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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宋云敦煌宋云
———比玄奘还早的西行取经人—比玄奘还早的西行取经人

□ 钱国宏钱国宏

敦煌石窟誉天下敦煌石窟誉天下 艺术瑰宝展方寸艺术瑰宝展方寸
□ 周洪林周洪林

永 不 褪 色 的 敦 煌 题 词永 不 褪 色 的 敦 煌 题 词
□□ 杨维军杨维军

《《南梁之光南梁之光》》文献电视片第文献电视片第 66集讲述了集讲述了 19581958年年 99
月月 2929日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

勋同志在敦煌县调研时勋同志在敦煌县调研时，，参观了莫高窟参观了莫高窟，，留下留下““向莫向莫

高窟从事保存修复挖掘发扬艺术宝藏的全体工作同高窟从事保存修复挖掘发扬艺术宝藏的全体工作同

志致以深切的慰问和期望志致以深切的慰问和期望””的珍贵题词的珍贵题词。。书写庄重书写庄重

得体得体、、内容科学具体内容科学具体、、落款谦虚低调落款谦虚低调，，实属难得和宝实属难得和宝

贵贵。。

19501950年初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习仲勋指习仲勋指

导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下设文物处导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下设文物处，，推荐懂文物推荐懂文物

的艺术家赵望云担任文物处处长的艺术家赵望云担任文物处处长，，主管文物主管文物、、图书等图书等

事业事业。。我们今天得以参观的敦煌石窟我们今天得以参观的敦煌石窟、、甘肃炳灵寺甘肃炳灵寺、、

天水麦积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

等古迹等古迹，，都离不开习仲勋同志当初的决策和特别关都离不开习仲勋同志当初的决策和特别关

注注。。1958195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时当时““大跃进大跃进””席卷全席卷全

国国，，各地为了大炼钢铁各地为了大炼钢铁、、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城市建设规模，，不惜大量不惜大量

拆用文物古迹可用的构件拆用文物古迹可用的构件，，也让文物工作者投身到生也让文物工作者投身到生

产一线产一线。。习仲勋同志参观莫高窟时习仲勋同志参观莫高窟时，，当得知包括常书当得知包括常书

鸿在内人员正常研究工作受到了干扰鸿在内人员正常研究工作受到了干扰，，当即表态不应当即表态不应

该让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们参加与自己专业不相该让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们参加与自己专业不相

干的体力劳动干的体力劳动。。为了让他这一意愿广而告之为了让他这一意愿广而告之、、勉励文勉励文

物工作者更好工作物工作者更好工作、、守护好敦煌这一人类文化遗存守护好敦煌这一人类文化遗存，，

习仲勋同志在听取有关汇报后习仲勋同志在听取有关汇报后，，与一行与一行77位同志共同位同志共同

题写了上面的题词题写了上面的题词。。这一题词指向明确这一题词指向明确，，就是为莫高就是为莫高

窟的工作人员撑腰站台窟的工作人员撑腰站台，，不仅是慰问不仅是慰问，，更体现着对文更体现着对文

物工作者的关怀物工作者的关怀、、保护之情保护之情。。这一题词要求很具体这一题词要求很具体，，

指出的指出的““保存保存、、修复修复、、挖掘挖掘、、发扬发扬””涵盖了文物保护工作涵盖了文物保护工作

的主要方面的主要方面，，体现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认知体现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认知

和对文物保护工作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文物保护工作规律的精准把握。。这一题词饱含这一题词饱含

深意深意，，不是习仲勋同志的单独题词不是习仲勋同志的单独题词，，而是和同行的时而是和同行的时

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余心清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余心清、、甘肃省长邓宝珊甘肃省长邓宝珊、、甘肃甘肃

省委书记处书记王秉祥省委书记处书记王秉祥、、甘肃省委秘书长陈煦甘肃省委秘书长陈煦、、国务国务

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共同题写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共同题写，，蕴含着希望大家蕴含着希望大家

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共同承诺共同承诺、、合力做好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合力做好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

工作的期许工作的期许。。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属于我们属于我们，，也属于也属于

子孙后代子孙后代。。但执政者但执政者、、决策者面对过热政治氛围决策者面对过热政治氛围、、较较

急重经济建设任务急重经济建设任务、、以吃饱肚子为主的时代背景以吃饱肚子为主的时代背景，，能能

真正考量到这一点真正考量到这一点，，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非有远非有远

见卓识见卓识、、战略思维和担当精神而不能为战略思维和担当精神而不能为。《。《南梁之光南梁之光》》

文献电视片中文献电视片中，，55次出现西安古城墙的镜头次出现西安古城墙的镜头。。这座历这座历

经经600600多年沧桑岁月多年沧桑岁月、、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建

筑筑，，正是由于习仲勋同志等人多次倾力救护正是由于习仲勋同志等人多次倾力救护，，才得以才得以

存留并被保护下来存留并被保护下来。。第一次第一次，，19501950年年，，西安市提出拆西安市提出拆

除古城墙的计划除古城墙的计划，，时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时任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西北军

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

三次集体办公会议进行研究三次集体办公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大家意见后在听取大家意见后，，他他

认为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认为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而且要予以保护。。随后随后，，西西

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张治中的名义，，发出发出

了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西安古城墙得以幸西安古城墙得以幸

存存。。第二次第二次，，19581958年年，，由于错误的方针路线等因素由于错误的方针路线等因素，，西西

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提出拆除西安古城墙的请示安市委向陕西省委提出拆除西安古城墙的请示，，陕西陕西

省人民委员会也原则上同意了关于拆除西安古城墙省人民委员会也原则上同意了关于拆除西安古城墙

的意见的意见，，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

同志接到有关方面反映后同志接到有关方面反映后，，明确批示西安城墙不能拆明确批示西安城墙不能拆

除除，，并多方协调国务院发出并多方协调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

知知》，》，督促陕西省和西安市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古督促陕西省和西安市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古

城墙城墙。。19611961年年33月月44日日，，西安古城墙和敦煌莫高窟等西安古城墙和敦煌莫高窟等

文物单位一道文物单位一道，，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位。。时隔时隔 6363年后年后，，““敦煌女儿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在文献电樊锦诗先生在文献电

视片中说视片中说，，““据我知道据我知道，，周总理委托安排给习仲勋秘周总理委托安排给习仲勋秘

书长来管这个事书长来管这个事，，公布了以后公布了以后，，很快派出了一批专家很快派出了一批专家

去划保护范围去划保护范围，，由国务院派专家来划由国务院派专家来划，，对保护好第一对保护好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了重要的作用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三第三

次次，，19811981年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在新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在新华

社社《《国内动态清样国内动态清样》》第第 28522852期刊登的期刊登的《《我国唯一的一我国唯一的一

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上批示一文上批示，，安安

排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出面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排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出面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推推

动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动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古籍是先人留下来的瑰宝古籍是先人留下来的瑰宝，，敦煌文献敦煌文献、、遗书遗书、、文文

书书、、写本等古籍写本等古籍，，是敦煌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古籍

出版社的成立也离不开习仲勋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的成立也离不开习仲勋同志的支持，，19541954年年22
月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

在国家出版总署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报告上批示在国家出版总署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报告上批示：：

““为了保存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为了保存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团结一部分学术研团结一部分学术研

究工作者究工作者，，建立这样一个出版社是很必要建立这样一个出版社是很必要””。。这一批这一批

示示，，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

理工作第一个文件理工作第一个文件。。这个批示及其后中央有关职能这个批示及其后中央有关职能

部门出台的系列文件和举措部门出台的系列文件和举措，，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

事业的新开端事业的新开端，，意味着自晚清以降由个体或少数团体意味着自晚清以降由个体或少数团体

所从事的古籍整理所从事的古籍整理，，进入了政府层面有组织进入了政府层面有组织、、有计划有计划、、

有章法的阶段有章法的阶段，，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

视和对从业者的关怀视和对从业者的关怀。。

如今如今，，敦煌正在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敦煌正在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西安古城墙已成为中国历史西安古城墙已成为中国历史

的缩影和文明古国的象征的缩影和文明古国的象征，，古籍出版社也发展成为古籍出版社也发展成为

整理整理、、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瑰宝的重要平台载体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瑰宝的重要平台载体，，东方东方

雕刻艺术瑰宝麦积山石窟正焕发出新的时代魅力雕刻艺术瑰宝麦积山石窟正焕发出新的时代魅力，，

它们都为中国文物事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它们都为中国文物事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贡献

着独特力量着独特力量，，而这些都与习仲勋同志当年的工作有而这些都与习仲勋同志当年的工作有

着关系着关系。。

由于受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深远影响，人

们一直将“西天取经人”锁定在“唐僧玄奘”身上。

其实，通过查阅史料得知，玄奘高僧并非最早西行

取经之人，在他之前，有两人先后西行取经：法显、

宋云。法显西行比宋云早 110年，宋云西行又比玄

奘西行早约 110年。

官派西行求佛法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

化政策，促进民族融合，北魏王朝历代统治者尊崇

佛法，提倡佛教活动，一时间大兴庙宇，开窟造

像。不仅修建了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石窟，皇帝

还亲自出面召集名僧，讲解佛经。而此时掌权的

太后胡充华，在她的提倡下，洛阳修建了 500 多所

佛寺。由于教派众多，对佛经的解读各说其是，各

取所需，难以统一，这就需要到佛教的发源地找一

个正统的说法，即所谓到西天求取真经。这是一

桩博取佛教徒拥戴的盛事，更是确立自己在佛教

界正宗地位进而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胡太后决

定派宋云、慧生一行人前往天竺求取真经。同时

为宣扬国威，结好诸国，还给沿途各国写有公文诏

书，并携带“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

卿士幡二千口”，向所经恹哒、乌苌、乾陀罗（健驮

罗）等国家赠送。这便是宋云“西天取经”的主要

缘由：求取佛经，联谊诸国。

历尽磨难书壮举

宋云，敦煌人氏，北魏明帝时在洛阳闻义里皈依

佛门，后任“僧统”（管理僧侣的官员），故而，他才有机

会官派带队前往天竺取经。公元518年11月，宋云同

慧生、法力等僧众从洛阳出发，经过陕西长安、甘肃兰

州郡、青海西平，翻越日月山，进入柴达木盆地，走吐

谷浑古道，入鄯善，过左末城，沿昆仑山北麓越葱岭

（帕米尔高原），经瓦罕走廊（今阿富汗东北）至白沙瓦

（今巴基斯坦境内）一带。一路上历尽艰险，数度濒临

危境，但都被宋云一一化解。其状如他所载：“葱岭高

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

千里。”沿途中，凡经历一国一地，宋云都详细记载当

地的风土人情，这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如他们

在经于阗国(今和田)时，曾作如下记载：“王头著金冠

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

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枚，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

人。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

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屠。居丧者剪发剺面

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惟王死不烧，置之棺

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这段记载说明佛

教在当时的于阗大受崇信，还反映出中原僧人不断来

到于阗，中原与于阗之间的佛学交流非常频繁。

返洛著述遗珍篇

公元522年2月，宋云一行历时5载，历经千难万

险，游历数十国，带着170部大乘佛经等数量庞大的经

卷返回洛阳，完成了使命。今天，在河南登封少林寺的

碑廊中，有一块名为“达摩只履西归圆碑”，上面刻有

“达摩入灭太和年，熊耳山中塔庙全。不是宋云葱岭

见，谁知只履去西天”的七言律诗，写的就是北魏高僧

宋云西行求法经葱岭返归京城洛阳时遇见达摩（北魏

著名禅师）拄杖执履赤脚西去的故事。回到洛阳后，宋

云撰有《家纪》，慧生撰有《行纪》，记录了他们此番西行

的经历和见闻。可惜，这些著述大多散失，幸好有宋云

同时代的抚军司马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综合

收录了宋云等人西行的记述，后人将这些著述编撰成

《宋云行纪》。《宋云行纪》不仅记述了当时从中原前往

天竺的交通路线，还对沿途国家、地区的地理物产、社

会政治、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进行了翔实的记述。法

显、宋云、玄奘是中国古代三大西行高僧。法显西行比

宋云早110年，宋云西行又比玄奘西行早约110年。法

显的《佛国记》、宋云的《宋云行记》、玄奘的《大唐西域

记》三本记述，在时间上前后联系，可以系统地了解中

亚等地的历史地理，在世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成为后人了解西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

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交通、风俗文化的宝贵历

史资料。宋云毫不亚于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事迹，在

1500年前，对促进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常书鸿，别名廷芳、鸿，

1904 年 4 月出生于浙江杭州

市，是我国现当代油画家、敦煌

学家、艺术理论家，敦煌艺术研

究所（今敦煌研究院）的创始

人，敦煌学的奠基者、敦煌文化

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敦煌守

护神”。

常书鸿出生于一个家道中

落的满族军官家庭，其祖父为

清代驻防浙江杭县的“世袭云

骑尉”，父亲原是黑龙江八旗工

艺厂录事，信奉实业救国。常

书鸿自幼爱好绘画，并随三叔

父学画、填色，从小心中便种下

了艺术种子。1918年，考入浙

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

学前身）的染织专业，学习染色

和织物图案画。在校期间，参

加了由著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

织的西湖画会，临摹国内刊物

上的西方名画，并为人画像，赚

取报酬，以贴补家用。

1923年毕业后，为继续深

造，1927 年，带职自费赴法国

留学。留学期间，他把一切时

间都用在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

上，并考取了法国里昂中法大

学，随后以公费生的身份在里

昂美术学校专攻美术。在留学

的 10 年间，他取得了卓越成

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

国家博物馆收藏。虽然在法国

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不

忘报效祖国。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

然看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画册，全书约有400
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

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在思想

上发生了变化。为此，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生活条件

和工作环境，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

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实现梦想。1941年12月，国民党

元老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呈交了提请设立

“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1943年 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根

据提案，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高一

涵、常书鸿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郑通和、张大千、王子云、

窦景椿为筹备委员。是年，常书鸿等 6人以先遣人员，沿

着古丝绸之路，经过几个月艰苦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敦

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人仙境，心

情非常激动，彻夜难眠。但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

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44年2月，国民政

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

任所长。1945年春，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国民政府教

育部宣布解散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这年冬天，

常书鸿告别工作了 3年的敦煌，带上一双儿女，到重庆奔

走呼吁。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在时任国民政府中央

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批准下，恢复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

所”，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1946年 6月，他带领从

重庆新聘的一批艺专毕业大学生，购置了图书、绘画器

材及生活必需品以及备用 3年的临摹壁画物资，返回了

敦煌。在面对被破坏的敦煌艺术瑰宝，他感到十分痛心

和惋惜，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对敦煌石窟进行保护和研

究。先对壁画进行临摹工作，通过临摹学习掌握古代绘

画的技法，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给壁画留下副

本。然后对洞窟进行清理和编号，1947 年冬至 1948 年

春，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梳理

出 492 个编号洞窟，2415 尊塑像，编选出十余个壁画专

题，选绘壁画 800余幅。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

长，创作油画《走向莫高窟》；1950年冬，将历年完成壁画

摹本带往北京展出，并取得成功。1951年，又在印度新德

里、孟买和缅甸曼特拉等举办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览”

“敦煌艺术展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

接关怀下，对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进行了加固，对

洞窟重新进行了合理科学的编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
余年间，敦煌壁画的临摹品分别在国内 8个城市和国外 6
个国家的11个城市展出，向世界介绍敦煌艺术，产生了深

远影响，使敦煌艺术深入人心。他还注重对敦煌艺术人

才的培养和吸收，先后培养和吸收了董希文、张琳英、乌

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

维湘等一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

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文革”期间，常书鸿和研究所的工

作，都受到了巨大冲击，研究工作被迫终止，不少研究人

员被下放到农村或遣送到原籍劳动，但是他和同事们艰

难地捍卫着莫高窟，为之献身的信念矢志不渝。1982年

后，他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

誉院长。1994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其主要作品有壁画临摹《鹿王本生》《萨陲那本生》

《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等；油画有《莫高窟下寺外滑

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雪后大佛

殿》《榆林窟风景》《刘家峡水库》等；撰写文章、论文、文集

有《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

《新疆石窟艺术》《常书鸿（画册）》《常书鸿文集》《九十春

秋——敦煌五十年》等。

常书鸿一生所爱，只在敦煌。从1943年到达敦煌，到

1982年迁往北京，在敦煌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倾注全力

献身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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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为我

国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历史延

续最悠久、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

存。近日，中国邮政发行《莫高窟（二）》特种邮票

一套 4枚（图一），这是继 2020年之后的第二组以

莫高窟为主题的系列邮票，方寸之间展示了莫高

窟中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瑰宝。

第1枚：北凉时期的弥勒菩萨像。邮票画面选

自敦煌莫高窟第 275窟交脚菩萨弥勒的造像。莲

池中央，弥勒菩萨交脚而坐，头戴宝冠，帔巾于腹

前交叉。两旁胁侍菩萨的装束与弥勒相同，姿态

潇洒，两侧飞天伎乐，弹奏乐器，方寸之间展现了

早期佛教艺术的独特韵味。

第2枚：唐代胁侍菩萨像。邮票画面选自敦煌

莫高窟第 328窟胁侍菩萨像。方寸之间呈现的是

弥勒的左胁侍菩萨以及弟子等，细腻刻画了唐代

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

第3枚：唐天王像。邮票画面选自敦煌莫高窟

第 322窟的唐天王像。天王戴盔披甲，阔颐方额，

双臂壮硕，其威武之姿令人叹为观止。

第4枚：唐代供养菩萨像。邮票画面选自敦煌

莫高窟第 384窟的唐代供养菩萨像，其温柔慈悲，

方寸之间尽显佛教艺术之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