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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编：原始艺术，中编：佛教时期艺术，下编：佛斯兰教时期艺术。
这样划分，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限分期。
如原始艺术的内容，不仅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艺术，而且还包括有文明历史以后一切处于原始文化状
态，具有“原始性”特征的游牡民族、部族“艺术”；佛教时期艺术主要指佛教传入西域至佛教在西
域衰落期间的西域艺术。
“佛教时期艺术”并不是“佛教艺术”的转换称谓，这一时期虽然以佛教艺术为代表，却不是单一的
佛教艺术一统西域，而是还有其他宗教的艺术和不属于佛教范畴的民族民间的本土艺术活跃其间；同
样，“伊斯兰教时期艺术”也不是“伊斯兰教艺术”的同义语，它只是指伊斯兰教传入西域至“西域
”称谓被“新疆”称谓取代以前的西域艺术。
本书对三个时期艺术的界定，主要是为了突出每个时段的叙述主体，并不存在排斥同一时期非主体艺
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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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新疆所处的地理环境，是高山、沙漠、戈壁、草原，其游牧民族长期以狩猎和放牧为主要经济形
式。
长颈或细颈葫芦形容器，最适宜于携带饮水，是狩猎或牧放时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
长期使用的葫芦容器，无疑成为后来陶器造型的模型。
当然，新疆出土陶器造型不仅是人头骨和葫芦形的简单模仿，而是多种多样的。
    东天山一带的哈密、巴里坤、伊吾等地，发现的陶器器具和残片数量最多。
哈密市郊的雅林墓地、拉甫乔克墓地、焉不拉克古城及墓地，出土了大量彩陶罐，壶、盆、杯、盂、
钵、樽、豆等器物及残片。
巴里坤除出土上述同类陶器外，还出土一件陶泥抹，以及一件两头尖容器。
    东疆地区陶罐的造型，一般为敞口、短颈、圜底，也有敛口、圆腹、平底的，还有直口、直颈、下
腹收成平底的；罐颈有长颈、短颈、直颈、弧颈、束颈等多种形状；基本外形，仍以圆腹形和圆柱形
为主。
它们的外形结构也很丰富，仅罐耳就有单耳、双耳，有的有宽大的带耳，有的口沿处结双系，有的在
罐肩置两个对称的桥形耳，有的双耳位于颈部和肩部，有的则在腹部两端，还有带状双耳自罐口沿至
腹部联结成拱桥形。
在哈密庙儿沟出土一件较大的双耳鼓腹陶罐，罐中放置着儿童尸骨。
无独有偶，鄯善县吐峪沟也出土筒形陶棺一具，上有长方形棺口及从棺体上切下的瓦状棺盖，内有成
人尸骨。
    陶壶的造型也形形色色，有直唇、直口、平底、高颈壶，有侈口、鼓腹、长颈壶，还有短颈、球形
腹、圜底壶。
壶耳同样有单耳、双耳，有的在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桥形耳，有的只在腹部贴塑两个对称的小耳。
    陶杯的造型一般为敞口、直壁、单耳、平底，也有圜底的，还曾出土一件束颈、圆腹、有柄的黑陶
杯。
    陶钵的造型模式是钵口微敛、浅腹、圜底，口沿至腹部有一桥形单耳。
圜底钵在新疆发现不多，可见的大多是平底钵。
上述钵、杯的底部，一般都穿个小孔(可能作明器使用)，口部的制造好像被切割后又重新进行了打磨
平光的工序。
    哈密和鄯善地区出土了一些豆形器，其中一件彩绘陶豆，口微敛，内斜沿，弧腹短圈足至豆盘底，
口沿至腹有桥形耳。
哈密焉不拉克遗址和巴里坤石仁子遗址分别发现的一件陶泥抹子和一件两头尖的陶容器，格外引人注
目。
陶泥抹子的形状是前圆后方，背呈弧形，其上有实用的桥形柄。
泥抹子前面触泥部位显得很平滑，留下了古人使用过的痕迹；那件两头尖陶容器非常别致，直颈、小
唇口，容器两尖角伸向两侧，使容器形成上大下小的倒三角形，其中一端有一个小孔直通腹内。
容器上部口唇旁有安置把柄的痕迹，古人可能是手持把柄，从尖端向外倾倒容器中的液体(水或汤之
类)。
    此外，哈密焉不拉克遗址还出土彩绘陶盂，直颈、直口、垂腹、平底，底部穿一小孔，是以实用器
充作明器。
另有一件陶泥饼，已残破，中间有自两面用手指捅开的孔。
此一泥饼残件用途不明，或为信手之作，或是一件装饰品。
    以上东疆地区所发现的陶器，基本造型都离不开圆球形，但又不拘泥于简单的球形。
经过发展，形成了有流、口、颈、肩、腹、耳、足、盖、座等较为复杂的组合性结构。
在追求实用性和合理性的同时，制作者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给陶器的造型加入了自我的审美趣味，从
而使实用陶器表现出造型的形式美感，产生了艺术魅力。
    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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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古代西域艺术文化，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奇异梦幻，又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
本书由上编原始艺术、中编佛教时期艺术、下编伊斯兰教时期艺术三大部分组成。
本书从出土文物、遗址遗存、传统文化与习俗等各个层面申发开来，详尽论述了西域艺术的源流、发
展以及在原始阶段、佛教流行时期、伊斯兰教流行时期西域各民族在艺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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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西域艺术文化，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奇异梦幻，又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
本书能最好地体现西域历史文化、文明的开放与封闭、辉煌与衰落的变革与变迁。
本书基本上按朝代断限，但又用了原始艺术、佛教时期艺术、伊斯兰时期艺术三大编，来归纳各个时
期占主导地位的艺术文化。
同时，也从编年体、纪传体、本末体史书典范中吸收营养，取其“综融而博”。
此外，本书中引文的注释，是随引随注，夹注于文中，这样比较直观，方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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