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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东归课题上已经深入了多年，

他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结识冯老对我的人生改变很大，

他告诉我，国内好好拍西域历史的

人不多，鼓励我继续钻研。冯其庸

先生对我说：你不懂的地方随时来

问我，如果我也不懂，我帮你找专家。

记者：2006年踏上“玄奘之路”，

当时您对犍陀罗艺术了解多少？

丁和：17 年前，互联网还没有

今天这样发达，大众对文化、历史

的热情也不像现在这么普遍。说实

话，参加“玄奘之路”前，虽然我

已经尽可能寻找资料做一些功课，

学艺术东传的演变史。

记者：您是上海人，过去是企

业家。是什么机缘让你注意到西域

佛学艺术？

丁和：摄影是我的爱好，经营

企业的时候我的愿望就是挣钱来搞

摄影，后来我逐渐走上了专业道路。

最初我去新疆拍楼兰故国，原因很

简单，就是听到“楼兰”觉得很神秘，

想要看看楼兰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史学家冯其

庸先生听闻我拍楼兰并且展出，非

常感兴趣，于是叫我去聊聊。冯老

当时正在进行西域历史的研究，在

但对犍陀罗艺术还是很陌生的。而

且中亚历史本来也是一个比较小众

的学术门类，有的地名的中文音译

在学术界就没有统一，我去分辨这

些名字都已经糊涂了。

我们的考察团到了白沙瓦博物

馆，这里收藏了大量犍陀罗时期的

佛教雕像。白沙瓦位于犍陀罗艺术

的核心区域，我们在博物馆逗留了

几个小时，我拍摄了大量的馆藏，

今天回想感到机会非常难得。

记者：白沙瓦博物馆里的雕像

给你怎样的感受？

丁和：我看到这些雕塑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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