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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的藝術，在東西方
人文交流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從展覽透露的訊息中可以發
現，東西方交流的這種地位和價
值，既有古代的人文碰撞，同時
也有近代化以來文化再發掘的重要
變遷。
今次參加展覽的展品中，元代的

敘利亞文《聖經》紙頁，特別引人
注目。《聖經》是西方基督教文化
的象徵，就宗教體系而言，與中東的
伊斯蘭教、東方的佛教、儒家思想共
同構成了東西方人類精神價值觀的體
系。元代中國，基督教的流行構成了
文化的一部分。而敘利亞文的《聖
經》成為敦煌文化的產物，則證明敦
煌當時所處的位置，在東西方文化的地
理交匯點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雖然只是殘頁，但是歷史的滄桑感
還是能夠在這樣的展品中得以尋覓和體
現，也讓不少本港參觀者對敦煌所孕育
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更加讚歎稱奇。
另一方面，敦煌近代以來，成為西方世

界中的東方文化愛好者、學者以及知識界
特別關注的對象。因為是絲綢之路上的重
要地點，對敦煌文化的發掘，能夠更深
入、更有效地了解中國、中亞、甚至中東
之間的文化、經濟以及人文交流的進程，
其學術意義不可低估。因此，自從近代化
以來，西方便一直有學者在敦煌進行藝術
考古和發掘工作。今次展覽中，敦煌文化
寶庫的發掘歷史等文史資料展，也是今次
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參觀者可以在這些
檔案、圖片以及文獻中，找尋到敦煌文化
是如何從歷史的塵土中走進時人的眼中。
例如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
和，都是西方世界中研究敦煌文化的翹楚
和典範，他們的著作今次成為展品，且在
西方文化界、學術界具有極高的價值，推
動了西方社會中有關東方文化的研究熱
潮。
敦煌的展品，所代表的時代雖然已經過

去，但是文明交流的腳步卻從那個時代被
不斷延續下來。這是敦煌文化所具有的最
大的人文意義，也成為了今次展覽對參觀
者的啟示。

敦煌莫高窟帶有極為強烈的多民族藝
術共融的特質。這是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特殊的藝術形式，造就了敦煌莫高
窟極為多元主義的絢爛色彩。敦煌藝術
展現了中國古代的民族交融史，同時也
體現出藝術審美的差異性和共同性。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極為強盛的一個時

期，中原地區和周邊民族區域的交流也開
始日漸頻繁。這種人員貿易的往來，固然
也催生了藝術的互相影響。作為唐代重要
的藝術形式，花磚中的圖案也能夠尋覓到
不同區域的民族風貌。《胡
人牽駝磚》便是今次展覽中
一個別具特色的展品。這件
花磚是 1942年在敦煌出土
的，是以磚雕形式表現絲綢
之路上商旅形象的唯一遺
物。花磚中的胡人，頭戴尖
頂帽，身穿窄袖圓領束腰長
袍，左手拿杖，右手牽繩，身
後則是一隻駱駝，三腿地，
左腿抬起，既是經濟史的藝術
刻畫，也是人文歷史的多元風

貌，極具歷史價值。
另一件較為引人矚目的展品，則是元代的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與花磚以藝術寫實的
手法展現多元主義的文化共融不同，這塊石碑
則將多元主義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加以表現。石
碑中央的觀音像，乃是藏傳佛教密宗的觀音形
象。觀音像的上下左右都刻上了六字真言。所
謂六字真言，便是觀音菩薩咒，是藏傳佛教信
徒每日誦讀的經文。供奉六字真言，是為了脫
離生死輪迴之痛苦。而這塊出土的六字真言
碑，乃是用梵、藏、漢、西夏、八思巴蒙古、

回鶻等六種文字刻錄在石碑之
上。這說明，元代地區的佛教非
常興盛，而且不限種族。
可見，多元化的藝術風貌，是

敦煌的重要特色之一。透過展
覽，香港市民不僅可以領略到中
原古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能夠加
深對西域與中原不同文化和風俗
相互交融的過程。展品是最好的
歷史教科書，也是最為形象的素
材，提供給大家最為寶貴的藝術
和歷史鑒賞盛宴。

本港市民不需遠足大西北，便可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近

距離感受到敦煌莫高窟的藝術瑰麗。敦煌藝術在中國傳統文化

流變以及藝術發展史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彩繪、造型藝

術的無盡寶庫，是中國歷史的文化音符，同時也是中原與外部

交流史的寫照。中國人的敬天、禮佛、對文化交流的取態，都

可在敦煌藝術的深邃海洋中尋到註解。這也是是次展覽最大的

文化意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香港文化博物館本年度壓軸大展
─「敦煌──說不完的故事」

已於日前開幕，展期直至明年三月十六
日。是次展覽不但是本港歷來最大規模
的敦煌文物展，亦是香港文化博物館自
開館以來所舉辦最大面積的展覽，展廳
面積達二千三百平方米，展示約一百二
十組精選展品，讓市民可以從宗教、藝
術、歷史、民俗等多個角度，近距離欣
賞敦煌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展品門類眾多，盡顯藝術的瑰麗。今

次展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敦煌研究
院主辦、香港文化博物館與敦煌研究院
聯合籌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
家贊助，是「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項
目之一。展覽並得到商務印書館（香
港）有限公司、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以及香港
敦煌之友的支持。
出席展覽開幕禮的特區政府高層於致
辭時高度評價展覽的價值，認為香港文
化博物館能與敦煌研究院合辦這次展
覽，適逢該院成立七十周年，特區政府
藉此向一群敦煌專家學者致敬。因為這
些專家學者在上世紀中無懼艱辛，遠赴
戈壁沙漠，竭力進行石窟和文物的保護
及壁畫臨摹等工作。幸得他們默默耕
耘，全力守護，世人才不至錯失認識和
欣賞敦煌文化的機會。敦煌文化蘊含
學不完的知識、賞不完的藝術、說不完
的趣味，可細心欣賞，從大處感受它的
恢宏奧博，從小處品味它的細緻精微。

從敦煌起源到壁畫臨摹
據介紹，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
鎮，東接中原，西鄰西域，敦煌石窟吸
取了不同朝代和地域的文化和藝術養
分，造就了豐富多彩的面貌，洞窟的建
築、壁畫、彩塑及文獻，內容浩瀚，被
譽為「中世紀的百科全書」和「牆上的
圖書館」。當中，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群
內保存最完好、規模最大的石窟，亦是
世界現存最大的佛教石窟寺。一九八七
年，敦煌莫高窟更是中國首批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足見
其文化價值之高。
是次展覽以敦煌的起源和歷史為序，
從宗教、藝術、社會生活、東西文化交
流和文物古蹟保護等方面，闡述敦煌文
化的重要性、傳播和發展。展品類別囊
括了敦煌石窟主體的主要內容，包括複
製洞窟、彩塑臨本、佛教經卷、敦煌文
物，以及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

究院前身）開拓者常書鴻及段文傑等人
的壁畫臨摹作品等。
重點展品計有一尊長達十三米的涅槃

佛像彩塑臨本，為八至九世紀吐蕃統治
時期所開鑿，原像長十五點八米，是莫
高窟最大的一尊涅槃像，佛像枕右手而
臥，神情安詳，表現了「寂靈為樂」的
涅槃境界。而西夏文《妙法蓮華經．觀
世音菩薩門品》為內地現存西夏文圖解
本《觀音經》的孤本，以上圖下文的方
式製版印刷，內容豐富，是研究西夏民
族文化的重要歷史資料。
此外，展廳內複製了三個極具代表性

的洞窟，最大型一個建於初唐的洞窟，
是敦煌少數有明確建窟年代的洞窟；而
最小一個建於元代晚期，是敦煌現存唯
一以觀音為主題的洞窟；另一個建於十
六國晚期的北涼時期，是莫高窟現存時
代最早的洞窟之一。三個洞窟按一比一
比例複製，重現洞內的壁畫及塑像，讓
觀眾能夠有如親臨其境地體會敦煌藝術
的感染力。

從佛祖釋迦牟尼的故事講起
傳統信仰的知識普及在隋唐時期的中

國，佛教信仰是當時中國人精神生活的
一個重要環節。雖然佛教早期也發端於
域外，但是千百年來佛教文化的流傳以
及本土化，使得佛教本身已經構成了中
國人自身信仰的一部分，也構成了中國
傳統信仰的重要架構。從藝術史的角度
看，以敦煌莫高窟為代表的佛教藝術，
也成為中國古代藝術史上最為輝煌的成
就之一。不少參觀展覽的學生以及市民
表示，佛寺眾多，有時往往只是看到一
個大致的端倪，但是對於背後的一些知
識或是典故，其實掌握並不多，今次展
覽則提供了豐富自己傳統人文知識的一
個機會。
佛像之中的南北天王，是今次展覽的

展品。南北天王是佛教之中的護法神，
但是二者的形象刻畫，卻有非常大的差
異。南天王的佛像描繪，雖然不失威武
之感，但是南天王整體上給予人的感
覺，是憨態而親和，面目慈善；北天王
的形象則顯得不同，怒目而視，威武之
氣盡顯。南北兩個護法天王，一左一
右，相對而立，構成了佛教藝術中的完
美組合。
佛祖釋迦牟尼早年的故事，也是歷代

藝術創作中的重要素材。敦煌壁畫中，
不少作品都是描繪釋迦牟尼本人的經歷
和體驗。《逾城出家》便是一幅非常有
名的壁畫。今次展覽中，這幅壁畫的臨
摹品也來到了香港。逾城出家，指的是
釋迦牟尼29歲的時候，在天神的啟示之
下，離開了王宮，留下了自己的妻子，
騎馬離開自己的國家而出家修行。當
時，舉國百姓都在熟睡之中，為了避免
馬蹄聲吵醒民眾，天神托起馬蹄，讓釋
迦牟尼騰空而去。這個典故在佛教歷史
中有極為重大的意義，故而成為藝術題
材也就不足為奇。
模製花磚，審美無處不在。今次來港

進行展覽的作品中，有一組極為
特別的展品，便是在敦煌莫高窟
發掘出來的模製花磚。花磚往往
是用來鋪地的，在古代宮殿中被
廣泛使用，同時，在中國古代
的墓葬中，也會使用到花
磚。花磚的製作，往往體
現出古代中國人對審美的
特別要求，力圖讓精美
的工藝能夠無處不在，
展現在生活或是建築中
的方方面面。
今次的展品中，隋代

的花磚，是蓮花圖案，且
造型較大，這對研究和了解
隋代的建築史有非常重大
的意義。隋代的蓮花圖案花
磚，既具有藝術的美感，同
時展示了隋代力求古樸莊重
的審美趣味和取
向。而花磚到了
唐代，則出現了
一些變化。與隋代
古樸典雅的風格有些
差異，唐代的花磚在製作
上已經越來越精細。今次
展品中的唐代《蓮花聯珠
紋磚》，在圖案
上，乃是由兩層

共八片蓮花花瓣圖案構成。中央的花心
以聯珠紋飾邊，內層的花瓣仍舊有隋代
蓮花的樸實之感，而外層的花瓣則形成
了錯落的層次，構成了比較強烈的立體
感，雕琢非常細緻，花瓣的四角分別有
左右對稱的葉形花紋圖案。可見，同樣
是蓮花圖案，在唐代，美學的構造已經
逐步趨向於複雜化、多樣化。
花磚的圖案不僅僅有蓮花。在唐代，

飛馬的形象也是花磚非常重要的圖案素
材之一。今次展出的《天馬磚》便是一
件極為珍貴的展品。天馬的形象與傳統
意義上的馬略有不同。天馬乃是馬身、
鹿角、獅尾的綜合體。這使得極具藝術
美感的天馬磚，帶有了神性的崇拜色
彩。據悉，天馬疾風而行，與漢代傳說
有關。絲綢之路上，天馬題材的藝術作
品也極其之多，可見馬作為絲綢之路的
重要工具，凝結了無限的藝術想像。而
這也恰恰是敦煌道不盡、說不完的藝術
魅力與故事。

共融的多民族藝術

見證東西方人文交流

敦煌藝術的魅力敦煌藝術的魅力：：
道不盡道不盡、、說不完說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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