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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将近一百年前，当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挑战的时候，王国维在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中，曾经大声疾呼：“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固可决也。
”往后的事实，越来越证明汲取域外智慧，开拓本土资源，确实是一条发明光大我国学术之路。
姜伯勤先生是沿着此路不断进取的现代学人，像他提出的“祆教艺术史”这样的课题，倘不“兼通世
界学术”，是根本无从问津的。
　　祆教是中古时代入华的三夷教之一。
它与景教和摩尼教的不同之处，除没有汉译遗经传世外，尤其显著的特色是地区差异。
从宗教文化的历史形态来看，可以说祆教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过四大版本：原版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
，印度版是巴斯教，中亚版是马兹达教，中国版就是祆教。
既然正宗与变种并存，涉足中国祆教研究的人，如果不放眼世界，知同察异，就难免沦为“一孔之陋
儒”了。
平心而论，个人走向世界，无非出国，较容易；商品走向世界，无非外销，似也容易；至于学问走向
世界，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因为，它不只应当“接轨”，而且要求“提速”，否则就跟不上世界学术日新月异的进展。
　　《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是一部从艺术遗存来研究中国祆教的专著，为伯勤先生多年潜研精神之
独结，具有很高的原创性。
他广泛参阅近百年来俄国、日本和欧美的相关论著，对文献、文书和文物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罗，在
缺乏汉译祆教遗经可作文本分析的情况下，匠心独运，博综贯串，终于从中古遗存的图像和唐宋时代
的民俗中辨认出祆教神祇若隐若现的身影，发现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在东亚的遗痕，包括琐罗亚
斯德教的大神和女神，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按照恩格斯卓越的比较宗教学见解，“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
，《曾德－阿维斯陀》便已开其端。
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
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像的时候”。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伯勤先生精心描述的敦煌“赛祆”盛况，正是一幅“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
的想像”的生动图景，反映了波斯式与华夏式两种异质文化在祆教礼仪中的融合。
令人耳目一新。
　　艺术史学，是中国学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就感叹过，“
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达，犹邈不可期”。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当年徐中舒先生的长篇论文《古代狩猎图像考》，力求运用图像
学原理研究殷周铜器形制和纹样之演化及所受外来影响，就曾送请陈寅恪先生“校读一过”(《徐中舒
历史论文选辑》上册)。
经数十年风风雨雨之后，伯勤先生自觉地承续先哲之业，在更广的规模和更大的程度上，致力于艺术
史学的研究。
他深入钻研贡布里希的图像学和艺术史论著，对中亚和中原出土的大量文物进行比较考释，为祆教艺
术求新证，创新解，立新说。
他所取得的业绩。
集中到一点，可以说是运用新材料和新方法，使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国版”空前地明朗化了。
　　我与伯勤先生由同学而同事，论学谈心，切磋释疑，已历数十寒暑了。
在饱经沧桑的康乐园里，我们对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岑仲勉先生的金石证史，都是无限向往的。
现在，伯勤先生独出心裁，用图像证史来发明光大“二老”之学，我除赞赏之外，同时也深深受到激
励。
记得别林斯基曾经在一封信中高度评价过屠格涅夫的创作：“找到自己的道路，认清自己的位置，―
―人的一切尽在于此，这就是说，他符合了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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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勤先生既有学术功力，又有艺术素养，他能在中国祆教艺术史中发前人所未发，正是因为找到一
条符合自己本性的道路。
    伯勤先生的精勤笔耕，并不是安乐椅上的甜蜜事业。
若干年来，由于亲人的病痛，曾几度置他于困境。
在治学、治生和治病的三股张力中，他奋然前行，为亲人尽心，为学术竭虑，坚毅地回应了命运的挑
战。
所幸亲人已经康复，新著也将脱稿，真是可喜可贺了。
伟大的艺术家罗丹，在他的名著《法国大教堂》中说过如下的话：“精神必得经受痛苦才能释放思想
。
”我愿将这句金玉良言奉献给姜伯勤先生，以志多年友谊，并作为今后共同从事精神生产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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