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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游牧宁夏》是作家对宁夏历史和文化进行的深入考察和感悟，以感性的笔触揭示了文化与历史、文
化与自然环境、文化与社会演变及文化与人类生存状况之间的关系。
     本书是作者对宁夏历史和文化进行的深入考察和感悟。
书中内容部分在《朔方》上发表，部分在其他报刊上发表。
     全书以散落在荒野大漠中的断垣残壁为出发点，以深沉浑厚的自然山水为主背景，以对历史和文化
的精细解读为主旋律，追忆历史场景，描画社会情状，解析文明兴衰，寻觅文化灵魂。
作者以感性的笔触揭示了文化与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文化与社会演变及文化与人类生存状况之间
的关系，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自然的原始、社会的沉浮、人生的飘零、审美的至上、文化的魅力和科
学的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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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林，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2年1月，毕业于宁夏大学化学系并获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在宁夏盐池一中任教。
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7年～2008年在日本岛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在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任教。
 
    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有20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SCI期刊上，有8篇论文分别获得自洽区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一、二等奖。
出版专著《配位化学导论》《化学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发表文学作品约100万字，有多篇作品获省级
以上奖励，被多家报刊转载、选录和翻译介绍到了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
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区。
主持并参加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自治区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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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天地如旅（自序）第一篇  西夏历史与文化  寂寞承天寺  走进西夏壁画  佛在西夏  旷野的诉说  风中的
朔方  天边的瓷都第二篇  贺兰山及岩画文化  游牧贺兰山——自然的咏叹  游牧贺兰山——历史的记忆  
游牧贺兰山——石头的歌谣  日落大麦地  解读贺兰山岩画第三篇  自然地理与历史  远古的梦幻  远去的
记忆  远逝的风景  湮没的城堡  风雨驿站  罗山印象第四篇  长城及其文化  宁夏长城长  北望长城  大地的
背影第五篇  湖泊、河流与湿地  飘逝的湖泊  如诗的湖  北方河流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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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走进西夏壁画　　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四百多个洞窟中，关于西夏的洞窟就有80多个，占
了约五分之一。
其内容的广泛和规模的宏大由此可知，自南北朝这两个地方开窟以来，恐怕是任何一个朝代和王国都
没有过的。
　　用“近水楼台先得月”来形容应该是很贴切的，从公元1038年到1227年，在近200年的时间里，敦
煌和安西都曾是西夏的属地，西夏又是一个佛之国度，党项民族把心目中的偶像和世俗生活的画面凝
固在这两个理想的地方是很自然的。
　　一　　在莫高窟第265窟，胖乎乎的比丘慈眉善目，双手环抱，目视远方，似有所想。
那位菩萨则发髻高耸，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脉脉含情，半身裸露，肤如凝脂，丰满而不显臃肿。
只见她左手微抬，若有所盼。
　　这是一幅宗教化了的世俗生活图示，其中所揭示的应该是平常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需求。
美丽的菩萨脚踩莲花，那是高贵和纯洁的象征。
　　看这幅壁画作品，我不由想起了盛唐艺术的阳刚之气和自由奔放的抒情个性。
这无疑是诸多西夏壁画中的精品，在这幅壁画中，西夏人把艺术和宗教融合得如此和谐，那种世俗的
精神、对美的至真至善的追求和宗教的博大胸怀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莫高窟第418窟的壁画是西夏男供养人和女供养人像，男供养人鼻脊隆起，八字胡须，体态修长，
脚登毡靴，腰束皮带，身穿窄袖紧身的党项服装，很有些武士的意味的。
只见他手持一束鲜花，大概是准备献给情人的。
女供养人柳眉杏眼，红唇微起，面圆鼻挺，胖而不腻，风韵渐至。
图中所画，正是西夏人对异性美的普遍渴望，它代表了一个草原游牧民族潜隐心底的最基本的审美心
态。
　　不过，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石窟中，大多数西夏壁画在艺术上却表现为程式化的特点，那两
个男供养人活生生一对双胞胎，那两个女供养人也如从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姐妹俩。
看这两幅壁画，我倒更多的感到了某种可爱和壁画创作者的憨厚淳朴的性格。
　　二　　在安西榆林窟第2窟中，有一幅《水月观音图》，一位端庄美丽的观音菩萨安详地坐在金
刚宝石座上凝神遐思，只见她将乌黑的秀发盘成了垂环髻（这是那个社会最流行的发型），身穿粉红
色的连云罗裙，脚着彩色绣花鞋，手承纤云，给人一种她随时都会飞去的感觉，这是神界的飞天。
再一细看，发现她额宽腮小，鼻梁突起，面露善良的微笑，宛然如生，壁画中的细节描写无不显示出
西夏少女的温柔、典雅和美丽。
　　在她的周围，彩色的祥云浮托着插有柳枝的净瓶，青色的山石后生长着嫩绿的修竹。
观音座下，碧水清波中浮出几朵红莲。
圣洁的光环与观音身上红色罗裙交相辉映，富丽中透露出庄严，神秘中飘逸着清新。
　　在她的对面稍远的右下方，茫茫碧水的彼岸，唐僧双手合十，面向观音膜拜，孙悟空手牵驮着佛
经的白马跟在后面。
一幅《水月观音图》，把虚无缥缈的神话和传说描绘得惟妙惟肖，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折射
着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美的渴望和追求。
　　三　　安西榆林窟第3窟。
在这幅《千手千眼观世音像》中，莲花瓣上的菩萨圣洁而美丽，她的身上所笼罩着的金光象征着世界
的吉祥和被圣恩沐浴时的那种陶然神韵，千手千眼大概隐喻法力无边，能够洞悉世上的一切幸与不幸
，能够拯救芸芸众生于水火之中，应该是很有些魅力和神韵的。
从这个角度看，这美丽至极的壁画实质上是在向人们灌输一种虚幻的思想，通过对无所不能的神界和
宗教的浪漫主义的描画销蚀着人类进取的勇气。
　　不过，其上的《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和《锻铁图》完全是一种写实的风格。
《犁耕图》上的二牛抬杠式的画面在今天农村的一些地方仍能见到，耕者一手扶犁，一手持鞭，精心
地耕作着黑色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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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一副任劳任怨的样子，这个为人类的农业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的黄牛形象应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
中。
在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和银川平原都是著名的粮食生产和集散地，这一带的农业在当时应该是很发达
的。
　　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耕牛是人类在驯养动物的漫长过程中创造的最杰出的作品，耕
牛的大量涌现大概还是人类从狩猎到游牧全程演化中最典型的事件，二牛拾杠的简单画面也是一种浸
透着农耕文明基因洋溢着田园文化韵味的表达，是从随畜逐水草到定居过程最后完成的象征。
　　《踏碓图》中，碓米者一脚踏木板，其上有一木轴作杠杆，带动另一头的捣杵，正在石臼中碓米
，这幅画所表现的内容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捣米春谷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技术大概是从中原地
区输入的吧。
　　《酿酒图》画的是一个妇女正在用嘴吹着灶火，灶洞里烧的是柴吧，另一妇女手持陶钵，正在铁
锅旁酿酒，作者在这里生动地再现了西夏时期酿酒作坊业的真实图景。
　　《锻铁图》中，一个工匠用双手推拉竖式的双木扇风箱，另两个工匠手持铁锤在铁砧上锻打铁件
。
我想起了著名的西夏剑，史书上说，就连宋朝的皇帝也以身上能佩带一把西夏剑而引以为荣，可见西
夏的冶铁技术在当时还是很有名的。
　　在《千手千眼观世音像》中，作者比较全面地再现了西夏王国的农业、手工业及其他方面的重要
细节，我们从中也了解了许多关于生产工具、技术水平、建筑风格、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
况，它当之无愧地成了我们了解西夏社会世俗生活画面的重要线索。
　　四　　西夏壁画中的一些意象具有跨文化的性质，在阅读这些壁画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自然崇拜
和原始宗教，想到那个随风而逝的民族。
他们充满热情的歌谣在丝绸之路上相伴着悠扬的驼铃声，似乎传得很远很远。
　　那些通过艺术家充满梦幻笔调仔细描绘和圈点的图案包容了宗教、神话和世俗生活的雄宏场面，
这些壁画图景被灰色的石质材料一装点，便显示出了艺术价值和人类精神的恒久性。
　　这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类智力水平和技艺的形象展示，经由西夏艺术家的介于理性和梦幻
色彩的描绘，便展现出一种自由驰骋于人们眼前的浪漫和飘逸。
它们是西夏古国社会生活的提炼和升华，是西夏人民对宗教和文明的独特理解和表达。
　　西夏壁画综合性地体现了一种近乎荒蛮的、汹涌的、幻想的、写实的及程式化了的手法，在人类
从迷信走向科学的漫长征途中起到了拓宽生存空间的作用。
仔细地阅读了这些壁画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认为，文明史就是不断从压抑的精神世界中解脱的
历史，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不断否定自我的历史。
　　从总体上看，西夏壁画远承唐韵，近得宋风，自成一家。
那是一种文化意义深远、艺术形象凝重的绘画，它是在开放的外在性和封闭的土著性的猛烈碰撞和融
和中又孕育出多元文化的艺术，它是盛开在西夏人民精神领地上的炫目的花儿，它时时引导着我们沿
着幽幽曲径走向昔日阳光照耀下的美丽的花园。
　　站在这充满着浓郁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的壁画前，我不时地想起西夏古国近200年的历史，想起党
项民族世俗生活的宏大场面，想起寻常百姓平凡的一生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脚印。
　　那是一个热爱生活崇尚自由的民族，那是一个独自哼着欢乐的歌却不得不为自身的安全和平焦虑
的民族，那是一个跟着月光向前走去最终消逝在历史高原上的民族。
但他们的文字还在，他们美丽的歌声还在，他们的壁画更值得我们研究。
　　佛在西夏　　一　　这是一个对佛教的崇敬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民族，在兴庆府、在黑水城、在
莫高窟、在西夏古国8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佛教已经牢牢地刻印在了寻常百姓的心中，作为重要佛
教建筑之一的西夏佛塔至今还常常被我们看到。
　　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层面，当时，佛教文化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在《黑鞑事略》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
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
”国师显然不是一般的和尚（西夏人叫比丘），但国9币有如此广泛的性优先权，佛教在西夏古国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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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就可想而知了。
　　佛教本是出家人灵魂和生命的寄身之地，远离俗务，不近红尘，本是其宗旨之一。
但西夏是一个主要由党项民族为主体组成的以游牧为主业的国家，在此之前崇尚一种原始的、自然的
生死观念，两性之间没有那么多的禁区和鸿沟，在对待性的方面保留有许多游牧民族的特征。
关于这一点，在许多论著中都有过介绍。
一个重要例子是出家为尼的没藏大师照样生孩子，而这孩子的父亲就是西夏皇帝李元吴。
　　另外，元朝马祖常在《河西歌》中所写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佐证材料。
歌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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