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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水蛭形状装饰和垂饰组合而
成的金耳环来自塔克西拉博物馆，耳环
上半部分是无花纹的水蛭状新月形，有
扣环。水蛭上挂着一个可以动的圆环，
圆环上挂着花蕾形状的垂饰。水蛭是
薄金片构成的，核心为紫胶或沥青，这
种做法来源于希腊人，在塔克西拉的首
饰匠中很常见。

贴金箔塔形舍利容器出土于卡拉
旺寺院A1号塔，佛塔旁边还发现了一块
刻有佉卢文的铜揲，现藏于新德里的印
度国家博物馆。塔形舍利盒由三层截
面圆形塔基和二层圆柱形塔身及半球
形覆钵构成，方龛表面刻栏楯，轮盖三
重，整体造型尚可，表面镀金。

故宫博物院藏思惟莲花手观音也
在展览中展出，观音菩萨头戴三叶冠，
正中冠叶前有无量光佛小化佛形象。
发髻上有扇形装饰，明显受到萨珊波
斯贵族服饰的影响。右手抬起，食指
伸出，指向面颊，头略右侧，作思维
相。左手持莲枝，沿左臂开敷于左
肩。双臂绕帔帛，长裙裹住双腿，衣褶
自然写实，左舒坐姿坐于带垫台座上，
台座正面垂幔装饰，两边各蹲踞一狮，

下承单层仰莲台，下方有长方形地平，
地平正面和右侧阴刻前夏拉达字体梵
文题记，可见此像来自勃律王朝。

展览中173件（套）文物来自巴基斯
坦国家博物馆、塔克西拉博物馆、白沙
瓦博物馆、伊斯兰堡博物馆、迪尔博物
馆、斯瓦特博物馆和洪德博物馆共七家

博物馆。这些文物多为考古发掘出土，

时代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不

等。故宫博物院参展文物30件（套），大

多从古代犍陀罗地区通过高原丝绸之

路上斯瓦特、喀什米尔等艺术中心进

入中国西藏西部。这些文物对古格王
国的金铜造像风格与艺术产生了强烈
的影响，展现出中国与巴基斯坦文化艺
术交流的悠久历史。

据了解，古代犍陀罗的考古遗址主
要分布在今天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
山的南端，这里是丝绸之路连接南亚次
大陆的重要枢纽，地中海文明、伊朗文
明、中亚草原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交汇之
地，多元文化在此激烈碰撞后锻造出丰
富多彩的文明。

综合国家文物局官网、北京青年报
图据故宫博物院

多元文化交汇下的多彩文明
去故宫看“犍陀罗艺术展”

二妇争子本生

礼拜悉达多的头巾

耳熟能详的早期佛菩萨造
像、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

佛塔建筑构件等犍陀罗石雕艺术，金
银器物和首饰……近日，来自巴基斯
坦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203件（套）
在故宫博物院的“譬若香山：犍陀罗艺
术展”中亮相，充分展示了犍陀罗艺术
的风格多样性及其艺术魅力，以及多元
文化交融的历史原貌。

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和巴基斯
坦国家遗产与文化署考古与博物馆局
共同主办，是截至目前在中国境内举
办的最大规模的犍陀罗艺术展。展览
自2019年开始筹备，项目于2022年2
月6日和11月2日两次列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
声明》。展览旨在促进中巴两国的相
互理解，尤其是使中国民众了解犍陀
罗文化的深厚内涵与重要意义。

展示犍陀罗文化的艺术魅力
“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犍

陀罗一直为不同的王朝政权所掌控，
文化面貌丰富多样，地区间文化类型
互相混杂。”展览策展人罗文华介绍，
展览包括“芳香国：多元文化下犍陀
罗文明的诞生”“犍陀罗艺术的辉煌”
和“犍陀罗艺术的余辉”三个单元，每
个单元用不同的色调进行展现，从古
代犍陀罗文明发展的角度，为观众展
示犍陀罗文化的艺术魅力及其影响。

从伊朗系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
腊系的马其顿王朝、印度孔雀王朝、
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中亚
游牧系的塞人时期到贵霜王朝和寄
多罗贵霜时期，犍陀罗地区的统治者
由不同语言、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
景的民族组成，由此奠定了犍陀罗地
区历史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基础。通
过百余年来的考古发掘，大规模的佛
教寺院与佛塔遗址、丰富的佛教造像
均展示出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极其
繁盛的历史面貌。

犍陀罗艺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早期（公元1-3世纪）的犍陀罗美术深
受古代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流行
着来自地中海的建筑、尊像和装饰纹
样。佛教艺术以灰色片岩雕刻作品
为主，大乘佛教思想盛行，创立了佛
陀形象，佛、菩萨形象具有古希腊、罗
马雕塑的特征：波浪形卷发，衣褶厚
重，衣纹流畅，面部轮廓具有鲜明的
欧罗巴人特征。晚期（3世纪中期至5
世纪），犍陀罗地区经历动荡，政治中
心西移至喀布尔河谷，艺术风格出现
了变化。印度笈多艺术也影响到西北
地区。这一时期主要使用石膏造像，
本土化的艺术风格日趋明显。5世纪
70年代，贵霜王朝艺术逐渐衰落。

10世纪下半叶以来，正值西藏佛
教复兴，这些地方显密佛教的兴盛、
高僧往来以及艺术家的进入，大量的
古代佛教艺术精品进入西藏，保存于
大小寺院中，成为藏传佛教寺庙珍贵
的财密与艺术品，一直保存到今天，
为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的生根、成长
并走向成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犍陀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
要道，是希腊、波斯、印度等多元文明
碰撞与融合的产物。犍陀罗艺术在
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不断交流互鉴
中焕发出活力与创造力，不仅推动了
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与飞升，也在佛

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本土化过程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

展厅入口处有一件名为《河神像》
的古希腊风格雕塑。河神斜倚在台座
上，头部有浓密的头发，高鼻梁深眼窝，
络腮胡子，右手拿着丰饶角，身体极为
壮实。神像的五官结构是古希腊雕塑
中常见的特征，而丰饶角则是起源于古
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在西方古典雕塑中
较为常见。不过，雕像的身体造型却与
古希腊的雕塑传统并不一致，后者神像
的制作遵循一种和谐的人体比例关系
并以完美的肌肉形态为标准；而这尊斜
倚的神像不见严谨的骨骼、肌肉结构，
腹部也没有迷人的六块肌肉，其注重肌
肤质感的审美趣味，与古印度夜叉雕刻
传统相近。可见，这件希腊化文明背景
下制作出来的神像，完全以一种文明融
合的态势出现。

《二妇争子本生》是一件较早将古
希腊雕刻技术和佛教题材结合起来的
作品。所谓本生故事，是指佛陀前世累
世修行时所经历过的种种善行，常见于
各类佛教经典和美术作品中，其中《九
色鹿本生》《睒子本生》等故事绘制于敦
煌莫高窟并广为人知。这件雕刻工致
的作品中，二妇留着希腊式的波浪长
发，面型和身材皆圆润丰腴，身上衣装
褶皱的结构与古希腊女神像高度相似，
但其厚实的质感又与希腊女神身上的
轻薄衣装区别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犍
陀罗美术中佛陀袈裟都雕刻成这种厚
实的质感，成为类型化的存在。

展厅中展出的《礼拜悉达多的头

巾》，表现了诸神前来朝拜悉达多（释迦
太子）头巾的场景。在犍陀罗美术作品
中并未表现剃发的场景，因此悉达多的
头巾是一件颇为罕见的圣物。头巾被置
于宝座上，宝座有华盖、帷幔，宝座后面
的供养者手持拂尘，精心打理供养的圣
物，整个画面庄重并充满神圣气息。

展览中，伊斯兰堡博物馆藏酒神金
盘让观众驻足打量，金盘浮雕有四头翼
狮与四蕨类叶片，中央头像呈希腊贵族
面相，发眉骨隆起，双眼圆睁，络腮胡子
浓密，长发垂肩。依据发上所饰葡萄
叶，一般认为其为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狄俄尼索斯，他是宙斯之子，护佑着希
腊的农业与戏剧文化。狄俄尼索斯推
动了古代社会的文明，确立了相关法
则，并传授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

展厅中一件名为《舍卫城神变》的
浮雕作品很是不凡：这件浮雕作品构图
相对简单，佛陀居中坐于芒果树下，着
袒右肩式袈裟，结转法轮印，全跏趺坐
于一朵盛开的硕大莲花上。佛陀两侧
站立二菩萨，右侧为弥勒菩萨，左侧为
观音菩萨。背后左右亦站立二人，应
是梵天和帝释天。

“这尊白沙瓦博物馆藏佛传题材浮
雕造像龛是根据释迦牟尼佛传记雕刻
而成，通常以佛陀诞生、降魔成道、初转
法轮、涅槃、分舍利等生活中发生的特
定事迹为刻画对象。以佛传内容为题
材的石刻浮雕，是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罗文华说。

酒神金盘等珍品吸引观众目光

故宫博物院30件文物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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