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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凉文化的重要地位及历史影响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兼容并蓄，通过广泛

的文化交流，吸纳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菁

华；二是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保存了因战

乱而在中原一度中断的中国传统文化；三

是制度建设上承汉晋，下开北朝隋唐。

张轨建立前凉后，课农桑，兴文教，一

时间“中原避乱来者日月相继”，使河西走

廊成为荟萃东西人才与文化成果的摇篮。

东西方各种文化汇聚河西走廊，和平友好，

开放包容，互相学习，不同学术流派互相切

磋，相互交流，使河西走廊文化璀璨宏丽。

北魏统一北方迁徙河西豪望时，学者

又大都迁居平城，中原大地从此激荡起河

西文化的波澜。五凉文化直接给北魏带来

了多元文化格局，形成了继绝扶衰的政治

礼仪和各种典章制度，开创了北魏文教政

治新局面。孝文帝依靠河西五凉李氏后裔

和旧臣士人，继承建立了北魏乐仪制度和

国家律令、典制、朝仪、官僚体制，融会借鉴

了五凉的文化成果。五凉文化对北魏、隋

唐诸代形成重大影响，首先基于北魏继承

了五凉文化成果。

陈 寅 恪 先 生 指 出 ：“ 隋 唐 之 制 度 虽 极

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

（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

周……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

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

典章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

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秦凉诸州

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

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

承 前 启 后 ，继 绝 扶 衰 ，五 百 年 间 延 绵 一

脉。”

五凉政权作为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

地方割据政权，在其官僚体制，地方行政制

度，民族边疆地区制度，礼仪制度，籍帐制

度等方面都颇有成就。这些政治制度上承

汉晋，下启北朝隋唐，在中国中古政治制度

变迁中具有突出地位。五凉文化虽是发

端、兴盛于古代河西走廊的地域文化，但它

保存、实践汉晋制度并最终回馈中原，对中

华文明发扬光大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

响。

五凉政权积极的文教政策、河西独特

的地理位置，以及大批学者的辛勤耕耘，使

河西地区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艺术等

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敦 崇 儒 学 。 五 凉 统 治 者 大 都 敦 崇 儒

学，倡导汉化教育。前凉张轨出身于儒学

传家的仕宦家庭，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到

凉州任刺史时，在凉州建立起儒家君臣礼

仪、三纲五常学说，巩固统治秩序。张轨后

继者都重视儒学，兴办儒学学校。史书记

载，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

人，立学校”。西凉创建者李暠，初建西凉

即“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他提倡

尚学之风，亲身率导，“虽有政务，手不释

卷”，训诫诸子“退朝之后，念观典籍”，又设

立秀孝之科，重视从儒生中选拔士人充实

统治机构。北凉尊孔读经大兴庙堂，沮渠

蒙逊父子数次遣使奉表江南刘宋王朝，求

取经史子集，并献去河西学者著作。沮渠

蒙逊与刘昞讨论孔子，认为孔子之所以为

圣，是因能先知先觉，并事君济民，为鲁除

难。

私学昌盛。汉末以来，官府学校沦废，

河西地方向有私家传习风气，加上中原避

乱学者传学授业，使河西教育不拘一格。

《晋书》为凉州私塾大儒郭荷、宋纤、宋繇、

刘衑等立传，记载他们著书立说，广招学

士，一时儒学之风蔚起。五凉私学传授的

成就，反映在师承后继者的学业开拓和学

术水平的提高上，如北凉常爽，寓居凉州，

后在北魏立学馆，授徒七百余人。这些对

之后的关中和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儒风兴

盛产生了直接影响。

经学与史学。五凉经学精英辈出，学

术成果累累。东汉时，阐述儒家经典的经

学昌盛。魏晋时中原玄学盛行，喜谈老庄，

儒学经典受到冷落。但由于官方倡导，河

西走廊的官学世家仍把儒经奉为经典传

授，并研究纂写出相当数量的经学著作，如

前凉学者郭瑀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多卷；祁嘉的《二九神经》；宋纤倾力为《论

语》作注，并作诗颂数万言；阚骃给王郎《易

传》作注，为学者推崇，成为后人研习的重

要书目。沮渠蒙逊支持阚骃率文吏三十人

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这些都促

进了经学的发展。

当时河西学者在校注经书的同时重视

史学，刘昞纂修上古史《略记》一百三十篇，

八十四卷。据记载，当时编写的史书有关

前凉的就有前凉史《凉记》八卷，《凉国春

秋》五十卷，《凉记》十二卷，《凉书》十卷，

《西河记》二卷。后凉史有《凉记》十卷，西

凉史有《敦煌实录》二十卷，北凉史有《凉

书》十卷，南凉史有《拓跋凉录》十卷。这些

官私修史，使这一时期的正史、稗史、实录、

风俗记等各种类型和体例的史书琳琅满

目，内容丰富，为最早的河西专史。这些书

尽管散佚，但给《十六国春秋》《晋书》等史

籍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宗 教 。 五 凉 时 期 ，中 原 社 会 动 荡 ，河

西偏安，佛教在这里得到迅速传播，河西

走廊一时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圣地，也使

得 五 凉 文 化 中 融 入 了 浓 厚 的 佛 教 色 彩 。

佛 教 的 传 入 与 佛 经 的 译 著 几 乎 同 时 进

行。五凉统治者多崇信佛教，吸引东来西

往 的 佛 教 僧 侣 驻 足 河 西 。 竺 法 护 、佛 图

澄、鸠摩罗什、昙无谶、师贤、释惠高等名

僧大德都与河西有关。河西有不少僧侣

如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前

往西域求取佛经，中原与江南也有许多僧

人如法显、智严、法勇、支法等经河西前往

西域求法，敦煌、姑臧则是当时重要的译

经中心。

五凉佛教兴盛当推北凉。沮渠蒙逊笃

信佛教，据统计，北凉自公元 401 年至公元

439 年，译经数量比其余四凉译经总和还要

多。由于统治者们提倡，佛教经西域传入

后，在河西走廊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不少

大德高僧，见于记载的有凉州人宝云、智

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

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为了学习佛学、

弘扬佛法，不辞辛苦，跋涉西行，或至天竺，

或到罽宾（西域国名），或往于阗，在那里拜

师求学，瞻仰圣迹，归来时携回大量经卷，

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

译著。其中也有不少僧人南下讲经、译经、

注经，对南朝佛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 期 佛 教 信 徒 的 主 要 功 课 之 一 是 坐

禅，即在石窟中静坐苦修，最终达到超俗出

世的境界。五凉时期，由于佛教在河西驻

足兴发，开窟建寺活跃。河西走廊现存石

窟寺在全国最多，这些石窟寺大都开凿于

十六国时五凉各国，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

唐，但开窟却在十六国时期。北凉开凿的

石窟要更多一些，张掖南部祁连山麓石窟

群，包括金塔寺、千佛洞、南北马蹄寺，上、

中、下观音洞等洞窟七十多个，在甘肃仅次

于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位居第四。这

里靠近临松山，是沮渠氏的发祥地。

文学。文学方面，流传至今的五凉作

品虽为数不多，但见于史籍的书目不少，

诗、赋、散文皆有。诗作当推张骏的《薤露

行》《东门行》和女诗人苏蕙的《回文诗》。

赋作为汉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形式，同样

为五凉文学家们所擅长。西凉李暠的《述

志赋》《槐树赋》《大酒客赋》等作品，以表现

对兵难繁兴、世道沧桑、时俗喧竞的感伤为

内容，在五凉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

《诫子书》《上东晋朝廷表》与刘昞的《靖恭

堂铭》则是散文名篇。

艺术瑰宝荟萃。一是石窟艺术和墓室

壁画。五凉是河西石窟的重要创建期，河

西壁画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五凉墓葬。除

河西走廊石窟艺术，嘉峪关、酒泉、高台等

地发现的壁画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五凉

墓葬，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都具有重

要地位。二是以姑臧为代表的城市建筑艺

术。自张轨修筑姑臧城开始，张轨子张茂

在其父基础上对姑臧城进行修缮。张骏修

建了以谦光殿为中心的庞大建筑群。截至

北凉灭国，姑臧城“大城之中，小城有五”，

结构已与唐代相近。姑臧城中的建筑，除

灵钧台、谦光殿及直省内官寺署外，还有闲

豫堂、永训宫、万秋阁、龙翔殿、融明观等。

史载前凉姑臧城“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姑

臧大城周长为 21.4 里，小于西晋洛阳城，与

东晋建康城相当。

音乐和科技。由于五凉时期河西与西

域关系密切，西域音乐、舞蹈艺术也传播进

来，与河西、中原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形

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著名的《西凉乐》

是其代表。与《西凉乐》同时流传的是《龟

兹乐》，由吕光从龟兹带至河西走廊，后又

流传到中原，北朝、隋、唐时风靡一时。据

唐史记载，演奏西凉乐的乐队阵容壮观宏

大，乐器琳琅满目，包括钟、磬、弹筝、捣筝、

卧箜篌、竖箜篌、琵琶、腰鼓等 19 种之多，

乐工达 27 人。与音乐、舞蹈有关的杂技、

百戏表演也在河西走廊流行起来。来自西

域的吞刀、吐火等秘幻奇伎等杂技百戏经

河西走廊流传内地，丰富了南北朝时期的

社会文化生活。

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北凉时期著名

的天文历算学家赵于编写的《玄始历》以及

敦煌阚骃的地理著作《十三州志》等，为当

时人所推崇，影响深远。

百花齐放的五凉文化百花齐放的五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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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
本报特约撰稿人 何友善

五 凉 政 权 的 创 立 者 具 备 良 好 的 文 化

素 质 。 首 先 是 前 凉 张 轨 和 西 凉 李 暠 ，他

们 一 个 出 身 陇 右 著 姓 ，一 个 出 身 陇 西 世

族 ，各 有 家 学 底 蕴 。 其 次 ，后 凉 吕 光 、南

凉秃发乌孤、北凉沮渠蒙逊，都分别生于

氐、鲜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长弓马战阵，

又 长 期 生 活 在 汉 族 文 化 圈 内 ，都 受 到 不

同程度的汉化教育，并且钦慕华风，倾身

儒雅。他们懂得文化教育对政治统治的

重要性，所以五凉政权都积极推行“文教

兼设”举措。

五凉的“文教兼设”政策及举措有三个

方面。

一是敦崇儒学和振兴教育。前凉张轨

立国开始，就敦崇儒学，开始振兴河西文化

教育。恢复学校教育制度后，张轨延聘人

才，下令郡县举荐“高才硕学，著述经史”

者，以备选拔擢用，将文化教育与察举征辟

制度结合起来，鼓励士人倡导尚学风气，推

动河西文化走向繁荣。前凉之后，南凉、西

凉、北凉也都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

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完善，为五凉培养了

大批人才，有助于各政权文治的开展。同

时，由于崇儒重教，推动了民间授学和著述

之风，河西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水平显著提

高。

二是重视人才，优礼士人。五凉政权

对知识分子，无论在朝在野，无论世居河西

或来自中原，都以礼致之、量才擢用。对有

造诣的知名学者，则给予政治殊荣，并为其

创造治学条件。因此士林人物除矢志隐逸

者外，都甘心为当政者效力。中原学者及

其世家子弟“避地河西”期间，无一例外都

受到张轨及其他五凉统治者的礼遇。这在

凉州学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三是倡导民间学术文化。五凉时期，

河西诸郡士人云集，文化氛围浓厚，民间教

育家和学者辈出。五凉各政权积极的文化

政策及振兴文教的举措，对民间的文化学

术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先已呈

抬头之势的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与正在

恢复发展的官学和官方学术活动百花争

放，形成了五凉时期河西文化教育的多元

化格局。

““文教兼设文教兼设””的五凉文化的五凉文化

历 史 上 的 河 西 地 区 自 然

条 件 良 好 ，多 民 族 杂 居 。 汉 武

帝 置 河 西 四 郡 ，将 其 纳 入 中 原

王 朝 的 统 治 。 丝 绸 之 路 开 通

后 ，随 着 来 自 中 亚 地 区 的 粟 特

九 姓 胡 人 的 进 入 ，河 西 走 廊 沿

沙 州（敦 煌）、瓜 州（安 西）、肃

州（酒 泉）、甘 州（张 掖）、建 康

（高 台）、凉 州（武 威）一 线 ，形

成 了 胡 人 定 居 的 外 来 文 明 景

观 。

东 汉 至 魏 晋 ，中 原 战 争 连

年 不 息 ，而 河 西 走 廊 偏 安 一

隅 ，大 量 中 原 人 口 避 难 迁 居

于 此 。 侨 居 河 西 的 中 原 学 者

和 本 土 士 人 传 习 学 业 ，辛 勤

耕 耘 ，河 西 走 廊 以 汉 民 族 为

主 体 的 中 原 先 进 文 化 与 西 域

和 西 方 外 来 文 明 在 这 里 相 互

碰 撞 ，佛 教 等 也 开 始 大 规 模

在 河 西 走 廊 传 播 。 宗 教 、文

化 、艺 术 、服 饰 、饮 食 、音 乐 、

舞 蹈 等 各 种 文 化 在 这 里 广 泛

交 流 融 合 ，呈 现 出 文 化 兴 盛 、

百 花 齐 放 的 景 象 ，出 现 了 河

西 历 史 上 空 前 的 文 化 高 峰 ，

在 中 国 文 化 史 上 留 下 了 辉 煌

的 一 页 。

一 百 多 年 间 ，河 西 走 廊 继

承 发 展 中 原 文 化 ，吸 收 借 鉴

西 域 文 明 ，出 现 了 学 风 浓 郁 ，

人 才 辈 出 的 局 面 。 在 学 术 著

述 、文 学 创 作 、佛 教 传 播 、教

育 事 业 、造 就 人 才 等 诸 多 方

面 都 有 十 分 可 观 的 成 绩 ，河

西 走 廊 的 文 化 在 中 国 北 部 居

于 领 先 地 位 ，在 经 学 、史 学 、

文 学 、佛 学 、艺 术 等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巨 大 成 绩 ，不 仅 为 五 凉

政 权 提 供 了 文 教 振 兴 和 学 术

昌 明 的 条 件 ，也 为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绵 延 起 到 了 承 前

启 后 、继 绝 扶 衰 的 重 要 作 用 ，

对 后 世 北 魏 、隋 唐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

五 凉 文 化 繁 荣 于 河 西 走

廊 ，经 北 魏 重 新 引 入 中 原 ，

至 隋 唐 时 期 振 兴 ，在 中 国 文

化 史 上 具 有 特 殊 的 重 要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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