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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佛教史》

前言

　　古代“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与“河东”（约今山西）相对而言，其地理范围大致为今陕北
、宁夏、甘肃大部分地区。汉武帝设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史称“河西五郡”，其地
理范围不出今甘肃中西部地区。今人又称甘肃境内的乌鞘岭以西地区为“河西走廊”，地理范围更小
。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河西走廊”，有些章节的内容涵盖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涉及
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东部地区。　　古代河西地区扼据“丝绸之路”中段，连接青藏高原、蒙古高
原和黄土高原，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孔道，还是中国西北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地区。大乘
佛教主要是经过河西进入内地的。先是西晋时期被称为早期佛典“四大翻译家”之一的“敦煌菩萨”
竺法护在河西翻译佛经；其后又有鸠摩罗什滞留凉州；玄高来往于麦积山与炳灵寺之间，后人平城（
今山西大同）；北凉昙无谶在河西译《大般涅槊经》，凉州城内有三百多人的译场等，河西佛教一时
极为兴盛。439年，北魏灭北凉之后，北凉僧人东至平城，南下建康，西奔高昌，凉州佛教一度影响了
整个中国的佛教。此时，河西作为当时佛教中心之一的地位虽然下降，但佛教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发展
。其特点是：这时的佛教石窟在北凉造窟的基础上，仍然大规模地开凿于河西地区的重要地点，如敦
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石窟等。时
至今日，甘肃仍是全国保存佛教石窟寺最多的地区，不但数量居多，而且历史悠久，保存相对完好。
这些石窟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星星点点地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是当时河西佛教兴盛的最直接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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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佛教史》

内容概要

古代“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与“河东”(约今山西)相对而言，其地理范围大致为今陕北、宁夏
、甘肃大部分地区。汉武帝设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史称“河西五郡”，其地理范围
不出今甘肃中西部地区。今人又称甘肃境内的乌鞘岭以西地区为“河西走廊”，地理范围更小。《河
西佛教史》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河西走廊”，有些章节的内容涵盖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
涉及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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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斗诚，1951年11月16日生。甘肃灵台县人。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78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于兰州大学任教至今。1983年曾在杭州大学古籍
所姜亮夫教授主持的敦煌学研究班学习。
现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敦煌研究室副主任、
《敦煌学辑刊》常务编委编辑部主任等。
有《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两部专著问世。前者曾获西南西北九省区教育图书特别奖、甘肃
省优秀图书奖。
发表论文三十多篇，主要有《北凉佛教简论》（《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1月）、《试论北凉佛教对高
昌的影响》（《西域研究》1991年4期）、《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敦煌学辑刊》1985年2期）
、《敦煌慧远述评》（《法音》1988年9期）、《关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
究》1987年2期）、《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看中国民间的七七斋源流》（香港《中国文物世界》1990
年10月）、《敦煌所见五台山图与五台山赞》（《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1990年10月辽宁美
术出版社）。
《陇右高僧录》等著作将于年内出版。 （兰州大学历史系，兰州市天水路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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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姚嵩为秦州刺史，史有明记。《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中说：“仇池公杨盛叛，侵扰祁山
⋯⋯秦州刺史姚嵩入羊头峡，右卫胡翼度从阴密出自’淠城，讨盛。”④（《通鉴》卷一一六《晋纪
》同）他给姚兴的信中提到的“皇后遗嘱所建”、“陛下亲营像事”的“殊像”是否为秦州的麦积山
，很值得研究。　　姚兴如此关心“三世”问题，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也非卖弄自己的学问之深。首
先，因为“三世实有”思想，从根本上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前世作恶，今世果报，来世未定。
换言之，现世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和老百姓之间的差别在前生就决定了，反抗是没
有任何用处的，一般老百姓只能做“逆来顺受”的顺民。魏晋南北朝以来，这种思想实际上一直是维
护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器。在十六国战乱的历史背景下，更是如此。　　另外，“三世实有”、“三
世有佛”还具有宣传佛教历史悠久的重要作用。佛教开始传人中国之后，由于受到儒家思想和中国道
教的排斥，其生存空间一直受到挤压。“胡本无佛”，佛是“西方无赖子弟”等反佛言论甚嚣尘上。
西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实为此时反佛言论的记集和理论上的系统化。加之佛教本身固有的
“末世”、“末法”思想，使许多人对佛教产生了怀疑，甚至采取了排斥态度。而论证（现有佛）释
迦之前还有（过去）佛，其后更有（弥勒）佛的真实存在等，都可以回答这些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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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几章基本和台版《北凉佛教研究》一样，补充了前、後秦的内容。
2、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7月3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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