，莲座 ，高 2．79米 ，宽 0．99米 ，厚 

0．25米，碑额及莲座上都刻有十字架 ，题为《景教流 

行中国碑颂并序》。碑文为景教传教士景净撰，朝议 

郎 吕秀岩 书 ，碑 文 楷 书 ，32行 ，每行 62字左 右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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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80字，详细记载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大秦国传教士 

阿罗本(Olopen)从波斯来到长安以后 ，受唐太宗优 

遇 ，在首都长安立寺 布教 ，高 宗以后 又在各州遍置景 

教寺的情况 ，是研究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 

碑底和两侧有古叙利亚文教士题名。此碑原立于长 

安城义宁坊的大秦寺，后因唐武宗会 昌时该寺的毁 

废，此碑亦埋 没于地 ，相传 明熹宗 天启 五年(1625 

年)出土问世。关于该碑的出土地点，众说纷纭，莫衷 

一 是，目前仍存有三种说法。一说认为原刊立在长安 

城崇德坊 西南 隅的崇 圣寺 附近 ；二说 则认 为在长安 

城西 南的周 至县境 内 ；三 说认 为应在 长安 与周 至之 

间。清光绪时期 ，丹麦人阿尔谟 (Armo)以三千两白 

银 收购此碑 ，欲盗 出国外 运往伦敦 ，引起朝廷和陕西 

巡抚高度重视 ，将其阻截 ，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 

馆之内[2](P389)。一言以蔽之，《大秦景教流行 中 

国碑》的科学价值 ，是我们今天研究 中国古代与叙利 

亚、希腊 、波斯 等 国的宗 教史 、交通 史 以及文化 交流 

史的重要 资料 。 

四、摩尼教与大云光明寺 

摩尼教 ，旧译“明教”、“明尊教 ”、“末尼 教”、“牟 

尼教”。摩尼 教属于古代伊 朗宗 教之一 。三世纪 由摩 

尼创立 ，故 名。这是 隋唐 时代从 西方 传入我 国的又一 

大宗教。该教信奉以《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净命宝 

藏经》、《赞愿经》、《婆布罗乾 》为主的经典，以“二宗 

三际论”为根本 教义 。所谓“二宗”，就是指光 明与黑 

暗 ；所谓 “三际论 ”，就是指 “初际 ”、“中际 ”、“后 际”而 

言 。也就是说 ，“初 际”是指光 明与黑暗各 自的王 国； 

“中际”是指 黑暗侵入 光明 王 国；“后际”是指 光明 战 

胜黑 暗 ，明 暗各 自复位 。摩尼 教约于公元 6～7世 纪 

首先传入我国的新疆地区，然后在武则天延载元年 

(694年)。波斯摩尼 教高僧拂多诞来 到长安之 后 ，就 

开始 广泛播 教 了。其实 ，早 在唐 玄宗 开元 七年 (719 

年)，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阁， 

并请 置法 堂。开元二十年 (732年 )，唐只准 回鹘人信 

奉 ，禁止汉人入教 。后来 ，随着 回鹘人在 长安的人数 

增多 ，建寺 的呼声也越来 越高 。尤其值得指 出的是 ， 

唐代宗于大历三年 (768年)终于应回鹘之请，下令 

首先在长 安建摩尼 教 大云光 明寺 ，大历 十二 年(777 

年 )又在长 江流域 的荆 、洪 、扬 、越各 州及河 南府 、太 

原府等地各建 一所寺 院。唐 武宗会 昌五年 (845年 ) 

毁佛时，摩尼教的命运同袄教、景教一样，也遭受 了 

空前 的破 坏与沉 重 的打击 。不过 ，摩尼 教在会 昌之 

后 ，转 而成为 秘 密宗 教 ，并 成 为 农 民起义 组 织 的工 

具 。 

五、伊斯兰教与清真寺 

伊 斯兰是阿拉伯 语 Islam 的意译 ，意为“顺 从”。 

这是唐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另一大宗教。在中国旧 

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 ，是 7世 

纪阿拉伯 半 岛麦 加人穆 罕 默德所 创立 的一大神教 ， 

与佛教 、基 督教并称为世 界三大宗教 。伊斯兰教的产 

生，是当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由于东西商 

路改道而加剧的社会经济衰落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 

的愿望在意识形态 上 的反 映。穆 罕默德 以伊斯兰教 

为号召，在麦地那建立了主要代表贵族商人利益的 

政权，奥斯曼帝国等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统治的精 

神支柱。其教义主要有：信仰安拉是惟一的神，穆罕 

默德 是安拉 的使者 ，信 天使 ，信 《古 兰经 》是 安拉“启 

示”的经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安拉的“前定”，并 

信仰“死后复活”、“末 日审判”等。该教规定念清真 

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等为教徒必须遵守的 

“功课”，并针对当时阿拉伯社会情况规定了若干制 

度和道德规范。伊斯兰教 7世纪中叶开始传人我国， 

曾先后在 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 

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 民族 中传 

布，后来也在长安城内安家立户了。 

清真寺 ，为伊斯 兰教的寺 院 ，位于今 天西安城 内 

鼓 楼西北隅 的化觉巷，原名“清修寺”，又称“东大 

寺 ”，通称 “清真 大寺 ”。寺 内现存有唐 玄宗天宝元 年 

(742年 )御史 王 铁撰 写 的 创建 清 真寺碑 记 》一通 。 

根据碑文记 载可 知 ，该 寺 是唐 玄宗敕 令工部 督 工官 

罗天爵于天宝元年三月至八月所建。当时寺 内主其 

教者为摆都而的 ，“的等恐其世远遗忘无所考证 ，遂 

立碑 为记 ，以载其 事焉 。时天宝元年 岁次壬午仲秋吉 

日立”E183(P199)。如果石碑的年代真正可靠的话 ， 

那么清真寺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 1200多年前。不 

过 ，在 日本学 者足立喜六著 、杨镰译 的《长安事迹考 》 

中，桑原陛蒇博士就 明确指 出 ：“此碑确 系明代 伪作 ， 

不信为唐物。”E183(P199)20世纪 9O年代，都城研 

究学者张永禄先生也认为：“此寺现在的位置 ，系昔 

日唐长安皇城 内尚书省处 ，亦非当时建立清真寺之 

所在。”[2](P390)现在看来 ，上述两位学者的考 证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除此之外，我认为从清真寺的整 

体布局、楼台亭殿 的建筑风格 以及大殿的鸱吻、斗 

拱、彩绘等方面来观察 ，此寺的建造年代亦不可能早 

到唐代 ，而应该是一座具有中国明代典型建筑风格 

特点的寺院，同时又是一座明显带有伊斯兰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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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格特点的寺院。关于清真寺的历史，迄今为止 

我们虽然还没有找到年代更早的实物证据，但这并 

不影响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和清真寺的继续研究。随 

着今后考古工作 的大力展开和研究工作的步步深 

入 ，解决这一问题 只是 时间问题 了。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任何一种外来的宗教， 

它之所以能够在 中国宗教的土壤 中，栽培、移植、生 

长、开花乃至结果 ，这说明中国这里的宗教土壤完全 

适合外来宗教生存的条件。否则的话 ，它也会变黄和 

枯死 的 。毋 庸讳 言 ，植 物 的生 长是离 不开 阳光 和雨 

露 ，外来宗教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同 

样也是离不开统治者 的信 奉和推崇 。唐代 初年 ，由于 

这 些外 来宗教 在 中国受 到极 大 的重视 ，所 以很快就 

与中国的宗教进行了融合，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中国 

化”的外来宗教 文化 ，遂产 生 了隋唐时 期 的天 台宗 、 

华严宗、唯识宗、禅宗 、净土宗、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 

的许 多宗教教派 。但是 ，佛教从敬宗 、文宗 以后 ，就 开 

始走下坡 路 。随着 武宗会 昌二年 至五 年 (842～845 

年)“毁佛事件”的发生，兴盛一时的佛教终于被滑到 

了历史 的最低 谷 。这样 一来 ，以佛教 为首的这些外来 

宗教最后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也都没有逃脱几乎被 

彻底毁灭的厄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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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Spher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between Tang Dynasty S Changan and the W estern Countries 

W ANG W ei—kun 

(College of Historical Relics and Muse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Abstract：It is well—known that Changan，the capital of Tang Dynasty from the early 7th tO the middle of 

8th century，was not only the core of national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e，but the center of friendly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xchang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Since 1950s，some relics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spher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have been 

unearthed，which provide US with precious materials on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phere of reli— 

gion and culture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W estern countries，confirm the correctness of records of som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solve doubtful probelms in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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