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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敦煌的祆教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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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是古代亚 、欧大陆陆路交通的咽喉和桥梁,西域各道 “总凑敦煌 ”,自汉代开始中亚粟特民族因商业活动不断地

向敦煌迁徙,至唐五代达到高潮并建立粟特聚落。随着粟特人的不断移徙入居,祆教文化在敦煌一带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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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民族, 即汉文史

籍所称的 “康 、安 、曹 、石 、米 、何 、火寻 、戊地 、史等昭五九
姓”,以善于商业活动而著称, 被称做 “东方腓尼基人 ”, 史
载 “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 去傍国,利所在, 无不至。” [ 1]

长期以来, 粟特商队于撒马尔干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

进行着频繁的商贸活动, 他们在丝路沿线建立了许多移民

点。如敦煌本 P.0367号《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康国大
首领康艳典在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的地方建立了粟特

人聚落石城镇。另外, 康艳典还筑了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

的新城, 离石城镇四里的蒲桃城,以及在石城镇东南四百八

十里的萨毗城。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
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 就是因胡商在经过故玉门关时常

在这里停驻而得名。
粟特人所建聚落中最典型的当属 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

特人聚落。 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根据 P.3559《天宝十载
(公元 751年 )敦煌县差科薄》所记载从化乡人名的姓氏多
为粟特式胡名, 判断从化乡是中亚胡人聚落, 并认为粟特人

作为一个聚落在吐蕃占据敦煌时已基本消亡 [ 2] 。 但据郑
灿林先生研究,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在行政建置改唐代的乡

为部落制后, 诸部落中普遍有粟特人居住 [ 3] 。 归义军时期
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还有曹家庄 、安家庄 、康家庄 、史家庄 、石
家庄等, 说明粟特人的势力并未因从化乡的取消而削弱, 而

是有所发展。
8世纪以后的粟特裔民仍保持着明显的商业特色, 吐

蕃占领敦煌时期粟特人多集中在丝绵 、行人等部落中, 他们

主要从事丝绸和棉麻布的生产 。归义军时期敦煌城中有许
多粟特人开的酒店:康家店 、石家店 、何家店 、罗家店 、曹家
酒店 、安家酒店,以及石狗狗 、石墨儿 、史丑煞 、史盈字等酒
店, 酿制酒的品种繁多, 但以葡萄酒 、胡酒最具特色。除此
之外, 他们还充斥于归义军出使的使团或商团之中与周边

地区进行商业贸易。 同时, 粟特人也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

活动, 对该地区的政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归义军政权
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政权, 而敦煌的粟特人

是归义军政权的支柱之一, 归义军政权统治者张议潮的生

母就是粟特人安氏, 粟特人在收复河西, 建立归义军政权的

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归义军政权中上至高级官
吏, 下至低级胥吏无不充斥着大量的粟特人。如张氏归义

军时期担任节度副使的安景曼, 担任瓜州刺使的康使君 、历
任番禾镇将 、删丹镇遏使的康通信 、左都押衙安怀恩等。

处于中亚河中地区的粟特人皆信奉祆教。史载:“又
从大食国已东, 并是胡国。 即是安国 、曹国 、史国 、石骡国 、
米国 、康国等……,总事火祆。” [ 4]

关于火祆教入华的时限, 学界已有深入研究。 早在上
世纪 20年代, 陈垣先生在其《火祆教入中国考》一文中认
为中国之祀胡天神 , 自北魏始 [ 5] 。上世纪 50年代唐长孺

《魏晋杂胡考 》进一步考得祆教入华始于十六国时期 [ 6] 。
上世纪 90年代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 》又考得祆教
入华最晚是在西晋末叶 [ 7] , 稍后林梅村 《从考古发现看祆
教在中国的初传 》又将祆教入华的时段提前到 3世纪

初 [ 8] 。无论祆教何时传入中国, 作为中西交通要冲 、商贾
总凑之地的敦煌无疑是祆教最早入华的地区之一。

根据荣新江先生研究, 早在 4世纪初叶,敦煌就有了以

粟特商人为主体的自治聚落, 而且伴随有祆教祠舍 [ 9] 。 随
着粟特人在敦煌的活动, 他们所信奉之宗教也进入了敦煌。

唐五代宋初,伴随粟特聚落在敦煌的正式形成,祆教文

化在当地非常兴盛。 P.4640《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 》保
留了公元 899 ～ 901年张承奉时期赛祆活动中支出 “画纸”
的记录,辛酉年 (公元 901年 )从正月到四月每月都要举行

一次赛祆活动,说明在粟特胡人的宗教信仰影响之下,敦煌

的祆教信仰非常流行。 P.2005《沙州图经》记载在沙州城
东一里的地方有一座祆教神庙,为粟特民众精神信仰的中

心, “其周迥一百步”, 约合 150米, 池田温先生认为可能是

一个正方形庙宇 [ 2] 。祆庙内一年四季都悬挂有画着粟特
神祗的白画, 并时常举行设供 、燃灯 、“雩祭”等祭祀活动。

设供主要是神食和酒:神食一般包括猪肉 、羊肉以及具
有中亚风格的 “灌肠”;酒则是祆教祭祀时朝夕不可离缺的
物品。文书中留下了大量记载,如 P.2569《官酒户马三娘
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附判词》:“四月十四日, 夏季赛祆

用酒肆瓮。”P.2629《酒破用历》:“城东祆赛神酒两瓮。”敦
煌研究院藏《酒破用历》记 “城东祆赛神酒壹瓮。”P.3929
《敦煌廿咏·安城袄咏》更有 “朝夕酒如绳”的描述, 意思是

说从早到晚祭祀的酒长流不断就像绳子一样。
“祆庙燃灯 ”是赛祆活动中的另一项仪式。 S.2241记

载 10世纪回鹘公主君者者在私信中请求北宅夫人为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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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庙中燃灯祈求祆神 “沿路作福”保佑她旅途平安。归义
军政府还专门支出一定的灯油用于祆庙燃灯。 S.1366《归
义军使衙内面油破用历》:“十七日, 准旧城东祆赛神用神

(食 )五十七分, 灯油一升, 耖面二斗, 灌肠九升。” S.2474
《归义军使衙内油粮破历》记载:“城东祆灯油二升。”如所
周知, 中亚本土祆教以神圣的火为惟一崇拜的对象, 显然在

祆庙中燃灯是中国祆教徒根据对祆教教义的理解以燃灯的

方式来表达对圣火的崇拜, 对光明的追求, “祆庙燃灯”有
礼拜圣火的含义。

从 P.3929《安城祆咏》 “更看雩祭处, 朝夕酒如绳”的
诗句中, 我们得知赛祆过程中还举行一项 “雩祭”的活动。
敦煌与粟特本土中亚同为干旱地区 ,降雨量的多寡直接关

系到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 故而雩祭不仅是祆教固有的赛

神仪式, 而且也是祆教入华后在敦煌大受重视的一项活动。
祆教有司雨之神即 “星辰雨水之神 ”, 也就是汉文史籍中所
称的 “得悉神” [ 10] , 亦应是敦煌百姓雩祭之神。 《高僧传 》
卷 10《神异下·涉公传》载:“涉公者,西域人也。 ……能以
秘咒, 咒下神龙。 每旱, (苻 )坚常请之咒龙, 俄尔龙下钵

中, 天辄大雨”, 这位来自西域的涉公有求雨的本领。 敦煌
祆祠祠主可能也掌握了呼风唤雨之术,参与祈雨, 并与古老

的岁时祈雨方式 “雩祭”相结合。
祭祀完毕后, 信徒们开始丰富多彩 、热闹非凡的祈福活

动, 他们反弹琵琶 、横吹鼓笛 、酣歌醉舞, 并且选出一位胡人

为 “祆主”进行惊险刺激的幻术表演, 因幻术表演所展现的

幻象 、幻境,往往给人以神奇 、灵异的感觉, 使看者深信不

疑。 《朝野佥载》卷 3《洛阳祆祠》记载初唐洛阳和凉州赛
祆时都有幻术表演, 虽然目前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敦煌赛祆

中幻术表演的直接记载,但从 P.2748《敦煌廿咏》中的《安
城祆咏》 “频藻来无乏, 精灵若有凭 ”可知祆神在敦煌百姓

心中还是相当 “灵验”的,故而才出现 “一州祈景祚, 万类仰

休征”的状况, 而这种灵验的感觉无疑与敦煌赛祆活动中

的幻术表演有关。
从上可知敦煌的赛祆活动主要包括设供 、燃灯 、雩祭 、

幻术表演 、祈福等仪式。
以上仅是对唐五代粟特人及其宗教在敦煌发展的一个

简单概述。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粟特语文献和有关唐五
代宋初敦煌粟特人活动状况的文献, 可以说研究敦煌的粟

特人和祆教, 是民族史 、宗教史及敦煌学史的一项重要课
题,这一课题还有待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而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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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9页 )研讨会几乎每年都有, 主题内容广泛, 涉

及到敦煌遗书档案 、石窟保护 、美学艺术 、敦煌文化 、佛教艺
术 、学术史等等。甘肃的行政 、文化 、学术机构积极踊跃地
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或者独立承办, 或者联合承办,邀请

省内外 、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所有这些学术会议, 对于活

跃学术气氛 、加强信息交流 、掌握学术动态 、启示研究方向 、
提高学术水平 、推动甘肃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都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00年敦煌研究院举办的 “敦煌学国
际学术讨论会 ”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等举办的 “海峡
两岸敦煌学丝绸之路学术考察研讨会”, 总结了敦煌学百
年历程, 在敦煌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在全国乃

至国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举办学术会议的同时, 甘肃敦煌学界继续采取请进

来和走出去的方式, 展开与省内外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一方面, 多批次接待来甘肃进行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的兄

弟省市以及日本 、美国 、英国 、法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
度 、韩国 、原苏联 、意大利和我国台湾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敦煌学专家学者, 与之进行学术交流;另一方面, 多批次派

出专家学者参加兄弟省市和国外以及我国台湾 、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的学术研讨会, 进行学术考察访问, 举办敦煌艺术

展览。
所有这些内外交流活动, 对于甘肃敦煌学界开阔眼界 、

扬长补短 、展示和提高研究水平, 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在看到敦煌学发展特点的同时, 还必须要看到不

足, 本世纪初时已有学者关注这样的问题③。笔者赞同之
外, 还想提出两点:其一,宣传敦煌文化和敦煌学的力度和

深度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其二, 敦煌学的研究成果

未能及时转化为经济实用产品。

敦煌是甘肃的品牌, 但是真正了解古今敦煌的人并不

多,知道敦煌学的人更是少之有少 。我们现在必须要确立
与时俱进的思路:敦煌学不仅为现代人展示古人的生活, 而

且更要为当代人创造经济效益。在宣传敦煌学方面, 目前

一些高校为个别专业的本科生开设 “敦煌学”课程, 有一定

成效,也使学生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了敦煌学的价值。
笔者认为从高校入手加大宣传敦煌及敦煌学的力度是值得

提倡的作法。如何使研究成果及时带来经济效益, 笔者认

为需要学者与商家共同努力创造以 “敦煌”为标志的文化
经济模式。目前更多的是商家利用学者的研究成果时, 没

有很好地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只是现象的复制。 而学者
则往往因为经济因素的影响, 不能很好地传播这种文化的

魅力。因此,笔者这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希望本世纪敦煌学

的发展能弥补过去的不足, 继续将来的辉煌。
注释:
①颜廷亮.甘肃的敦煌学研究概述 [ J] .敦煌研究, 1995年

特刊.
②颜廷亮.甘肃敦煌学:走自己的路 [ J] .敦煌语言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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