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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的巨著 中国科

学技术史!引用了不少敦煌石窟中的科技资料[ 1]。国内的许

多学者已对敦煌石窟中的舞蹈、美术、文学、医学、体育、科技

等领域,作了大量的研究探讨,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对敦

煌石窟中北凉 272 窟, 北魏 251 窟、263 窟、259 窟, 西魏 249

窟、285 窟等的彩塑及壁画作了分析, 并结合它的绘制年代,

了解当时的社会医疗背景及导引练功的发展, 认为敦煌石窟

中的部分彩塑及壁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佛教的修习, 即导引

练功场面。现将研究报告如下。

1 导引的早期文献

1 1 导引与舞蹈同源[ 2] 导引与舞蹈都起源于生产劳动。

远古时代, 人类为庆贺某种喜庆之事而舞动四肢躯干, 论语
八佾!曰: ∀ 八佾舞于庭# [ 3]。以后随着人们在生产劳动的实践

中,逐渐体会到有节律地吹 呼吸和四肢运动, 既有锻炼身体

之功,又有驱除阴戾之效。 吕氏春秋 古乐篇!曰: ∀ 昔陶唐之

始,阴多滞伏而湛积, 水道壅塞, 不行其原,民气郁瘀而滞着,

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导之。# [ 4]

1 2 导引术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医学理论的形成, 对导

引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导引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

的一种医疗体育方法,它具有行气的作用, 是防病治病的重要

方法。战国初期的 行气玉佩铭!铭文记载了导引行气的方

法[ 5] , 庄子 刻意篇!对导引术式做了明确说明∀ 吹 呼吸,吐

故纳新,熊经鸟申, 为寿而矣,此道(导)引之士, 养行之人, 彭

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 4]。西汉时期, 刘安在 淮南子 精神!中
总结了前人的导引术式,提出∀ 熊经、鸟申、凫浴、 (猿) 、鸱

视和虎顾# [ 6]之六种仿生动作, 称∀ 六禽戏#, 汉末医家华佗又
继承和发扬了刘安的导引方法,改编成∀ 一曰虎、二曰鹿、三曰

熊、四曰猿、五曰鸟#的∀ 五禽戏# [ 4] , 并在以后广为流传。70
年代考古发现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 导引图# [ 7] ,
说明古代人们运用导引练功来防治疾病。

1 3 导引的保健作用 战国至汉代是导引运动盛行之时期,

随着导引练功的推广普及,许多医家都很重视导引运动 ,同时

在佛、道、儒家也很盛行,并认为它是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重

要方法。∀ 行不动则精不流#、∀ 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中医理论

正是导引运动的指导思想。 灵枢 病传篇!: ∀或有导引行气、
乔摩、灸、熨、刺、 、饮药之一者# [ 8] , 指出导引是医疗方法之

一。 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 : ∀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
已乱治未乱# [ 9] ,强调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 素问 异法方宜

论!又指出∀痿、厥、寒、热#等病证其治法宜导引[ 9]。特别值得

提出的是华佗医家, 他明确指出∀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

动摇则各气得消, 血脉流通,病不得生, 臂犹户枢,终不朽也#,

∀ 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 引挽腰体,动诸关节, 以求难老。# [ 4]

西晋以后,各家关于导引的著作不断出现, 如晋代葛洪 抱朴

子 杂应第十五!, 隋代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等。

2 导引的流派

导引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 ,通过练功实践, 整理提高而

逐渐完善, 并且形成了各种流派。大致可分为道、佛、儒、医四

大门派, 其各自特点是: ∃ 从理论上讲,道家重视修练本生, 性
命双修; 佛家讲悟性,以超脱空无为主,重修后世; 儒家以摄生

养气为主, 重防病于未然;医家以治疗防病为主。% 从功法上

讲, 道家重视养神练气,动静结合 ,行气导体; 佛家长于静功以

坐禅为主, 其动功偏于柔和;儒家、医家主张动静结合, 因人练

功, 因病练功,其功法多种多样。综上无论哪一种流派,何种

办法, 都具有互承关系,都有清心养神、通经活络、气血流畅的

功用, 达到治病健身的目的。

3 敦煌石窟中的导引技术

3 1 敦煌石窟的建造时期 敦煌石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县东

南 15km,是古∀ 丝绸之路#的重镇,又名莫高窟、千佛洞。始建

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 366 年) [ 10] ,历经北魏、西魏、北周、唐、

五代、宋、西夏、元时代的千余年, 共创建石窟一千余处,至今

仍存有 492 个洞窟。敦煌石窟内有两千余尊彩塑佛像和四万

五千平方米的精美壁画 ,被誉为世界文化宝库。

3 2 敦煌石窟中的医疗表现 敦煌石窟真实反映了公元 4

世纪至 14 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在医疗方面许多

壁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医师行医施药疗众生的场面。如

北周 296 窟北顶东端的 福田经变!壁画, 它描绘了∀施医者#

的生动画面。又如隋代 302 窟、初唐 321 窟都有医疗场面。

特别是盛唐 217 窟的∀ 得医图#是根据 妙法莲花经!中的∀ 如
病得医#四字描绘的, 这幅画中的各个人物惟妙惟肖,色彩鲜

艳, 构图精美,是一幅佳作。

3 3 敦煌石窟中的导引表现

3 3 1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 自西汉张骞、东汉班超曾先后

出使西域, 开辟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随着东西文化的

交流, 印度佛教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从公元 2 世纪

中叶开始, 许多西域的僧人纷纷来到中土,弘扬佛教, 作为佛

教徒重要的修习方式(导引 )的禅观法也自然传播开来, 自从

东汉(公元 67 年)蔡 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携佛经从敦煌抵

洛阳以后, 敦煌便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圣地, 许多僧人都在敦

312 中国骨伤 2001年 5月第 14卷第 5期 China J Orthop & T rauma, May 2001, Vol. 14, No. 5



煌译经传经,敦煌成为僧人西去东回的必经之地[ 11]。

3 3 2 南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 中国禅观法(佛教 )始于汉

代,流行于两晋南北朝,盛于隋唐。南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修建的。石窟中的彩塑和壁画融会了

当时我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 同时也受到来自印

度、伊朗、希腊等宗教艺术的启迪,从而使早期的彩塑和壁画,

由佛、菩萨到伎乐天、供养人;由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 由线描

色彩到造型构图,无不栩栩如生。在彩塑和壁画的内容方面,

多以佛经为蓝本,反映了佛家的修习过程和佛经故事, 同时也

影射出当时社会文化、科技、医疗等方面的情况, 这也为我们

研究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3 3 3 分析彩塑和壁画中的导引术 南北朝时期修造的石

窟中[ 10] ,有关导引技术的彩塑和壁画, 多为佛家修习练功的

场面。从导引术式上来看, 可分为静功和动功两个方面。静

功主要指∀ 坐禅# ,其方法是通过肉体、精神、意念的真正放松

而达到忘我境界;动功偏于柔化,形体动作以柔和变化为主。

不论静功还是动功,佛家都是重视手印上的变化, 通过不同的

手印变化, 可使体内的气血按经络行至, 达到防病治病的目

的。以这一时期石窟中的壁画以及圆券龛内的坐禅佛像的姿

势来看, 有双盘腿(结跏跌坐)、单盘腿(半跏) ; 交腿; 倚坐(善

跏) ;立式; 双手接∀禅定印#或接∀ 转法轮印#等等。例如: 北魏

第 259窟, 北壁上下层的佛龛; 西魏第 249 窟, 南壁中央的说

法图;西魏第 285 窟,窟顶北披下部的禅修等等。这些∀ 坐禅#

佛像,神态恬静, 两眼或前视或闭, 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表现了禅室所要求的精神境界。另外,对于药叉、伎乐天以及

供养人,多以动功为表现形式, 他们姿态柔和,动中有静 ,柔中

有刚。例如 :北凉第 272 窟西壁龛外南北两侧各绘有二十身

坐式供养菩萨的练功图, 北魏第 263 窟, 前部人字披顶; 北魏

第 251窟, 南壁下部等等。从佛家的修习(导引)过程中, 可看

出: ∃ 坐禅。讲究∀ 呼吸四相#, 如 安般守意经!曰: ∀ 息有四
事,一为风, 二为气,三为息, 四为喘。有声为风,无声为气,出

入为息,气出不尽为喘也。# [ 11]这说明通过坐禅可调节呼吸,

使机体气血运行平稳。从医学心理学观点来看,通过坐禅,可

排空杂念,使肉体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中医有∀天人合一#的

理论,这样可以使身心健康, 防治疾病。% 动功。主张动作柔
和,动中有静,柔中带刚。佛家认为, 内主静, 外主动 ,内是自

身,外是宇宙, 静可孕育生养,动可以成长壮大, 静后方可动,

动以柔、缓、圆为标, 动后再入静。通过这样的导引练功, 可使

气血通畅, 灌通周身,舒筋活血, 行气壮骨。

4 小结

敦煌石窟中的彩塑和壁画, 由于无文字记载, 我们根据该

彩塑和壁画的绘制年代, 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加以分析研

究, 认为导引练功由战国、秦汉发展到南北朝已是相当盛行,

导引术式也从仿生动作发展为道、佛、儒、医四家各有所长。

敦煌是佛教圣地, 它所绘制的彩塑和壁画无不带有佛教的印

迹, 这为我们研究佛家的导引练功提供了依据。敦煌石窟中

的 259 窟、249 窟、285 窟、272 窟、263 窟、251 窟等彩塑和壁

画反映了佛教修习(导引)的场面, 如坐禅(静功)和类似∀ 导引

图#运动(动功)。此导引练功具有明显的佛家门派,它可分为
静功和动功两大类。静功以坐禅为主,配合相应的手印, 调整

呼吸, 意念真言,使人体真正放松, 使真气运行, 以通周天(即

十四条经络) ,从而达到气血运行, 营养全身的目的。正如 内

经!曰: ∀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 9] ; 动功讲
究形、意结合, ∀ 形#指动作柔和, 双手变化接不同的手印, ∀ 意#

指吐纳、意守。导引练功既可采取坐式, 也可采用立式,首先

调呼吸、意念,使真气随意而行, 而后变化四肢躯体, 既可排除

病气, 又可鼓动气血,达到治病强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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