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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敦煌莫高窟参观考察的人
,

一般都是到绘

有壁画的莫高窟南区
,

而很少有人去留意编号第

l 窟以北的莫高窟北区洞窟
,

因为这些洞窟没有

壁画
,

也没有窟门
,

洞中除了堆积的沙土
,

看上

去一无所有
。

从 198 8 年开始
,

到 1995 年结束
,

敦煌研究

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彭金章先生的带领下
,

对北区

洞窟做了彻底的调查
、

编号和考古发掘
,

获得了

许多重要的收获
。

经过这次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发

掘
,

莫高窟北区共有 24 8 个洞窟
,

其中 24 3 个是

这次发掘过程中正式编号的
,

从 lB 到 B24 3 ( B

是
“

北
”

字的缩写
,

代表北区 ) 号
,

加上原本编

号的莫高窟第 4 61 一肠 5 窟
,

北区洞 窟的总数是

24 8 个
。

北区洞 窟过去曾被王道士
、

伯希和
、

奥登

堡
、

张大千等人发掘过部分洞窟
,

他们或多或少

地得到过一些以蒙元时期的回鹊文写本
、

木活字

为主的资料
,

大多数已经流散到国外
。

这次的考

古发掘
,

不仅从整体上认识了北区的性质
,

也出

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文书
。

有关系统发掘的考

古报告和出土文物的初步研究成果
,

拟编成三卷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出版
。

经过几年的细心整理和研究
,

由彭金章与王

建军合著
,

敦煌研究院编纂的 《敦煌莫高窟北区

石窟》 第一卷 (以下简称 《北区石窟》 ) 作为对

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纪念的献礼
,

已经在 2X( X)

年 6 月由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
。

这使我们在读

到 《敦煌莫高窟北 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 ( 《文

物》 1998 年第 10 期 ) 后不久
,

就可以全面地了

解到北区部分洞窟的整体情况
。

在此
,

我们应当

感谢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 以及其他相关的学者

和领导
。

((j 匕区石窟》 按洞窟编号顺序
,

对每一个洞

窟的发掘情况和出土遗物做详细的描述
。

第一卷

包括 lB 一 B94 窟
,

预计 200 1年出版的第二卷包

括 B9 5一 B1 73 窟和原编号 的第 46 2一肠5 窟
,

第

三卷包括 B1 74 一B 24 3 窟和原编号的第 46 1窟
。

《北区石窟》 第一卷分六章
,

每章由若干小

节组成
,

每一节描述一个洞窟
,

内容包括洞窟位

置
、

发掘过程记录
、

洞窟形制
、

出土的人骨和遗

物
、

时代和性质等方面的记录和探讨
,

附有每一

窟的平面和壁面图
,

同时有大量彩色图版和黑白

图版展示洞窟外景
、

特殊壁面
、

出土遗物等图象

和材料
。

这些新发现的资料
,

对于从整体上理解

敦煌石窟
、

南区和北区石窟的关系
,

以及从唐到

元莫高窟地区的社会
、

文化面貌
,

都提供了丰富

的文物和文献印证
。

·

从笔者最感兴趣的文献方面讲
,

北区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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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

澄清了许多过去不够明 J
’

的事实
,

也为我

们研究唐
、

西夏和元朝历史提供 r 新资料
。

在 《北区石窟》 第一卷中
,

有不少属于唐朝

时期的珍贵文书
,

如 以 7 窟出土 的 ((景龙二年

( 7 08 ) 告身》
,

陈国灿先生已有专论 ( 《敦煌莫高

北窟新出几件文书跋》
,

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

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

香港大学
,

2 0( 刃

年 7 月 25 一2 6 日 )
,

为唐朝告身制度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印证
。

以 8 窟出土的 《武周万岁通天某年

勋告》
,

也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
,

而且残留的战

阵名称
,

可 以帮助我们探讨武周时期唐朝在西域

的征战史事
。

B4 7 窟出土 的 《唐 开元二十三年

( 7 35 ) 后沙州检勘丁 租
、

脚钱
、

营窖钱粮牌》
,

是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没有见过的珍贵

文书
,

由于残存文字较多
,

所以包含的新信息也

更为丰富
。

对于 此件
,

陈 国灿先生也有专 论

( 《莫高窟北区新出唐开元廿三年 ( 7 3 5) 后沙州

检勘丁 租并脚及营窖钱粮碟 的 复原与研究 》
,

2《XX)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

敦煌研究

院
,

2 X( X) 年 7 月 29 日一 8 月 3 日 )
。

B4 7 和 48 窟

还出土了一些户籍
、

帐 目
、

蝶文
、

名籍
,

都是研

究唐朝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
。

汉文文献方面也有重要收获
,

B64 窟出土 的

印本残片 (图版九九 )
,

经核对为 《资治通鉴》

卷 16 1 梁纪 17 太清二 年条中的残文
,

与今本一

字不差
。

由此我们可 以知道
,

中国最伟大的编年

体史书— 《资治通鉴》
,

也曾传到敦煌
。

《北区石窟》 第一 卷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回鹊

文
、

西夏文
、

藏文资料
,

分别由研究这些语言的

专家写成附录
,

即雅森
·

吾守尔的 《敦煌莫高窟

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鹊文文献概述》 (一 )
、

史金

波的 《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 文献译释研究》

(一 )
、

黄颖的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

献译释研究》 (一 )
、

其中尤其以西夏文的资料丰

富多彩
,

有佛典
,

有典籍
,

还有世俗文书
。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

B5 3窟中与元代汉文文书
、

西夏

文佛经
、

回鹊文残片同出的有两叶四面完整的叙

利亚文 《圣经
·

诗篇》
,

而且有回鹊文的夹写
,

已

经由北京大学段 晴博士解读
,

作为附录四发表
,

夹写的回鹊文则由张铁山先生译读
。

这一发现
,

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蒙元时期景教传播的认识
,

也

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目前还难以解释的新问题
。

这些西夏
、

回鹊
、

藏
、

叙利亚文献的发现
,

为我们研究敦煌地区西夏和蒙古统治的历史
,

提

供了丰厚的新资料
。

同时
,

还有一些汉文刻本佛

经
,

有待断定它们的来历
,

即它们到底是中原的

哪部藏经的散叶
,

一旦判明
,

我们就可以补写西

夏或蒙元时期敦煌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史了
。

北 区发现了许多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
,

对于

我们利用一些非考古所得的北区文献材料
,

尤为

重要
。

以下试举一例来说明之
。

现藏敦煌研究院的 《张君义勋告 》
,

是 60 年

代中国文化部托人从香港购 回
,

拨交敦煌文物研

究所 (敦煌研究院前身 ) 收藏的
。

与此同时
,

与

张君义有关的另外三件文书
,

则被 日本天理大学

附属的天理图书馆购得
,

现藏天理图书馆
。

大概

在 《张君义勋告》 卖出之前
,

日本学者有机会制

作了一份影本
,

存于京都大学文学部
。

1956 年
,

大庭修先生发表 《敦煌发现的张君义文书》 (《艺

7 夕了》 第 20 号
,

1956 年 )
,

刊布了 《勋告》 和

另外三件属 于公验类的文书图版
、

录文和研究成

果
。

由于 《张君义勋告 》 的重要学术价值
,

不断

有学者加以引用研究
。

但是
,

这件文书的原藏者

张大千在文书的跋文中说
,

他是从莫高窟前的沙

土中偶然挖到这些文书的
,

因此
,

学术界对这件

文书的来历一直难以指明
,

甚至使人产生疑窦
。

现在
,

我们根据北区考古发现的文书
,

可以重新

审视张大千的收集品
。

据笔者管见所及
,

张大千的收集品目前主要

收藏在 日本天理图书馆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

斯德图书馆 ( esG
t u b ar yr )

。

天理藏品包括上述

的三件 《张君义公验》
、

两个已经装裱的册页
,

一题 《敦煌遗片》
,

一题 《西夏回绝文断简》
。

这

些册页中的内容
,

有西夏
、

藏
、

回鹊和汉文佛典

断片
,

有些是印本
。

我在 《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

知见录》 (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9 6 年 ) 208 页指

出
,

这两个册页所粘贴的材料
,

应当来自北区洞

窟
。

而对于 《张君义公验》
,

则相信张大千的话
,

以为是从沙子当中翻腾出来的
。

现在
,

《北区石

窟》 第一卷表明
,

北区的不少洞窟的性质实际是

痊窟
,

而且 B4 7 和 B4 8 两个洞窟都出土了与 《张

君义勋告》 同样性质的 《告身》 或 《勋告》 (见

137 一 13 8
、

巧2 页 )
,

所以
,

《张君义勋告》 和

《公验》 文书应当也是出自莫高窟北区的某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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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
,

这四件文书就是当时的随葬品
。

葛斯德图书馆藏卷内容较为复杂
,

有唐朝的

户籍和其他官文书
,

有西夏文
、

回鹊文
、

藏文佛

典
,

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官私文书
。

张大千曾经在

兰州等地购买文书 (见向达 《西征小记 》
,

收入

《唐朝长安与西域文明》
,

北京三联 书店
,

195 7

年 )
,

所以不排除他的有些收集品是从市场上获

得的
,

如成组的吐鲁番文书
,

应当是出土于吐鲁

番的
,

特别是其中有翔 氏高昌时代的 《衣物疏》
,

必定是出自吐鲁番的墓葬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其

他张大千的收集品与新发现的北区文书从形式到

内容都异常相似
,

比如两者都有成残块状的唐朝

敦煌地区的户籍
,

都有西夏文
、

元朝特征的回鹊

文和藏文这些与藏经洞文书有着明显区别的北区

类型的文献材料
,

还有同样的唐朝告身或者勋告

断片
。

因此
,

葛斯德的藏品实际也是张大千从北

区洞窟中挖掘到的
。

张大千的发掘是盗宝式的发掘
,

没有科学的

记录
,

但已知的材料已经不少
,

这批材料和北区

新发现的材料属于同一来源
,

有些文书可以属于

同组文书
,

在今后文书的整理工作中
,

应当充分

注意北区新文书与天理
、

葛斯德图书馆藏卷缀合

的可能性
。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第一卷的出版
,

是

近年敦煌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

也为敦煌开

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

编者除了做好 自己的考古报

告外
,

还邀约中国各个方面的专家
,

共同努力
,

基本解决了各种民族古文字的释读工作
,

使整个

报告的学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我们期待着

《北区石窟》 第二
、

三卷的陆续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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