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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东部，西安以西330公里。
自古由长安沿渭水逆流而上向西是通往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而从麦积山山麓南下则曾是从中原通往
蜀地（四川）的主要道路。
　　我第一次去麦积山是1957年的初夏。
当我站在陇海铁路天水站（北道埠）的时候，映人眼帘的是一种绿色小江南的景致，与我的想象相去
甚远，令我十分意外。
我印象中的甘肃省是一副黄土高原的景色。
回顾历史，天水在三国魏时与长安同属雍州。
麦积山周围，现在还留存五丈原、祁山堡、街亭等古战场遗迹，这些地名在《三国志》里脍炙人口。
　　从天水站向东南2公里即为一个叫马跑泉的小村庄，村里有一个相当于公共水井的泉眼。
我们到的时候，那里聚集了许多村民，在忙着洗菜、洗农具。
我们行李较多，便来到这里想借匹马来驮，但一到这里我们就完全被这FI水井周围的热闹景象吸引住
了。
饶有兴味的是，道路两边并排的房舍还保持着古时旅店的样子。
离开村子，涉渭水支流永川河。
由于连续几天下雨，河水水位上涨，骑在马上需要高抬双脚才不至于沾湿裤脚。
穿行在河川右岸，时而趟水前行，着实体会到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
从马跑泉穿过永川河向南经过崖湾、白石峪等村庄前行约10公里，视野豁然开阔，到了一个叫“甘泉
”的村子。
村子的道路两旁房舍排列，依IH保留着旧时旅店的风致。
这个村子古时是从长安通往秦州（现在的天水）古道上的驿站。
房舍前面有露天集市，出售农作物和日用品。
甘泉寺便位于集市的尽头。
甘泉寺古称太平寺。
唐乾元二年（759年）长安频发饥荒，诗人杜甫携家带口，舍弃华州地方官的职务，从秦州来到外甥杜
佐居住的甘泉附近的东柯谷。
当时，杜甫于太平寺写下《太平寺泉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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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东部，西安以西330公里。
自古由长安沿渭水逆流而上向西是通往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而从麦积山山麓南下则曾是从中原通往
蜀地（四川）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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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维摩诘经变”在中国为脍炙人口的题材，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述“长康（顾恺之，345
～406）又曾于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
即使此画为东晋穆帝升平年间（357～361）前后，也应为最早的维摩请经变。
总之，中国“维摩诘经变”绘画出现于4世纪，壁画最早为5世纪初的作品，现存于炳灵寺石窟第169窟
。
敦煌维摩诘经变壁画出现较晚，为隋（581-618）初开始。
石雕为云冈石窟的第6窟最早，随后相继出现于龙门石窟的宾阳中洞、莲花洞等北魏窟中，均为5世纪
后半叶建造。
　　我于1957年最初来到麦积山石窟，第102窟左壁一身造像首先映入眼帘与平时所见佛像迥然不同，
并与右壁一身菩萨像相对而坐。
我于佛像前陷入沉思。
仔细观察后发现，尊像头部并非肉髻而为冠戴。
根据麦积山勘察团发表的《麦积山勘察团工作报告》称：　　第102号“造像：正壁一坐佛，左壁一座
较低，坐者戴冠，似居士，但无须，是否维摩待考。
”　　进一步观察后，发现造像下颚处并排许多小孔，原为插胡须之处。
可知这尊造像原为居士，两个窟表现维摩诘与文殊菩萨问答的场面。
维摩居士双手置于胸前，上身前探，与文殊菩萨对坐论辩。
并且第123窟塑像与第102窟同样。
左壁造像戴冠，下颌有须痕，面向右壁菩萨，可判断为“维摩诘经变”。
前壁窟门左右两侧童男童女虔敬而立。
童子身着长袍，袖手，留海覆额，发辫垂于头后；童女着大袖襦，长裙，头结双髻。
二人似冥想状，眼睛细长，嘴角微笑，造型端丽洗练，映衬出供养者纯真的精神世界。
在塑像方面，麦积山第123窟和第102窟塑像一并为“维摩诘经变”在这里最早的例证，同时创作于西
魏时期。
　　第4窟（即“上七佛阁”）前廊左壁龛内塑有维摩诘坐像，两侧胁侍弟子像一尊、天女像三尊；
右壁上方龛内塑文殊菩萨倚坐像，两侧胁侍菩萨像一尊、弟子像三尊。
两龛位于第4窟前廊两端，遥相呼应，合为“维摩诘经变”。
两龛塑像经宋代重修，原作为北周塑像。
《维摩经》在中国，与佛教中的禅关联较深，鸠摩罗什翻译《维摩经》与禅观无疑有密切关系。
云冈、龙门石窟为主的北魏石窟中，以维摩经变为主题雕刻的作品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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