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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

藏族同胞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雪域文明，其中最令世人

惊叹的是那些璀璨夺目、遍布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藏传佛像艺术又是其

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藏传佛像艺术发初于公元7世纪初，当时吐蕃王朝的第一代赞普松赞

干布先后从尼泊尔和我国唐朝迎娶了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这两位公主入

藏时分别携带了一尊释迪牟尼佛8岁和12岁等身像，由此揭开了藏传佛

教和佛像艺术发展的序幕。从那以后，藏传佛像艺术便一直伴随着藏传佛

教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1300余年的漫长历史，经过了传入、吸收融合、

成熟到衰落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时代和地域风格。

    吐蕃时期是藏传佛像艺术的传入期，当时分别有印度、尼泊尔、斯瓦 序

特、克什米尔、中原内地和于闻等多种艺术形式传入藏地；同时史料表明

当时西藏本土也开始了体现其民族审美特色的造像活动。可是，由于最后 言

一代赞普朗达玛灭佛，佛教寺庙、经像和法物毁坏殆尽，因此我们对这一 、

时期佛像艺术的发展状况及艺术风格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月．压

    吐蕃分治时期是藏传佛像艺术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藏传佛教艺术仍口已

以外来艺术的影响为主，但是在吸收外来艺术的同时，已明显开始融合藏pffm

地本土艺术因素，体现出鲜明的藏地文化特色；同时，由于当时西藏政治呱痴尹
上分疆割据，宗教上流派纷呈，佛像艺术也开始趋向多元化发展，不同地 令
域因本地特有文化和不同的外来艺术形式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

貌，比较著名的有帕藏风格、尼藏风格和克藏风格 （又称 “藏西风格”）。

    元朝崇重藏传佛教，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和佛像艺术的发展。这一

时期由于西藏地区政治分割局面的结束和与元朝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建

立，中尼和汉藏艺木交流异常频繁，佛像艺术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发展变

化：它结束了此前外来与本土艺术流派纷呈的局面，而出现了以尼泊尔和

中原艺术流派影响为主的局面，以及在尼泊尔和中原艺术影响下形成的尼

藏·汉藏或汉尼藏融合的新的艺术形式·这一时期是藏传佛像艺术发展的 1
重要转折时期，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藏传佛像艺术的 “转型期”。



            明朝对藏传佛教实行 “众封多建”政策，藏传佛教各教派皆得到长足

    截 发展，藏传佛像艺术也因此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其明显标志是，外来艺
    传 .1=，一二、、 ：、二。：二。＿、。；二斗。、KL、、。、二。，。，；；、；入 。I,工。，。、    77Ifs 术与西藏本土艺术经过长期的相互吸收已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出现了具有    体 ／卜习1=7 nwc,华山白‘卜江“之V} 351 u'1 'I N 21-从IT", L}犬ILL J儿人G'j mm口’山7G J }"'F7
    像 鲜明藏民族审美情趣的新型的佛像艺术模式，是藏传佛像艺术的 “定型
    艺 、。，， 。。上 二二、、 。：。丫二、、1：二 、卜I卜。、 II：二、。‘ 灿捅、二 ．。口
    】 期”。同时，由于各教派的不同崇尚和各地域文化的差异，佛像艺术也呈    术 州 。114 14’国J廿认L4kui'I  III不1'V ' I ''叮'l'U伙八’u uJ工刀一’‘州I不。’卜巴工
    冬 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有藏中风格、藏西风格、藏南风格、藏东风格、北
    食 ＊。、、，S,h一＊二，平 、、 世、。＊＊。。、、平、、；、。。＊。＊：；：、、        京风格等多种艺术形式 其中，带有浓郁汉藏艺术特色的明朝宫廷造像

    令 （北京风格）尤其突出
  月．日凡 压 借 重月4 泛 酉 岑 骊 传 佛 漪 佛 僧 亨 得 曰 睐 续 方 屏 ＿ 耳日甚 学 时 仟 宙 姜 -i1

． 坛al．念和佛教造像仪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虽然看上去造型大方，气

，., r.藻.势雄浑，工艺精细，比例适度，但姿势僵板，普遍流于程式化，艺术水平

  翼卿 明显下降。然而，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佛像艺术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是在艺术风格上出现了两大风气：一种是崇尚自然的写实风气，一种是追

        摹古代的崇古风气；二是由于藏传佛教传播区域的扩大，佛像艺术在各地传

        统审美情趣和制作工艺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有藏中风格、藏东风

        格、北京风格、漠南蒙古风格、漠北蒙古风格等多种艺术风格。

            藏传佛像艺术在千百年的发展历史上，通过不断地吸收和融合印度、

        尼泊尔、我国中原内地等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手法，形成了具有鲜明藏民族

        宗教和文化特色的雕塑艺术体系，造像种类繁多，造型各异，凤格多样，

        工艺精细。这些艺术特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

        思想、古代藏族人民的宗教追求和审美情趣，而且还形象地反映了古代西

        藏社会政治变迁、经济盛衰、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诸多历史信息。因此

        可以说，藏传佛像艺术是西藏文化的巨大载体，是我们了解西藏古代社会

        历史与文化的一面镜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藏传佛像艺术的发展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历

        史上藏民族与我国汉、蒙古等各兄弟民族之间密切的文化关系。从吐蕃王

        朝开始，藏传佛像艺术便受到了汉地艺术的明显影响，此后一直没有间

        断。特别是自从元朝西藏归入内地中央政府后，汉藏交流更加频繁，汉地

        艺术对藏传佛像艺术的影响更加深刻，元明清三代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是

        汉藏艺术融合的典范之作，而且对同时期西藏地区造像艺术也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藏传佛像中的汉地艺术因素和特征形象地体现了藏族与我国各民

        族问水乳交融的兄弟情谊，同时也见证了西藏自古以来是我们伟大祖国不

        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事实。

  2 藏传佛像艺术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从19世纪开始便受到中西
        方学者的关注。在20世纪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其研究开展得广泛而深入，



不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 西藏图像

学。从过去的研究情况和成果来看，中西方学者对藏传佛像艺术的研究主

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佛像的宗教内涵，具体包括佛像的来历、基

本思想和宗教功用，以及象征其思想与功用的形象特征；另一方面是佛像

的艺术风格，具体包括佛像的时代与地域风格特点、风格来源及其反映的

时代与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兴衰与审美情趣。对这两个方面，中西方学

者各有不同的侧重，我国学者长时期倾向于佛像宗教内涵的研究，只是到

20世纪8c）年代开始涉及佛像艺术风格的研究，而西方学者则一直偏重于

佛像艺术风格的考察，同时也兼顾到佛像宗教内涵的研究。比较而言，西

方学者对藏传佛像艺术的研究比起我国学者要全面得多，特别是在艺术风

格的研究上具有开创和模范性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许多观点至今仍在藏

传佛像艺木研究领域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在藏传

佛像艺术的研究领域，西方学者的研究一直是领先于世界潮流的。当然，

尽管如此，我们对西方人的研究也不可盲目地照搬照抄，应当加以鉴别地
采用，因为西方确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学术之名搞分裂中国之活动。这

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和注意的。

    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藏传佛像艺术，至今有十余个年头。

在这期间，我比较广泛地学习了西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和中 序

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阅读了一些国内外学者关于藏传佛像

艺术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述；观摩了国内几乎所有收藏有藏传佛教造像单 言

位的佛像珍藏，遍访名师，广泛交流、通过这些形式的学习与研究，我对 、Iy目‘vl+ lli} , o}1’缨脚’口I'll’／了气入i/IL、L Y. -:. = i % yV u J丁'J J ii儿’“‘川 令
藏传佛像艺术获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在藏传佛教造像的鉴定上积 月．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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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艺术鉴赏的理论著述，所以当我自己对藏传佛像艺术有了一定的认识基翩翻卿孺

础后，我首先便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1999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资助，呱翻俨
下，我完成了本书的初稿，近几年又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形成了现在读者 含
看到的面貌〔本书共分六个部分，即一、传入期— 吐蕃时期；二、发展
期— 吐蕃分治时期；三、转型期— 元朝；四、定型期— 明朝；五、衰

落期— 清朝；六、附录。其中，第一至五的五个部分主要按时代顺序，系统

地讲述藏传佛像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背景、状况、佛像风格特征及

其主要的造型样式。这五个部分是全书的重心〔第六部分收录的是与藏传

佛像艺术相关的一些专题文章，对引导和加深一般读者对藏传佛像艺术的

认识应有一定的裨益。本书不敢奢望补学术之缺，只希望能为初学藏传佛

像艺术者起到一点引导作用，若能发挥这点作用，我的心愿足矣！14, CJ’“目’义-J ’八“1 ,,” 11”尸’阳卜 门一“ ‘寸’"V I“”“守＼‘’ 3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一些纸缪缺漏，敬请各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传入期— 吐蕃时期

    吐蕃时期是藏传佛教传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佛教界和学术界称之为

藏传佛教 “前弘期”。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吐蕃赞普的积极扶持下，在吐

蕃境内得到较大的发展，佛教造像艺术也随之传人和发展起来。但是，由

于当时吐蕃佛教和佛像艺术处在初期传人和发展阶段，佛像艺术的风格和

手法主要受外来影响，分别有印度、尼泊尔、斯瓦特、克什米尔、中原内

地和于IN等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形式传人和影响吐蕃；与此同时，当时吐蕃 一
本土也开始r展示其民族审美观念和雕刻技艺的造像活动，也形成了一定

的影响。吐蕃王朝末期，赞普朗达玛发动灭佛运动，将吐蕃一代经营的佛 竺
教文化艺术毁灭殆尽，使藏传佛教和西藏社会遭受了一场深重灾难，也使 期

藏民族刀仔段古老“辉煌的历史给我‘I' 1留下了许多无法弥‘卜的空白· ｝
                                                                                                  吐

          t＿ 、． ， y -k ． ，， 。 二．， dai.。 备
        又一 ）m IFL‘不长辰核久蕊砚仔’！片tx

                                                                                    期

  L发展概况 众
    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雅隆河谷的吐蕃部落后裔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 月．卜

原，建立起以拉萨为政治中心的吐蕃王朝。这个王朝历经二百余年历史，口峨健擞．

前后出现了九位赞普，在藏族和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佛教辘巍剖孺

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初正式传人西藏，日上蕃王朝的九位赞普中除最后一代朗、气翻护
达玛毁佛外，都程度不同地信奉和扶植佛教，使佛教在传人西藏后得到了 今
长足的发展。由于藏传佛教在吐蕃王朝后经历了百余年的空白时期，学术

界称之为藏传佛教 “前弘期”。又因为这一时期的吐蕃赞普大多是虔诚的

佛教徒，西藏古代文献又将这一时期称作 “法王时代”。在奉佛的八位法

王中，以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三位赞普的表现尤为突出，后人

称之为 “三大法王”。这三位法王对藏传佛教的传播、藏族社会的发展都

做出了极大贡献，得到了藏族人民神圣般的尊崇，分别被尊为观世音菩

萨、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化身。这三位法王在大力提倡和推行佛教的

同时，对佛教圣像的雕造和供奉也都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和极大的热情，他P,J"J” ’JI/H朴 牛1%1月护’鉴件””I- -t- U1 NI"'yt-.月’”/JJFU/、一“，”咚2、曰4八‘’门f   IU       1

们在位之时也正是吐蕃王朝时期佛像艺术较为活跃的时期。



            ．．．．．．．．．．．．．．．． 松 赞 f布 （617-

  A ．．．．偏豹．．．．                                      650探＊，( T: l}-l t ) lv} -*~i I ̀H .1a;     f,F, .y    盆 ．．．．．．．．麟黔粗．．．．． 光将佛教引进西藏的吐

    像 ．．．．．．．．份 脚租．．．．．．． 蕃赞普，也是第一位将
    艺 ．．．．．．．．理毯邑 翔口塑．．．．．．．． 二、、 ‘、、，，．＊、、，、
    LJ. ．．．．．．．．目萨 名 3 组．．．．．．． 佛像艺术之花移植于藏    术 ．．．．．．．．．口陆诸娜公粗． I/Il 151}。,I, }_。二“Y'IF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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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峨口呱酬耳嘿撇瓤易 人〔〕据史料记载，公元

    令 ．．．．峨粼黔．口．礁蒯基兹鬃耀豁．．．． 634年松赞于布迎娶尼泊

月即 ''!卜 ．．．．峨瘾瓜恤癫斌．翩    *.！1：   -I口．．． 尔尺尊公主 （图 1)人

一iC绷． ．．．．创40INW 9 -if 藏，尺尊公主人藏时带

嘿撇骤燕尹 ．．．．．．偏戳颤麒黔娜哪缨凄产姗口．．． 来 厂释迎牟尼佛 8岁身

0
            ．．．．．．毯黔哪日廓辉藻酬腻腮盆．．．． 特地兴建大昭寺，安置

            砚赢口．．．．峨日．．日A`翩  ; 尺尊公主和供本她带来

          翩钱．．确口L IM目．滋姗甘口翻．．．． 的释迎牟尼佛像，公元
            一黔翔．．．．．．．．喊．口甲熟 640年，松赞 卜布又派大

          1瀚．．．．．．．．幽日．口．． 臣标东赞第瓦次向唐朝

                      ml尺尊公主 求婚，I'll,太宗答应将文
                1-1世纪 长胎ire V 高105 1T 成公主 （彩图2)嫁给of:

        蕃赞普、公n 64曰卜文成公主经店慕IfI遴人藏，“唐f:以释迎佛像⋯⋯作

        为文成公仁的嫁奋”，松赞 ！乞布也专门修建小昭寺以安奉文成公主和她带

        去的释迎牟尼佛像。（止’松赞 ！几布通过迎娶中尼两国公主人藏引进佛教，正

        式揭开J’藏传佛教发展的序幕，两位公主带去的佛像也成为r西藏佛像艺

        术发展的升端〔，｝，尼两位公主带去的两尊佛像在西藏历史上虽饱经磨难，

        但至今仍完好地供奉在拉萨大昭!f和小昭寺神殿中，今天它们犹如两位慈

        祥的老奶奶，向世人讲述着弓，尼两国和汉藏两族人民之间那段占老而动人

        的友好故事

            在引进佛教之后，松赞f一布把迎请和塑造佛像作为推厂一佛教的重要手

        段。据记载，他曾派人去锡兰Of来蛇心协檀木制作Jy 尊｛‘一血观音菩萨

        像，又亲白到印度和尼泊尔交界的地方请来一尊i叮利旗檀观音像；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他还曾令尼泊尔1-L,!-根据他自己的身量塑造广一尊观音落萨像。

        为塑造佛像，他还多方网罗人A-，分))jlf从印度、尼泊尔、中国汉地和于闻等地

  2 招募r许多工匠 据记载，松赞｝二布刘于间i_匠特别赏识，曾称赞一位于闻
        工匠为“于间派之{--” 又据记载，松赞一t=布在位时除建大昭午和小昭寺外，



还在拉萨和叶蕃境内的其他地方兴建r不少夺庙了）如在吐蕃中部兴建的

“迎刹等十二座佛寺”，在吐蕃全境兴建的一白‘零八座佛寺等。

    我们知道，建寺必须塑像供奉，《西藏王臣记》和 《西藏王统记》中

都详细记载了当时小昭'F各殿堂供本佛像的情况、据记载，小昭寺有佛殿

十余座，分别供奉有佛、辉萨、明I_、护法等各类神像数｝一尊 仅此一座

寺庙就有如此多的佛像供奉，由此我们不难推想松赞1-布时期吐蕃佛教和

佛像艺术的发展规模、）

    松赞干布之后，叶蕃传统的 日．日日圈日目目困日翻圈圈砚蟹圈

苯教势力重新抬头，排斥和打击 ．．．．．．碗1姗黔戮脚翻砚瀚皿

佛教，使当时佛教在叶蕃境内一 翻圈．峨困目酬黝琳搬撇腮夔簸翼撇撇麒

度陷人低谷。赤松德赞 （755- 翻翻荡鹅翔热满 ；旱一嘿蘸黝黝黝蘸馨

797年）（图2)即位后，依靠拥 毅巍鬓蘸绷酬撇遂‘妒）澎瑞鳞黔撇翼蘸撇
佛大rl：的支持，力排反佛}}j f [3势 毅颧蘸髓嚼卿撒麒聊翩酗哪髓哪鄂黝 ＿

)1, }}fr#14 d,起全些!̀111!.d: f4- t1.士臀：ft 】决哪聋嗬蒸嘿黝 花请印度寂护、莲花牛大师人藏弘 蒸暴黝一物黝默 豁了解墉，乒蘸鹭姗瓢姗 艾
法，修建桑耶寺，1f:式剃度藏族 黝姗黝黝’鹦愁一黔嘿嘿熟澎 ｛卿胭撇姗撇 期

人出家，翻译经典，召集佛苯和 黝黝姗撇六。再谕扇滋巍袱缈潮1翌娜黝撇姗姗 ｝

顿渐之间的大辩论，为佛教在时：撇撇酬半妙撇撬嘛嘿嘿骊夔撇嗜一魏鼠1踢黝黝 吐
蕃的发展打下r坚实的基础，也 ’哪鳄沙撇醚嫂毓｛辉黝一＊满巡鬃撇拼鳄 石

为佛像艺术的发展创造f良好的 1鄂娜然麟黔羚鹭瞬黯嘿狐酬愁 期

氛围，赤松德赞统治时期因此被 辘竺鳗垫缝燮竺黑辫愧病姗姗套黝黝恻粼黔瓣谬 O_A

称为吐蕃工朝佛教的 “建守时 淤撇秘以洲锡涵巍姗瞿撇麟涵口嘿 月口压

期”。但必须注意的是，在赤松 巍耙撇瓢潺幽赢逊蹦矍酬娜哪缨缨嘿 肠心 以
德赞兴佛活动中，莲花ft大师发 恻恻泄孺

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少比 图2赤松德赞 、钱濒犷
    莲花生出生于己；印度鸟仗国 17-1b世纪 铜镀金 高21.5 米 令

（今巴基斯坦），j\.父为印度密教

金刚乘创始人因陀罗部底，囚精通掀密教法，公兀751年由静命大师请到

西藏传法。在藏L赤松德赞的崇拜和扶持下，他大力弘传密法，从他得到

大成就者包括藏王在内有25人 由于他弘法有功，藏族人民将他和堪布

静命、赤松德赞合尊为 “师君 二}y-� 芍：玛派信徒还将他奉为 “释迎牟尼

第二”。莲花生大师传播的密法是印度金刚乘密教，自成一体，后世依此

建立的宁玛派尊他为鼻祖 由于该派僧侣习惯着红衣、戴红帽，因此又俗

称“红教”·宁玛派的思想学说一h为此后藏密各派继承和吸收，莲花生 3
大师也因此受到藏地各教派普遍敬本，藏蒙各'If庙也普遍供奉他的造像



        他的形象常见的是双腿结枷跌坐，头戴红色带边沿的帽子；左手拿骸骼

    截 碗，置于双膝仁，右手持金刚柞置胸前，左手腕还夹有一根人I m"杖；嘴
    传 粼、二4b卜。Vai hl,；一。：、 ＊人，、。。。。， 、。，1、：。。二 入。＿士教fl T, JW H
  杯 角有两塔卜翘的胡须，表情威严沉静，有印度人特征；全身衣着几乎都是
    像 红色的 （图3 ) },

ogo奋，t  7m (RM -ER, AgRl}TA f ,f}f7A*zf VIsI0
嘿蟾黔巍驴 曰口．． ""!．日．． 中央效须弥山山王形．仅草

    叼呼下 ．．月峨解．．．．r，．．．巨 足大 百顶地 基 直 足 。先 建 一 阿利

                      ．．．．．卜．．日．．日．叮 那 巴洛 洲 ．具 中 王 尊 为 圣 观 世

                      d谧．．．．．．目口．．．．．目 a9111。王 眷 共 勺导 。 大 百 顶 卜服 。

              ．即砚兜哭丛区扣日．粗四处风目． 其 中主季 为 自黑 宝 山迎 来之 石

                  」．．．．．．口．．．．．加日翻 俊 ＿右 为 徽 氏、 邓.廿 音 、 14k蒲 ＿

            ．．日锄 瞬幽碗瓜撇塑锄 真吉祥、三界草胜忿怒明王．左

                1日．．．．．瓜日．．．．．．． 力 古 ,t、 金 闪U子 、 又 殊 、 ilk 1草 、

              习．．．．．．．．．．．．．．r 无垢居士、不动忿怒明王。主眷

                "̂M口．．瓜口皿创．．．．．．．． 共 13粤 .依 西藏 法 造 之 、又 建

                                                            甲w ,共 甲王导 为 大 目如 米 ，右

    l5-16世纪·；森14.5厘米：：〔鲜：撰：：
        菩萨、忿怒尊刚与根，依支那法建造之。在秘密殿中画十方如来等像。上

        殿，其中主尊为大日如来，于每一面，有二眷属八菩萨近子，内中佛像，

        有菩提萨睡、金刚幢等十方佛、菩萨、不动明王、金刚手，依印度法建造

        之。上面顶盖，以锦缎绣花纹〕四角喜吉祥佛，有菩萨眷属围绕。③
            这条记载是关于桑耶寺主殿 1几中下二层佛像的供奉情况。三层佛殿供

        奉的佛像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层佛

        殿所奉佛像风格各不相同，自下而上依次是西藏、汉地和印度气种不同样

  4 式·这种供奉形式与文献记载的桑耶寺主殿白下而L依次采取藏汉印三种
        建筑风格也完全一致。因具此特点，所以自古以来藏族人又称桑耶寺为



“三样寺”。
    另外，赤松德赞时期是吐蕃一E朝政治、经济力量最为强盛的时期，著

名的敦煌莫高窟所在地沙州曾在公元781-847年间为吐蕃王朝占领和统

治，至今在敦煌莫高窟也留下了近50个吐蕃统治时期开凿的洞窟。这也

充分反映了当时吐蕃佛教和佛像艺术兴盛的状况，以及汉藏印三种文化相

互吸收和融合的情形。

一LN 4      } }17-18 }}}E  if]iIt1    20 TftSri*, f,&U +                                  1̀  2.展
译经事业，统一体例，校改旧译经论，使翻译更加规范化。3．让僧人参 令
与政治，抉择教法和国法，推行佛教道德规范。4．兴建温江多札希格培

寺和噶迥神殿等。虽然赤热巴巾在佛教造像艺术上的活动史书缺乏记载，

但从他扶植佛教的态度和当时佛教的发展规模看，这时的佛教造像活动仍

应十分活跃，特别是佛像艺术在民族化的进程中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2．遗存情况

    吐蕃王朝三大法王对佛教的大力扶持，使佛教在吐蕃境内得到了极大

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可是最终都被末代赞普朗达玛毁灭殆尽。郎

达玛（约838-846年在位）即位后，在大论韦’甲多热主持下开始大规模 5
毁佛：关闭大昭寺、桑耶寺；将小昭寺变成牛圈；将大昭寺文成公主带去



        的佛像理藏起来；焚毁经典，镇压僧人，使一些僧人被迫弃佛归苯。这次

    藏 灭佛给吐蕃佛教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藏传佛教在朗达玛灭佛后陷人了百余
    传 、。、；。，：： 、LL/} :Y。；MI ,4＿工，，T；，油，、。，。、、祝 ＊。。二。。 、了扬，。：：、    T5ht 年的沉寂，由此便可见朗达玛灭佛破坏程度之深。事实证明，一切倒行逆    佛 牛I， V V LTiK +   Frl JIL ISC "J VU明心‘，八17P WA -11 It汉‘体。书大队叨， %J I='J'I’足
    像 施者都没有好的结果。朗达玛不仅当时落得被刺身亡的下场，而且至今还
    艺 、曲。‘，＊、 ：。二二 ：、，山。 “．、， 二＊，、 ，，。。、、＿、。、、、，油了一＊，、、、7，，＊
    岁 遭到藏族人唾r，说他是 “阎魔王转世。”朗达玛的灭佛不仅造成了藏传    术 退）”夕叭从／、”士刁’k7L I匕儿 I W ice,一’-It < 11.. 明心划卜，J／、阴‘”’L7. AU N4“940 I
    荃 佛教和西藏文明发展「几的脱节，而且对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那段辉煌的历
    食 、 二1。＿、山、，二、。一；。产1lib /Z6。。、生、了打：、占八二、＊ 。二、口、、口。、。、，，        史，同时也包括当时的佛像艺术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吐蕃时期的佛教造像

    令 实物现存寥寥无几，现将这些零星的实物进行介绍，以供大家参考。

月〔期卜 (1）小昭寺释迎牟尼佛8岁身量像

．斌淤绷． 公元634年由尼泊尔尺尊公主入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带人西藏。当

甲黛缀篡澎时供奉在大昭寺。历史上，这尊佛像经历了不少劫难，松赞干布去世后，

  �, ‘在反佛势力迫害下，“此像三代中置于暗室，到汉妃公主 （金城公主）之
    令 ’一万丫厂二厂气“” ，一性丫丁几’“．’竺 ＿“＿“＿宜一万‘’丁一丫犷六 、兰：一一 j一

        时始献供奉”①。在赤松德赞年幼和朗达玛执政时的两次 “禁佛”运动中，
        它又两度遭到冲击。新中国成＿\'后的 “文革”期间，这尊佛像被当作 “四

        旧”，与西藏大量铜佛像一起被拉到内地准备化铜，幸文物部门及时抢救

        下来，免遭销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清理存放于故

        宫博物院的一批铜佛时发现厂这尊佛像，并立即被清回西藏拉萨小昭寺供

        奉。这一年，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在小昭寺专门为它重新举行r开光仪

        式。这尊佛像的头冠和全身佩饰都是后世ip_装的，但是它的面相以及五官

        特征仍然体现了尼泊尔艺术的气息。（彩图3)

            (2)大昭寺释迎牟尼佛 12岁身量像

            公元641年由唐朝文成公主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带人西藏。当时

        供奉在小昭寺 西藏文献说这尊铜镀金释迎佛铸造于释迎牟尼佛在世的时

        候，这当然不可信，但造于唐朝时应无疑问。这尊佛像历史上也屡遭劫

        难，松赞「布去世不久，反佛的叶蕃苯教势力抬头，将它埋在地下，直到

        赤德祖赞时才由金成公主移至大昭乍；赤松德赞继位之初，由于他年幼，

        反佛大臣压制佛教，又将这尊佛像送到芒城，但是赤松德赞长大后，重新

        树立佛教的地位，又将它迎回寺中；朗达玛灭佛时，此像也在劫难逃，它

        不仅离开了寺庙，而且一条腿受到毁坏；到了藏传佛教后弘期总算得到了

        安全保护 这尊佛像结枷跌端坐，头戴花冠，广额方面，面相庄严，面部

        敷金，身着裂装，头冠和裂装＿L嵌满各种珍珠、̀il:石，显得雍容华贵f由

        于历代信徒不断为它沥粉贴金，现已很难看到它占朴的风貌。（彩图4)

            (3)查拉鲁甫石窟石雕佛像

  。 查拉鲁甫石窟位于拉萨市布达拉官西南面招位笔洞山东麓山腰，为支
        提式石窟 （即中心塔柱窟）〔）据藏文文献 《贤者喜宴》记载，它开凿于叶



蕃王朝初期，由松赞于布的一位王妃— “茹雍”（又称 “洁莫尊”）始雕

大梵天等佛像，“历十三年圆满完成”〕⑤其后石窟屡经修缮，窟内造像多

次得到增补，最晚延续到了明代。据调查，窟内现有造像71尊，除两尊

泥塑外，其余都是石雕像。它们的分布是：中心柱四面14尊，礼拜道南

壁32尊 （分成上中下三排），西壁6尊，北壁 19尊。造像题材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佛教神袱，如释迎牟尼佛、三世佛、菩萨、护法、弟子等；一

类是世俗历史人物，如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尺q公主、禄东赞等。据有

关专家鉴定，其，士，的大部分造像雕刻于吐蕃王朝时期，有47尊之多，它

们是中央石柱上的14尊、转经廊南壁下排 14尊、西壁的三世佛和北壁下

排的16尊。这些石雕像比例匀称，雕刻细腻，技法娴熟，神态肃穆，形

象庄严，带有印度岌多艺术的明显遗风。比较突出的特征如：佛像躯体浑

厚，四肢粗壮有力，姿势呈明显的三折枝式；菩萨像头戴高耸的发髻冠，

项挂短链，腰系宽带，下身着短裙，衣纹简洁，躯体动感变化尤为明显。 一
这些特征都可从印度公元七八世纪造像身上看到，以此为依据来判定造像

品版你r', : 1G曰‘仕hh “ 二、 传的年代应当是可信的。（图5)
                                                                                  期

                                  ｝
                                                                                                  吐

                                                                        券
                                                                                        时
                                                                                  期

                                                                            令

            馨
                                                                              令

                                  图5 P萨像

                      7-8世纪 石雕 高140厘米 7



            (4）大昭寺门N浮雕

    藏 大昭if建于吐蕃王朝初期，是为供奉尼泊尔尺尊公主人藏I讨带来的一
    传 、。、；，，．、。，Aih。，,j 1。1‘。＿、二：、，、。八 ，：：「，1「『：，：，：；、、二、、，二、：：二．＊ ，、、
    17 尊释迎牟尼佛8岁身量像而修建的〔〕但是现存建筑大多为后世贡修，原来    佛 "T T T' '.'"‘一’。1717‘”少i1 ̀L. I ik 111i I Ii 4L P 7 I I！，七lk} l'}L}l‘一壮护L／、夕／”’「”卜大‘执’咚，1T IT,
    像 建筑保留下来的极少 据有关专家鉴定，、与中主殿二楼左右两侧的几个小
    艺 ，、、。。。u 111 1:71、，二．.I、7 A {}n f }l, I ,f,，、， 。：。。，＿f--,;，。，、 。二IA。二；二。，，，。、二．.1 Sr
    丫 佛堂门V,,保留的是吐蓄日寸期的遗物 门相上有浮雕，浮雕的内容是关于藏    术 D N _'P: I‘，，‘，V1}十‘’目7 /C I" I.袱    17 ;vi I 17 )Li 9/J ’J”，，’上一‘’‘丁，W-,‘’一”eW卜，”’”“r儿入‘9154
    鉴 民族起源的观音神变图：传说观世F1一  11萨为 一只神变的猴子授戒，命它从
    贵 _U、    L:l 1,，二。＊、、 LIB G1.1。，- 1111 .<,I，!. 1-入 ，，、 ，，、，，．．一二 、、、、，、二，、，        南海到舌域修道，此猴后‘J岁刹女结合，生育r6个孩子，这l)个孩子以

    令 后不断繁衍，便形成一f今天的:f}k bi,人 在这组浮雕中，有人物，有动物，

月r绷么姿态各异，形象生动〔、其III罗刹女的形象尤其引人注l-1，她那扭动的姿

姗 k̀-! 势，富于肉感的躯体，使人强烈地感到来自印度艺术的影响，与印度传统
姆嘿撅彭 的岌多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完个 一致〔、（彩图5、图6)

令国曦
                                    图6 观音菩萨神变图之一

                                            7世纪 木雕

            (5)普兰古藏文碑

            普兰占藏文碑位于西藏阿里普兰镇南约10公甲的喜德村北。、为细砂

        启石质。下身埋在地下，f:部．高120厘米，宽50厚米，厚20111-米，It'面

        高浮雕观世舀菩萨像。观音像站姿，头戴高宝冠，长脸，两耳垂环〕卜身

        社1露，胸前装饰不清，下身长裙裹膝，r腕、臂上＿皆有训饰。不；手下垂结

        施“J印，左手当胸执莲笔，莲花开在左肩卜。躯体修长，躯体姿势和手势

        均较呆板（其造塑姿势和衣饰风范与青海 ｝、树贝纳沟文成公主Jo l八大落萨

        像十分相似 石碑两侧面均1I刻有「I1藏文题记，左侧24行，石侧19行

  8 经原西藏社会科学院汗美先'f:翻译，右侧汉i圣为："I句圣者观世音大自r,"



之盛意致意，忏悔一切罪业，随一切福泽，不为愚者和遮蔽所知之事，福

泽和智慧于众生一切圆满，愿吾大祥 （尚）赞扎贡布工与无垠的一切众生

一同往无上正等菩提。”左侧汉译为：“于马年秋季初，森格 （狮子）大祥

（尚）赞扎贡布王愿于无垠众生共存，在石碑凸刻圣者观世音菩萨大自在

之佛像。施舍善根福照众生。”对于此碑中两次出现的立碑主人 “大祥

（尚）赞扎贡布王”，中国藏学中心陈庆英先生和藏族学者次仁曲、达娃次

仁都有不同看法，但立碑人是西藏吐蕃王朝时期一位上层人士，几位学者

的看法是一致的。石碑上的这些藏文题记，为石碑L雕像的题材和年代提

供了重要佐证，同时也是研究西藏吐蕃时期佛教历史的重要材料、(J (图7)

    (6)敦煌莫高窟中的吐蕃石 J、、 ，、二、＿＊、、 A

    公元 781-847年，吐蕃占 低飘嘟邢弋获粗冬飞施卿麟嘿麟髓粉黝姗呱粼

领沙州，沙州境内的著名莫高窟 瘫溯夔巍缆潍么谁澄．哪撇撇戮日攫粼岁谬 ＿

在吐蕃统治下得到进一步开凿和 桨魏麒洲翔渗尉缪口．攫嘿熟黔眼溯

发展．所建佛窟无论在数量和规 簇皿泌麒．．狐黝起麟瞩燃黝泊．． 分/Jt./1t’ 夕／‘～ “’， ,- ’～ 朴 ～ ’曰／四 姗猫份扫翔日翻．．．叫一J沉磊瓜翩断郊饭愚舰麟曰．．．．．．．．． 2、

模上都超过以往。据调查统计，娜四目峨．应1黔骊蕊黝撇黝黔．．．．． 期

莫高窟现今遗存下来未经改建的 娜脚娜肠皿月 ...  , ｝

当时石窟有 50窟 ．其中第 365窟 口．皿．．．目；瓣澎娜撇翻踢组．．．．．． 吐

和第 231 最 有代表性。第 365 ．口．. 日．圈姗．．．口口．尸 盖T}4}“J：     a、。I V ti"二。,-rl “一呱口口．翻骊麒粼髓魏毅扮麟翻．．睡峨惹了＿ 时

窟旧称 “七佛堂”，为沙门洪臀 藏目恻耐踞撇 翻瑙翻捅然巍 ‘篇 期

所建。其宴日坛沿有藏文题记， ’翎嗯赢赢蘸巍  ;麟 皿圈惑7 、

题记称此窟是可黎可足 （赤祖德 钾哪妙似举必樱树撇黔黝瀚翻翻口．峭巡鞍麟 月瀚饭

赞）赞普在阳水鼠年 （832年） ，泌姗黝麟腿翔口翻缨施．峨．． 夔黔j儡典

创建的，又于阳木虎年 （844年） 嗯黯肥狱篇铡缨娜哪涵赫日曰哪粼警缨邹黯涵 椰刹瓣鲡

秋 “开光承礼”。第 231窟建于 夕哭0 "}̀  hr目翻日口咫犯．．．．喇溉1羚代 崛撇犷

唐文宗开成四年 （(839年），由阴 ‘一鲍剔耀脚赢瘾瓜瀚暇旅翩酬擎琪课鞠 0
嘉政所建，窟内有《大蕃故敦煌 图7观音菩萨造像碑
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为 7-8世纪 石雕 高12(）厘米

证。另外的其他洞窟，根据供养

人题记和壁画人物形象特点，也可推断出相应年代

    (7)拉孜石窟造像

    拉孜石窟位于拉孜镇西端的木札山腰，石窟东侧山下是拉孜曲德寺，

山上是原拉孜宗的遗址。石窟依山开凿，平面呈马蹄形，面阔2.65米，

进深3.5米，高3.2米，上为长方形藻顶窟内雕刻有大日如来等5尊佛 ，
像，都是高浮雕。造像均分布在石窟的后壁上，中央为大k1如来像，佛像



        上端两侧各有一摩揭鱼，其余分布于主尊两边，右上为北方不空成就佛，

    截 右下为东方不动佛，左上为南方宝生佛，左下为西方无量寿佛。5尊佛像

  J 中无量寿佛祖露卜身．腰间束丁字形腰带，下身着短裙，其余造像均袒裸
    像 全身，躯体浑圆丰满，肌肉感甚强，体现出印度岌多造像的风格特征。主
    艺 、佑。 ，二。、 。 ，、，吉 、一、。二， ：n、擎今1"7
    全 佛像高1.53米，另4佛高度在0.53-1.01米之间。    术 ’X 11 114, I”““‘，、’}, J，VP,"i/-X-‘一‘u‘““ ‘U‘,U‘1-- ,-1
    冬 (8)文成公主庙岩壁浮雕佛像

  食 文成公主庙在青海玉树自治州首府结古镇南约20公里处的巴塘乡贝
    令 纳沟，坐北朝南。庙堂正上方岩壁上浮雕有9尊佛像。其中，主尊为大日

旷
                m8菩萨像 刻了毗卢遮那佛像。另外，在《大

          7世纪 摩崖造像 高400厘米 日如来简录》中还记载有这样四句
                                          诗：“卓玛崖在吉拉地方，卓玛显像

        松赞称扬。卓玛崖古见沟佛雕，卓玛化身公主首创。”这些记载说明文成

        公主当年途经贝纳沟凿刻佛像是历史事实。吉拉崖在贝纳沟南自，崖上有

        五尊度母像，至今仍保存完好。

            另外，在贝纳沟东北约8公里处又有勒巴沟，沟深约10公里，那里

  10 保存了文成公主礼佛图和三转法轮图的浮雕图像·图中的蕃汉人物装束皆
        与唐朝藏族和汉族人物装束相符，而佛像风格也是典型的印度岌多艺术风



格，因此一些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此处遗存也是吐蕃时期原物。⑧（图9、

10)

                                                                                        ，有 1孟 添～ ＿，＿二＿二
                                                                                                        订、户

公 、
      一＼、、：、。／，－ 一 个

                      图9文成公主礼佛图 畔
                                    7世纪 石刻 二                                  ，二，。 二火； 时

                                        ／二、 期

                    瞥多，洲／少；之＼ ‘众势日洁‘ 尸一飞 一 V

                            （笙羚3 、于 ‘窟粉 一、之沁内多 令

                                      UU

                            图 10 释迎牟尼佛说法图

                                  7世纪 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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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二 ）影响吐蕃佛像艺木 的外来 艺木
    传
    佛
    像 从卜而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吐蕃现有的佛像艺术史料和遗存是非
    艺 、＊、；Al,     J+" . L1, ?t,- !I i , n .,/4r、 , L r, I、，、＊口r,/, lfh !H。．二。、二。、。、 ＊二、、。、二 。    宝 常奇缺的，据此我们很难对吐蕃时期的佛像艺术发展脉络、艺术水平和风
    术 ‘FJ I'J W\ [I-)’Up J+。一，、”‘IJKnLL/'J ̂L. TKT"'J TVJNJ UP’，、。 I-/x/L}1YJ、一，」’。1,‘ J,’11 1, P "y
    鉴 格特征做出具体而明确的判断。IJ J史造成的这一遗憾我们无以挽回，但是

  食 如果我们跳出吐蕃历史地理的范围，着眼于与吐蕃曾经发生过政治、经
    令 济、文化交流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还是可以获得一些间接认识的。

屏孤 吐蕃＿：朝在青藏高原崛起后，凭借高原易守难攻的地势和自身强大的
辑k沸 武力与周IN的国家和地区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从历史记载看，当时与吐蕃

理撇盗碧甲发生联系的！可家和地区环布四周，东面有中原唐朝，北有于闻，西北有克

  ’震缨缪’什米尔、大小勃律、吐火罗等，西南有印度、尼婆罗，南有南诏。吐蕃与
    令 ”’．一二＿’、几一＿’．“～’：二、．二几、几二’．二’‘’‘、’几！宁二‘二一下、二，＿’“：二止’冗＿一二 ．‘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大都是为了经济掠夺和领土扩张，但同时又以博大

        的胸怀、积极的态度不断地吸取这些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通过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当时周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源源

        不断地传入吐蕃，给予吐蕃社会极大的影响。其中佛教和佛教艺术是这些

        外来义化影响最明撇和突出的内容与形式。从历史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和1拚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着悠久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传

        播历史，而历史记载中又汽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吐蕃与这些国家进行佛教和

        佛教艺术交流的史实「〕这些直接和间接的史实正是我们从宏观Lr解吐蕃

        佛像艺术发生、发展和艺术风格特点的重要依据。下面我们将对这些国家

        及地区’J吐蕃佛教、佛像艺术交流的史实逐一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结

        合现存的零星实物，对这些外来艺术给予吐蕃的影响做出一些合理的推

          断

            I．东印度艺术

            印度是佛教艺术的摇篮，曾产生了键陀罗、马土腊、岌多三种影响深

        远的著名的佛像艺术形式，成为印度之外所有佛教国家和地区忠实仿效的

        原始艺术粉本。公儿s世纪时，印度受伊斯兰民族侵略，原来统一的政治

        格局被扫破，而形成了众多大小割据的地方政权和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大

        多流行佛教，佛像艺术亦延续不衰。可是由于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差

        异，各地佛像艺术皆1现出不同的风貌，比较有影响的有东印度风格、尼

        泊尔风格、斯瓦特风格、克了I-米尔风格。这些艺术风格随着吐蕃王朝在青

        藏高原的崛起和它在南亚次大陆的政治、经济上的影响都直接或间接地传

        到i’吐蒸，对时．蕃佛像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东印度造像艺术就是吐
    12 ‘一’一川” ’一’“月I'll’小．‘’、” 一J  l/人/}NJAl̂I"J o””／‘、r，‘认思’华。 ’、似“‘卜儿

        蕃王朝时印度佛像艺术的主要代表形式



    东印度艺术是由公儿7世纪兴起的帕拉下朝扶植下形成的佛像艺术形

式，由于帕拉王朝建立的政权位于印度东南一隅，即今孟加拉所在地，所

以中外学者习惯称之为ff、印度 从7 I l l_纪改至12世纪末，东印度造像艺

术与这个I朝命运始终相伴，但对qL萧I:朝构成影响的主要是7-9世纪

的造像风格。这一时期东印度造像基本承袭岌多时期11,一典样式和注重表现

躯体变化的艺术手法，学术界习惯称之为 “后岌多艺术”〔其艺术风格与

特征请参见本书附录 （一）— 《东印皮佛像艺术》、

    叶蕃［朝时期印藏问的佛教交流｝·分频繁。印度是佛教的大本营，吐

蕃仁朝对其深信不疑，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虔诚，不断派人前去取经

学法，迎请高僧）松赞］几介川寸迎请厂著名经帅古萨惹，同时也派出厂吞米

桑布扎前往印度求法，相传吞米桑布扎学成归｝川后，创制厂藏语文字〕赤

万9'     FE4        r' E               o0oI      ; 3 }r,,,.              ,n s              o00,2.l               st          k
也随之不断传来 （图日） 图II释}JU牟尼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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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响至今仍有迹可寻，如拉萨大昭寺门嵋浮雕、大昭寺二楼的壁画、查

    裁 拉鲁甫石窟中的数t-躯石雕像，以及目前国内外所藏金铜佛像等等。
    传 ， 二：。、，二
  译  2·尼泊尔艺术
    像 尼泊尔位于吐蕃西南部，与吐蕃山水相连，这种地理上的亲缘关系在
    艺 ＊e11，、。」。。，，，、二Hl. ni!, rL L，     +H，；。二、：二；、、。， 、、 、、、＊、曰二    L 客观上为尼泊尔艺术影响吐蕃提供r极大的便利。当然，尤为重要的是尼    术 廿俩一／，’‘’曰‘“’C} I I} V,/ ̂I J --田ut:’八“V.}/"曰J’人，”。一，‘试’／目/7书”曰4,}-
    鉴 泊尔与吐蕃政治卜的依附关系。公元7世纪时，由于印度受伊斯兰民族人

  贯 侵，国力锐减，长期依附于印度的尼泊尔得以脱离印度的控制，转而投人到
    令 新兴的吐蕃王朝庇护之下。这一政治卜的依附关系大大地促进两地佛教文

礴孤化艺术的交流与合作。在西藏历史文献中，尼藏．司佛教文化交流的记载颇
，饭   't艘多，而关于佛像艺术的交流史料相较于其他地区也是较多的。如公元634
哪嘿4翼 年尼泊尔尺尊公主人嫁吐蕃，为吐蕃带来r第一尊佛像— 释迎牟尼佛8

  哭哪黔 岁等身像；松赞卜布曾命令尼泊尔卜匠依照他自己的身量塑造一尊观音菩
    令 万．＿’二广‘．’一‘一’：二二 一！’卜二二．二．’下’犷丫．爪几万万“一”一几’＿二、’厂几‘一三‘丁， ‘＿几一二刃

        萨像；赤松德赞在位建桑耶寺时的塑像活动也有尼泊尔工匠参与。这样的

        记载还有很多。由此可以肯定，作为与吐蕃关系最密切、离吐蕃政治中心最

        近的邻国，尼泊尔工匠在吐蕃佛教寺庙、塑像等建设中发挥Jy重要作用。

            那么，在吐蕃王朝时，尼泊尔佛像艺术是何种风格呢？这是一个值得

        注意的问题。由于尼泊尔艺术早期主要学仿印度艺术形式，西藏现在又无

        充分的实物证据，大多数国外学者将影响吐蕃的印度和尼泊尔艺术视为同

        一类型，尼泊尔不过是印度艺术传人吐蕃的中介，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实

        际的。因为尼泊尔在公元7世纪脱离印度后，民族意识得到增强，改变了

        对印度艺术的一味模仿，而开始大胆地加人本民族文化艺术因素。这些新

        的民族审美因素的渗人，改变一r印度佛像的面貌，从而形成了尼泊尔艺术

        的新风格。吐蕃王朝从尼泊尔接受的正是这种经过尼泊尔民族重新塑造的

        艺术形式，它不是纯粹的印度模式，而是尼泊尔化了的印度佛像模式。公

        允地说，在当时尼泊尔佛像艺术中，印度艺术的成分仍是主要的，但不可

        因此而忽视尼泊尔艺术因素的存在。这一时期尼泊尔艺术的风格特征请参

        见本书附录 （二）— 《尼泊尔佛像艺术》〔

            3．斯瓦特和克什米尔艺术

            如果说吐蕃王朝与印度、尼泊尔的交流为口f_蕃佛像艺术提供了重要粉

        本，那么来白中亚的艺术则使吐蕃佛像艺术更加丰富多彩起来。在吐蕃王

        朝时期，由于叶蕃势力强大，吐蕃与其西北的中亚地区也取得r1̀‘泛的经

        济、文化联系，中亚地区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随之传人和影响到吐蕃地

        区：当时与吐蕃有密切关系的中亚国家和地区有吐火罗、斯瓦特，克什米

  14 尔·大小勃律等，其’1'斯瓦特和克们‘米尔两地佛像艺术对吐蕃的影响最为
          突出



    斯瓦特，位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因临近斯瓦特河，故而得名。此地

因受键陀罗地区文化的影响，佛教和佛教雕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吐

蕃王朝时期，这个地区建立r一个独立小国— 乌共那，流行大乘显密教

法。唐朝高僧玄类记载当时该地佛教状况时说：“夹苏婆伐堵河 （今斯瓦

特河），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r_H僧徒一万八千，今渐减少，并

学大乘，寂定为业。”⑨而当时这里的佛像艺术在传统的键陀罗艺术基础

上，在艺术风格和制作丁艺上也形成了新的艺术特色。20世纪五六十年

代意大利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出一些佛教造像，这些造像的风格明显

地承袭了键陀罗艺术的遗风，但是表现手法和制作工艺与古老的键陀罗造

像又有所不同，这就是该地出现的新的艺术形式，西方学者以产地命名为

“斯瓦特造像”，影响吐蕃王朝佛像艺术的正是这一新的斯瓦特艺术形式。

从历史来看，斯瓦特佛像艺术对吐蕃的影响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佛

教的交流。据西藏文献记载，乌It那是印度金刚乘的重要发源地，吐蕃王 一
朝的金刚乘密教便是由乌侠那人莲花生大师传人的。二是地缘的关系。乌

、刀。在口土蕃西北部，而当日寸吐蕃一F朝的势力范围已至。达、宾和大刁、勃律，吏
而且在厨宾和大小勃律都有吐蕃人定居。这种相邻的地缘关系为斯瓦特艺 期

术影响吐蕃提供了便利·迄今— 一
为i卜．吊狄我们沿右劣现斯瓦 ．．．．．．．．‘翻目．．．．． 吐

特艺术影响吐蕃的直接的文字 ．．．．．．峨 MI肠．．．．．． AA：；。／卜。H。二二。，、。、人， ．．．．．．．．翻麟然幽．．．． 时
记录，但是西藏寺庙和国内外 ．．．．．．．．戮蔡嚼趁．．．． 期

一 此 d行资苗精 if L -)r:菊 d行蟾 的 断 ．．．．．．．．．．．砚月 ．翻．

瓦特 风裕 造像 厕 叫视 为这 一外 ．．．．．．．．口．．．，侧口跟口．．． 月．目‘

步调查 ，目前国内收藏斯瓦特 小薰撇1撇蘸黔姗口圈．．．口日．瀚 翻．氏翔．． 翩 翻撰孺

风裕 疽，家阴毕 11们 ：习乙示 战吕 粗翼麟樱姗溅撇腼．日日骊姗蔽．目翔礴黝姗期．娜‘1峨孤口暇 哪潘如卿r

博物院、西藏布达拉宫、北京 ’」一滋幽艘黔攫．日兹系鄂附困呱姗撇 妙
推和 昌 、习乙尔 自百p博 别'rN寺 。 锄幽幽溯她黝而漏汤戳矛呱赫嗯初口．．．呱碑一娜哪腿撇

甘 山 *b-喃 捕 物 贻 筛 导 灌离全 北 习．流翻硫 斌图恤翻口．．．． 召

有14尊之多。⑩国内现存的这 节嗽滋蕊娜也琉恩画哪 了
此斯瓦特造像是产于斯瓦特还 」目．烈黔黝黝磷侧缨甄．敬麟

是吐蕃，我们目前还很难下结 姗华徽涵日．日渊口创然幽峨 口峭日卜

lY 了日不管乍样 ＿寻文.ft浩像都 彝姗姗日．明渊肠麟嫩 滩默 煞撇豁．．．拼

与两地佛教的交流分不开，是 喝11田圈游幽酬黔翻．砂
佛教交流的产物。（图12) 图12莲花手菩萨 15
    克什米尔，古称蜀宾、迎湿 、世纪 黄铜 高13厘米



        弥罗，我国历史文献中关J二它的记载颇多〕它位于喜马拉雅山西面，东临我

    藏 国的新疆、西藏，南而是印度，西北与巴基斯坦接壤，连接着中亚、南亚和东
    传 二，1一二品：二二 、。cur !s: w,：＿八L。。、 ，一，，。，J：，。，。 产，、，：、 、。：＊。、：【。：用    TSit 亚广大的地区，地理位置 卜分'IIrl要〕在：1：代厉史上，它凭着这一特殊的地理
    佛 ’I曰 八‘，”少巴以’1LLY'1: I }L.昆’／J‘IV又〕“’几”IVW人七’口儿们趋 ”丁坪目”决匕找
    像 位置为东方和西方，特别是卜！，国和印巴次大陆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
    艺 ，。。、。、 丫，二ar、、。、。一‘rl  r. -r 17 -Y山:I。川 ，．＊。上二，；1：。、、、、二。扮t i 1"d,，、、、，。r
    L 交流发挥J’重要桥梁作用，！司时也得以不断地吸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术 人‘/IL 〕十’里R'Ill不”一川，’曰“‘，“山，’丁以'ÌKyIyL."7X+Tn/}VKiI-}刁}'1-F+yLrl=117-T.+"I}T,1"J7 人‘勺，
    鉴 并将它们熔为一炉，从而形成这一地区复合型的文化艺术模式

  贯 克什米尔有着悠久的佛教和佛教雕塑艺术历史、就佛像艺术而言，克
    令 什米尔早期主要受键陀罗艺术的影响，大约到公元七八世纪时开始形成本

月即期色地区风格 西藏16 ttr纪著名佛教史学者多罗那他 （1575-1634年）在其

月对汉绷盆所著 《印度佛教史》中说：“迎湿弥罗过去继轨中部和阿方旧派，后来诃

哪翼夔 须罗创立绘画浮雕二者的新风格，现在称为迎湿弥罗式。>叭打于受传统艺

叭臀 术“U}J边地区文化的影响，．‘亥地佛像艺术’xL}}表现r}l,明显的复合形式，．＿既
        有键陀罗艺术的遗风，又有岌多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也有中亚波斯萨

        珊文化的印痕，还有本地区特响的卜艺技术的影响，这些文化艺术因素共

        同构成r该地独特的佛像艺术风貌 其风格特征Ilr以参见本 朽附录

        （四）— 《克什米尔佛像艺术》

                                                  吐蕃I=朝时期，1t,于吐蕃-I.

                                              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力墩的影

                                            响，口十蒸与克什米尔的往来全面

                                            展开，佛教交流也十分密切 据

                                            记载，赤松德赞时期，为振兴佛

                                            教，曾派人前往克什米尔迎清密

                                              宗大帅毕J马拉米扎人藏）通过政

                                              治、经济、文化和佛教的交流，

                                            克了｝。米尔造像艺术源源不断地传

                                            入和影响到吐蕃地区。现在国内

                                          外遗存的一些公元8-10世纪克

                                              什米尔风格金铜造像，大多产于

                                            克什米尔地区，但是有些也不能

                                            排除是受ti's什米尔影响而产于吐

                                              蕃的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

                                            [1作洋细讨沦 （图13)

                                                    -t．于闻艺术

  1‘  a13丫' i                      I几 I J是III代西域国名，在今
              8-9世纪 黄铜 高13I未 天新辍和川 一带 历史卜这kt7佛



一.1i r}   s v4w                   ',r14                            - f}4-s                       4Z    P111
在吐蕃进行艺术活动的记载 据 筱拔协》 令
记载，在松赞于布时就有于Ai-K在吐蕃从事造像活动，松赞干布还高度

地赞扬了一位来自于IN的C IFr的精湛技艺，称他为 “于IN派之＿F”。这位

工匠有三个儿子，也同时在吐4-帮助造像 J’截贤者六宴》也记载，松赞

于布在修建昌珠寺时，于ICJ 1 " [r=依其本地佛像样式塑造了菩萨的形象。

《拔协》一 书还记载，赤热巴巾建造宏伟的温II岛本}-加时，也专门从于

闻请来厂著名的雕塑家李·觉自杰布、从这此记载可见，于ICJ对吐蕃佛像

艺术的影响是真实不虚的

  吐蕃时期于闻风格造像日前末发现能够确证的实物 但从当时于闻工 17
匠直接参与造像的史实看，吐蕃的于IN造像和T IN本地的造像应无太大的



        区别，我们完全可以于IWJ同期造像作为参考来研究和了解当时吐蕃佛像艺

    截 术中流行的于IX风格。20世纪初至今，中外考古学者在今新疆和田地区
    传 。、＊ ， ，‘。，、、，。人二。，、，。，，，一：： 、‘、n，产1一，ray"。，二．。．。。、。．，．。L。二、ar.r}}
  杯 发现厂一些佛教绘画和雕刻作品，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疆
    像 古代雕刻辑佚》一书‘t，收录r不少和田地方发现的佛像，时跨于Ilq佛教流
    艺 ；二，，， 、，体廿。 }L. ti. !> t -T L-、一、、。1}. k。川．，，、 4,  A. Shr dnl ，．、、二＿，，、，．，、
  菜 行的整个时期，为我们了解于I'A1 "r像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从这些图片资
    鉴 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于I'M造像大致的风格特征：它是一种复合形的艺术
    金 丁：：、 、士，、、Mr,，＿，二。、、二 。，t，＊：。、廿。 、、、、二二、」、。，、、、 。        形式，在其造像上有键陀罗、印度、波斯、粟特等多种艺术因素片存。其

断
          图15  ff- }v牟尼佛 ’厂户原艺术‘．．＿

                  H-9世纪 红铜 高42 1T长 1 1-11-1、j「‘“叭111 1141曰J l-’一‘
                                              交流，可以追溯到远占的石器时

        代，从刀！‘以后历史L儿乎未曾间断〔〕唐朝时汉藏关系进人r一个崭新的时

        期，两地间的交流不仅较过去频繁，而月交流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

  l8 经济、文化·宗教和科技等诸多方面 其中，佛教交流尤为突出，主要表
        现在，！，原佛教对吐蕃地区的影响卜。如义成公主人藏带去的释迎牟尼佛



12岁等身像和360部佛教经典；金城公主人藏又带去r中原佛教法事仪
轨，如 “渴佛之供”和 “七期祭祀”等；当时还有不少汉地僧人到吐蕃传

经布道，如摩河衍等人。据史料记载，赤松德赞时，由赞普召集在拉萨专

门举行了一场汉地僧人 （顿教）和印度僧人 （渐教）之间的大辩论，即

“顿渐之净”。这次辩论虽然以顿教失败而告终，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

时汉地佛教在吐蕃社会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随着当时汉藏政治、经济文化和佛教的密切交流，中原佛教艺术也源

源不断地传人和影响着当时的吐蕃地区。在当时交流的形式L，以汉地艺

人进人吐蕃、参与吐蕃地区艺术活动的形式最为突出。如文成公主人藏

时，不仅带去了汉式风格的释迎牟尼佛12岁等身像，而且还携带了包括

不少艺人在内的600余人的随从和60余种工艺技术著作；金城公主入藏

时也有一些艺人随同前往。另外，进人叶蕃的艺人还有吐蕃请唐朝派人，

以及吐蕃在边境上掠夺而去的一些。总之，中原艺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进人 ＿
吐蕃的在当时应不在少数。这些艺人到达吐蕃后，帮助叶蕃建寺造像，将
、、，＊、、、、、 、、。。。一。。，、二：二。、一、1A4CIkfr Jr.Ltt -4--ILI,L 二。一、 传中原传统的建筑、雕塑等艺术风格和手法直接播散在吐蕃大地上，为吐蕃 I7
文化和宗教发展做出了I_要贡献。如赤松德赞时兴建的桑耶寺，其主体建 期

筑的中层建筑和塑像风格就是汉式的·这是一件关于汉地艺人参与口土蕃建 一
寺造像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艺匠的所作还以 吐
二、。、、＊、、，。、二＊ ＊。、、二、；。1。＊＊、。、1＊、，、、。、。二、 卷
历史的本来面貌保存下来，如青海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浮雕 it
像、勒巴沟的文成公主礼佛图和二转法轮图、昌珠寺和布达拉宫的文成公 期

主泥塑像、昌珠寺汉僧大宝所铸铜钟、山南吐蕃藏王墓前的石狮子（图 令
16)、普竺古藏文碑等等。都被认为是吐蕃时期原物，其雕刻技法和审美 月．压

意趣都带有明显的中原艺术特点，它们是o f_蕃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特别是口r 1．

当时中原艺术影响吐蕃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见证。 翩,at.糊孺

    值得注意的是，在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地区的佛像艺术在接受中原地 ill W"
区的影响＿L，除了吸收与融合的方式外，还表现出照搬中原佛像风格的倾 令
向。这一点也有实物一子以证明。瑞典著名两藏图像学专家史罗德先生在他

新近出版的巨著— 《西藏佛教雕塑》（第二卷）⑩中收录了十余尊吐蕃模

仿中原风格的金铜佛像，为我们提供子IF常充分的实证。这十多尊造像一

眼便能看出属于中原北魏一唐朝风格造像，但是若细心观察，每尊造像都

有其不同于中原造像独特的地方。如该书标号339A的一尊观音菩萨站像

（图17)，其整体风格一看便知是仿中原北魏时期的，但是它的头冠、宝

增、面部、被帛以及胸前的缨洛等地方的处理又明显异于北魏造像，表现

出唐代吐蕃地区造像的特点·特别是观音头戴的三花冠，圆睁的双眼很容 19
易使人想到公元7-8世纪印度和尼泊尔造像的审美特点。再如标号3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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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尊仿北魏太和八年释迎牟尼佛站像 （图18),其整体风格也是于分鲜

}̀                                         4ffi、
            皿瞬且群麟 is翻硕必肠 脸粥麒翱敬碱翻淞老1抉笠雏 期

              国口国藏瓜肠口呱 翩喊晚3 Ats 才villu-0翻MR眺碱翩 &I 吐          ＿ 一 一 一 蕃

                                                                                          时

                        图18 释逝牟尼佛正面和背面 期

                        8-9世纪 铜镀金 高25 6厘米    卜，卜＿．，＿＿ 、＿丫几 岁井之．、一，一’‘；，几几，I’一、、， 一、一、一 令
明的，是中原北魏寺分流行W]一种造像样式 但是佛像衣纹的处理过于凌 lid自‘

乱，面相也过于端严，莲花座的造1 tg及莲花瓣形制也与中原北魏造像有月ps :.叼吸

别，这此无疑是西藏仿造时的发明创造）类似唐朝吐蕃仿中原佛像在故宫瓤蜀翼瀚

博物院也有一例，是一尊铜观音菩萨像 （彩图7),刊布在李静杰先生主又嘿撇麟

编的 《金铜佛像》”一朽，｝，。这尊造像属于典HQ1的仿中原隋朝造像作品， 令

但造像那睁视的双卜1等特点又显露出异样的神情，这种神韵恰好是7-8

1丝纪印度和尼泊尔造像仁常见的 特别是这尊造像的背后还刻有两行藏文

题记，这就更加说明J "L IT1产地在西藏Ifi1不足中原的事实。这尊造像可能

是历史上随着汉藏的交流｝(if流人官廷的L总之，从现知的这此实物来看，

吐蕃王朝时期西藏仿‘｝，原造像的史实是可靠和真实的，它也是中原艺术对

吐蕃佛像艺术产产L影响的T.要表现之 －

                                                                                  21



    截 （三三）吐 备本 土 艺 木 的地 位 和景多响
    传
    佛
    像 吐蕃工朝时期，外来艺术固然是影响吐蕃佛像艺术的主要因素，但是
    艺 。，、＿、 ，、＿；、二，。、L,L.、翔＊．、，；，【」-z-.,rr -3n。、 、一、、曰。。nl、八、二「。
    岁 吐蕃本土艺术因素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具有200余年历史    术 吐'FFr I 1-.y.自I II IK1 s3} 147 7 yM 1--L. 'I H剐 Î̂J匕心‘””，‘如‘儿NJ ’L" /;1片 r7‘UU         /J、丁川人
    鉴 的吐蕃佛教造像艺术，吐蕃本土的艺术因素理应有所渗人，更何况吐蕃工
    贵 古。。：。、：＊，、二LI，。。、、。、，、＊「J 、 、二＊x=.75?＊、 、、U: -e_lll -1 11 "1。、        朝是藏民族处于比较强盛的时期。在一个民族强盛时，其民族意识会自觉

    令 地在文化艺术1_T导到充分的体现，这是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事实上，不

月r9卜仅吐蕃时期已具备塑造佛像的技能和力},而且藏文文献中已明确记载了

．.i-#沮．日土蕃王朝统治者对其本土艺术囚素的重视和提倡，特别是现存有些吐蕃时

嘿腮 _. 期的金铜佛像实物也明显体现出吐蕃本土的艺术神韵和工艺特点，这些正

  ’气哪鳄 是我们确亿吐蕃本土艺术的地位和影响的重要依据。
    令 ’一‘’“”‘”’‘二一尸’：．东匕＿’＿一二一丫‘一””J一’‘”‘「“一’‘’一曰

            I．吐蕃本土传统雕塑艺术

            佛教造像是通过雕塑艺术来完成的，itu吐蕃时期西藏已经具备了制作

        金铜造像的技艺 藏族学者扎呷先生根据各种文献记载对吐蕃时期金属工

        艺曾作过详细介绍：

            吐蕃王朝统治西藏地区时期，铸制金、银、铜、铁的手工业已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据 《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等藏族历史书籍记载：公

        元1世纪左右，吐蕃七良臣中的第九代赞普布德贡结 （spu bde gung rgyal

        系吐蕃王止贡赞普次子）执政期间，大臣茄勒杰已知烧木造炭，而后冶炼

        金、银、铜、铁。汉文史书也记载了吐蕃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曾遣使

        噶尔·东赞 （禄东赞）携五千两金子赴长安，迎娶文成公主 为了庆祝唐

        太宗用兵战胜东方的高丽国，松赞干布又用金子做了等同真鹅般大的金

        鹅，并在酒壶里盛满了酒遣使噶尔·东赞前往迎驾（如 《通鉴吐蕃史料》

        载：“贞观十四年 （640年）十月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

        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以妻之 ”《册府元龟》吐蕃史料

        亦载：吐蕃遣使献金鹅，以祝尽快平复高丽，“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

        中可实酒三杆”。公元657年 （显庆二年）“十二日，吐蕃赞普遣使献金

        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抵等，并有人骑 并献金食、金颇罗等卜

        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献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

        帝令列于提像门外，以示百僚、、《唐书·吐蕃传》载： “上宝器数百具，

        制治作殊，诏示提象门，示群臣”。该书还记载了吐蕃铸造的恺甲除了

        双眼以外，身体及诸部位全为铁镶嵌，纵然利箭快刀也很难射穿砍

        透。⑩
  22 ～     0

            这此记载说明，在吐蕃土朝创建之初，。｛龄本土的雕塑和铸造技艺已



经相当成熟。基于这种雕塑和铸造水平，当时吐蕃塑造西来之佛像显然是

不成问题的。

    2．藏文文献关于吐蕃本土审美对佛像艺术的影响

    在藏文文献中，有两条吐蕃赞普强调以吐蕃本土审美标准塑造佛像的

记载：一条是松赞干布命令尼泊尔一L匠按照他本人的身量塑造观音菩萨

像；一条记载是赤松德赞命令尼泊尔工匠以吐蕃本地的美男美女作为模特

塑造佛像。其中后一条记载十分详细，出白藏文名著 《拔协》(16世纪所

作，《贤者喜宴》称之为 蛋桑耶寺I‘一志》）。这部著作一般认为最初出自公

元S世纪时藏地最早出家的 “七觉七”之一拔·塞囊之手，而现存的版本

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12世纪时。但是不管怎样，这部著作的信实程度极

高，它记载的一些比较占老的历史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它记载赤

松德赞救令用藏地青年男女作模特塑造佛像的史实发生在吐蕃兴建第一座

佛寺— 桑耶寺的时候： 一

    ⋯⋯ “国王，最初请你发大乘菩提心的是救度母；最后成佛时，于金
＿、二、、、，，，，、，二＊，卜。，＊。 、，，二 、。门，，。、、，。，入，了。二二、、二、 传
刚座上请你转法轮的也是救度母；当前，为国王修寺库消除障碍的也是救 吴
度母。所以，请国王先修一座度母殿吧！”国王听了，就在南面首先修了 期

一座救度母佛殿·盖好殿顶后，赞普对大“币说：“殿堂修好了·但是，没 ｛
有神像。”大师说：“请赞普准备好用具吧，塑神像的就来到了！”只见从 吐

韩般白哈来了一个名叫甲参玛坚（意为具有汉族标志者）的人。他背上背 蕊
着一筐子盛满油漆的罐子，手里拿着一捆笔，口里说道：“要说绘画和塑 期

像，世界之上我最强，吐蕃赞普盖神殿，我是他的塑神匠！”把这人叫了 040

来和赞普、大师以及尼泊尔石匠等四人共同商讨。雕塑匠问道：“佛像是』斌医
塑成印度式还是塑成汉地式的？”大师说：“佛陀降生在印度，所以塑成印翻黔分热魏
度式的吧！”赞普说道：“大师，我希望让吐蕃喜欢黑业 （指黑苯波教）的哪巍黔黔

人们，对佛法生起信仰 所以无论如何，也请把佛像塑成吐蕃的式样！’，，域巍沪
大师说：‘·那么把全体吐蕃民众召集起来，就照着塑成吐蕃人模样的佛像 令
吧！”于是从召集起来的全体吐蕃民众中，挑出最英俊的男子枯达擦，照

着他的模样塑造了二手圣观音；挑出最美丽的女子觉若妃子布琼，照她的

模样在左边塑造了光明天女像；挑出最美丽的女子觉若妃子拉布门，照她

的模样在右边塑造了救度母像；照塔桑达勒的模样，在右边塑造了六字观

音 （四手圣观音）像；照孟耶高的模样，塑造了圣马呜菩萨为守门者。于

是在当月的二十九、三十两天，赞普准备好器物，垒起两挥锦缎坐垫，请

阿杂诺稚大师为佛殿开光并赐予塑像者奖赏、但是，却不知塑师哪里去

了。因此大家都认为他是佛的化身少 ZJ
    从这两条记载看，吐蕃本土艺术对佛像艺术的影响不可小视，大有对



        外来艺术形式改头换面的趋势 基于这一史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

    藏 种具有浓郁吐蕃本地特色的佛像模式在当f付已经形成 吐蕃1# 朝的统治者
    传 价、．、、 。；、。 。。，：。。、「：，。二LX- 。，，、。卜「。、，二、，二卜【.(#, .Afi；，．。，二、．11，1、，
    盆 作为这一艺术形式的积极倡导者，H的无非是为了实现佛像艺术有效的官    佛 ’II/JJI,- ‘I,) V 1\,117'17 C,Px I F I I F们’卜”’”／。”一At: / ̀1J人t%11 1711 I'll, _,11"t 7从L，””、
    像 传功用，迎合更多史广泛的藏地1r1姓的兴趣和欢心，来共同消除吐蕃本上
    艺 。。，比：、；r，＊、，，。、、。、：二。、，、，。，。，、。，。 。＿．曰．。。： 、、。：。．、、。、。。。
    v 那些诸如苯教等传统落后的信仰和习俗、、由此of见，这种叶蕃本仁艺术形    术 川r-=川AF, j}以、犷I1刁‘了仃“‘曰，‘目“‘”‘曰一“川、、‘，’夕‘”Jru ,尬’f‘’           " L下甘r- i-ca}riv
    鉴 式的出现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风格的转化间题，而反映了当时吐蕃复杂的
    金 、一八,1b、 二。,F, t z1! n F �I_ }k :1入，.fb 4-f_ -A, In f，  1 /E. f,h st̀,F. Ft l to rtY-

        社会背景，反映r当时吐蕃社会佛苯之问斗争的激烈程度。〕

    令 3。藏文文献关于吐蕃时期金铜佛像的记载

』矛   ::压 金铜佛像从历史土看是西藏佛像艺术中最为突出的一种艺术形式 这

蘸i益i 一特点在西藏吐蕃五朝时期便开始,W A出来、我们从藏族古今学者那里得
哩蒸 ）知，西藏后弘期许多佛教文献中记载了吐蕃时期金铜佛像制作的史实，有

  哪鹦 的记载甚至涉及金铜佛像的样式与艺术特征f）了日是，由于这些史料散见于
  令 月‘几一下一“一‘’．－一 ‘”了一’一’”’一厂’＿’＿一厂‘一’．”’一”一 ’＿’月J～－一’，’一“一‘＿

        各种藏文文献，｝，，因语F障碍我们难知其详＼H前我们惟一所知的是罗秉

        芬光生翻译的西藏17世纪僧人丹增彭措所著的 《彩绘 F.序明鉴》中的一

        段记载 另外德国波恩大学当代藏族学者扎雅活佛根据藏文文献也归纳出

        三种基本样式，并对,14一种样式的特征作r详细描述。扎雅活佛末宁1方明所

        据文献的出处，但据其 “根据我所掌握的藏文文献记载”一语分析，可以

        肯定他是参考厂多种文献的，所以他的归纳应只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

        尽管这此直接或间接的记载对口L蕃金铜佛像记之>A详，不日是E11于日前发现

        的造像实物太少，不足以充分印证文献描述的总体样式和细部特征，因此

        (I然不、if作为研究和鉴赏HL蕃11,)-期金铜佛像的可靠依据 有鉴F此，所以

        转引这些材料于此，仅供大家参考

            《彩绘工序明鉴》第二卜章( Iit期1巧明发展概括》记载吐蕃时期金

        铜造像：

            西藏松赞干布时期，用白响铜与红响铜的合金铸造金刚手佛像，用黄

        铜与生铁合金铸造的也不少，此为早期的响铜佛像L赤松德赞王时期同样

        铸造不少，此为中期响铜佛像。此后赤热巴巾王时期，用白响铜与紫铜的

        合金，用黄铜与红响铜合金铸造，还从印度请来工匠多人造佛像，此为晚

        期响铜佛像 。乡

            扎雅活佛 《西藏宗教艺术》关于吐蕃时期金铜造像记载：

            上法王佛像 是在7世纪由松赞干布法王出资雕铸的 主要用 “红利

        玛”铸造，有时也用 “红利玛”和 “白利玛”拼成的镶色四方料 佛像面

        部饱满，眼睛细长，鼻子坚挺；嘴部棱角分明，下颇丰厚，因而使脸显得

  24 较长；双手线条流畅·柔和；衣饰上没有太多的衣褶；用单排或双排莲花
        制成莲花座，花瓣雕刻精美 在寺院中供奉的上法王佛像都穿着藏靴和半



月形披风，描绘成西藏俗人的形象。例如，桑耶寺内陪伴主佛大菩提的八

佛子，即是这种形象；圣者巴罗殿供奉的八佛子亦是如此。戴冠的佛像所

戴三角冠略向内弯，两个角端朝外 有的佛像没有莲花座，只有一个简朴

的厚坐垫。差不多所有的上法王佛像都要全部镀金，因而显得富丽壮伟，

光彩夺目。其中以表现八佛子铸像质量为最好，甚至那些略呈善相的怒相

护法神铸像，也是这种壮美的风格

    中法王佛像 是指8世纪法王赤松德赞执政期间制作的佛像。中法王

佛像与上法王佛像相比，由于大量使用 “紫利玛”（紫铜合金）的缘故，

颜色比上法王佛像略深一些。大部分的中法王佛像都供奉在桑耶寺的格吉

利玛拉康，用 “紫利玛”铸造）中法王佛像的造型特征有：脸部较圆，手

指甲的光洁度不如上法王佛像的手指甲光洁度好，雕铸工艺较差，有时在

铸像表面可以看到浇铸时留下的气泡，一些佛像表面涂有很厚的 “觉载”

（一种涂料，其义不详），或涂以各种颜料‘〕

    下法王佛像 指9世纪赤热巴巾执政期间制作的佛像〔。这种佛像主要

1t. A“白利玛’，（白铜转）浇铸，女·果使用“红利玛”一、、使 竺
用— 就必须往 “红利码”中掺一些紫铜，使 “白利玛”与紫铜形成的合 期

金颜色较深，很多下法王佛像都要镀金、由于下法王佛像大部分是印彦工 一
艺师的作品，因而这些佛像的风格与9世纪同期的印度佛像风格非常接 吐

近、所不同的是，下法王佛像比印度佛像显得丰满，姿态也比较灵活自妻
然。佛像的细部用银或紫铜镶嵌，如用银嵌瞳孔，用紫铜作眼白 （角膜）； 期

或用银作眼睛，用紫铜片作舌头 （指一些怒相神的舌头）J 、一、”“r‘一’‘一“一门”’‘“’‘以’‘「““、、-4 } 二IU'"1 H'1’“J口八2。 令
    4．现存吐蕃时期金铜佛像风格分析 A翻k

    虽然文献中关于吐蕃本土艺术风格的造像具有十分充分的依据，但是翻犷于q'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拿出真实的例子来子以证实）这个问题-ft困扰着珊裂剔镰

国内外研究者。那么，吐蕃本土风格的造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2002骂黔
年6月上旬，我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瑞典学者史罗德先生的西藏图像研究 令
巨著((Buddhist Scuptures in Tibet)（I、II），翻阅之下，眼前忽然一亮，
我确信已找到了吐蕃时期西藏本土艺术风格的造像代表（

    在史罗德先生的著作中，收录了8尊｛。土蕃时期的金铜造像，这8尊造像

应当就是吐蕃时期西藏本土艺术的 :ip-要代表 这8尊造像收录在该书第二

册。每尊造像有全形图像，还有多幅特写，说明史T;德先生也是下分看重它

们的。它们的编号依次是:174八一E骑羊护法像（图19),175八一［）金刚手

菩萨像、176A-1)马头金刚像、177A-1)马头金刚像 （图20)、178A--C

妙音天母像、179A-U妙音天母像、180观音菩萨像、181A-1)战神像 ，，
～ 卜’／、一，”“ ’“ ‘一～ ’“’、’‘I}J}“ 、少 ’～17“’，‘小、‘七’“ ”I Î”171 25
（彩图8)c〕这8尊造像H前都收藏在西藏布达拉宫



                          一 这84-像都是铜像。Nt

    藏 J妇姚冷 然它们题材不同，造J各
    传 旅飘粗． 。 ，。二；、小「。，、。，，。、＿、
  杯  _』 ． 异，但是艺术风格和手法都
    像 矛哪峨．峨尸 是一致的，风格非常质朴，
    艺 态撇扮一嘛嚼州阪 二。，一。、，，。、 ，，、，二、
    ZJr 娜ld 手法非常写实。从整体来
    术 压如呱锄觑赶麟、 J1L"”巾一；，。二、二二。
    鉴 城幻洲蘸 看，它们都有一双大大的眼
    食 ．翻肠谓｛I‘函． 。：、 。、一、，，．，：＿，、．。＿。。八、                  侧口自瞥瑰自四肠‘‘ 睛，表现出 十分吃惊的样

    令 血翩口日．日峨沙户～ 子；身躯非常健壮，四肢短
月聋肠压 ，口．峨编 肠．‘刀口侧耀 粗有力；身体虽然略;.肥

摄 纽诫护豁 A自．暇．趣歌．．庶赢八．．目瓶 胖，但是姿态动作并不显笨

哭黝黝滋馨 月 萨 呱、 猛口瑙..空砚汹.．r ， 拙；由于雕刻技法不是十分
  魂  A 护．侧黔哪麒鞭．．．世喘日甄口． 细腻，人物形象均显得十分

  今 妞日雌憋撼幽翔臼盆 贰一蒋如袜介箭勺1  /!
          ．．磁日嘿立编且赢黔甲点咧卿,. u滋黔． 对男性和女性神像的刻画有

        ，．曰．兰翔 目侧湘口， 着明显的不同：男性神像头
                                                顶留发，发型似波浪式，面

          图19骑羊护法 8世纪 黄铜 高21 5厘米 形方圆，躯体壮实；女性神

        像则习惯在头后 一侧梳一个独游，！断相呈鹅卵

        形，躯体丰满，胸部有球状的双乳高高隆起。 撇

        看到这些充满稚气、带着浓郁世俗情趣的男女 赢 .̀

        神像，一般人恐怕很难将它们与佛教神抵联系 娜乳：测巍

        起来。这8 造像表现的风格应当就是赤松德 兹Now -̀A6
        赞提倡的以吐蕃本士：美男美女为模特塑像的审 ．丫溉尺．．

        美标准 ．．．口．节认

            当然这8尊造像的艺术特征，包括它们的 ，，．．．．习．
        头饰、Fi官、身体、衣着、装饰乃至坐骑、雕 ．．．呱盯

        刻技法等还有待于更深人研究，特别是应当利 ．目．．
        用t古和遗存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以求证其 ．口砚．

        时代的可靠性和代表吐蕃本土审美的真实性、 ．口．口
        另外，这8尊造像的名称及其履历与功用也有 日．‘口瓜‘

        待进一步研究。｛飞前的名称是史罗德先生确定 ．．．．．．．

        的，有些明显是值得商榷的。 ，．．．．．．．，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吐蕃时期比较纯正的吐

  26 蕃本土风格造像，其实在现存的吐蕃各种佛教 图20马头金刚
        造像叶’，一些具有外来风格特点的造像也程度 H世纪 黄铜 高20.5厘米



不同地被打上了吐蕃本土艺术的烙印 西藏布达拉宫编辑的 （Patal。一

Holy Palace to the Snow land)⑩一书刊出了布达拉宫所藏5尊7-9世纪的
金铜佛像，它们是第86页的莲花手观音、第87页的十八臂观音、四臂观

音、金刚手菩萨和度母。从外观上看，这5尊金铜像都体现出明显的外来

艺术风格，其中莲花手观音为斯瓦特风格，其余四尊为印度或尼泊尔风

格。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尤其是把它们同标准的外来风格造像进行比

较，不难发现它们与其原产地风格有了一些明显的不同和变化。如莲花手

观音像 （彩图9)，其面部丰满端庄，神态慈和宁静，已明显具有东方人

的神韵和面形特征。其余四尊造像在造型、面部及装饰特征上虽然都十分

接近同期尼泊尔造像，但一1＿艺水平明显不如同期尼泊尔造像精细完美。

    日本新田先生收藏的佛像中有一尊克子十米尔风格的如来三尊联座像

（图21)，我们认为也应当是吐蕃时西藏所产 佛像浑圆的造型、写实的

手法具有克什米尔造像鲜明的特征，但是同标准的克什米尔造像相比，其 一
工艺要粗糙得多，不仅面部模糊，而日造像的手足和全身衣纹装饰等细部
，。、，、‘。。：一二、。、 ，一、，，＿F,h 1.'.-    r"。，。、，、「，、，、。＊，。。、：,fr Z-r :F;。一十，＿ 传
都刻画得极不清晰（上艺上的这一区别我看可以视作鉴定外来和西藏本土 笑
所产的重要标尺 期

                                  一
                                                                                                  吐

                                                                        备
                                                                                            时

                                                                                  期

                                                                            令

            颧
                                                                            令

                          图21 一佛二菩萨 27

                        H-9世纪 黄铜 高1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7-10世纪南亚和中亚各地风格金铜佛像不

    截 少，据有关介绍，有20余尊之多 这些造像大部分也可以断定为西藏所

  经 造，尤其是其中的14尊斯瓦特风格的金铜像，我看有些应出自吐蕃时期
    体 坦’2‘少女七夕i-I卜，”’”计为，“匕，”ÎN'IA卜，“亚‘．，I}11’，、‘曰‘”一几走工L“目^ l. -1 r1卜．“‘，，
    依 的西藏 因为这此造像面形长圆、双目低垂，神态平和，已与斯瓦特造像

  签 深目高鼻的特征、双「！睁视的神态完全不同，它们已明显地融人r藏民族
    术 ’小”I"15i0N7lV p，一“外”uTl/L H7’，一‘即2‘」二””’J’L-”’“，’“ 。～／、I  -11"1
    鉴 自己的审美情趣。

  贵 其他国内外公私博物馆的零星收藏中也叮确定一些吐蕃时期西藏所造
    令 金铜佛像，就不再－－一列举r。总之，从这些具体实物结合当时：！上蕃佛像

Aft 艺术发展的背景看，Ot时期的金铜佛像应当有一定量的遗存 当然，确
鬓ii 定一尊造像是否为吐蕃时期西藏所产，应作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方可下结

瞩鄂茎 论。仁面所谈只是笔者的初步看法，尚望大家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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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展期— 吐蕃
            介 治 时 期

    公元846年毁佛灭法的吐蕃赞普朗达玛被贝吉多吉刺死后，吐蕃王室

内部出现了围绕赞普继承问题的激烈斗争：一派拥立朗达玛大妃之子云丹

为王，另一派则拥立次妃之子欧松为王。双方各不相让，兵戎相见，使人

民深受战争创伤和横征暴敛之苦，终于爆发了贫民和奴隶的大起义。在如 异

火如茶的奴隶起义打击下，吐蕃王朝随即土崩瓦解，西藏社会也从此陷人 成
了400余年的 “分裂时期”。在这400余年期间，高原上先后出现了众多 展
二 ．1, drd、二、，。、二‘-I,- ，，，，．、 二、二＊、一，If ;!iL 。二国 ,r:。二 。v& 114 r?--r、 期
大小割据的地方政权：有吐蕃王室后裔在拉萨、阿里、亚泽、雅隆觉阿建 华

立的四大王系政权；也有由原吐蕃贵族割据的众多地方小政权。西藏当代 ｝

著名历史学家东嘎·洛桑赤歹。教授曾这样描述这段西藏历史：“大政权与小蓄
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 今

统属。，，①其「。，较有影。向的政权有藏西古格王朝、藏中意希坚赞王系政权 vat
和藏东确厮ply政权。这些政权建立后，为了推行其新型的社会政治秩序 期

（封建农奴制度），实现有效的统治，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重兴佛教和利用佛 令
教的政策。在这些封建政权的提倡下，中断百余年的藏传佛教又重新在青 月执压

藏高原上传播开来；并且在这些政治势力的扶植下发展十分迅猛，300年绷犷一贾款眺

间先后形成了宁玛、噶当、萨迎、噶举等不同的佛教派别，为其后藏传佛稠巍} w
教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嘎骊犷
    由于政治上分疆割据和宗派土各自独立，这一时期的藏传佛像艺术受 令

到了这一历史背景的明显影响，艺术风格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总

体来看，当时有克藏、帕藏、尼藏、藏东确厮ply和西夏等多种地域造像风

格。这些造像风格既有该地域传统雕刻技艺和审美情趣的体现，同时又有

与该地域毗邻的外来艺术影响的因素，币了外来艺术因素明显占据主流。从

外来的影响上看，当时西藏西部古格＿F朝的造像明显受到克什米尔佛像艺

术的影响；而西藏中部明显受到了印度、尼泊尔的影响；西藏东部则受到

尼泊尔和中原内地的影响。比较而言，当时藏西造像风格特点最为明显，

而藏中和藏东地区造像因为艺术因素来源多绪，风格不尽统一 判定和鉴 2，
别起来也就相对困难一些。下面对这几种造像风格逐一进行归纳介绍，主



        要侧重于它们形成的宗教政治背景和艺术特征两个方面。

    截

  些 （一）古格王朝与藏西佛像艺木
    件 、一 2 口， ～ ， ～ 、 。 ，，， 、，一
    像
    艺 、、 一，＊。曰。，＿， 二＊口八，1二 ft  Al I山一补．、。、，＊、＊＊二。八 、丫＊口
    全 古格王朝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几个地方政权中势力较大的一个王朝，占    术 卜J’1一"上”J/j-十‘LTIT -i--Y%Jli -CC/I-1～ ’‘匕刀-.k'IA.’刀/J认／、目J ’L”“，目
    鉴 据着方圆千余里的今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它的开国元勋是欧松之孙吉德尼
    贵 ：，，、 、吐，丁一utCl八，。。品，、、：，、、 。，。、、。。。，、，、，。。 。。    'A 玛哀。在吐蕃王朝分裂后的两派斗争中，欧松一派最后以失败告终，欧松

    令 之子贝考赞被起义军所杀，其大部分领土被云丹一派夺走，贝考赞之子吉

井孤德尼玛衰因无立足之地被迫逃往象雄（今阿里地区）。
一 k靴匆． 象雄原是吐蕃的属地，因地处偏远，未受到战火波及。特别是这里的

嘿热簇驴象雄大王— 布让土王扎西德赞怀着对吐蕃王室的忠心，欣然接纳了落难

  群哪鳄沪的王子，将女儿嫁给他，又将王位拱手相让。吉德尼玛衰不负众望，重整

        旗鼓，逐步统一了西藏西部辽阔的地域。他有三个儿子，长子贝德衰，次

        子扎西衰，三子德祖衰。三个儿子长大后，吉德尼玛哀将他们分别分封在

        芒域 （现克什米尔南部）、布让 （今阿里普兰县境，当时包括尼泊尔西北

        部一部分）和象雄三个地方。这就是西藏史料里记载的 “阿里三围”。所

        谓 “三围”，是当时人对三处封地地理环境的形象化的称呼：布让是雪山

        环绕之地；象雄是岩石围绕之地；芒域是湖泊集中之地。三子受封后各自

        为政，分别形成r拉达克、普长和占格三个小王国。

            后来，古格逐渐强大起来，到德祖衰的儿子柯日王时势力最盛。柯日

        王兼并了拉达克和普兰两国，从而建立起包括今阿里大部分富庶土地在内

        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占格王国。由于德祖衰首次受封象雄地区，建立古格

        王国，后人一般推他为古格王国的第一代赞普。柯口王之后，占格王位有

        沃德、赞德、希德、巴惹、那德次第相传，但到第九代那德以后五位的传

        承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虽然 《西藏王统记》、《止贡世系》、《圣山志》、《拉

        达克王统记》等文献都有一些零星的记述，但还是难以将王位的传承连贯

        起来，空白和模糊之处甚多。直到占格王朝末期，具体地说即公元1622

        年继位的赤扎西查巴德在位时，占格历史才重新清晰起来。当时西方传教

        士涌人藏西，赤扎西查巴德迫于其兄为首的寺院喇嘛集团的威胁，允许天

        主教传播，妄图借助天主教的力量来与寺院喇嘛集团相抗衡，结果引起了

        上层统治集团的激烈斗争和强烈不满，最后在拉达克的人侵下灭亡，古格

        王国也因此走完了它六百余年的漫长历史。

            古格王国佛教的复兴开始于赞普柯日王在位之时。柯日王是古格王朝

  ，。 历史上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将一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佛教的复兴事
    3O       riJ～一 ’卜 门ny"r”曰J’、11.1 1   1 u'IV 止‘曰J牛-V'l门11书‘、～ ‘V 1'朴川升/I -V

        业中，为藏传佛教的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藏文文献记载，柯日王因



J怀疑大乘密宗是否为真正佛法，首先选派本族中21名青年赴邻国克什米

尔学法，但是21人中有19人因不服当地水上，先后染病身亡，七年后只

剩下仁钦桑布和玛·雷贝喜饶两人回到古格。仁钦桑布 （958-1055年）

后来又连续多次出国，据说他曾从印度75位 “班智达”学习过显密教法。

结束求法生活后，仁钦桑布开始在柯日王为他兴建的托林寺开展译经活

动。据记载，他一生共译出17种经、33种论和108种但特罗 （密教经

咒）。他的译典在藏传佛教史上称为 “新译密法”；他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

“洛钦”（意为大译师）。
    与此同时，柯日王又不惜 四．．曰攫幽曰圈．．．四．．

重金邀请印度大德高僧来古格．．．．皿翻翻翻涵．．．．．．．

传法。他先是请来了达摩波罗．皿目翻峨眺砚喊 翻日．．．．．．
和他的门徒传授戒律，使古格困峨姗翻胭魏口蕊一淤 ．目．．． 气
在当时形成了佛教律学传播的目眺滋麟夔裁裁圃地红峨翅目．．． 发

中心— 这种律学在藏传佛教珑瑙缨缀黝戴粼日腻戚愿默翻组皿． 登
1呈称疥1 1  i部译   it , }  i t而攘翼黝翼蘸巍耀释瀚肠日 "IA
他又决定迎请印度超岩寺上座淄魏撼瞬缴酬矜翻聪豁魂斌磷益’撼翻目口． ＿｝、
蘸V.Pi A I hk气982-1054）‘万画撇麟耀 ~N腆蘸 鹅． 童
22大师人藏，结果在他和他擞篡翼蒸酬羚净瑞撇械勘艘洲日 玄mfd}享}}S T’   7  C7酷  j -F ,髓    4黝翻暇一敷              '毅瀚口 蕊
pp 9bttx千在1042年来到了黝黝翼黝黝黔”凳触珍嘿缈麟瓢撇皿． 期
古格。阿底峡人藏后针对当时蘸蘸瓢 孺一爹苏瓣剔颤额蘸黯蒸喇鹦砚姗 令

藏传佛教界修行方面存在的弊黝鞭试麟杭黯‘一‘哪塑 少黔锄毅翌洲麟魏 月q,卜
端，著书立说，予以纠正，使！姗翔翻麟WWWWATM 胭恻 叮is1}扭
古格佛教出现了 “教理系统麟攀灿翻魏歌黝骂撇腮簸靴雕刻艘默肠抽目姗 耀撼孵姗

化”和“修行规范化”的新面 溉麟缈心蔚逻婴濒铡缨缨细幽鹭赢黝 哪畔
一丫 ：t＿＿二二’万’二一＿一、／。、＊。 ‘’一f喻佩孺聪械渊篇嵘默蔗斌赢麻赢赢酬缨黔雄务 令
貌。值得注意的是，在迎请阿 “ －一「一 价价’万绷“嘿哪炉哪 ’

底峡大师时，柯日王已将王位 图22阿底峡
让给他的弟弟松艾并出家，法 15-16世纪铜镀金高17.5厘米
名意希沃，当时人尊称他 “天
喇嘛”。在迎请阿底峡过程中，意希沃为准备聘礼，不顾年迈，亲自率军

到邻国搜刮黄金，结果为邻国— 噶洛国俘虏而惨遭杀害。这些动人的事

迹充分体现r柯日王为法忘躯的至诚之心）正是凭借柯日王的至诚，成就

了仁钦桑布的西行求法，感动了达摩波罗和阿底峡尊者东来弘法，从而率

先揭开了西藏后弘期佛教发展的序幕。 31
      藏西风格是指西藏西部 （今阿里地区）在占格王朝统治和扶持下形成



        的佛像艺术风格。藏西风格伴随占格王朝的始终，但前后略有一些变化，

    藏 这里我们着重要讨论的是公元10-12世纪时当地的佛像艺术特点。藏西
    传 rl k/"品二＊二。二七、＊二占口。4 !*h、 Ah 4- -+,七、、、、、八 泊，，同I-Ar -1fr I'm卜    竺 风格的形成无疑与古格王朝对佛教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但从风格来源r.    佛 hy1TrRJIIVNJ4/4Y L J f-7'ITJ’-7JA'J 17P'fAF77/"/J7/',7TITJ”，JJ ,  Il'-/Y}/-1I'ITl/f, I//F‘
    像 看，它的形成与毗邻的克什米尔佛像艺术的影响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据
    艺 、、。，：二、 ＊＊L、。、、、，。＊一＿、＿、。、。、、， 、二、Q! nr, GI，一；、 ：＊口
    L4. 史料记载，克什米尔佛像艺术在古格佛教复兴一开始便影响到古格王朝，    术 人“-TVL.}FA ,   7GII'I,/J,VPhJ,C,,1,11,11 llfl/p认久/\     i1 xwUL}Pll "IJJ-7FJ'IA1-.tOJI
    鉴 古格国王柯日派出留学的仁钦桑布大师在学成归国时，专门从克什米尔邀

  食 请了32位工匠人藏，帮助建寺和造像；仁钦桑布大师还专门邀请了其中
  令 一位名叫比塔卡的克什米尔工匠为其父亲塑造了一尊青铜像。②自仁钦桑

月〔!l卜布大师归国后，在克什米尔工匠的帮助下，占格境内先后兴建了托林寺等

slit ,411．十余座佛寺。建寺必须塑像供奉。从寺庙的兴建情况看，我们不难推想当

嘿澳麒卿时佛像艺术发展的盛况。

  ，哪鳄内 据文献记载，占格王朝时藏西地区的雕塑十分闻名，被誉为占格文明
  今 ·一，一1万一”：r’．刃一’‘”‘丁一二一丫一““－一 丫二丫一＿竺一丫＿。，－一        的 “十三发现”（或称 “十三贡献”）之一。这 “十三发现”包括淘金、冶

        炼、制陶、纺织、木i_、缝制、出版、雕塑等。其中，雕塑与冶炼就与佛

        像艺术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在当时占格还出现了专门的佛像制作

        场所，“鲁克”就是史料记载的造像场地之一。鲁克位于今天阿if!地区札

        达县境内，现在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它的名称便与造像相关，在

        藏语里，鲁克是 “冶炼场所”的意思，不懂藏语显然不知道它的含义。鲁

        克制造佛像的历史十分悠久，至今当地人对其造像历史仍记忆犹新。图齐

        先生在 《西藏考古》一书中还专门刊布了一尊供奉在鲁克地方一座小庙里

        的一尊佛像的照片，那尊佛像是释迎牟尼佛，可以定为12世纪时候的作

        品，图齐先生还认为它是 “出自一度居住在那里的一位L匠之手”。}sl

            藏西风格的佛像艺术品遗存于世者很多，有壁画、唐长和圆雕等多种

        形式。其中立体圆雕的金铜造像尤为突出，不仅数量多，而且风格于·分明

        显。这些金铜造像日前国外公私博物馆收藏不少，近年来国内佛教和文物

        部门也陆续发现了一些。从所见实物和公布出来的图片资料看，造像艺术

        风格较为统一，表现的艺术特征亦基本一致。请看下面的例子：

            三大依估主联座像 （图23） 二大依估主是藏传佛教崇奉的二位重

        要菩萨，他们是文殊菩萨 （居中）、观音菩萨 （居文殊左）、金刚手菩萨

        （居文殊右）。此三尊菩萨像皆站立于圆形覆莲座＿上，头戴三花冠，顶竖高

        扁发髻，耳际有宝增向上翻卷。面部泥金，面容端庄秀美〔。上身戴项圈、

        手VI和臂Vil，左肩斜披圣带，下身着过膝长裙，腰间束带，裙子在膝下翻

        出一道边，大腿部有阴刻U字形衣纹。文殊正面而立，余二像略向主尊

  32 侧身站立，分别以不同执物显示各自不同身份·下为条形台座，台座两端
        各以一狮支撑，中央又支以二柱。二狮张G1吐舌，大胯细腿，造型夸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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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

                                                                                    治

                      图23三大依恬主 时
            11-12世纪黄铜一高飞5厘米 期

．l、 ，＿、＿，T-}LJ,fI，J。「，!-.I /1. A(.-     ,、，，r丫r，，，T＿，，，＿ ，，。 士、＊。。，，、＿二 令
特。台座 仁下边沿上有阴刻纹饰1底沿四角又各有一个小足。整躯风格古 月由‘

朴，是一组早期藏西仿克什米尔造像作品 月W"巨

    释迎牟尼佛像 （图24) 此尊头饰螺发，顶部肉髻高隆。面相圆润，蘸翻绷翻

表晴沉静·身着袒右肩裂装，衣纹采取萨尔纳特（少式表现手法，仅在领骂
口、袖「7、小腿及衣服下摆处刻画出衣边 眼睛上有银嵌眼珠，衣纹上嵌 令

有红铜，体现出藏西造像明显的工艺特征。枷跃坐姿，右手结触地印，表

现释迎牟尼佛成道时的姿势。坐具为束腰式方形台座，台座的束腰两侧各

有一狮蹲踞，坐具形制及狮子造型皆体现r键陀罗造像遗风。

    弥勒菩萨像 （图25) 菩萨枷跌坐姿，宽肩细腰。头戴三花冠，顶

结高发髻，两条发辫自肩、臂、腕、足垂至莲花座上，形成一个大发圈，

造型十分夸张。［身袒露，左肩斜披一条圆条状圣带，斜垂至腰部，下身

着短裙。右手屈臂竖掌，结施无畏印，左手置左膝上，手持净瓶。全身饰

有手训、臂Vq、项链等，形制皆f-分古朴 佛库分两层，下为束腰须弥          曰砂11‘一7G以习l   / / .1"口 ’11卜，，’11   1/I"’下/J  1‘  J /La” 14,卜， 八J' 33

座，仁为单层覆莲座。覆莲座上的莲花瓣宽大扁平，形如叶片，形制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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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佛身后为尖圆形头光和圆形身光连成的背光，光圈上刻有火焰纹饰。

整身亦体现了藏西造像的鲜明特点。

    金刚萨睡菩萨像 （彩图10） 此尊头戴三角形三花冠，顶结圆形发

髻，两耳上部有扇形冠结横出，两条发辫垂搭双肩。大耳垂环。双目低

垂，神态沉静。上身袒露，戴项圈、手Vil和臂Vq，肩搭被帛，下腹可见两

块鼓起的肌肉，下身穿长裙，衣纹以红铜镶嵌，呈岌多造像样式。枷跌坐

姿，右手当胸托金刚柞，左手置左胯，握金刚铃 （已失）。坐具为长方形

台座承托的单层覆莲座。莲座的莲瓣扁平写实，台座的束腰处雕鸿架陀和

此尊的坐骑— 象。雕刻形式、手法和装饰纹饰都具有键陀罗艺术遗风。

    莲花手菩萨像 （彩图11) 此尊呈二折枝式站立，体态优美。头冠

为三花形，中间花瓣上有阿弥陀佛坐像。耳际各有一条发辫垂于两肩。面

相秀美，双目睁视。右手置胸前结说法印，左手持莲花，莲茎至肩与耳齐。 二

上身袒露，左肩斜披一条圆条状带子，斜垂至腰部，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带。 ，上刀1兰岭，/ -L I" 41-T W-11.    IF, W14不‘ U\.”，J’/ill y1-上ILTC HI'” 7J 'i3 L} I%l=1’IJ3C I "J不IIJ。 疚
衣带自然垂下，衣褶清晰遏真。双肩披有被帛，被帛垂至两腕后向外飘向两 展
。，。 八t'7：二一t二二。，功：‘、＊、二、、、 +- #:。．oJ,、小二。。，、14, -Ntk f IA1二。‘、l’＿ 期侧。全身还有手01和项链等饰物。菩萨身后也有尖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 甲

连成的背光，光圈上也刻有火焰纹。下为束腰方形台座，座面刻覆莲瓣，莲 ｝

瓣形制与上一尊完全一样。菩萨身后站立一只迎罗频伽鸟，应当是观音菩 登Plat/ V TM刁一L -开夕‘上 ，寸。百Nl - } l17:1 Ji-1- L 少}Y-- % 79" On =7 , P y- }A儿AM曰百 卷
萨演唱佛法的象征。 含

    、二、 ：＿二二．、、二，，，1、、、，，＊，、 ，，，1-r., I、，一，二 、、，二、。，、计、、，。、 治
    通过卜面列举的儿尊造像实物，我们可以对藏西造像的风格特征归纳 VBAA      心杜 ，一四／，十uJ/u寸思 17,不"I%J’J-% I I“̂J助／，“1) IA目思"114 41,1141 -1-I I V’儿Y-I -r3 时

为如下几点： 期

    面形与头饰 佛像头饰螺发，菩萨头戴花冠或三叶冠，头冠均较高。 、

面相方圆，双目睁视、鼻梁扁平，五官轮廓不甚清晰。 月．卜

    躯体 造像躯体和四肢结实，可见鼓胀的肌肉，尤其是面部和下腹部．!t丁."""．

位，肌肉鼓起十分明显，下腹部位可见几个凸起的小包，这些特征明显继赢烈泄熙

承了键陀罗艺术写实的遗风。 MF
    衣饰 造像衣饰十分简洁，佛像衣着完全采用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 令

仅胸前和大腿等处出现有衣纹，余处则光洁圆润；菩萨像一般上身袒露，

左肩斜披一条圣带，呈明显的圆条状，脖子上饰一个项圈，都很素朴写

实，下身穿过膝长裙。

    佛座 多为台座形式，有方形、束腰方形，也有向上收缩的多角叠涩

形式 （仿帕拉造像座式）。有的在台座L又雕饰莲花，多为单层覆莲。莲

瓣形制十分占朴，其状宽大、扁平，头部很尖，像叶片一样浮现在台座

上，与帕拉造像饱满的核仁状莲花瓣迥乎不同，而与占老的键陀罗造像上

的莲花瓣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造像身后的背光多为头光和身光相连的形w :j RZL111-)9w- 17 ' % J _111= H J }yl' 14-1 l} IJ,‘件 I J̀  }J’‘’H J r 7 l u y / 4八／“””刁～”HJLL.HJ/Y 35

式，虽富有装饰性，但上面雕饰很少，素朴尤华，仅可见阴刻的火焰纹。



        台座底部采用包底法封藏，封盖＿I-线雕 I一字金刚柞，线条粗犷，形制占

    截 朴。

  势 工艺 工艺上藏西造像特点最为突出）一般用黄铜铸造，历史L这种
    佛 占‘ ，“ L111AKaAL1o} "ÌJl}ttX/J人”’） 17X/ U b'3 YI"i盯AL " ,  1月人L ..L曰
  像 黄铜主要产于中亚及我国新疆和西藏西部地区，我国古代文献里一般称之
  垫 为“输石”。这种铜质地细腻莹润，表面亮丽光洁，从质地上看藏西造像
    术 ／， MJ'I-I。怂‘，，JJ"JI%}L̂J%W1JY1} 1S. 11-4’1} IW儿17R / U’‘” 粉、侣‘口通’曰夕叭「’>- 17,
    荃 其实就具有于分明显的地域造像特点。造像胎体较薄，多为整体铸成，体

  食 现出该地区较高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水平。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镶嵌L_
    令 艺，习惯用银嵌眼珠，用红铜嵌衣纹。特别是眼珠嵌银是古格造像最大的

月口期压特点，因具此特点，藏西占格造像又有 “古格银眼”的美名。

一‘娜口 上述藏西造像特征既有审美上的，又有艺术形式与手法上的，也有1

嘟漱露夔艺上的。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外来艺术的影响都是最主要的，当然外

  哭哪鳄 来艺术主要是指克什米尔艺术。尽管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印度的影响，键    O}O 一’一“” 一 一 一‘曰’“” ’一‘一 ’ 、”‘、’“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

        陀罗的遗风，但它们也都是由克什米尔吸收和消化之后影响藏西的。藏西

        本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美＿L,造像的面部有明显的民族化特点，而不同

        于同期的克什米尔造像，这是藏民族审美对造像影响的结果和重要体

          现。

                  （二 ）龙希坚赞与藏 中佛像艺木

            意希坚赞是吐蕃上室永月一的后裔，在欧松后裔战败被迫逃往阿里后，

        他在山南区建立了白己的地方政权〔继古格王朝之后，他也开始以古老的

        桑耶寺作为据点复兴佛教 他出资派遣卢梅·楚臣喜饶等十人到丹底学佛，

        便是其复兴佛教的重要举措

            丹底在今青海黄南自治州境内。据记载，吐蕃朗达玛火佛时，正在曲

        卧日山 （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坐静”的约格琼、马尔释迎牟尼

        和藏饶赛三位僧人闻讯后，立即将佛教经律典籍收集起来，用骡子驮载匆

        忙向西部的象雄地区逃亡。到达象雄后，听到 “禁佛”救令已达那里，又

        继续北行，逃到了霍尔人建立的小王国〔由于语言不通及其他原因，不久

        便离开了霍尔。他们继续东行，到达安多地区，最后在多康地区的玛垅一

        带定居下来，开始其传教活动。三人住下不久，便有一位名叫穆苏赛巴的

        人从他们出家，一年后这三人又清了两位当地的汉族僧人共同为穆苏赛巴

        传授了比丘戒。这位穆苏赛巴就是西藏 “后弘期”的著名人物喇钦·贡巴

        赛。通过这三人的传教活动，安多玛垅地方很快声名远播，成了一个藏传

    ，， 佛教活动的中心。意希坚赞便是闻其名后派出求法僧团的。
    36 朴J"-yj H1;’‘。。‘b’'il+s-mot I x}’，‘s }; '1’44 I V I- 1’‘，、’“‘「，14 H J O

            卢梅等人到达丹底后，学到一r藏饶赛等人逃离曲卧日山时保护下来的



“律学”方面的经典。这部分律学在藏传佛教律学上称为 “前期律学”，与

后期从阿里地区新传来的 “＿卜派律学”有别。从传播路线上看，这一传法

活动称为 “下路弘法”。据王辅仁先生观点，卢梅等人到丹底学佛的时间

应该是公元970年左右。⑤大约在公元975年时，他们返回卫藏。

    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复兴是以上路和下路反哺卫藏，促成卫藏佛教的复

兴为标志的。通过上路和下路的弘传，大约在公元11世纪初，佛教在卫

藏地区得到了全面复兴。在此以后，卫藏作为西藏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不断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佛教高僧，尤其是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

等地高僧，卫藏地区的佛教也因此得到迅猛发展，成了全西藏佛教发展的

中心。后弘期初期形成的宁玛、噶当、萨迎、噶举等重要教派都是在卫藏

的山南和拉萨地区建立起来的，这些教派的寺庙也主要分布在卫藏地区。

    帕藏风格是指公元8-12世纪时印度帕拉王朝统治时期在东印度形成 二

的佛像艺术风格，与西藏传统审美和工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造像艺 ，H ;7即’举‘卜户“用，一习目”认II刁‘甲人“曰于V %N口”IJ/17版曰 ,1..1”川土NJ胜’琳。 发
术风格。在公元11-12世纪期间，西藏许多佛寺皆与印度、特别是东印 展
、。、＊、、 ，＊a＊，＊＊。、，万 ‘。，、丫＊口。。。、＊、、、小、 、。。。、二、 期
度的帕拉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帕拉王朝的佛教和佛教艺术经由尼泊尔的 华

贸易孔道源源不断传入西藏，成为当时藏中地区佛教艺术主要的灵感源 ｝

泉。帕藏风格的艺术特征具体表现为：佛像头饰螺发，肉髻上有火焰宝 兮7J, o  THVWwvw"IuPVc}/1}17TI-  -rtr-M ：DP I.人V1NW,ixe   1̂J百1-1"八/1" M 荟
珠；菩萨像多戴三叶冠或三花冠，花冠一般较为低矮，顶部有柱状的高发 含

髻；菩萨两耳际有帕拉造像典型的扇形冠结和U形宝增。造像面形圆润， VSa’C1 ri  r,j-rrj, r-j'r"j-,uu- Ii"7,书H 7 /07 / 1/ /L31-"“曰划产L．书川。.V-'- 17} P34 / V K̀l”，’ 时

深目钩鼻，眉眼上挑，额部宛如一张拉开的弓，嘴大而唇厚，具有明显的 期

南亚人特征。佛像造型挺拔，结构匀称；菩萨和度母等女神像躯体多呈三 、

折枝式，婀娜多姿，优美动人。佛像的衣饰完全采用萨尔纳特表现手法，月．压

衣纹甚少，袭装下摆散落在佛座前形成规则的扇面形，与萨尔纳特造像如口/.l颧

出一辙；菩萨衣饰也很简洁，上身斜披一条圣带，脖子上挂项圈，项圈上橇烈酬易

有缀饰，下身围短裙。由于造像衣质薄透，饰物简洁，所以造像结实健I翻
壮，丰满扭动的躯体完全显露出来，极富动感和肉感。造像的台座有帕拉 今
造像上常见的多角向上收缩的叠涩形式 （配有拱门形火焰背光），也有半

月状莲花座。莲花座比较高，双层莲花瓣靠近座的上部，莲座的束腰不

深，其上缘和下缘基本呈垂直状，不像后来西藏造像中常见的大梯子形莲

花座。同时，莲花座上的莲花瓣也很有特色，呈长圆扁平状，莲花尖部或

承托莲花的莲叶尖部略微向外翻卷，与藏西风格造像的莲花瓣形状明显不

同，体现出又一种艺术风貌。另外，帕藏风格造像也带有藏西风格造像的

工艺特色，用红铜作嵌饰表示衣纹或其他花纹图案也很常见。造像以铜质

居多，有黄铜、红铜和青铜等多种形式，同时也有石造像，近年来西藏也 ，，/fJ ry’ 『】1'i VI -4‘～ “，，‘，} r,“，，J̀ y ，1 / % r V f   1"i ̂ J～r7  H 1.t= 171’～ ’／，、～“”～ 37

不断有发现。



            如首都博物馆珍藏的四臂观音菩萨像是一尊典型的帕藏风格造像 （彩

    截 图12)。四臂观音是藏传佛教崇奉的重要神抵，有 “雪域估主”之称，又

‘8一井
              图26不空成就佛 部方圆，深目隆鼻，具有明显的

            11-12世纪 黄铜 高15.5厘米 南亚人形象特征；其眼睛和白毫
                                            处嵌有银。身穿通肩架装，袭装

        衣褶集中于身后，身后宛如穿了一件大披风，身体正面没有衣纹，显出清

        晰的躯体轮廓与变化。这种袭装样式最早见于公元六世纪的印度本土造像

        上，其衣纹处理手法也是印度岌多艺术的传统手法。佛身装饰极少，仅在

        脖子上饰有一圈项链，项链下缀有小饰物。站立于双层圆形莲花座上，右

        手置身体右侧结施无畏印，左手置身体左侧执架装角。整体造型大方，形

        象庄严，艺术水平高超，虽然它的体量较小，但仍体现出恢宏博大的气

  38 势。
            图27的阿阉佛像则是一尊帕藏风格的坐姿菩萨装佛坐像。此尊头戴



珑 冠，左边花瓣残。冠 一

的两侧有冠结带和宝增，．．．．．．．．峨瓜翻．．．．．

冠结横出，增带垂至肩部 ．．．．．．．．恻凳狐默．．．．

后向上翻起。大耳垂肩，．．．．．．哪呱瞬黔口．．．．．

耳下垂有耳饰。结枷跌端 ．．．．．．．协撇翼．．．．．．．．．

坐，躯体挺拔，结构匀称，翻口．．．．呱瓢护嚎疑翻．．．．
明显可见岌多造像的余韵。瀚麟困目翻澎犷，，撇蘸姗瞥．．．．．．．

身披架装，右肩袒露，胸 .".蘸 魏 湘臼峨日．．．．．

前、袖口和小腿处有衣纹，撇黝黝撇熬黝｛鑫曝撇鬓．．嘴从砚砚翻且属
余处不施衣纹，承袭了萨 姗姗黝撇撇撇）、麒耀黝翔．峨矍限蘸熬黝燕蘸

尔纳特式表现手法。全身 粼料脚黝哪曝一黔嘴眺．嘛赘偏蘸黝黝撇姗瓢

基本无饰物，仅在脖子上 ’“ ‘一诫翻恤酬瀚骊病恻颧撇姗黝耀撇黝｝ 二

戴项圈，项圈下缀小饰物， ‘巍邂浮删渊瀚口麟溅温｛蕊翩哪粉广妙巡 古

套卿前平产二个光吧： 别4 数‘ 蠢
显得十分富丽。这种装饰 麒攫潺黝嫉瓢瓤瓤熬瓤瓤黔臼肠 I

样落也体现少呼拉登像的 图理吸 在
鲜明特点。佛像右手结触 蘸黝彝撇撇黝翼薰赚黝编焦赢毅日． 夏

jib Ep，左手M ff }t rp，为 一 令
三 一，，、1－－一 二一‘ Lt一 治
不动佛常见的手印·莲花 汤
座为双层束腰式，束腰不 图27阿！；佛 期
深。双层莲花瓣紧靠座的 11-12世纪 红铜 高15 5厘米 令

上部，形制宽扁，平贴于 月从压
座壁，亦具帕拉造像特点。 且慰沁

    女性神抵是帕拉艺术表现的主要题材，风格特征十分鲜明，如彩图trT
13的度母像即为典型的一例。此尊身体呈三折枝式，体态婀娜多姿。胸焦翩护
部球状双乳高隆，女性特征明显，既体现了佛母的形象特点，也具有印巴 令
次大陆女性的形体特征。头戴三花冠，顶竖山形高发髻，耳际增带呈U
字形翻卷，头微下领，面相秀美。上身袒露，佩项圈，披圣带，下身穿长

裙，衣服薄透贴体，衣纹用阴刻双线表示，全身还有手训、臂VII、足钊装

饰。足下生出两茎莲花，饰于身体两侧，生动写实，极富装饰性 整体风

格体现了10-12世纪东印度造像的鲜明特点。

    以上所举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当时藏中地区的造像很难以一种

或几种固定的艺术风格来进行归纳和确定 因为在公元 11-12世纪的藏

中地区，以其佛教传播中心的地位，各种艺术风格，如东印度、东北印 ，，
度、尼泊尔、中亚、于A、克什米尔、占格等地的艺术形式都曾影响到这



        里，形成各种艺术流派并存和相互影响的局面。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

    裁 此否认帕藏风格的存在，尤其是帕藏风格中外来帕拉艺术因素的突出影响
    传 ，上山、 ＊曰、1! -4--.A1- .4，二二，人二，LL r_: 146 lsY.、二‘二二林二。
  17和地位，它是当时藏中乃至整个西藏地区佛像艺术的主要源泉。
    像 帕藏风格的形成是公元10-12世纪期间西藏与东印度帕拉王朝密切
    艺 ＊＊ 二、、 二 、一rl, 13c‘二、f" 441、二，、二一、，二‘曰，．二，，，二二二，一 ‘ 一
  某 交流的结果·东印度帕拉风格对西藏佛像艺术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有
    鉴 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次是印度高僧阿底峡人藏弘

  食 法。公元11世纪前半叶，西藏古格王国国王意希沃派人请阿底峡人藏，
  全 阿底峡当时为超岩寺四大门柱之一，名震五印。他应允后，于1040年动

月愿几 身，1041年至尼泊尔，1042年抵达古格王国。在古格弘法三年后，又于
一域鞠．1045年由弟子仲敦巴请至卫藏继续弘法，直到1052年圆寂于卫藏聂塘，

，聪溉踞渺阿底峡在西藏弘法达12年之久，对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

  ，矍笋‘础。阿底峡精通大小五明，⑥对佛教绘塑之事自然有很深的造诣。据史料
    令 ‘一二＿’‘：’一””“一／一‘＿一‘，’＿＿＿’‘U’‘’‘～一一，H”州7  I- .11, FIJ }- .'。LH }'1-

        记载，阿底峡人藏不久，就曾聘请尼泊尔艺人人藏传授佛像绘塑技艺。从

        阿底峡在西藏十余年的弘法活动和他邀请尼泊尔艺人入藏传授造像技艺来

        看，帕拉艺术对当时西藏佛像艺术一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再者是12世纪末在伊斯兰民族的人侵下东印度王朝灭亡的政治事件。

        伊斯兰民族侵占东印度土朝 （当时为舍那王朝）的版图后，大肆毁灭佛

        教，佛教徒被迫四处逃散，有的逃到尼泊尔，有的逃到克什米尔，其中不

        少僧人转道逃到了西藏。布顿大师 （13世纪西藏夏鲁寺高僧）在其所著

        《佛教大宝藏论》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后弘期初期人藏的译师达198位，⑦其
        中大多数就是逃避伊斯兰民族迫害而外逃的东印度僧人。这198位是有名

        有姓和有影响的人物，而遗漏的和没有影响的肯定还有不少。这些僧人的

        到来带来了大量的经典，大大地促进了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复兴，同时也带

        来了东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成果，包括佛教艺术的粉本和制成的艺术品。

        图齐先生认为西藏寺庙中供奉的一些早期金铜佛像是东印度僧人逃到西藏

        时随身带来的，这一观点是颇值得注意的，也很有道理。

            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尊释迎牟尼佛铜造像，它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东

        印度 （图28)。这尊造像面部原漆有金，现已基本剥落不存。佛像双腿结

        枷跌端坐，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头饰螺发，顶现高肉髻，髻顶

        饰火焰宝珠。高鼻深日，双目低垂，面相典雅端庄。肩宽腰细，胸部高

        挺，全身结构匀称。卜身着担右肩架装，下身着僧裙，衣纹简洁，为典型

        的印度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莲花座也是东印度造像典型的样式，座较

        高，双层莲花瓣靠近座的上部，莲花瓣下有一周十字形花瓣相连的装饰，

  40 呈镂空状·整躯造型完美，风格纯熟，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和工艺水平。从
        艺术和工艺水平看，这尊造像应当出自印度工匠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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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8释迩牟尼佛 令
                  11-12世纪 红铜 高14 5厘米 月．压

    再如彩图14的大日如来像也可能来自印度本土。此尊头戴花冠，顶口麟蝙．

束高髻，面相端庄；上身袒露，下身着裙；双肩搭被帛，被帛顺体侧笔直耀篡蒸舞赫

A互认’寸丝生烹件的Oly-坚三资终竺咚，舰体生使鼎塑二，，I-}1PM笔实竺粤件费飞0r 1. -+. r n. }. 0O0
伏明显；双腿站立，双手在胸前结说法印。整躯造型端庄大方，体态优美

生动，神态沉静典雅，艺术高超精湛，是一尊难得一见的佛像上乘之作。

    尼藏风格是尼泊尔与西藏本土艺术融合而形成的艺术风格。公元

10--12世纪正是尼泊尔佛像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佛像体魄雄健，姿势

优美，装饰繁缚，工艺精湛，体现出非常成熟的艺术风貌。西藏与尼泊尔

有着传统的而不间断的友谊和艺术交往，随着这种交往，尼泊尔这种成熟

的艺术风格也传人西藏，并在西藏传统艺术的影响下形成了尼藏合璧式的

造像风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尼泊尔艺术风格是在印度帕拉艺术的基础

上形成的，尼泊尔风格与同时期帕拉风格有许多特征非常相似，彼此难分 41
伯仲。因此，国外学者习惯将当时的尼泊尔风格称为尼泊尔一帕拉风格，



        将尼泊尔艺术归为印度帕拉艺术的范畴。

    藏 这一时期的尼藏造像从总体上看基本承袭吐蕃时期尼藏造像风格，但
    烤 ，， ，卜。。，。。＊，。七aw。、、＊，：， 、、 、＊口、、日二＋、山、二。、壮S.n，    7SA 从一些细部来看又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造像题材也主要是佛装和菩萨    佛 胜一竺“山口尸木侧人‘曰叨业目”又’七。怂一目”m坦’不FUS'I/J UL工3w正即衣“，日有Nr-
    像 装两类，因其艺术特征各不相同，需要分别说明。先说佛装造像。佛装像一
    艺 。几。。。，、‘田。 -X'. NV r1E.， - ?v r-   nAG十j二、 。、＊、 二＊。。口人 二Ni。。，一
    vr 般皆头饰螺发，顶部肉髻高高隆起，髻顶又饰宝珠。面部泥金，面形呈倒三    术 ’认曰人Fill 认’04 N M I-J肖l"J’叫I 'F FL f自4J,人卜，“工坪。四HNVC1皿’四/17土I='J一
    鉴 角形，额部高广，两颊尖削；眉眼向两侧 卜翘，双目睁视，神态清新明朗；高鼻
    贯 ，I, n+&  .d. Srl n+f。   I. f. 、 ，，、二需、。卜，、＊巴 。。，，。，。＊、上二／丫＊、口。

        小嘴，鼻和嘴比较集中，整体看面相非常妩媚，尼泊尔民族特点十分鲜明。

    今 佛身着袒右肩裂装或通肩架vy，衣纹采取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清晰地显露

月矛从卜出躯体肌肉的变化。躯体劲健有力，特别是圆润的肩膀，厚实的胸肌，粗硕

.麟-I．的双臂和大腿显得尤为突出。佛座为束腰圆形莲花座，上下两层莲花瓣错

嘿曝犷落分“，莲花瓣宽大“平，上面习‘p阴“」“’‘”’字纹饰。‘图29)

‘灸鱼
                  图29 不空成就佛 图30 文殊菩萨

            11-12世纪 黄铜 高38.2厘米 10-11世纪 铜镀金 高54.5厘米

            菩萨装造像整体风格与佛装造像相同，但由于菩萨的衣饰与佛装造像

        不同，所以也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菩萨装造像一般头戴山形发髻冠和
    42   ' ”／’‘”曰朴刁“件，J幽，”曰4 U ’一尸’”争‘。目妙NBA!-' 14"    /7X八i84川/I//X自A.tl‘ I F+

        三花冠，但也有单独的发髻冠形式。花冠造型高大繁复，＿仁面习惯安小化



佛，冠口比较宽大，将头发盖得严严实实，额部几乎看不到发丝，冠口外

沿上一般饰有二至三排连珠纹，颇有装饰性。耳边和耳垂下都有花形装

饰。面部特征与佛装造像基本相同，但形象比佛装造像更妩媚，面部也进

行了泥金处理。上身脖子上挂项圈，左肩斜披圣带，两臂饰有花形训饰，

下身着裙。项圈为连珠纹形式，一般有一圈的，也有两圈的，项圈下坠有

三个小花瓣，其形制和做工比吐蕃时期规范得多。圣带不再是吐蕃时单一

的条状带子，而更多的是丝织物形式的大宽带，这种丝织物圣带亦斜披于

胸前，上窄下宽。臂部的花形训饰也比较靠上，仍体现出同吐蕃时期造像

一样的古老风范。裙子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盖住双腿的长裙，一种是一边

长一边短的形式。其中后一种裙子形式较特别，应来源于南亚人的衣着习

俗。腰间束有带，腰带结垂于两腿间，腰带和垂带形成“丁”字形。另外，如

果是站像，其臀部一般还要斜束一条丝带，在身体一侧打结后，结头飘垂于 声

身侧；但如果是坐像就无此饰带。此外，菩萨装造像的躯体造型、莲座形式 ，刀IM’I=xH小儿土‘小4YL/UJIU卜甲‘”。笋‘／”百vi  -C;::思V}目”刁巴Y1'.-" ‘迁1}J V从 成
与佛装造像一样，也给人以古雅大方的感觉。（彩图15、图30) 展

    *-+- U I I tA;、曰：、喜。、。 、。、。。。。、＊泊、、二。、二 ，。、、。＊，二、 。 ＊：jI‘ 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尼泊尔造像艺术对西藏的影响历史上一直没 华

有间断，特别是有些题材和造型的造像在吐蕃时期出现后，在其后的西藏 ｝

历史上一直在延续和不断得到模仿。因此，在对这类造像进行时代鉴别 登1/J夫1一且征肥狄/1'H ' I ̀则’1寸划’｛天VJ。目梦切 '17=门边大思I*胜“.I "'J，、笠圳 姜
时，往往因人而异，出现较大的分歧和不同的鉴定结果。但是，依笔者看 古
、 ，＊＊、、、、、、二 。：，、r}r ,P- 。 、＿r r丫。七。，、二，，、 、、、、、、、二二 治来，鉴定这类造像并不卜分困难，因为从现存实物来看，这类造像在不同 vau小 ’=ff#AC.IC7CMU 14̀l1 'I'’/J r-A  P-’KA /7 /71+N"I I F "IiJ /I"t-i’思人思 ’举”‘””门 时

的时代都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和风格特征，相互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期

关键在于我们首先要对不同时期制作或仿作的这类造像，从各个细部上对 、人Ntt'IJ-. J 7-C,”“b )U3ZnJ‘”I '"J f1 'J 17J 1119’Y%GIJJ II'IJJ.L}C.IJihJ̀’/7I. "CX‘-W NNL.̂7 令
其艺术特点分别进行认真归纳，而后对各个时期造像又从细部特征上进行月口卜

相互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有了这些认识基础，我想应当不难月衅渗如．

对这类造像做f iE确的鉴定。 雏黔
      （三）确厮哆王朝与青唐地区佛像艺木 今

    确厮ply王朝是由吐蕃后裔确厮ply建立的王朝。确厮DIV汉语译作 “嘉勒

斯资”，意为 “王子”，其本名 “欺南陵温”，意为 “南德欧松之孙，赞普

是也”。宋太宗至道三年 （997年），确厮呷出生于 “高昌 （吐鲁番）磨榆

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河州商人货郎业贤赴高昌经商，

将12岁的确厮呷带回河州。其后，河惶地区有影响的大首领李立遵、温

通奇获悉确厮QT!具有高贵血统，遂将他从临夏县境扶至廓州，“立文法”，

尊其为“赞普，’o但是从1015年至1032年的17年间，确厮哆虽为赞普，43
但并未行使权力，而是先后受控于李立遵和温通奇。直到1032年他徙移



        青唐后，才结束了受制于人的困境，在他的亲自统治下，河惶地区真正实

    截 现了统一和安定的局面。宋英宗治平二年 （1065年），确厮呷病故，他的
    传 一、、．二一二 、：丫二．‘ 一1一，、：、，、毛， 、口、＊、二、 二二二 ，、二
    监 三个儿子不和，内证不断，王位频繁更替，相继有董毡、阿里骨、瞎征、    佛 一刁少。J，’“，日’}}Y1.}1}}71’山1L 3'911系又’曰一，11p ZYI:,曰里46,尸，土曰、“直匹·
    像 陇锣、小陇锣等人为王，确厮呀国力由此逐渐衰退，最终于1104年为北
    艺 ，＊二、
    v41 宋灭亡。    术 二、／、二。
    鉴 确厮4统治的青唐地区早在吐蕃王朝统治时便有佛教传播。在吐蕃王

  贵 朝灭法时，青唐因地处偏远，佛教没有受到打击，当时就有藏饶赛等三人由
    令 曲卧日辗转来到青唐境内传经布道，虽然规模不大，但它接续着吐蕃时期的

月甲朋卜佛教，后来影响到卫藏地区，成为西藏后弘期佛教复燃的重要火种。仅此一

． 麟锄．点，青唐地区在当时藏传佛教传播上的地位和影响就非可小视。不过在确

fi,} 厮ply建政青唐前，这里尚没有出现大的佛寺，佛教活动也主要在民间无序发

  叱哪鳄 展。确厮U}定都青唐后，寺庙才开始大规模建设，一时青唐城中“佛舍居
    令 汽一二‘：‘一：：丁’二甲’州一竺‘．’．了＿岁‘．二’、一曰二一二一兰丁犷’．，：’二＿二‘一、．” ：二厂．下

        半”，寺庙僧侣之多，可以想见。据记载，确厮G}本人十分好佛，由他倡议主

        持兴建的寺庙就很多，当时佛教的地位也很高，“有大事必集僧决之”，佛教

        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确厮OV之后，继位的几个国王也很热心佛教，继续

        建寺造像，为佛教做功德，但因战争和内部不和，经济力量明显不足，佛教发

        展也日渐式微。

            有佛教就有佛教造像的供奉和塑造。据李远 《青唐录》记载，确厮ply

        处理军国大事的殿堂旁供有 “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

        盖”。⑧该书又记载：“⋯⋯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阿里骨敛民作是像，
        民始离贰。”⑨从这些零星记载可以看出青唐地区的佛像艺术活动主要集中

        在确厮OV定都青唐时期。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没有发现一件可以

        确定为确厮Al'时期青唐地区的佛教造像实物，自然地当地的佛像艺术为何

        种类型和样式也全然不可知。不过，从青唐所处地理位置，我们大致可以

        推测它的艺术风貌和艺术渊源。h先，它地处西藏以东地区，与中原内地

        接壤，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交往十分密切，由此看来其佛

        像艺术理应受到中原内地的影响，而具有当时汉地佛像艺术的特征。同

        时，青唐地区是唐蕃占道经过的主要地区，印度、尼泊尔和西藏同中原内

        地的交往多经过这里，它在当时中尼、中印和汉藏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枢

        纽作用，当时藏传佛教和尼泊尔一帕拉佛教艺术传入和影响西夏王朝，中

        原内地文化艺术传人和影响藏地 （如扎唐寺壁画等），就是经过青唐的唐

        蕃古道。从此来看，青唐地区受到尼泊尔一帕拉佛像艺术的影响也应是情

        理之中的事。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以为这一时期青唐地区的佛像艺术

        与西夏王朝大体一致：一方面受到中原内地佛像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受
    4甲 4 "x}.-rri}}rr ～ ’ /J Iwx}v’I41V 7+"1/H 17lC}1I114jMVl̂IJ’/J     N IW X

        到了尼泊尔一帕拉艺术的影响。只是青唐地区至今没有发现造像实物资



料，这方面还有待我们去发掘和研究。

          （四）西夏王 朝与藏传佛像艺木

    西夏王朝 （1038-1227年）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北宋初年

建国，定都兴庆 （今宁夏银川）。历史上，西夏统治的地域与吐蕃毗邻，

而其河西陇右许多部落就曾为藏族人占据，盛行藏传佛教并使用藏文。由

于这一地缘和传统往来的关系，西夏在仁孝时期便正式传入和接受了藏传

佛教。据藏文文献 《贤者喜宴》记载，西夏仁孝 （(1140-1193年）曾遣

使延请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未能前来，而派其弟子

藏索吐前来西夏，后被尊为＿L师。其后双方往来十分频繁，如噶玛噶举本

寺— 粗朴寺建白登哲蚌塔，仁宗又供奉赤金缨络与幢盖；西夏人多甸木 二

雅恭仁曾去拉萨东北墨竹I＿卡建直贡寺；蔡巴噶举祥仁颇切弟子藏巴东沽 ，4 W-%J'T’一曰La 71- I)门“刁LIT--, ‘’一户Y-L FA- V,可‘I -rI L- "vv厂I I' I-1XYL %J泪“nxti LJ /ill i u 发
洼等师徒七人经蒙占转道西夏译经并讲授三宝密咒，祥仁颇切还命查巴僧 展
、二。、-}A J。、 、yrF、、 Lr、 二百一二、 a-- ;-It.: "+,r, :,r、 一L1=4" IX 4-1。．、，，，， 期
格到西夏弘法，亦被尊为上师；西夏王曾去萨迎派第下代祖师扎巴坚赞座 华

前亲近承事，扎巴坚赞的弟子迥巴瓦觉本还被西夏王奉为国师，其后此西 1

夏王孙又对萨迎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分敬信；西藏萨迎派上师扎 登
义上74’人””Nl理甲I-I’VIni,N NY i/L只’均土只‘“J队IG‘K7nmNJ理VA 1_YIN7L 番
巴坚赞 （1147-1216年）的弟子迥巴瓦觉本，也曾被西夏人奉为国师。 舍

通过这些往来，到仁孝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明显取得r重要的甚至主导 u～一 ～ ＝ i- F.’J 'J’一厂’目广列’rrsv I }< v i+朴 1上r一，齐 7J”1胶朴 ”JJ三七煞目“以＝ 一 ’J 时

的地位〔）西夏文法典 《天盛(H改所定律令》第十一章规定：蕃、汉、西蕃 期

（吐蕃）三族人可以担任僧官，但必须会读诵十多种经咒，其中吐蕃文经 、
\ J' LT夕_ _ITT/、一Jvn J且’一七’曰”’‘竺'X} /7t石l}护m’夕‘，f二工少。’片 ’r'.L百人江 令
咒约占半数。这是一条反映藏传佛教在西夏王朝享有主导地位的有力证 月ahL

据。另外仁孝乾拓二十年 （1189年）施印的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翻尹1飘吸

御制发愿文中也明确记载在大法会上 “念佛诵咒，读西蕃、蕃、汉藏经”；麟巍鞠孺

又罗氏皇太后施印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人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一呱巍黔
品》发愿文中也明确提到“度僧西蕃、蕃、汉二千员’，〔⑩这两条发愿文关 令
于诵经和度僧都将吐蕃列于首位，也不难看出藏传佛教在当时西夏佛教中

的重要地位。到四夏后期，由于西夏与吐蕃关系趋于缓和，两地的交往更

加频繁，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更为突出，国内外现存和发现的西夏藏传

佛教艺术遗品大多就是西夏后期的。

    从以上西夏王室‘于藏传佛教高僧的往来可以推测，藏族人来西夏不仅

带来了三宝经咒，也必然会带来藏传佛教在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的仪

轨和范本。口前在今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过去西夏王朝统治的地区遗存

或发现了一此藏传佛教造像和佛画，是西夏卜朝境内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抽/X ti “ 一9} F,< Vll朴件 1 'J" 1 1曰‘／尸中 ’拼「’～ ’‘节J下 ’Jiii“V F'’人’‘im曰“一 入 45
实物见证。从这些遗存和发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夏王朝境内流行的藏



        传佛教造像艺术风貌

    藏 ,i,夏境内发现的主要有砖雕佛像和绢质佛u，都是从佛塔中发现的。
    传 、n．‘、。、r，、，。力‘，、二，．二，一。二，，，．。：， ，，．、，小rrrl ,4h积。入、。阵，＿、人。击I r1.-卜
  杯 如’986‘ FT夏贺兰‘11拜寺‘’四塔天宫发现的彩绘绢质上乐金刚唐卡·上
    像 帅店 卜，以及彩绘木雕1几乐金刚像 （彩图16); 1987年‘j’夏青铜峡市 一百
    艺 ，、，。二。．；．1．1．、，、．LJ二。 、，，Ii二＊ 、、＿。，1A1- }, rr.1 1.l.、1 }，  1.0111，“、 ，N>}r＿二、
    丫 零八塔中的（001号塔、017弓塔、085号塔发现的8件砖雕佛像 （图31),    术 一-Z-/ "'r7”11 7‘八，’刁‘门‘、，’‘，‘「“、川一，，‘门从场””。’丁91'Y IAJp-即队 、田J’夕，
    鉴 以及一r1零八塔塔区河滩2号塔出长的两幅彩绘绢质千佛图唐卡尸这些
    食 、、‘、。二lflr + - r l }k1I。r.，、'H, ira．二、．、，，111.3x/. Hs; 1-ISr, 1..1、。，、，、。， t 1- .1.。，、，＊        造像和画像作品都是！·分典型的藏传佛教题材和风格的作，｝｝「，其‘t，几件砖

    令 雕佛像最具代表性，它们皆为高浮雕形式，造像的轮廓都非常清晰，虽然
月Froa几 都程度不I'd地有残损，但并不影响其艺术效果。从这儿件雕像我们可以清

姗扮潺绷楚地看出它们的风格渊源，即来源于印度帕拉风格或尼泊尔风格。这些砖

呢骂巍滋樱雕佛像向部皆呈贝叫式，额部呈弓状，躯体挺拔，肩部圆润，全身结构匀

  一耀  mo. 称，衣纹完全照搬印度萨尔纳特样式，身后的背光u马蹄状，这些都体现
    令 ’“’二“、一 丫＿一‘一‘一竺’‘’～”’‘’一’‘’””‘”’“’一””’曰’以‘一“.11“、’～＝曰尸r下～

        出帕拉造像的鲜明特点。

.pS               iMNW}N}.
                            [N1 31 二佛 11一12世纪 砖雕 高18厘米

            内蒙占境内的藏亿佛像艺术遗存主要以黑水城出上的绘u作品为代

        表 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占自治ix-额济纳旗达赖库布东南约35公里的纳林

        河东岸戈壁沙漠之中，西夏景宗元吴时兴建，为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的所在

        地，1227年为成占思汗军队摧毁（〕兀火西夏后，于至元皿十气年(1286年）

        设置亦集15路，蒙III语称“哈拉浩特”(khara khoto),元朝以后渐渐荒废。

        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洛夫曾两次赴黑水城，掘走3500余件西夏和元朝文

  ，‘ 物。Q7)其中，大约有300件绘画，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  46 ’“ ，“‘’／、“ ’‘’、”‘”一自’一，’,uÌriI-, ,v I二E’人”J已～ ／“”、‘目’‘V-1刀、’寸，刀
        馆。这此绘WHl在形式！＿有木刻版111、麻质画和织锦画等。在《西夏文物》图



录中，就收录r6件藏传佛教绘画；《俄藏黑水城文献》（全七册）中也收录和

刊出一r一些绘画图片。从总体土看，这些绘画作品的艺术风格基本一致。

关于其风格来源，国外学者大多倾向于帕拉一尼泊尔风格，即东印度帕拉和

尼泊尔风格的混合形式。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从佛像的造型特征看，

绘画中的帕拉和尼泊尔艺术因素都有明显的体现。如彩图17的释迎牟尼

佛成道画像，主尊释迎牟尼佛高额头，大脸盘，顶平而肉髻平缓，脖子短，肩

宽体圆，优美圆转的手势等都具有尼泊尔佛像的特点。黑水城金刚坐姿的

释迎牟尼佛像唐卡共有11幅，每一幅在构图和造型上略有微细差异而已。

绘画中的帕拉艺术因素在一些胁侍菩萨像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黑水城

出土的11幅以释迎牟尼佛为主题的唐卡中，每幅的主尊身旁都有两位胁

侍菩萨。这些胁侍菩萨从躯体造型到装饰儿乎完全一样 菩萨头戴花冠，

顶结发髻冠，面部很有特点，眼窝深陷，高鼻梁，面颊鼓出，下须突显， 弄

显得富态、高贵、妩媚动人，具有印度妇女特有的面形特征和气质 菩萨 发
躯体修长，体态丰腆而柔软，以三折枝式向主尊侧身站立，优美动人。菩 瓜

Pt--q4--WA, "T14TAINJIM,Wflox LA}hfjll%. tit14 a, -0   14 - N idt, +LhI -- 0, fm N RA *j- U4IVAIK}kfyalr0, 4           ff J4- }FPH 0 ll}E r- v ft A41 M w } -m-XRW              fv2 hfv1   1p     jFul     f   J IB                  "̀'41        T R  }k Al t} f*- NL1/3, Vfl1.JV-t.}7G'i}-1I1}J"1 41,‘一
种风格也足以说明黑水城的 图32 释迹牟尼佛 12-13世纪 麻织画



        藏式佛像艺术与西藏佛像艺术之间的紧密关系。（图32)
    截 甘肃境内的藏传佛像艺术遗存主要在榆林石窟和东千佛洞。这两处石

  给 窟都在甘肃安西县境内，位于莫高窟东数十公里处 据考，这两处石窟在
    佛 Ikt{ 'F1 N'Iz「，1/N X K'I Lz'RI'7 ,  I 1L’天I -J /tti /ill SVl’U - t_'1L’7/Cl，’) = Y'7从‘目        /t11 '11-
    像 当时之所以出现藏传佛像艺术遗存，是与当时西夏王朝在其西境设立的监
    艺 、 。 “。、、，：，，、 二。l1.1，＿。＊＊、二 、、 ：：．。、 、、Ytt eY 二，。＂
    】 军司— “平西军司”置于瓜州有密切关系。在榆林窟第29窟窟日南侧    术 十r'J              I  K i -Y }'J     J-1  J  / H} l l l "" "111 %J人小n  'I "1-.'Ip0'I'Ì/W >f7 ～                     /tti /W曰 Iti IR'J
    鉴 所绘西夏装供养人像题名中署有 “大瓜州监军司”，就是有力的证据。
    食 ：。nt、。。、二 。，、。。，、 二，、，，。。、k了：＊ 。。二＊、，、，，二，油＊，。：血

        1999年岁末，笔者有幸考察厂这问处石窟，对石窟中的藏传佛像艺术遗

    令 存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这两处石窟各保存有两个西夏开凿的带有藏密色彩

月甲匆么的洞窟：榆林窟为第3和第29窟，东千佛洞为第2和第5窟。洞窟的形

一减瀚匆．制两处略有不同，但同一处的两个洞窟形制则完全一致：榆林窟两窟为中

嘿瓢麒渺心设坛的单室形式；东千佛洞两窟分前后两部分，后部为礼拜道。两处四

  r哪鳄 个洞窟目前塑像全无，所存主要是绘于四壁和窟顶的彩绘佛像。从绘画内
    令 ‘’‘”’万’‘”忿’”’一二几一’．二’．‘二一 土一‘＿r．’＿一”‘一”一：‘”二士长1一’一’一泣少一丁’．‘

        容和风格［看，不仅有西藏的，同时还有汉地的，但两种内容和风格的绘

        画并不相融或相混，而是各自形成独守的画而，表现独立的主题和思想，

        它们与后来元朝在莫高窟出现的纯粹的藏传佛教洞窟 （如莫高窟第465

        窟）有明显的不同，这叮能与当时西夏境内流行的显密并重的佛学风气有

        关。关于这两处洞窟的密教内容与题材，宿自先生曾作过专门的考证，详

        见他的《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但是对其绘画题材的宗教

        意义和宗派属性，宿白先生没有作进一步探讨，目前也未见其他这方面的

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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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空行母 12世纪 壁画



研究文章。关于这四个洞窟中的藏传佛像艺术风格，我看同黑水城出土的

绘画基本一致，都属于西藏早期佛像艺术模式，带有明显的印度帕拉和尼

泊尔佛像特点。如佛像面部上宽下窄，头部肉髻高隆、躯体挺拔、全身比

例匀称，与元朝大头方面、躯体短粗的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其他如本尊、

女性尊者、护法神等也体现出同一时期西藏中部地区的艺术风貌。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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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到厂元朝，藏传佛像艺术发生了较大变化。1271年崛起于我国北方

月甲期卜的蒙古民族统一中国，建立起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元帝国，西藏也正

m Vl'I．式归人元朝中央政府，成为华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这一重大的政治变迁

旅.c瓤 为佛像艺术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随着国家民族的统一，西

  叹卿释 藏结束了400余年的纷争割据局面，藏传佛像艺术实现了历史性的全面融
    令 ？尹～一二‘．厂’二‘’二二＿二一卜‘花一几厂下”．＿毛了！广长．＿’一‘＿丫一“、＿二了几万厂宁一亨一’一二“J－

        合，通过融合，西藏原有的各种艺术风格相互吸收，逐渐趋向统一，藏民

        族审美意识也因此得到明显的增强；E=7此同时，随着国家统一和元朝对藏

        传佛教的大力推崇，汉藏文化艺术交流异常频繁，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形式

        纷纷传人内地北京和江南等地，汉地文化艺术也不断地影响到雪域高原，

        通过这种交流，藏传佛像艺术受到f中原艺术的明显影响，打上r中原审

        美和艺术手法的明显烙印。另外，由于公元 12R纪南亚大陆的佛教和佛

        教艺术在伊斯生民族的摧毁下纷纷消亡，只剩下尼泊尔一地继续保留和延

        续着旧有的传统，这样在外来艺术影响 卜藏传佛像艺术也出现r新的变

        化，即出现了以尼泊尔艺术为主的外来艺术影响的格局。元朝藏传佛像艺

        术出现的这些新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转型特点，在藏传佛像艺术史土具有

        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藏传佛像艺术的 “转型期”。

              （一 ）阿尼哥与尼泊尔佛像艺木 的传入

            元朝时影响西藏佛像艺术的外来艺术主要是尼泊尔艺术。从文献记载

        看，尼泊尔艺术对西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大批尼泊尔艺人翻山越岭来到西

        藏帮助造像itu实现的。由于藏传佛像艺术注重纯粹的宗教情感，从不雕刻

        造像者自己的名姓，所以大多数尼泊尔艺人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迄令为

        止也没有发现一尊留下尼泊尔艺人名字的造像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

        这些尼泊尔艺人中，有一位最杰出的尼泊尔艺术家的名字流传了下来，他

        就是阿尼哥。阿尼哥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杰出的成就得到了元朝帝工的极大

  。。 尊崇，他死后，元朝大学士程矩夫专门为他树碑立传— 《凉国敏慧公神
    50 ’＿’。产脚目’,u Vi/\-j 一L'I 11“一／、‘’J / 7 1 C=i "1 11-1, V- I -c            \\ IA 11- 1 IVAJ llvI Ga "I "F

        道碑)(1) n同时他还被收入明人纂修的 《元史》之中。阿尼哥的传记材料



对我们研究当时中尼佛教艺术 （包括佛像艺术）的交流和尼泊尔艺术对我

国西藏和中原佛像艺术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

    阿尼哥 （1245-1306年），又名阿纳噶木。1245年出生于尼泊尔帕坦

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属于尼泊尔历史最为悠久的纽瓦尔族。他的出生地位

于今尼泊尔圣阿巴格帝南岸，北望首都加德满都。历史上，这里以建筑、

雕塑和工艺制作著称，有 “良工之萃”的美誉，是尼泊尔古老的都市之

一。阿尼哥自幼生长在这块艺术沃土上，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染。三岁

时，父亲便带他去逛各种庙会，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帕坦大街小巷的寺庙

和佛塔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次，在一个法会上，他仰

望着寺庙那高耸入云的佛塔喃喃自语道：“这塔的主心木、相轮、塔身是

谁设计建造的？”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到惊讶。长大以后，他开始诵

读佛经，并兼习雕塑、绘画等传统技艺。他勤奋好学，天资聪颖，所学无

有不通。从阿尼哥童年到少年的这些生活和学习经历看，他后来成为一名

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并不是偶然的。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尊奉西藏萨迎派第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并授 气
以玉印，最终使西藏顺利地归附元朝中央政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族的一 转
。 、二＊＊。二、二，．。二．曰二： ．、，二二、-4-、    r-i }、    "， ,L  ,,、二、。 、户，。，」。。 型
员·为了庆贺西藏的和平归附，以表蒙古帝国对西藏的重视，忽必烈立即 扁
救令八思巴在藏地修建一座黄金塔。因为西藏与尼泊尔山水相连，当时身 ｝

为萨迎派第一任本勤的释迎桑波深知尼泊尔多能工巧匠，就将建塔之事托 先
付给当时的尼泊尔国王。尼泊尔国王欣然接受了释迎桑波的求助，立即在 翔

全国征召工匠，最后挑选了80名优秀工匠，阿尼哥即为其中之一。当时 、土Vi-' M'P土k!. I取，口77 r ALJOU们’儿乃 ‘Kl’r̂J’‘"i pi,／习夕弋”‘ 。习目.i 令
他年仅17岁。 月．卜

    阿尼哥与众工匠一起带着尼泊尔人民的深情厚谊翻山越岭来到西藏，口r}r4 M,

人藏后便立即投人到建塔工程中。他们不畏艰辛，日夜奋战，仅用两年时翩翻酬姗

间就完成了建塔任务。在建塔过程中，阿尼哥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河气翻铲
指挥才能，都让冷眼旁观的八思巴看得真真切切。所以在黄金塔建成后， 令
八思巴执意把他留了下来，并亲自为他剃度，收为人室弟子。1262年，

忽必烈诏请八思巴进京弘法，八思巴动身时特意将阿尼哥带在身边，准备

推荐给忽必烈。抵京面圣时，忽必烈问阿尼哥：“你到我们大国来不感到

害怕吗？”阿厄哥回答说：“圣人对他的人民像孩子一样关心、爱护，我来

到您的面前就像来到父亲面前一样，有何惧怕呢！”他的回答机智果敢，

不卑不亢，大出忽必烈意料，令忽必烈惊叹不已。从此阿尼哥开始受到忽

必烈的赏识和器重。

    在重用阿尼哥前，忽必烈特意让他修补一躯宋室遗留下来用于针灸的      IA. 川r̂j i c" u-i n a 9  , v, }'r�c -I " i ,W, vi. I u Ii曰 i'ir-,I,--t} AYj W ’ijl} 14 1“’'""4  51
铜人，为的是考核他的艺术才能。铜人是专为针一灸而设计的，周身满布穴



        位，以作练习、考核针法之用。由于年久失修，铜人的关扁脉络大都损坏

    截 失灵，曾经找过许多工匠修补，但无一人能担此重任。阿尼哥接受这项任
    传 、。 、户、zm, bFl；、 、。。，1、剑：。 杜一、放：二 、：、丽抉 /,/I二全cF?    ,'Stit 务后，潜心研究铜人每一个细小部位，精心修理，经过四载，终告完成、

    像 忽必烈得知铜人修好后，欣喜若狂，当即叫来大臣和皇室匠人前来观看，
    艺 、}Ir A :>1。二：、二二。，，、 01 -.}, All二，。二，/vft 4,7 .,h bF l；二二/E1 PIZ        YJr l"}.
    L4. 并当众对阿尼哥大加赞赏。皇室的工匠见到修好的铜人无不佩服，一致J凉    术 夕’门从 ,̂jr-i iuw／、／川只贝。土土117O L-KLJL}IJV?l AJ目JN"J/.1/U' I' VIP%NIX f ～’小
    鉴 叹道：“天巧，非人所及也。”阿尼哥由此而名声大噪。从此，忽必烈便把

  金 一些修寺、建塔、雕塑方面的重要任务交给他去完成。
    令 阿尼哥不辱帝王的重托，积极地效忠于元王朝，不遗余力地贡献他的

月旅几 艺术才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由于他在艺术＿L频频做出成绩，他在

． 碱撇．元朝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元至元十年 （1273年）他被授予 “诸色人

碾漱腻渺匠总管气 至元十五年 （1278年）又被摧升为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

  ，哪笋 作院事”。“将作院”是掌管宫廷服用及各类器物制造的机构。一个外国人
    令 ：：’二了二 一 丫二！！丁一、’二‘丫二二丫了万了哭二丫一哭：’’一竺几二二一：‘j＿ ：”二 －

        能成为 “将作院”这样一个重要机构的领导，足见其能力和影响非同一

        般，同时也反映r元统治者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宽容政策。

            1306年阿尼哥碎然逝世于大都，享年61岁。元成宗特地为他辍朝致

        哀，并赐他 “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等尊贵称

        号。还按其本国风俗，将其遗体火化。他的身骨葬在了当时的宛平县香山

        冈子原。他一生共娶r10个妻子，生有14个子女。阿尼哥的墓地今天在

        哪里？他的后代今天还有没有？这些都为中尼两国人民极为关注！但至今

        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阿尼哥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他的艺术才能体现在建筑、雕

        塑、绘画等多方面，并且都有突出的贡献。这些在元朝大学士程拒夫撰写

        的 《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有明确的记载。其中，在塑像方面，他的成就

        尤为突出。元世祖至元二年 （1265年），他向忽必烈献上修补好的铜人，

        大受忽必烈的称赞，这是他首次显示在塑像方面的才能。自那以后的几十

        年艺术生涯中，他在朝廷设置的 “梵像提举司”辛勤耕耘，为各地寺观塑

        造了大一EL佛像。《元史》中说 “凡两都 （大都与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

        手”，U -u丁见其塑像数量之多。《元史》还称他 “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④
        以此结合 《元代画塑记》的记载，可以推知他当时塑造的佛像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夹F"像；一类是失蜡法铸造的金铜造像。由于阿尼哥在艺术＿仁

        的频繁活动和突出成绩，他和他的艺术风格在当时的中原地区产生了极大

        影响，当时人们都称其造像为 “西天梵相”或 “梵相”，表现出对其艺术

        风格的认同。同时还有不少人投其门下，从他学习技艺，大都宝抵人刘元

  ，， 就是其中的一位，也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52 JYu /,C 7Z'’,+ J I-’} “11,1 1 '-V N 7。 1I/ll4%LO

            阿尼哥传来的 “西天梵相”由于地域不确切，过去曾引起国内学人的



种种推测，有人说是西藏造像风格，有人说是印度造像风格，其实具体应

为尼泊尔公元12世纪时的造像风格 尼泊尔佛像艺术的肇始与印度同步，

也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其后经不断发展与演变，在公元10世纪时开始

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到公元12世纪时终于形成了具有其民族特色的艺

术模式，艺术风格与手法皆臻于成熟。阿尼哥来自尼泊尔，他的 “西天梵

相”自然秉承了尼泊尔成熟期的艺术风格〔、当然，尼泊尔佛像艺术风格是

在吸收和融合印度帕拉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其风格中保留了较多

帕拉艺术因素，国外学者习惯称之为尼泊尔一帕拉风格；再者，尼泊尔艺

术传入中原后，又受到了中原艺术的较大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

识到元朝尼泊尔佛像艺术不仅仅是传统的尼泊尔艺术风格，同时还夹带有

印度帕拉艺术因素和中原艺术成分

              （二 ）西藏地 区佛像艺木

  公元1206年，崛起于我国北力一的蒙占民族正式建立大蒙古国，从此 气
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1239年据守凉州 （今甘肃武威）的蒙古皇 转
二二、+1u .}u：二。，“。，；、：、 ，，，。，二、1.1,、     "J- VY/:}rf- -'t,，二；AaY    1-11,1;61 1 I f -'-R -1, i.I' p17 型
太子阔端藏语称“郭丹大毛”派大将多达那波率兵人藏，意图以武力征服 扁
西藏，但结果两败俱伤，这是蒙占经略西藏的开始。1244年，阔端采纳 J

多达那波的建议，遣使者迎请当时在西藏最有威望的萨迎派第四祖萨迎· 光
贡噶坚赞 （简称萨班）到凉州会面 1247年萨班在凉州与阔端会晤后， 翔

亲笔书写了一封致西藏僧俗首领的书信一 《致番人书》，劝说他归顺蒙 令
古。这封书信对后来元朝统一西藏打下了重要基础。1251年萨班在凉州月．压

圆寂，临终前传位给八思巴。1253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口r矍熟．

从此，八思巴便追随于忽必烈左右，成为其家庭仁师。1260年，忽必烈翩巍飘孺

即大汗位，封他为国师，并授以玉印。至此，标志着西藏正式归附元朝，域赫淤
元朝也正式实现了对西藏的统一管理 令
    西藏归附后，元朝对整个藏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在政治上，

元朝由上至下设立宣政院u)、乌思藏宣慰司和 13万户的三级管理机构。

在宗教仁，将萨迎派奉为至上而独尊之，封萨迎派祖师为帝帅，“帝师之

命与诏敦并行于西土”，口帝师享有极高的地位；同时对藏传佛教在藏区和

内地的传播也给予极大的支持，j一‘建寺庙，大兴赐封，使藏传佛教呈现出

空前繁盛的局面，正如 《元史·释老志》所说 “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

同语”。⑥在元廷的统一管理下，西藏地区在政治和宗教」几出现了统一的局

面，统一听命于元朝委任的萨迎政权，西藏与内地的交流也开始了有序的 ，3
开展。元朝时西藏在政治和宗教卜的这些变化也极大地影响着西藏佛像艺



        术的发展，由于元廷的支持，西藏佛像艺术呈现出旺盛的发展态势；同时

    藏 在统一的政治和宗教局面卜，佛像艺术风格开始朝着民族化和统一化的方

  给 向迈进。其中艺术风格的变化尤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
    体 I"J)C} -4 jLL。rk'T' C-/I}hVITT‘，”SL ILllu“”'Y7 w’} r yr r-- }} i_ L Y'7’/J IL"； !t IwKA
    像 化。当时不管是藏中地区的造像，还是藏西地区的造像，我们都能明显地

  垫 看到西藏本土的审美因素和＿f一艺技术在造像：的体现 二是统一化。主要    术 口TJ"9151}1 'rt"儿卜，“卜t’人‘’”尔’曰”一’- L- LX' I1'11..1ti 17,’一曰1 YY' %L,一碑JL ’、。一‘
    鉴 体现在各地域对外来艺术形式的统一吸纳和各地域间的相互吸收和学习

  食 ＿。，如藏中、藏西、藏东各地都统一吸纳了尼泊尔艺术或称尼泊尔一帕拉
    令 艺术，同时它们之间又一互相吸收了各自的艺术因素和工艺特点。

月矛习压 元朝时西藏从地域上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区域：一是藏西占格，即今阿

且kJ翻口里地区，当时仍有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二是藏中地区，是萨迎政权的势

，嘿舰履夔力范围，包括今日喀则、拉萨等地区；二是藏东地区，包括今西藏、昌

  烈哪鳄‘都、四川甘孜、阿坝和青海玉树等地，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区。这三个地
    办 卜’一’『” ’卜’‘” ” ‘ ””’J’‘一 ’切诊一“’ ～’一～‘“～、J”～”‘一“ 一 ～ 一 ’一～

        区由于受原有艺术风格和手法或邻近地域的影响，造像的风格特征，各有

        不同的表现 其中，藏西造像地域特点尤为明显，风格基本统一，藏中和

        藏东地区由于艺术来源多绪，风格变动不定，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1.藏西佛像艺术

            元朝时，藏西地方仍保留着｝［］有的统治方式，由古格王朝继续行使其

        对属民的管辖权，元廷只在那里设元帅二人，管理军务。这一管理体制对

        该地区文化艺术按照传统的方式继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维护作用。藏西佛

        像艺术在两宋时受邻近克什米尔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造像风格和

        特征。但是到了元朝，由于伊斯＿‘仁民族对印度佛教的破坏，克什米尔的影

        响逐渐减弱，尼泊尔艺术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多。在新的艺术形式的影响

        下，藏西佛教造像亦早现出新的艺术风貌，确切地说，即 “元朝藏西造像

        风格”。在这一新的艺术风格中，传统的艺术因素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从

        而使造像表现出来的地域特色仍然非常突出，但是新的艺术因素的影响更

        为明显，从而使藏西造像出现了区别于过去的新变化。元朝藏西造像实物

        从目前国内外公布出来的情况看，数量不少，尤以铜像居多。元朝藏西造

        像风格非常统一，现将其艺术特征归纳如下：

            面相 面形方圆或长圆，五官端正，两眼细长，呈柳叶状，眼睑低

        垂。眉毛一般在隆起的眉弓上刻画出一道阴线表示，双眉呈倒八字形外

        翘。眉间有圆形白毫。额部较为宽平。鼻梁挺直，鼻翼外张，不像前期的

        扁平式。嘴部下唇厚出，L唇唇角翘起，刻画细致人微。（图34, 35)

            头饰 佛装和菩萨装略有不同。佛装很简单，头部多饰螺发，头顶有

  “ 肉髻高高隆起，肉髻仁有尖圆形火焰宝珠〔菩萨装头饰一般是花冠和发髻
        冠组合的形式。发髻冠束于头顶中央，呈高扁状，顶部也饰有火焰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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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释遨牟尼佛封底

正面可见阴线刻画的平行斜线，表示盘起的头发发丝。花冠饰于头部外

沿，一般由五个花瓣组成，制作轻巧剔透，繁复细腻 花冠的花瓣较大，

有的在五花的顶部安置r一根横梁将五花相连，像是起固定花瓣的作用，

也有很好的装饰效果。但也有不是五花冠的形式，其形制是正面呼’央花瓣 55
呈半月形，两侧有一至两个花瓣。这种花冠在明代藏式造像上很常见，应



        当是明代菩萨像花冠样式的直接来源。菩萨耳际一般都有U形翻卷的增

    截 带和向外横出的扇形冠结。（彩图18)
  经 躯体 明显不如尼泊尔和克什米尔造像浑圆而有气势，造型单薄，躯
    佛 ”L̀冲 叨'IV' I")lH/r}1H/J"TH几”’卜／J‘“”’十四11u门、“，件上护，”，QL.
    像 体宽扁，腰很细，四肢也比较于瘦。造像全身的比例基本匀称，惟其不足

  垫 的是脖子细长了些，尤其是菩萨装造像更明显，显得上下很不协调，要不    术 " ;) ACUY“二山‘、’匕’/U7;}ALL‘J沙叭思’小人’月平’‘”‘」一”卜’．”““一‘，，”
    鉴 是上下都有装饰弥补，将会大大地影响到造像的视觉效果。

  食 服饰 佛像着袒右肩袭装，完全采用萨尔纳特式手法表现，仅在胸
    令 前、手腕和两腿处刻画些边线表示着衣。衣纹很朴素，不像尼泊尔惯用连

月甲4I压珠式或其他复杂的衣纹线表示。菩萨装造像一般上身不着衣，只有胸饰，

一 iv,4 1．下身着长裙，衣纹手法与佛像略同，不过其腰部和腿部多为双线表示的冤

.... -嘿燕 -W衣边。双线或为连珠式，或为阴刻线，有时衣边上有阴线刻画的几何纹

  ，嘿黔 样。另外，这两类造像的坐像双腿前一般也有扇形的衣褶，但衣褶的折角
        较大，不像帕拉和尼泊尔造像那么细密和规整。（图36)

d.. -   SSA.     ' }                       },I1
                            图36 绿度母 13世纪 黄铜 高17 5厘米

            装饰 佛装造像身体部位一般没有饰物，有饰物的主要是菩萨装造

  5‘ 像。菩萨像饰物主要突出在胸前，自脖子往下先是一条项圈，以连珠或光



素无纹的圈带表现；接着又是一个宽边圈饰，正中有三角状花形饰物垂于

胸前；最下层是一条长链，一般为双层连珠式，呈U字形垂于两乳内侧，

肚脐上方。手腕、臂上也都有训饰，手腕上VJIl饰多为圆圈形，手臂上VJil饰

多为花形。脚踩上一般无训饰。在菩萨装造像上还有一些其他装饰，即被

帛和乌波罗花等，一般与造像内容需要相关。其中被帛装饰颇有特点，它

从两耳际呈环形自上而下，绕肘部然后搭在两腿外侧，这样便在身体外侧

形成一个圆圈，宛若造像的身光一样。被帛本来是搭在两肩上的，汉地及

明清藏式造像皆如此，但藏西造像对被帛的处理手法纯然是从装饰着眼，

求得与头部装饰的协调。因为头部的装饰比较复杂，如果没有这一环形被

帛，整体上便有头大身轻、上下失调的感觉。被帛上一般又以阴线刻画一
些纹饰。肩花也采取了艺术的处理手法，它的枝干部位插接在莲座上，应

该是帕拉和尼泊尔造像的习惯做法，枝于粗硕，花瓣呈伞盖状，造型很朴

拙，这种处理也是为了造像整体之和谐，与被帛的艺术追求相同。从造像

被帛和肩花的处理手法，我们不难看出古格王朝的匠师们对美的执著追求

和较高的审美水平一与雕塑技艺。（图37, 38)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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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大日如来 13世纪 黄铜 高2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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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 大日如来 13-14世纪 黄铜 高25 4厘米

            莲座形式 一般为束腰形式，平面呈梯子形，施有双层莲瓣。莲瓣宽肥

        硕大，光素无纹，其尖部向外略微卷起。由于莲瓣较大，一般正而只能排列

        五六个莲花瓣，背面不施莲瓣。莲座的上下边沿饰有连珠纹，连珠或为方

        形，或为圆珠状，造型粗硕古朴。下沿的连珠一般紧贴座的底部，即所谓的

        “落地珠”。元朝和此前西藏佛像莲座下沿的连珠大多是落地形式，这似乎

        可作为鉴定这一时期佛像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莲花座的底部封盖一般采

        取包底法固定，即将底边内敲包住封盖的方法，这也是藏地惯用的包底法〔

            工艺 造像质地大多是黄铜，与公元10-12世纪时这一地区造像质

        地完全一致。铸上十分精细，胎体很薄，做工轻巧别致，表面光亮、圆

        润。躯体大多不镀金，只在面部贴金。用红铜镶嵌衣纹、胸饰或训饰，用

        白银嵌眼珠的工艺仍可见到，但不如前期普遍。

            题材 造像多为寂静形，如五方佛、四臂观音、文殊菩萨、度母等。忿怒

        形造像一般不多见，如图39的金刚亥母像算是一尊难得的代表之作。

  58      2'藏中佛像艺术
            藏中即西藏中部地区，包括今日喀则、山南和拉萨等地区在内。元朝



时，由于蜘 咖 断 现 一

则地区的萨迎南寺，所以当 ．．．从目砚困翻段砚添几目．．．

时藏中佛教和佛教艺术发展 翻易翁瞬麟形险麟豁..'翱 口口．．

的重心主要在藏中偏西的日 麒撇鬃麒蘸黔赢蕊黝翔．麟 om 毅翻

喀则一带。由于藏中地域厂‘耀黝黝黝黝淤丫矍逻皿口峨霎撇黝黔.. }p魏.

阔，各地佛像艺术的发展都 撇撇黝姗撇赢翩面丽晚狐．．硼蘸撇黝黝

不均衡，艺术风格也不尽统 黝姗撇黝撇 毓 ．翻．嘴峨加

一。从史料记载、寺庙供奉 髓麟燃料错粉州份卿脚 酬洲黑赢

和各地散存的实物看，当时 从从叮兔注几渊翩．．．暇h ）一麒撇姗｛撇翼
在这一地区应有藏西、尼泊 ‘ 泌臼．．口圈成眺日 .一那111鄂

尔、帕拉和汉地等多种外来 侧画泊 乏归禅爪．瓜酬沁＿r树
艺术因素存在。基于转型期 一～－侧隆 .0么下 “’“秒

的特点，这些艺术因素与藏 月．甘.A曰r ‘

民族传统审美和雕刻手法的 盆甘 N KK

融合尚处在变动之中，没有 ＿＿＿礁猫翻目心自L． 气
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艺术风 毓密名画画困画恤日．．瓜～ 转

格来，只是在不同的地域， 攫置溯目卿畔目曰攫谬 翌
1H11, f   /\ - I-IA1,1,,再' I'', I. J +U .NA-I-Ft-}9一匆．．．．．吸 卒
的体现而已。如在日喀则地 翎暇扁赚蔗熊侧暇瀚点woommow, 尘曰J Y'1"'～ IM U O   TH'I}卜，’石7V7 IV 一 朴－一一 元
区藏西风格的影响比较突出， 绷

而在萨迎和拉萨地区尼泊尔 图39金刚亥母 令
和帕拉风格的影响比较突出。 13世纪 黄铜 高33厘米 月．压

元朝时中原与西藏的往来 ｝ 月!!̀"

分密切，西藏佛教艺术如建筑、雕刻、绘画等形式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毓,T-

中原地区的影响。当然，在各种艺术因素中，尼泊尔是无可置疑的主流因 - _.
素，尽管当时佛像艺术中的民族化发展急剧增强，也没有改变尼泊尔作为 今
主流风格的地位。总而言之，在西藏中部地区，不管是何种地域、何种样

式的佛教造像，都脱离不了尼泊尔风格的这一主体，尼泊尔艺术在元朝藏

传佛像艺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了解这一点应当说基本把握住了元朝藏传

佛像艺术发展的主流方向，对我们鉴定当时的佛教造像也有重要的指导性

意义。由于缺乏判定当时造像时代和地域的较为科学的依据，下面就根据

一些实物归纳出如下几种造像类型来。

    A型 产地可初步定在以萨迎寺为中心的藏南地区。时代可定为公元

12-13世纪时。典型实例是萨迎南寺主殿的释迎牟尼佛铜镀金像·（彩 59
图19)其艺术特征表现为：造像头部较大，面部扁圆宽大，头顶平缓，



        肉髻高高隆起。五官端正，眉眼细长，钩鼻小嘴，口鼻较为集中。大耳垂

    截 肩。躯体浑厚，肩宽胸挺，四肢粗壮结实。脖子较短，显得有些不协调。

  经 身着袒右肩架装，衣纹简洁，衣纹的表现手法完全采取萨尔纳特形式。整
    体 7Jt-zl,r-,-lJF1}m双’'l-} 11 I p1 1 R’协从uU-rr+ir. J ic,,} l,土iln}ur)  /4,}ri'IV iv--\}。芷
    像 体看，这一类型造像造型非常夸张，气势恢宏博大，神态威严庄重。这种

  荃 艺术气韵是任何一个时期的藏式佛像无与伦比的。这一特点与其说是受了
    术 。／卜}, PJ/I--’一’， I  "7 391目70KLy"Vl+l}J,"u J’。卜。目Jo .L ””‘、八J }'C }JI+KCX ‘
    鉴 尼泊尔成熟期造像风格的影响，不如说它与元朝国力强盛和蒙古民族威武
    贵 ，。；曰。、}t.-AL- q4,h- 、一、、 ＊ZIÌ_!.-t6Al #IIMr、I&l ，、。＿二白脊灿＊日2;}I，二古。、    Ilk 瓢悍的审美崇尚有关。看到这种类型的造像，我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元朝绘
    令 画中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蒙古人的形象，这一类型佛像与当时蒙古人形象

月从几 在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上确有相似的表现。这一类型造像目前遗存不是很
皿碱抓．多，但是偶尔也可看到。（图40, 41)前几年我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中国

耀撅然卿文物交流协调中心和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佛造像中都曾分别看到过几尊。

  整哪鳄 其中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尊最为突出。它是一尊释迎牟尼佛像，约有
    o00 ‘、’一 “户”‘’，’曰’／、分”” 切一 ‘／、一 目 ～ 一 ’‘”一 ’‘～．／’一’一‘一’

        60厘米高，造型夸张、气势逼人，风格特征一如上述，是我见到的除西

        藏萨迎寺外此类型造像体量最大的一尊。它的气势和神韵使我当时大受震

s}          -A
    60

                            图4l） 阿闪佛 13世纪 铜镀金 高30厘米



动，至今仍难以忘怀（

    B型 产地可定在萨 ＿
迎地区或拉萨地区。时 翼珊熟巍缀翻对麟姗翻日日口口翻

间可定为公元 13-14世 餐撇撇翼豁戮跳教溯翻画户．．．

纪时。实例是散存于各 夔髓 mm 哪瀚眺麟．因．．．．

地收藏的铜镀金造像。霎黝粼黝豁燕狐瀚口巴留嘿粗．魏

从目前所见实物看，造 ！髓黝黝麟蒸熬瓤．．口画．．谬．

像题材主要是佛像、菩 一耀黝撇黝鞭黝黝黔．．甘．峨麟理

萨装造像，以及祖师像 撇黝撇黝撇黝黝黝嘛哪毓腼麟瓤黔．

等。其突出特征是：造 姗撇黝姗黝黝一，赢 厂黝 瓜淤翻口．．翻

像铸工精细，胎体厚重，姗嘿姗黝黝绷 绷黝翩撅 .翔   .平赶也肠目圈目
造M)浑圆，普遍头大而 撇黝撇撇黝黝 耀黔睽黝龄呱畔一疑姗毅愚l  ;

脖子短，头微下额，呈 叮哪撇姗耀瞿黝 :af攫嘛黝 ::粗赢黝翔

沉思状，四肢短粗，全 ”么澎肚粼廓熙巍撇蒸

身肌肉劲健有力。整体 耀一淤舒 竖麟鳄憋咒黯巍徽 ’ 气
造型与 A型有些相似， 骂蘸粼髓删缨矍脸麟逻塑黝瘾瓤赫1翩鹭 转

们“ ·‘“‘” 甘‘ 耀溯舰瀚巍翩砂鹦理叹阴四碱漏撒撇 型但没有A型夸张，基本 喘嘿嘛卿照猛赢赢翩麟鳃黝赢酬哪 Ito1-1JG "" 几       A }E 7 +A f   }'t' －一－一 期
接近人体比例，只是脖 ｝

子较短而已·衣饰特点 先
是：佛像衣纹完全与 A 图41释逛牟尼佛 栩

型一样；菩萨装及祖师 13世纪 铜镀金 高31厘米 、-I--,  Ir r I百Nl  -f< X1几“甲 ‘一 ’“一 ’叼、’‘’一 今
像衣饰风格基本承袭尼 月．压
泊尔或帕拉造像的遗风，比较繁复别致，习惯以连珠来表现衣纹，立体感翻r遭翩．

甚强。体现在造像上的外来风格仍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从面相、莲座形式翩翻泄孺

等方面看已融入r西藏人的审美特征；特别是造像的面相已明显藏化，看 涵
上去不如尼泊尔造像妩媚。 今

    我们看彩图20的释迎牟尼佛像，它的整体造型和衣纹表现一如上述，

具有鲜明的尼式风格。但佛像的面相明显有别于尼泊尔，呈扁圆形，虽然

五官的特征和布排仍具尼泊尔特点，但是由于脸形变了，整体表现出来的

形态和神态都给人以异样的感觉，比较接近西藏人的审美。另外，佛像的

莲花座形式也是酉藏化的重要体现，因为尼泊尔佛像习惯用大梯子形的莲

座，＿仁面施以宽大的莲花瓣 这种莲座造型及莲瓣皆小巧精细，其造型与

上部像身十分协调，这应是藏人的独创。这种莲座形式应为明朝西藏和内

地造像中常见的束腰式莲花座的母体，但其深束腰和下缘连珠的落地形式 ‘，把坦 ’价”巾7‘卜，毕不）以找故“七比u7，rr’I- .̂1 4}c I'll il} NSC‘，11’4,11--.i11.J1A,u- 61

应是这时期莲座上独有的，是时代特征的重要体现。



            再看图42的大成就者毗瓦巴像。此尊为坐姿，左腿盘，右腿支起，

    截 有一条较宽的禅思带套在膝盖和腰部，表现禅修时的姿势。右手上举，食
    传 ＋匕，山it]。、匕 、不、：＊、 。、．、 ＊。，＊‘，、 。：L，二， 、-1f- r I
  s 指伸出上指，左手当胸捧人I mm碗。满头饰螺发，头上还戴一个花环·双
    像 目圆鼓，眉间有白毫 两耳配圆形大耳环。脖子上戴项圈，左肩斜披一个
    艺 二，。，二．二。二。、， 。＊。一。。「1j-d -,E--．，、二＊＊ 。。，、。m。、，、比＊ 。、二、。二
    '[r 大花环；下身围兽皮，后部有阴刻有小碎花。躯体肥胖壮实，肚子很大。    术 /" 'I L,l1'” };-Il W百IX ,  4-1目V,[j’，’A'1'"”" k"Y"It o  }JL̂̂- Yi'FJL.}/JT'11-大”上七“IK 0',o
    荃 这些特征既体现出南亚人的形象和装饰特征，同时又表现出大成就者真实

  贵 的修行生活风貌。莲花座为圆形，双层莲花瓣紧靠座的上部，莲瓣下有一
    令 道宽边，上面教刻一周涡旋状植物纹。莲座上下边沿各有连珠纹装饰，底

月硬后压沿还有一周落地珠。莲花瓣细长饱满，显得劲健有力。通体皆体现出鲜明

，慈兹姗 的时代特征。

矍溉撇娜 一 姗 面的实例我们

  ：哪黔 ．．．．．．．．．．．．．．．． 不难看出，这两尊造像

  今 ．．．．．．．．．．．． 虽燕菌巅粉采尚品露昼
          ．．．．．呱日．．．．．．喃瀚． 各异，衣纹繁简不一，

          ．．．．圈门．．．．．．碱泌撰口 但它们的艺术风格是完

          ．．．．．．嘴瑙 PM口口翻i恻翔 全一致的，造像铸胎厚

          魏翻胭目砚目蕊口．．．蕊嘿碱翩． 重，工艺精细，躯体浑

          豁撇黝髓麒然粼游口呱 ,      ""' 口日．日麟 .r.厚，四肢粗壮，肌肉结

          翼黝黝髓黝赣狱撇姗 qw ,i,_z目． 实，全身富有张力、充

          撇黝黝粼黔蒸留日樱p 聪*"明份 满活力。它们的整体造

          撇撇姗撇撇目日目．恻 覆 ．．．．日塑 型和艺术手法虽然仍以

          一姗娜耀姗髓溯．．．．日．．．．．畔酬蒸戳黝黝粼｛尼泊尔艺术风格为主，

          姗姗腿撼撇髓 编腼翩．瓜圈分呀锣呱'am 但是已融人了较多的藏

          嵘罐鞭姗睽卜．川渊甘赞．．．．．．．．日缨撇象r民族审美情趣。在当时

          炒撇随圈截铡确日．日日．娜日．．．．．可！狱 尼藏佛像艺术的融合中

            竺樱加．．嗦．．．口．．．．．日． · 这一造型样式应是最标

            溯麒巍娜圈目肠日．嘴日臼．．．． 准的范例，它对后来明
          翻洲圈即恻翻阴．．．．．．．．口．目．咧 一代藏传佛像艺术的发展
                ，嘀翩呱佩麟．扁哪网用赚偏．脚峨呱确举麟．翩藕佩卿，、 在风格＿L起到了重要的

                                                      模范作用。如果拿明朝

                  图42大成就者毗瓦巴 旱期西藏和内地宫廷的
              13-14世纪 铜镀金 高18.5厘米 藏式造像与之比较，我

                                                      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

  62 许多相似之处：造型相似，莲座形式相似，莲花瓣形制也相似，特别是全
        身敦实而富有张力的艺术气韵相似。因此可以这样说，明朝西藏和内地官



廷造像风格应源于这一样式。

    C型 产地可定在日喀则或藏西地区 时代可定为13-14世纪。实

例是散存于各地寺庙和公私收藏单位。其艺术特征表现为：多用黄铜铸

造，表面颜色为黄色或黑色，都极光亮。躯体不镀金，只是面部泥金。面

形近似藏西造像，五官的处理也与藏西造像相同，写实生动。躯体接近上

面的A型和13型，十分敦实，但装饰风格基本同于藏西风格。如菩萨装

造像 （彩图21)，头戴花冠，正面也有半月状装饰，但没有藏西造像繁

复，头顶也没有出现高扁状的发髻。胸前也有项圈、胸饰和长链；还有手

训和臂Vil，但没有足训。其装饰风格与藏西造像一样都显得古朴稚拙，看

上去似乎有些粗糙而不精细，实乃为该地写实遗风的体现。佛像的莲花座

形式基本与B型相同，为束腰半月形，但莲花瓣的形制尚保留了藏西的

特点，宽大扁平，形制亦很古朴，不像F3型呈核仁状，细长饱满。莲座

上下边沿的连珠多为方形或圆形，显得也很粗犷。整体看这尊造像从铜

质、工艺和装饰风

格看明显来源于藏 月．日．．日．日日．日．．．日． 气
西，但是从头饰、 ．．．．．．．．．．口．．．．． 转

躯体和莲花座的演 ．．．．．．嘟黯．．．．．．．． 翌
q}％曰AZ'1'41} N J 7'C
了藏中造像的一些 ．．．．．．．．侧麟, .'.;翻．．． 主

袱又：l  43 }̀J霖．．．．．耀                         .口．．．． 鑫
迎牟尼佛像也是典 ．．．．．．．．瓜麟濒邢蔽黔．． 、

型的一例。它的装 ．．．．．．．了诫犷涵黝黔钾叮嘶．．．．．．．． 月．卜

饰虽与无量寿佛不 ．．．．．．闻，妇峨氦麟．．．．如．．．．．．． 口尸枷

同，但整体风格及 ．．．．．．峨2麒．．留．暇峨 :r: %'日．．．．． 瓤烈刹姗

艺术神韵与无量寿 ．．．．．．．幽． mq感毋孤触缈 限涵汤尹

佛像完全一样。因 ．．．．．．嘟骥黔理赢蕊巅妇．．．．． 令
此，我们是否可以 日．．．．夕彻羚攫瞥．．圈缨缪锣

得出这样的结论， 瓤巍撼巍赫毓撇酬叹赢黝攫粼嘿嘿曝

日喀则地区的这一 爹哪于掷辨撰撇嘟麟撇娜黝继黝终缨黝矍黝瞥粼哪铡麟魔簇蘸

造像样式是综合了 豁熬难缨拼澎 一耀椰黔脆戳撇耀撇挪呱赫酬黯哪姗撇

藏西和藏中 （尤其 樱黝撇撇撇腻撇瓢撇毅耀撇瓤wLwi

是上面的B型）的 －一— 一

风格而形成的。！于

喀则地处藏西和藏 图43释迹牟尼佛 ‘3
中的交接地带，从 13-I4世纪 黄铜 高13.5厘米



        地缘上看，其佛像艺术受两地的影响，从而带有两个地域风格的特点是完

    截 全有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造像样式在元朝以后仍然在继续流行，大
    传 。八Y汇、。一，．，、。。一， ＊一都。，油偏；；．1- .、功‘口。。。 t. Eli ni!, f.八、、。曰、
  77约延续到了‘7世纪，在藏传佛像艺术中称得上是有一定影响的造像风格·
    像 但是，关于这一样式现在也存在很多疑问：它究竟产白藏西还是日喀则，
    艺 、f=t。一＊-r二 /.l．，‘，＿n 二。，。。、、SL<-、  I-，f.!. "W。、，一，，二，、 ，；一、＿、、，‘。。 k,、
    Lr 或同时产于两个地方？元和明这类造像的断代有何可靠依据？这IFE最终需    术 X41"!HJ’“rr'j’11l /J     11 LI'I'H'l] ,L- yC,IL l%} 11'1 nil’V riIĴ 1-1F-rwrl’.l-～，    AX书    f f i7
    鉴 要比较科学的依据来子以解决〕

  食 D型 产地在藏中地区 时代可定为12-14世纪。实例是散见于各
    令 地寺庙和公私收藏单位。其突出特点是造像带有印度帕拉和尼泊尔艺术混

月像期压合因素，确切地说应称为尼泊尔一帕拉风格，是印度帕拉风格经尼泊尔加

．瓦瀚姗工改造后形成的一种艺术风格〕如图44的阿阉佛像，其头上所戴低矮的

飞税黔戴夔五花冠，额部如一张拉开的弓的脸形，仁满的脸颊，高隆的鼻子，深陷的

  哭哪鳄尸双目，挺拔的姿势，规范的萨尔纳特式衣纹表现手法，以及宽大的莲座上
  令 下丫’·丫丫‘贡甘飞’一“’一丁‘”．：一“’J一、“一＿一 丫丫．，，－一一1-1丫·一L一        的莲花瓣等，具有印度帕拉造像的明显特征，只是佛像略微下额的头势、

        头饰以及五官的处理等融入了尼泊尔审美因素。再看彩图22的金刚萨捶

        像，铸造年代与阿阖佛大致同时，它的面部、五官、衣纹表现手法、缨路

.
  64 图44 阿} 4]佛

                                  13世纪 铜镀金 高21厘米



和训镯装饰，以及身体结构更符合帕拉造像风格，但是它的躯体及四肢略

显肥胖了一些，多处显露出写实的肌肉感来，看上去不如帕拉造像规范简

练，这也正是尼泊尔艺术追求的审美情趣。值得一提的是上面的两尊佛像

身上，衣纹都是阴刻的宽边形式，衣纹上还阴刻了柳叶状的植物纹饰。这

种装饰纹样在 11-14世纪时的藏式造像上也屡屡可见，我看这也可作为

这一时期造像的一个特征引起注意。

扮k
的风范。 图45度母 令

    E型 造型与装饰风格与同期藏西造 13-14世纪铜镀金高32厘米
像相似，尤其是菩萨装造像。不同的是此类造像材质多为红铜，虽然也有

用黄铜的，但其全身都要镀金，铸胎较厚，工艺比藏西造像明显要精细一

些，如彩图23的金刚萨睡像即为典型的一例。此尊头戴三花冠，正中花

瓣呈半月状，花的顶部有横柱相连〔顶结高扁形发髻，髻顶饰火焰宝珠。

耳际有扇形冠结和U形翻卷的宝增。面颊尖削，双眉上挑，眉间饰长方

形白毫。两耳坠大耳环，耳环的外缘饰连珠。躯体及四肢壮实，胸部高

挺。上身不着衣，饰项圈、缨路和长链。下身着裙，衣纹简洁，仅在小腿 。5
上刻出衣边。裙子下摆散落座上，呈规整的扇面形。腰间束带，腰带结也



                                              露在座前方。枷跌端坐，两脚

  黯．．．．峨．．．．霞堡套外摇燮黔瞥士，饭常夏
    盆 ．．．．．．．．．嗡盯．．．．． 实生动。莲花座呈梯子形，莲

  ' '．．麟知．．彝咬                                                                                JM-'IL fT-'}EI?P J  )[;,,  imf}                                                                  fluYJuA}+,          HT NIT*if,'
    r ．．．．．．日酬 s口倒．．．．． 制。这尊造像比同期藏西风格

  季I 口．IIj'1 o  A-- --r界  I1} 1- L, I '"J M nu9i, K-'l不'IA7Kf-
        ．．．韶瓜翩嗯撇蓑缨鳖．哪呱．．．．． 平也明显要高出一筹〔从现存

    令 ．．．侧FA赞蕊c.}f一  -Al翻． t氟 实物看，这种类型在藏中有一

月甲期么 ．．麟翻嘴、诫、翩敏徽粼，丫跳｛1．．．． 定影响，一些大型菩萨装造像

Mi泌M ．．．恻膨｛       A& ． 都体现出这样的艺术风范。（图

髓愁撇硼，．．．碌霎鹦荔涵瞥喊酬．碱荡剥．．．．．46）但是目前还不知此类型是

  代哪鞘 ．．．哦．．．碱翼瀚．．曝激口． 早于藏西，直接源于尼泊尔或

  今 ．睡娜 口．巾石拉一压是荃藏茜岚落 1 H '}
        ．．嚎麟麟=,撇撇编癫一邂姗麟撇撇         - 影响而形成的。

          ．． 黝 -:,I;, . ;黝一姗肥羁黯落鞠黔撇蘸撇涵．． 上面归纳的五种造像类型

        狮嵘耀撇然        44- 只是笔者的初步看法，是否准

          姗蔑溅粼｝撇撇姗撇黝黝黝黝姗撇剔濒粼 确，还有待大家指正）元朝造
                                              像艺术处在转型阶段，其艺术

                                              风格处在变动和不定之中，所

                  图46弥勒菩萨 以我想这几种类型肯定不能囊
              13世纪 铜镀金 高28厘米 括和反映当时佛像艺术发展的

        全貌。另外，由于元朝国柞较知，[I前国内外的研究者对该时代造像的认

        识和鉴赏也普遍存在着不足，不仅对元末明初的造像没有找到区分的可靠

        依据，而民对一此具体的造像的年代鉴定也表现出明显的说法不一。元朝

        西藏造像认识f几存在的这一不足，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当时造像实物的鉴

        赏，同时也影响到我们对’,in寸造像艺术发展的全面认识。这是目前元朝藏

        传佛像艺术研究L IN 11,1,6的 一大难题，也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攻克这一难

        关。

                  （三 ）西藏周边地 区佛像艺木

            西藏周边地区，包括今天的「1‘肃、青海、宁夏、内蒙占、四川、云南

        等省 （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元朝11H寸，山于西藏归人内地中央政府，汉藏

  “ 各种往来卡分频繁，藏传佛教及其造像艺术随之向西藏周边的这些地区传
        播，形成厂一定的影响，今天都留下了一些珍贵的佛像艺术遗存。



    1．甘肃境内藏传佛像艺术遗存

    元朝时西藏周边地区藏传佛教传播以今｝f一肃地区最为兴盛，留下的佛

像艺术遗存也最为丰富。元朝时甘肃地区藏传佛教的兴盛，一方面与‘！，原

地区两宋时期藏传佛教在这里的传播基础有关，而更为重要的是人元后藏

传佛教在甘肃境内新的传播与影响、从史料记载看，元朝时藏传佛教重新

影响这一地区开始于萨10派L师萨迎·班智达 （图47)。萨班是藏传佛教

萨迎派的第四祖，在当时西藏佛教界享有极高的声誉。1244年，年逾63

岁高龄的萨班毅然接受蒙占阔端王的邀清，携其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占从

萨迎寺出发，前来凉州谈判。他于1246年抵达凉州，1247年与阔端王进

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 这次会谈顺利地解决了西藏归附元朝

的重大政治问题，萨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厂不可磨火的历史贡献。这

次会谈后，萨班被阔端王留在了凉州，汽到1251年圆寂于凉州幻化寺，

他先后在凉州居住了五年。在这五年‘I' ,萨班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使

藏传佛教在当地形成r一定的规校 据藏族学者布西玛毫吐德思尔雅所著

《凉州佛寺志》记载，萨 气
班在阔端王的支持下在凉 ．．．．．．．．．．．．．．．． 转

州先后兴建了四大藏传佛 ．．．．．．．．．峨 '．．．．． } !".i川儿们六二」。八、i'Z二 ．．．．．．．．．剧臼．．．．． 期

的灌顶寺 （藏语称 “洛昂 ．．．．．．．．．趣麟粗．．． 1

代，’）、西山莲花寺 （藏语 ．．．．．．．．．翻撰阳．．．． 绷

称 “奴万茂代”）、北部海 ．．．．．．．．呱卿撼酬狐赢．． 、

藏寺 （藏语称 “香尖措 ．．．．．百澜钾群扎八八肠鞠渊撇．．．．．． 月．．卜

代，’）、东部幻化寺 （藏语 ．．．．日黝 4k-_.诵黝巍赫    _耀    .烟 翻厂y．

称 “A士尔智 白代 ”．又称 ．．．．口哪朦砚绷酬蕊‘＿樱汾自嫂蘸犷憾获．．．．． }Ka

“百塔寺，n ) (-, )。口前这四座 翻国妞月娜梨豁．      r" }耐叹山树加侧.' 粗．．．． 砚娜:TS=,

寺庙只有海藏寺完好保存 肠肠翻熟瓤一“· ,nmnap黯   . . 翻翻翻翻 ，
下来，百塔寺惟存一座灵 夔蒸蒸 4碍 '婉、’      " 厂撇 诚氦落靛瓤燕瀚魏瓤

塔．灌顶寺寺塔全毁 萨 黝燃粼娜粼瓢｛‘一雄瓤瓤瓢瘾麟黝椰翩麟攫蘸黝蘸

班圆寂后遗骨大部分供奉 姗髓摆缨撇卿邺／吊，煞搬1涵溯烈郊油酬哦鳄弊哩娜臀嘿姗
于幻化寺所建灵骨塔中， 溯｛撇蘸干溉致蔽麒、佘黔 、雏 嵘幂1称艺瓤黝黝黔

但灵塔今天只剩下高约 5 嗽翰         }-一＿ 了牡· 卿一兰拼粉嘿 」＿‘’」叫耐嘿脚：

米的塔座了 一”rr一— －一

    通过萨班的兴寺传教

活动，凉州后来成了有元 NI -17萨hu·贡噶坚赞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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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重心。据记载，在八思巴任帝师的时候，幻化寺的僧人达到近万

    裁 人，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与萨班到甘肃弘法，建立固定的弘法道场的同
    传 、 、、＊、、，：‘、。：。品‘以LIA --}r J.JH ＊、＊二z;l I蔬   11-- Ab 4I"＊，口、、 rN    盆 时，甘肃作为西藏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也经常受到藏传佛教僧侣的光顾

    像 和传法影响。据史料记载，元朝时萨迎寺通往大都的沿途共设立了20多

  垫 个释站，其中甘肃境内就设立了好几个骚站，包括帝师在内的西藏僧俗人    术 ’} Y +N’*C' I  I-I )/IN SG Y 7'JYL Vx-IL-“TJ’“’汁,H’CU J N I IJ 7-I" I- V J H 7 1-41J34 1 " 1 H / }
    荃 士往来西藏和内地时都要经过这些骤站，他们在往来中都要进行一些传法

  金 活动。特别是像帝师那样的上层僧侣在J t'站附近往往建有其固定的行宫，
    令 他们在行宫里一般要居留较长时间，进行传法活动。据记载，八思巴和他

月口期卜的同父异母弟亦怜真伽，为元朝第一和第二代帝师，他俩都曾在甘肃临挑

百珊口的行宫居留过。八思巴曾在其行宫— 香根⑧居住达三年之久，而亦怜真
碾姗蟆卿伽，最后也是示寂在他的行宫— 梅朵热哇的。元初藏族高僧在甘肃境内

  哪笋‘的这些传教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也
    令 一‘勺丁一刃‘丁‘厂工井万，厂几丫“二仃二，万“二二兰二二了几，：’几下万万厂’几厂．丁二“一三’、厂＿几丫

        必然会带动与藏传佛教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的佛像艺术的发展。因为当时

        在甘肃境内开展弘法活动的萨班和八思巴等人都是精通佛教 “五明”的藏

        传佛教著名高僧，他们对佛像绘塑之事都非常精通。其中关于萨班，藏文史

        料对其绘塑佛像才能还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记载。如《萨迎世系史》记载：

            在工艺上有人除了略懂寺庙建筑和绘画外，实际操作时则捉襟见肘，

        徒有精通 “五明”的名声。而萨班不仅精通绘画理论，还精通实际绘制佛

        像的技艺。绸缎卷轴上的 《本续》神像、桑耶寺文殊菩萨壁画等都是他的

        不朽作品。⑨
            又 《萨班传》记载：

            萨班不仅在绘画、雕刻、铸造、泥塑等方面技艺超群，而且在工艺造

        型、性相、度量、上色、调制颜料、街接、孙合、珠宝颜料的配制、人物

        神态的具体绘制等方面技艺也很精湛。他谦逊好学，虚心请教别人，终于

        成为超人的艺术家。⑩
            像萨班这样精通绘塑，且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大师来到甘肃地

        区，必然会带来藏传佛教绘塑艺术，也必然会参与当时甘肃境内新建寺庙

        的绘塑之事。今天我们虽然不能确定萨班和八思巴等人在甘肃境内是否留

        下了他们绘塑佛像的遗迹，但是在敦煌莫高窟和武威马蹄寺保存有那个时

        代的藏传佛教绘塑作品，都是风格十分纯正的元朝藏传佛教艺术作品。这

        些艺术作品应当与萨班等人的佛教和艺术活动密切相关，它们反映的也应

        当是萨班和八思巴当年亲自绘塑的佛像风格和模式。

            (t)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佛像

  ，。 莫高窟元朝开凿的带有藏传佛教内容的洞窟有第462窟、第463窟、
    韶 7C 1 "V 'al I -}i I’L-4 H j”‘『“%}’‘I/ P T} Y 7 -N H 7 1 I Ĵ /m  17 714，u“         /US、%I J，U口         iW、

        第465窟、第285窟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著名的第465窟，内容全部是



藏传佛教的。此窟分前后两室，皆盈顶，力一形平面‘前室不大，其西

（后）壁两侧和左 （J匕）、右 （南）壁各绘一座噶当觉顿式佛塔。后室是主

窟，‘户有四阶圆坛，但坛上佛像已无。窟内四壁和顶部皆绘有密教题材佛

画，内容十分丰富〕窟顶正中及四坡面分别绘江方佛及其眷属，中央为大

日如来、东方阿阖佛、南方宝生佛、西方无量寿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五

方佛随方安立，各结不同手印。（图48)东壁 （即后室窟门所在前壁）满

壁绘护法神像，门仁横列五身金刚，两侧为供养比丘。门北 （左）侧为四

臂大黑天像，全身黑色，一头四臂，前两手置胸前，一手持骸 碗，一手

持月刀 （持物已残），后两手分置身体两侧，一手持三股叉，一手持剑，

腰系虎皮，游戏坐姿。（图49)主尊1:下各绘像六尊，左右侧又各绘像三

尊，共十八尊，应都是主尊的化身；下方化身像下有六位供养像。门南

（右）侧绘三尊护法，上方者三日，蹲式，双手捧一盛满供物的高足钵；

下右者站立，一头二臂，胸前两手一手持骸骸碗，一手持月刀，两手腕＿L

横置一根长杖，发髻仁盘蛇，腰系虎皮，据其特征应为二臂大黑天或称宝 三
帐估主；下右侧为四臂吉祥大母，骑骡子，前两手一手持骸 碗，一手持

人MIA杖，后两手一持剑，一持二股叉；三护法下也有六像，似供养人。 鸯／＼日目既”人”L‘r’，J “‘J1'J, ”、‘一”认～’一刀,G1 ’山门I、I%JT,   I"1i17’一／、。 型
西壁 （后壁）有三主尊，中间双身，为上乐金刚，主尊三目两臂，双手交 期

叉持铃柞，明女己一手高举柏一手抱本尊脖子，左右两尊皆单身女像，三 ｝
                                                                                元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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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两臂；其中右边女像侧面现猪首，应为金刚亥母像。南壁 （右壁）也有

        三主尊，三尊皆双身，具多面多手，造oll很复杂，从持物看可能是时轮金

        刚及其化身形象。北壁 （左壁）也是三主尊，中间像双身，左右像皆单

        身，中间像十六臂，皆持骼骼碗，显然是喜金刚像，所抱明妃为金刚无我

        母。（图50)东西南三壁主尊上下也都绘有护法和供养像若干。

            第465窟的这些绘画题材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体现出十分

        纯正的藏传佛教艺术特色。从内容上看，第465窟的佛像全都是藏传佛教

        所奉题材，而且大都是最具藏传佛教特色的密修本尊和护法神像。对这些

        佛像的名称、形象特征及其宗教寓意，我们都有必要进行认真深人的研

        究，因为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水平，同时也

        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的基本崇奉和艺术形式与特色。进行这些研究不仅对

        我们搞清楚第465窟非常有必要、有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元朝藏

        传佛教发展的全貌。单就第465窟的内容而言，笔者以为它含摄了藏传佛

  70 教噶举和萨迎两派的崇奉内容 首先，第465窟主室东南西三壁所绘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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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0 喜金刚 1;世纪 壁画 ｝

是噶举和萨迎两派所奉主要本0':   m壁所绘主尊为胜乐金刚，它是噶举派 元
密修中所奉主要本尊；南壁主尊为时轮金刚，是噶举派所传“六支瑜伽’， 朝
修法中所奉主要本尊；东壁主尊为欢喜金则，是萨迎派密修所奉主要本 40

尊，三壁所绘主尊都有明显的宗派崇奉倾向＼其次，主室大门两侧的护法月甲陌色

神像的不同造型也带有宗派崇奉＿士泊勺倾向。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大黑天翻『喘 r爪皿

像，共有四臂和二臂两种形式，分列于大门的两侧，门左侧是四臂大黑天靶粼然新

像，门右侧是二臂大黑天像。据历史土藏传佛教各教派所奉大黑天像的情 呱鞭睽
们 一。＊二r一。 。几、＿。、、。。‘、古，：：。 二。，二，二 、二、．。。、。。、＊袱 会况，二臂大黑天一般为萨迎派崇奉形式；四臂大黑天一般为噶举派崇奉形 'O'

式；六臂大黑天为格鲁派崇奉形式，第465窟大门两侧的不同造型的大黑

天像也正好体现了噶举和萨迎两派的不同崇奉。

    在第465窟中有密宗本尊和护法神像两类题材同时反映出噶举和萨迎

两个教派崇奉的内容，应该不是偶然或随意的安排，似可视作为两派共存

的事实，或两派互相融合的结果 根据文献记载，在西夏和元朝时期，敦

煌地区流行的藏传佛教主要是噶举和萨迎两派。其中，噶举派传人稍早，

影响也较大一些，在西夏时一度成为国教，元朝时尽管萨迎派为元廷独

宠，但在偏远的西北地区噶举派的影响依然不减，在榆林窟第3窟二层窟 71
门侧壁上清晰可见元朝噶举派祖师的画像、萨迎派也是在西夏时传人西北



        地区，但真正形成较大的影响是从萨迎第四祖萨班来内地传法开始的。从

    截 噶举和萨迎两派在西北和敦煌地区的传播历史看，莫高窟第465窟出现两
  ftJ.i个教派崇奉的内容是有充分依据的。    佛 ’fiJCVAT带目”r”廿儿曰JL/J队翔目”。
    像 从艺术风格上看，第465窟壁画像表现的藏式风格也十分纯正，它不

  荃 同于元大都地区的梵式造像，更不同于杭州飞来峰的藏传造像模式，它几    术 ’-,J/u/,," [-i=, L}-,目7-),U ." A.-- 1,41 f人.I.1"JJ'U4l1I、月、一干H J pgp 1 f 1J.-' 171' 17c YV f    " l U
    鉴 乎没有受到中原内地艺术因素的影响。如五方佛像皆顶平高髻，肩宽腰
    食 二 。rl-l-L1, 9.I /F, V-   -*-.＊枚。士                                       -W ittl&, 11、，二 八ft aJ-lr&inrtruY+ti, 、        圆，躯体比例匀称，衣饰简洁；菩萨像头戴花冠，全身装饰缨路珠宝，体

    令 态优美大方，面相端庄慈祥；（彩图24)本尊像头戴骼骼冠，多面多手，

月〔抽卜造型复杂，三目圆睁，腰围虎皮，全身多为 “墓饰”，较以后之本尊像明

.绒t:}．显注重表现金刚忿怒和恐怖的本色；其它如空行和护法神像藏地特点更为

碾姗麟卿突出，不仅形象阴森怪异，而且姿态千变万化，极富动感。这些艺术特征

  代哪鳄姑都明显承袭了印度帕拉和尼泊尔造像艺术的风格与手法。如五方佛的架装
    o0o ””／‘一 ’‘’今、‘一’～ ’曰J一”’‘～‘卜‘，’一 ’于～ ’一”“‘”’曰 子” ～1 -1’一 11以’曰砂卜 介

        几乎没有衣纹，采用的就是印度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还有菩萨头上戴的

        三角形花冠和左肩斜披下来的圣带也都是印度、尼泊尔公元10-12世纪

        时菩萨、度母像上常见的样式。尽管这些壁画不是立体的圆雕造像，但从

        这些单个的画像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当时佛教造像的风格来，因为西藏佛像

        艺术，无论是画像还是塑像都是遵循同一的造像量度和仪轨，所以在风格

        上也自然体现出一致性和相似性。

            (2)马啼寺石窟石雕佛像

            马蹄寺石窟是西北地区藏式圆雕造像保存最多的一处，共有40余尊。

        马蹄寺位于张掖市南65公里处，现存石窟包括金塔寺、千佛洞、上、中、

        下观音洞和马蹄寺南、北二寺七个部分，窟群较为分散。藏传佛教石窟主

        要集中在马蹄寺北寺，共有第2, 3, 7, 8四个洞窟，其中第7窟保存的

        元朝藏式佛像最多。这个洞窟俗称藏佛殿，是马蹄寺中最大的一座石窟。

        它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宽后窄，平面呈凸字形。前部分为横长方形，券

        顶，有三个人口；后部分为竖长方形，中设佛堂，佛堂左、右辟礼拜道，

        顶部平。前室和后室都开有佛兔供奉佛像。前室左右壁各开上下二列完，

        每列4完，共 16完，后壁两隅和后室人门两侧共开4完，但目前前室皂

        内佛像均无存。后室礼拜道共开完46个：后壁7完，前壁5完，左右内

        壁8完，外壁9兔，完内佛像基本保存完好。后室佛堂后壁上下亦各开3

        完，但佛像已无存。目前后室礼拜道所存46完46尊造像虽经后代修补，

        但早期风貌仍清晰可见。造像皆宽额螺发，头顶较平，面相扁圆，脖子较

        短，着袒右肩架装，宽肩细腰，躯体浑厚，具有元朝藏式造像鲜明的特

  72 点。（图51）另外，造像头光和身光相连的背光形式，以及背光上良上而
        下的 “四擎具”u装饰与元大德十年 （1306年）松江府管主巴施资补印



《债砂藏》密教经典扉11H1上佛像的背光和四辛具装饰完全一样，无疑是最

有说服力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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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牟尼、13世全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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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他地区藏传佛像艺术遗存 翔

    元朝时藏传佛教除了在甘肃境内传播外，在今内蒙古、宁夏、四川、 众

云南等地也有传播。但藏传佛教在这些地区传播的历史，史料记载十分简 AM 匕

略，我们只能略知一些大概。元朝时今内蒙古和宁夏流传的藏传佛教与西月尸r} M,

夏时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应密切相关。四川流行的藏传佛教则与唐朝时吐儡翩剔姗

蕃东进，藏族人移居四川有关 藏族人移居地主要在今四川西北的甘孜、、r
阿坝地区，现在称这一带的藏族为“嘉绒藏族”。由于有藏族人定居生活， 令
必然有藏族人传统信仰的藏传佛教流传 史料记载，藏传佛教著名的噶玛

噶举派鼻祖都松钦巴就诞生于嘉绒地区，即今四川甘孜州新龙县。藏传佛

教在云南的传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和传人的线索，我们只能推测它可

能与忽必烈率兵南征大理的历史背景有关 以上这几个地区尽管历史记载

不详，但难得的是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下一,it佛像艺术遗存。下面分别进行

分析介绍。

    (1)观音菩萨像

    1958年在内蒙占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水城 （元朝亦集乃路遗址）出 ，，      ‘’“U一i，‘「’}J,’」rJ4-"， u%t U 1 -1J’   } i ii l j l %N,、,u IN’‘il} I I D "～～ ／w      73
土。此尊坐姿，左腿横盘，右腿支起，左手支在石腿后的莲座上，右手搭



        在右膝上。头戴三花冠，正面花冠上有化佛— 阿弥陀佛 头顶结高发

    截 髻，发髻卷成横圆柱状，形制与明朝宫廷藏式菩萨像做法相似。面相宽

  经 平，额部宽广，双目低垂，鼻直适中，双唇微启，一副沉静安详的神情    佛 丁’4M pH见，’从目II;N-̀_: ,异且坦””协何’从泪I       H17Ul,HTX Pl-HV IT IPJ ,
    像 上身斜披圣带，肩搭被帛，项圈上挂有缨络，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带，有
    艺 U-}＊11，        p* ell。 口：III /t15壮＊ hLc 1N.. ，、。、1o7：。。。、二 ＊．、。、，。，。＊腼
    Lr 腕VII、臂训、足训等装饰，饰物r_嵌有红宝石和绿松石。坐具为双层束腰    术 ’Vu ’F7 NCI、/-L-洲    IT -P, V. 11’Yi 1, -)%J’一PA r7二“上’卜            111 t1--j"ILA’」。＝行／“叭/} 11}1}
    鉴 式莲花座，莲瓣呈核仁状，饱满细长。这些艺术特征明显体现出汉藏艺术

  食 融合的特点。其中，观音的躯体和莲座造型、三花冠头饰、腕臂Vil饰以及
    令 上面的嵌饰等均为藏式造像的特点，而其发髻的样式、面部及五官特征，

月〔加压上身所饰缨路、被帛形式、衣纹手法乃至造型姿势 （应是来源于汉地的自

．麟蝙．在观音或水月观音像）等则明显来源于汉地传统造像样式和手法，因此可
7,0A 以说这尊观音像是汉藏艺术融合的一尊造像。此像现藏内蒙古博物馆。

  ’乏哪鳄 （彩图25, 261
    今 、’．－－－一’＿一‘

            (2)释迎牟尼佛像

            这尊造像的风格同上一尊一样，也是融合了汉藏两种艺术因素。当然

        藏式风格仍是其主流，如佛像螺发高髻，大耳垂肩，坐双层束腰莲花座等

        特征，就是典型的藏式风格特点。但汉地艺术因素也很明显，其中主要体

        现在袭装的样式和衣纹的表现手法卜。其袭装采用了右肩反搭架装边角的

        形式，这是典型的汉地流行的裂装样式，在北魏时就已出现，藏式佛像采

        用这种架装样式从目前所见实物看始于元朝后期，除此而外，在飞来峰石

        窟、《碳砂藏》扉画上也能见到同样衣式的佛像。到了明朝，这种样式的

        装架在藏式佛像上就比较普遍了。衣纹的表现手法是出现了较多立体的衣

        褶，在胸前及两腿处都有，与西藏惯用的萨尔纳特式手法形成鲜明差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莲花座后部刻有儿行重要铭文，内容为：“天统二

        年四月八日信女王文为亡父母敬造像一区，合家人f-(供养，所愿如是。”

        “天统”年号为元末南方红巾军领袖明玉珍在四川成都所建夏国的年号，

        天统二年为 1362年。由此铭文而知，这尊造像产地应当在今四川地区。

        此像现藏北京首都博物馆。（图52, 53)

            (3)云南晋宁观音山壁画佛像

            云南藏式壁画像是20世纪末在昆明郊县晋宁县＿卜蒜村观音山溶洞中

        发现的。观音山溶洞为天然溶洞，洞内崖壁卜共绘有佛、菩萨、罗汉、护

        法诸神像共223躯，佛塔 i1座。壁画用白灰抹底，再勾勒线条，设色成

        画，整体色彩鲜艳，构图严谨，布排有序。从 《二南佛教艺术》⑩一书刊
        布的图片看，其中的大部分画像是显教崇奉的题材，藏式画像只有无量寿

  74 佛·不空成就佛、大黑天、毗瓦巴等少数几幅11这些藏式画像虽然数量不
        多，但风格特征非常鲜明。如南壁顶端并排的无量寿佛和不空成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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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释迹牟尼佛莲花座后部铭文 75



        （《云南佛像艺术》定为白度母和绿度母）就是典型的一菩萨装藏式佛像。两

    藏 尊佛像皆头戴五花冠，耳际有扇形冠结，宝增向两边翻飞，戴耳环，面相
    传 。回 。。 1、‘ 。。L，； 。。。，二、 、、口、二 。6n L l+ 1.11.， 、，、、
    75PA 扁圆，勾鼻小嘴，双目＿L翘，眼睑低垂，面相秀丽。枷跌坐姿，身体挺    佛 ’Fm W-M’J界I 1."M’从口L. ILi ,   nK PIK 11',14士’四'Ipl1’”。WJH 1C/̂土:3w’}l Yt'.At
    像 直，结构匀称。上身不着衣，挂项圈和缨路，有手铡和臂VII，下身着短

  垫 裙，衣纹简洁，显现出光洁圆润的躯体。左尊无量寿佛结禅定印，右尊下    术 ’r4l ,卜从           I AJ 1 F7’HIV +/UWlUINI}171JNJ7JK=YY'o  i_L..'vTIU}LV }T I/1+=FJ1-t' ̂C. "IV’I" }r’
    巷 部残，从其右手结无畏印看应为不空成就佛。这两尊佛像与西藏同期造像

  食 风格几乎完全一样，时代特征鲜明，同时也体现r十分纯厚的尼泊尔艺术
    令 风貌。（图54)

，,:}           L.eyen   '                                 }p:�:.      vetn.'x-�:S.:Ly
                            图54 无量寿佛和不空成就佛 13世纪 壁画

            再如溶洞西壁的毗瓦巴像 （《云南佛教艺术》定为 “神王像”），形象

        特点更为突出。它是藏传佛教萨迎派崇奉的一位著名上师像，是印度金刚

        乘的84位大成就之一。据考证，他约为公元七八世纪时人，主要生活在

        南印度和中印度地区。他的生平事迹充满传奇色彩，而大多是关于他显示

        非凡法力和神通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与卖酒女打赌而定住太阳的神通

        事迹。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次，毗瓦巴游行到达迎梨达城一家酒馆，他

        请求卖酒女施舍他一碗酒和一碟饭。作为施舍的条件，卖酒女要他定住太

        阳，分开一天的三个时辰。结果毗瓦巴施展瑜伽法术，定住了太阳，从而

        获得了酒肴。画面卜的毗瓦巴大师骑在一头老虎背L，侧身向右，左腿盘

  7。 于虎背，右腿下垂，呈游戏坐姿。有一条禅师带固定在大师的小腿部和腰
        部。头饰螺发，面形圆鼓，双目睁视，形象写实生动。上身饰项圈、缨路



和手0)q、臂钊，下身围兽皮，饰物皆以金描绘。大师右手高举指天，左手

当胸捧骸骼碗。其右侧有二侍女，皆侧身面向大师，靠里一位双手托酒

具，恭身捧向大师，靠外一位右手执长颈酒壶侍立一旁。另外，在二侍女

和大师之间的地上有一方口鼓腹酒器。这一画面正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毗瓦

巴与卖酒女打赌而获胜的故事情节。（彩图27)这一题材还以浮雕的形式

出现在杭州飞来峰第91完中，也是元朝作品。由此看来，以崇奉萨迎派

为主的元朝出现萨迎派祖师艺术形象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正是当时藏传

佛教萨迎派传播的直接体现。

              （四）中原地区佛像艺木

    元朝时，随着西藏正式归附于内地中央政府，藏传佛像艺术伴随着藏

传佛教开始传人内地，在元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和大力扶持下，藏传佛

像艺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当时内地艺术舞台上

最为光彩夺目的艺术形式。同时，在内地传统审美观念和雕刻技法的影响 气
下，这种艺术形式又悄然地改变着原有的风貌，呈现出新的艺术特色。元 转
、，。二、＊、l1.1 k1i' Id.。、、。。。、＊、：山。、、丽、‘， 、． 、人＊。，口＊ 型
大都和江南杭州等地是当时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两处重心，至今都保存 盖／、目卜‘，曰’上’刘‘口“了‘’了仲/r- =1 i+ J 944 1 14 lit,认 比riymr< Am PJY'7从生“ ’上 7 FII' VIA．丁 期
了不少藏传佛像艺术遗存，对元大都和江南杭州等地藏传佛像艺术活动和 1

现有遗存进行研究分析，“寸于我们全面了解藏传佛像艺术在内地的发展与 先
演变，汉藏文化艺术的交融，具有十分重要和代表性意义。 相

    1．大都佛像艺术 、

    (1)藏传佛像艺术在大都的传播与影响 月．压

    藏传佛教在大都的传播与影响 元世祖中统元年 （1260年）忽必烈口尸猛．

邀请西藏萨迎派第五祖八思巴 （图55)到大都，封他为国师，授以玉印，赢翻测孺

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大都·从此直到元朝灭亡（1368年），藏传佛教呱翻护
在大都的传播从未间断，影响始终很盛。据史料记载，被元帝王封为帝师 令
的萨迎派领袖长期驻锡大都，每位皇帝登基都要从帝师受戒，“帝师之命

与诏救并行于西土”。藏传佛教寺庙遍布京城内外，每位皇帝即位后都要

兴建一座或几座藏传佛教寺庙。如忽必烈建大圣寿万安寺，其后妃建大护

国仁王寺；成宗建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建大承华普

庆寺等。帝王们不惜人力和物力，极尽奢华，寺庙规模大得惊人。如忽必

烈建成的大圣寿万安寺 “殿陛栏循一如内廷之制”，⑩当时有 “西苑”之

称，是当时皇室成员进行佛事活动的中心。由于藏传佛教的传人和大量大

规模喇嘛庙的落成，大批西藏喇嘛纷纷涌人大都。当时一座喇嘛庙僧人少 77
则数百，多则数千，他们倚重皇恩，过着丰裕的上层贵族生活。由于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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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5 八思巴

                                15-16世纪 铜镀金 高21.5厘来

        和僧侣众多，藏传佛教内容的佛事活动也随之兴起，《元史》记载西僧于

        大都各大喇嘛庙和皇宫 “坐静”、“作道场”的事例屡见不鲜，西僧们作佛

        事的耗费在 《元史·释老志》中一也留下了惊人的记载。藏传佛教在大都的

        传播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的帝王们对藏传佛教的崇奉，元帝王

        崇奉藏传佛教虽有 “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治目的，但实质上则完全体现

        为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乃至狂热信奉。为了满足信仰，他们不惜民脂民膏，

        为藏传佛教大兴土木，大兴赐封，大作佛事，他们崇佛和为喇嘛庙作 “功

        德”的具体事例，史书记载也不胜枚举 元帝王们不仅活着时崇佛，而且

        还将自己死后和来世依托于佛，纷纷在一些大喇嘛庙里设立 “御容殿”

        （又称 “影堂，’），供奉自己的 “御容织帧”，以期继续得到佛菩萨的庇佑，

        不受轮回之苦。如当时大圣寿万安寺里就设立厂忽必烈和他的皇后两座

  78 “神御殿”。元帝王们对藏传佛教的崇奉和扶植是藏传佛教得以扎根内地并



很快得到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同时也为藏传佛像艺术传人和兴盛于大都提

供了重要条件和保证。

    藏传佛像艺术在大都的传播与影响 藏传佛教在佛像崇拜上有专门的

崇拜对象，在造像艺术卜有独特的风格和要求。随着藏传佛教传入并兴盛

于大都，藏传佛教崇奉的各种神抵及其独特艺术形式也相伴传人和兴盛于

大都。从史料记载看，藏传佛像艺术受到元廷的高度重视，为了给新传人

内地的藏传佛教及其寺庙塑像，朝廷特别在 “诸色人匠总管府”⑩下设立
了 “梵像提举司”，专门负责塑造藏传佛教寺庙所需的各种神像。在这个

机构里，集中了当时汉藏塑造佛像的名家高手，著名的尼泊尔艺术大师阿

尼哥开始就是供职于这个机构中 阿尼哥以多才多艺博得了元帝王的极大

赏识和重用，先后担任 “诸色人匠总管”、“领将作院事”，地位十分显赫。

在塑像方面，他以擅长的 “西天梵相”名满天下，“凡两都 （大都和上都）

寺观之像，多出其手”，在当时藏传佛像艺术上产生了开先锋和模范的影

响。阿尼哥的弟子刘元和阿僧哥等也在 “梵像提举司”工作，也都受到了

重用，享受到较高的荣誉和地位 阿尼哥及其门徒作为工匠和艺人能在当 气
时的社会里受到那样的重用，这也反映了元廷对藏传佛像艺术的重视。据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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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塑造了大量佛像。其工作程序一般是，先由宣政院或其他部门或个人奏 1

请，然后由皇帝或皇后降旨让“诸色人匠总管府”承办完成·下面将《元 光
代画塑记》中所记 “诸色人1'L总管府”承做佛像的内容抄录如下： 绷

  武宗皇帝至大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救虎坚帖木儿垂相，奉旨新建寺后 令
殿五尊佛，咸用铜铸。前殿三世佛、四角楼洞房诸处佛像以泥塑。仿高梁月．压

河寺铸铜播竿一对，虎坚帖木儿、棚思吉、月即儿、阿僧哥泊帝师议。依．叮瓣．

佛经之法，拟高梁河寺井五台佛像从其佳者为之，用物省部应付。正殿三赢蒯麒膝

世佛三尊；东西赶殿内山子二座，大小t六十二，菩萨六十四尊；西洞房 瀚夕
内螺髻佛并菩萨一百四十六尊；东西Ai殿九圣菩萨九尊，罗汉一十六尊； 令
十一口殿菩萨一十一草；药师殿佛一尊；东西角楼魔梨支王四尊；东北角

楼尊圣佛七尊；西北角楼无量寿佛九尊；内山门天王一十二尊。

    仁宗皇帝皇庆二年八月十六日，救院使也纳，大圣寿万安寺内，五间

殿八角楼四座，令阿僧哥提调其佛像，计并票棚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塑

之，省部给所用物。塑造大小佛像一百四十尊；东北角楼尊圣佛七尊；西
北越楼内山子二座，大小盒子六十二，内菩萨六十四尊；西北角楼朵儿只

南砖一十一尊，各带莲花座光焰等；西南角楼马哈哥刺等一十五尊；九暇

殿星官九尊；五方佛殿五方佛五尊；五部陀罗尼殿佛五尊；天王殿九尊；”
东南角楼四臂马哈哥刺等一十五尊



            延枯四年八月十一日，中政院使｝；司阔解奏，青塔寺山门内四天王，今

    截 已秋凉，正可兴工，未审命谁塑。奉旨，刘学士塑之，合用塑画匠令阿哥
    传 1J?
    TIP.r 拨。

    像 五年正月三十日奉，今岁青塔寺后殿内，先令吴同全于正面塑大师菩
  巷 } 西砂-044千手钵文殊菩萨．东壁塑千手眼大慈悲菩萨，山门内塑天王，

    冬 用物移交省部需之。山门塑四天王四李，执圈换撞以 （此处疑有脱误），

  食 后殿塑大师菩萨三尊、千手眼大慈悲菩萨一尊，千手钵文殊菩萨一尊。
    会 九月四日，院使阔察塔海等奏，新寺西旧小旁殿有五方佛今合无，添

月从巨 塑何佛，上曰：塑文殊菩萨、观音骑狮子、普贤骑象，复于两壁塑五十三
一唠狐．参佛像，五护陀罗尼佛五尊，各带莲花座等，画壁五扇，各高七尺五寸。

碾翻照痴 十月二十五日，香山四天王，命刘总管塑之，阁下毗卢佛，两旁添塑
  叹跳睽，立菩萨二、文殊菩萨一，用物于省部需之。文殊菩萨一尊，高九尺；普贤

        菩萨一尊，高九尺；火焰二扇，各高一丈五尺，阔七尺五寸。

            七年四月十六日，诸色府总管朵儿只等奏，八思吉、明里董阿二人传

        旨，于兴和路寺西南角楼内，塑马哈哥*11佛及伴绕神圣，画十护神，全期

        至秋成，塑工命刘学士之徒张提举、画工命尚提举，二人率诸公以往，所
        需及饭膳，皆令即烈提举应付，秋间肤至时作庆赞，毋误也。马哈哥刺

        一，左右佛母二，伴绕神一十二圣，画三扇，高一丈五尺，阔一丈六尺。

            至治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救功口使阔儿鲁、同知安童、诸色府杨总

        管、杜同知等，延华阁下徽青亭门内，可塑带伴绕马哈哥刺佛像，以石砌

        净台，而复制木净台于两旁，其装塑之物需之省部，此肤往上都令塑成

        之。正尊马哈哥刺佛一，左右佛母二尊，伴像神一十二尊。
            泰定三年三月二十日，宣政院使满秃传救，诸色府可依帝师指受，画

        大天源延圣寺前后殿四角楼画佛，口口制为之。其正殿内光焰佛座及播竿

        咸依普庆寺制造，仍令张同知提调，用物需之省部。正殿佛五尊，各带须
        弥座及光焰，东南角楼天王九尊，西南角楼马哈哥刺等佛一十五尊，东北

        角楼单胜佛七尊，西北角楼阿弥陀佛九尊，各带莲花须弥座、光焰。东西

        藏橙殿二，内东殿李佛母等三尊，西殿释迎说法像二尊，内山门天王四

        单，各带须弥座、五山幌。后殿五方佛五尊，各带须弥座、光焰。

              大德九年十一月四日，司徒阿尼哥等奉皇后f-fi旨，中心阁佛像欲岁久

        不坏，可用铜铸之，又工物令中政院措办，仍塑千手眼佛，期同时毕工，

        铸造阿弥陀等五佛，各带光焰莲花座，塑造千手眼大慈悲菩萨及左右菩

          萨。

  ～ 延佑四年十月九日救，用输石铸燃灯弥勒佛二，普庆寺安奉。正殿砖
    80 ～ ‘’一 ” ／‘“’‘“” ”‘明一“”’，’‘”““’．l’一 ’ti‘’一‘” ，’一 一 、

        净台上造一木须弥座，其佛西番水镀研金桩，省部给用物。六年七月十日



兴工，八月十二日毕成输石铸燃灯弥勒佛二，带莲花座，各高五尺，西番

水镀研金。打极裹钉木胎光焰二，西番水镀金，各高七尺五寸，阔六尺。

须弥座二，各长六尺五寸，阔四尺五寸，高二尺二寸。木莲花座座板二，

各长四尺五寸，阔三尺五寸。木净台一，长五丈五尺，阔九尺高三尺。

    七年十二月六日进呈玉德殿佛样，垂相拜住、诸色府总管朵儿只奉

旨，正殿铸三世佛、西夹铸五方佛，东夹铸五护佛、陀罗尼佛，皆用输石

莲花座及抬钗光焰裹打座，合用工物，省部取之，部下大都路应付，枢密

院拨军二百供役。成造出蜡愉石铸造三世佛三身，出蜡输石铸五方佛五

身，出蜡愉石铸五护陀罗尼佛五身。

    至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救诸色府朵儿只等，大殿后御塔殿内玉塔，

可旁像置之。塔上添制铜抬钗水镀金光焰，用假七宝窟嵌，其西安置文殊

菩萨像，其东弥勒佛像，咸以布裹漆为之，光焰座具皆铜抬钗，裹打镀

金，下以漆制净台。所用之物，中书取给。

    天历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院使拜住奏，皇后*'5旨命八儿卜匠铸救度佛

母银佛，其银奉哀库给之。十五日拜住传A19旨，依所画样，银铸八臂救度 气
佛母，光焰及座亦以银为之。余左右佛用输石铸而镀以金，咸造出蜡。白 转
kB从八辟+4 r# ,rik tea-- 6i.   Itt- -;1.1 It；、M- It、、、。 ＊，‘、山；、 ，、，去‘1- a- 型银铸八臂救度佛母一身，带莲花须弥座并光焰，水镀金出蜡。愉石铸左右 蕊
‘’一”诩’一n一～～ ”？ J’.1"～ 1- Ili +V'件 J 1 - ,7’ 刁一HR监--14。-ins iv 'T压刃 期
伴绕佛母、善菩萨等二十三身，各带莲花须弥座，内二身有光焰，其十臂 ！

者二身，八臂者二身，六臂者二身，四臂者六身，二臂者九身。 l-GI一司’‘一PJ 'c1一刁’‘’Pi '1I一刁’” rJ 'r4‘’7’一 PJ 'r4 I u 。 元
    十二月九日，院使拜住传皇后4.k旨，令诸色府李同知以白金铸佛九 绷

尊，皆具光焰，其银奉哀军速与之。同日又传豁旨。中政院日给三十人饮

膳，成造银铸佛九身，各带莲花座，高一尺。愉石须弥座九，各高六寸．月．压

长一尺四寸，阔八寸。铜光焰九扇。 l:翩

    二年四月十日，平章明理董阿等进僧宝公画像，上命诸色府李同知 1w 肠

等，用输石用蜡铸造一身，以桩桩之，省部给物，铸造宝公菩萨像一 1W

身。⑩ 000

    从上面诸条记载可见，“梵像提举司”为当时大都和上都的皇家寺庙
塑造了不计其数的佛像。这些记载足以反映当时藏传佛教造像活动的频繁

和兴盛。

    “梵像提举司”是一个有组织的宫廷造像机构，自然不像民间作坊的

艺人那样可以任意、自由地发挥塑像技艺和才能，而是在风格和样式上有

着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也就是说，这个造像机构塑造的佛像在风格上应该

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风格我们可以称之为 “元宫廷藏式造像风格”。由

于这个造像机构服务于当时京城的所有藏传佛教寺庙，所以这种风格实际
J～ ’件 ’，、11 11’一“111' ii  J  -1”‘司“，内”子”’曰“叭’‘I'll朴 ’‘/W ,   "I．～ ，’I-V,H-,, Ili1 81
代表了当时大都藏传佛教造像的风格和模式。那么，其风格是何种样式？



        又有哪些特点呢？从史料记载分析，阿尼哥擅长的 “梵相”（或称 “西大

    藏 梵相”）应是这一风格的主要蓝本。阿尼哥是较早传播藏传佛教造像艺术
    传 、 ， 二hl, Xn Gl, f+F, ?1、、、，曰、。、二，。、二。、、。。匕二 二，。、、。、，、，，油    77ik 之人，而他和他的门徒又是当时大都主要的造像能手，大都各大名刹的佛
    佛 ‘／、+  11111巴刊，巴目”‘’仪人兀几’卜，”／、刊，上女日”坦m日曰一／、们｝J廿／、们小，日”即
    像 像多出自他们之手，这此情况足以反映阿尼哥在当时大都佛像艺术L-的突
    艺 。，，。，二、 4.7、：」、。二、r I  -r It,，：二。、＊，、，＊你二 ：，，，二 ，门。!d. r。、＿二一，，、
    v 出地位。虽然［H前阿尼哥当时朔造的佛像无一留存，但是他应是秉承了公    术 W yM 1y.纵角；卜」              pj r"J’。nj」H7科     ,Lk17DNl%Pl}+    kti'IT+   11-1 /1--1Ul; "I-Al---T- Î ’La
    鉴 元12世纪尼泊尔业已成熟的造像艺术风格。通过尼泊尔和世界各国收藏
    食 。、二且；产，、、、。、＊IJ卜J。，：，．，、，、、、、 t1= h-t二了，、，、，，1。，、：。。「二」。。“二 r几、        的大量的这个时期尼泊尔风格造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尼哥 “西天梵

    令 相”的原始模样。当然，少己泊尔造像风格只是大都藏传佛教造像依据的蓝

月味后压本，并不能代表当时大都藏传佛教造像实际流行的风格，当这种尼式造像

． ．风格通过阿尼哥等人传人大都后，通过与中原内地传统艺术的融合，势必

碾腮戳卿．要发生一些变化，这是文化艺术传播发展的必然规律。阿尼哥在大都从艺

  州  ;r鳄 四十多个春秋，他的这一生活经历势必要促使他主动改变原有的艺术风
  令 军’一上岁‘一”丫r丫竺一’一’卜”二1一‘“竺一／一’一‘－一‘一个一”J曰J一’，一＿’        格，而吸收进一此‘t，原汉地的传统艺术因素。。又，阿尼哥的门徒大多是在

        内地成长起来的，汲取汉地艺术因素则更是情理中事。其中，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大都宝抵人刘元，他原来从内地L匠学习雕塑，后来才拜在阿尼哥

        门下，他熔中土和尼泊尔技艺于一炉，多所创新，所造之像， “神思妙

        合”，已为史料所证明⑩当然事实是最雄辩的证据，元大都遗留下来的造

        像实物为当时汉藏佛像艺术的交流和尼泊尔佛像风格在大都的变化提供了

          重要见证。

            (2)大都佛像艺术遗存及其风格分析

            故宫博物院元朝铜镀金造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0- TG朝铜镀金

        造像，是元大都佛像艺术的重要实物代表。这两尊造像的莲座部位都刻有

        铭文，是目前内地和西藏所见甚少的有明确纪年的元朝藏传佛教金铜造

        像。其中一尊为文殊菩萨像，通高18厘米。（彩图28)其莲花座封底 L

        刻有铭文：“奉佛高全信一家，舍财造文殊师利一0-，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一切众生共成佛道）大德九年ti月 ｝一11,11记耳 ”（彩图29）一尊是释迎

        牟尼佛成道像，通高21.5厘米。（图56)其像背刻有铭文：“出家释子智

        威陈，丁男仲仁贵、仲仁智、仲仁谦，倍眷杨氏单奇一家善眷等，发心铸释

        迎佛。一家向去，诸佛加被，星天护持，比世来生，福报无尽 岁次丙子

        至元二年八月望日谨题」”从整体造t1} I .看，这两尊造像为典型的藏传佛

        教造像，其束腰的躯体造型、简洁的衣纹表现手法、高隆的塔状螺髻、全

        身各处装饰，还有莲座形式等特征都是藏传佛教造像的明显体现。但是，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比较，会惊奇地发现内地的传统艺术因素已经悄然融

  82 人造像身上·其中汉化尤为明显的地方是造像的面部特征和衣纹表现手
        法。两尊造像面相宽平，不像尼泊尔造像两颊尖削；双目平直，双眉呈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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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6 释迹牟尼佛 今

            元至元二年（(1336年）黄铜高21.5厘米 月胜
月状，也不像尼泊尔造像向两侧上翘；另外眼窝也不深陷，鼻子也不是尼．娜 归

式的钩状〔这些特征都体现出明显的汉地的审美习惯。衣纹的汉化主要体，;:t娜 "

现在释迎牟尼佛像上。在释迎佛胸前和两腿处出现了一些写实性衣褶，腿 垠尸.̂;1工忏yi-11 '粉’‘’刀’尔一七。“工忏樱即A J门”‘「日V"9 U1= JL L 1J }%I1J 三-4大’工认I'"’/jam 令
部衣褶尤多。写实衣纹是汉地传统的表现手法，而在尼泊尔造像上是几乎

不见的，因为尼泊尔造像表现衣纹基本上都是承袭印度萨尔纳特式手法，

衣纹十分简洁〔。但是对比中原内地佛像衣纹的表现，这尊释迎牟尼佛身上

的衣纹表现得还不够成熟，显得呆滞死板，没有充分准确地表现出衣褶应

有的变化〔这种不成熟之处似乎给r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当

时的藏传佛像艺术对汉地艺术的吸收，或者说汉藏艺术的交融还没有达到

成熟的地步，这一点也正反映了元朝藏传佛像艺术过渡期汉藏或称汉尼艺

术交融的时代特点。

    居庸关云台浮雕佛像 大都藏亿佛像艺术另一处重要遗存是居庸关云 83



        台。居庸关云台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居庸关城关，距北京市区45公里。据

    截 《析津志辑失》和云台上六种文字书写的 “过街塔功德记”记载，云台始
    传 ，工二二二一。 ，，，，。。、 ，、工二、二、 ，，。月二。、 。、、、，，，
  杯 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建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是由当时任职
    像 于朝廷的藏族人阿鲁图 （署衔 “中书右承相”）、别儿怯不花 （署衔 “左垂
    艺 、。，、 击卜、．。、：。/ }vv .&v“二、。、，，、、 ；“、、、匕二 。，口廿丫，，二
    Lr 相，’）、帖木儿达识 （署衔 “平章政事”）等人 “授匠指画，督促其工”而    术 ‘，目/ }  'I'H}Ì/uJ}v/}、旧I pi ’午Yx下 ／-,- /"    7X队〕日四’目V4-片于
  冬 完成的。⑩建成后，大元帝师滚嘎坚赞贝（曾任元英宗硕德八刺和元顺帝

  食 妥灌贴睦尔的上师）亲自为它开光。原为一座过街塔，即建于大道上可通
    令 人车的佛塔形式，后来上面三座白塔分别毁于1443年和1702年，只剩下

月赚 卜目前的云台。因云台所在地势较高，常有云雾缭绕，远望如在云端，故而

．哪瓶．得名。云台用汉白玉石砌筑，是一座下大上小的石台座。东西长26.84

碱卿脑哪米，南北宽17.57米，高约10米。（图57)台座下部是南北贯通的券洞，

’1v                                              " k'Fy·
                                          图57 居庸关云台

                                1342-1345年 砖石砌筑 高约10米

        藏传佛教造像就在券洞的内壁和券门上，都是浮雕形式。其具体分布为：

        券洞顶部是以五位本尊为中心的五个圆形曼陀罗，呈南北一字排开。五位

        本尊分别为东方阿闽佛 （不动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

        空成就佛和中央大日如来。（彩图30)在券顶两侧坡面，也分别并排浮雕

        五尊佛像，其周围又环布小佛像无数。在券洞两壁面正中刻写 《佛顶尊胜

        陀罗尼咒》、《无垢净光陀罗尼咒》 （两咒皆为简略形式）和 “造塔功德

  84 记”，它们分别用梵（兰查体）、藏、汉、西夏、回鹊、八思巴六种文字书
        写。在券门内壁四隅，分别浮雕四大天王像。在南北两券门的门嵋上，雕



刻的是同样题材的藏传佛教装饰题材— 六擎具，从上至下依次为大鹏金

翅鸟、摩揭鱼、龙女、童男骑怪兽、狮、大象。券面的底部雕刻十字金刚

柞 （又称揭磨柞）。这些浮雕内容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宗教寓意和哲理。宿

白先生认为它与元朝大圣寿万安寺 （即今白塔寺，又称妙应寺）白塔的塔

藏 “颇为近似’，。⑩万安寺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 （1271年），虽经多次修

缮，但形制依旧，是目前保存在地面上的全国最早的元朝藏式佛塔。万安

寺白塔的塔藏在元朝人如意祥迈长老所撰 《圣旨特建释迎舍利灵通之塔碑

铭》中有详细记载，是由元朝第二任帝师亦怜真伽大师 （八思巴同父异母

弟）依据藏传佛教 “三所依’，⑩的规定而亲自布置的。经比较，两处内容
基本一致，特别是主要的生身舍利 （诸佛菩萨像）、法身舍利 （各种陀罗

尼咒）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如意祥迈的碑记略微详细一些。万安

寺白塔的元朝塔藏至今没有开启过，应该是一处元朝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

巨大秘藏。基于云台上的浮雕与万安寺白塔塔藏内容的一致性，那么云台

上的浮雕内容也应该是由当时藏传佛教萨迎派僧人布置和完成的。

    从艺术风格上看，云台上的浮雕也体现出十分鲜明的藏传佛教雕刻艺 气
术风貌，无论是题材的组合，还是各种尊像的艺术造型都与同一时期藏传 转

佛像艺术风格一致。尤其是浮雕中的佛的形象，大头高髻，肩宽腰圆，气 黑价I- } ’一厂”，目 今。／“行污’J”卜’目-IVHFJ4J1/3O}n／、八Iw曰’‘曰YuNSt K-1’ 、 期
势雄浑，地域和时代风格十分明显。整体看起来，藏式风格是这些浮雕作 1

品体现的主体风格。但是，同故宫所藏两尊金铜佛像一样，云台浮雕佛像 去
目目YT' -Ilu "J于厅，．、」目。’旦尤”，队口’／‘“叭Y'7廿皿YI'7即‘孚 ’1丫’伯口‘丁Mw-即’不 元
也融进了一些汉地雕刻手法和传统审美情趣。其中受汉地影响较大的是四 朝

大天王像。四大天王头戴的花冠，中间高、两边低，花冠正中还有化佛， 、／、行于1121011210  } I',,卜J-1} 3y% HJ'I"LJ/IJ” I "J I J、Y'7赵     IKV’'IL /"‘一”居划11 VP’ 令
像是内地流行的毗卢冠，明显不是藏地本有的。天王面部鼓胀的肌肉以及 月．压

天王身旁的鬼卒那生动写实的形象，也不是西藏和尼泊尔工匠擅长的表现口尸 ll．

手法，而是与我国传统的雕刻手法相符。特别是那些鬼卒的造型又完全是呱翩浏口
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塑造的，形貌丑陋，骨瘦如柴，与藏传佛教一些尊像呱目甲

踩在脚下的外道鬼卒的形象大相径庭。还有天王两肩披搭的被帛、鬼卒身 000

上的衣饰，以及天王周边的云纹图案等，其样式和手法皆为典型的汉地风

范。另外天王的面相除了表现出威猛孔武的气势外，并没有显露出毗牙咧

嘴和狰狞恐怖之感，这应是汉地文化制约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广

目天王浮雕像的右侧有一个老者，他手持笛板，身着汉式儒服，肃然而

立，从面相到服饰全都是汉式的，他应该是汉地流行的十殿阎罗之一。

（图58, 59)其次是浮雕中佛的造像，也受到了汉地艺术因素的影响。佛

像皆面相宽平，国字脸，眉眼平直，基本没有了尼泊尔那种脸颊尖削，眉

眼上挑的特点。佛像两腿处和胸腰间也出现r一些写实的立体式衣褶，与”卜一J/UHJ”‘、、。VI' 1"J1/".-- ’r+/J JNnS”““～～ ‘ -f -J n FJ J - f7 "-4'V' 1 R’ 1      85
尼泊尔造像惯用的萨尔纳特式手法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但是同故宫所藏



        铜镀金释迎牟尼佛像一样，衣纹也显得有些死板和不成熟，这也进一步地

    截 反映了元朝藏式造像艺术汉化的过渡E,,i情形。除了上面提到的四大天王和
    传 ＊。、： 二二，；。L＿“一奴曰，，，；1。、格、 r} ilk，尸、       W4：：、：＿占八田二。二、。
    77 佛像外，云台券洞上“六Y-具”中的龙女和骑在怪兽身上的男童等形象也    佛 即阵2”f/1"自口分洲‘一厂“手片 ”’日”儿久1'{I训“工性百勿1一目”力里寸/ti不巴
    像 带有明显的汉地艺术因素。当然，尽管有这些汉化的因素，我们仍然不可
    艺 、：：一△。。。 二，l / . lflh }rJ.、二 卜。。。，，、。，，：．二、
  L't- 否认云台浮雕上藏传佛教艺术占据的主流地位·
    鉴 — ‘— －‘·— —
    金 ．．．．口阳聪赫数赢翩口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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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8 持国天王 1342-1345年 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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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9 广目天王 1342-1345年 石雕



    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出土青田石释迎牟尼佛像 1992年上海松江区西

林塔塔基出土。也是一尊出自元大都工匠之手的藏式造像作品。佛像结枷

跌端坐，螺发高髻，宽额丰颐，神态安详。大耳垂肩。身着袒右肩架装，

下身着裙，胸前衣边上饰有一排粗硕的连珠纹，腿部也出现了几道写实的

衣纹。躯体健壮，气势雄浑。其整体风格同故宫和居庸关云台上元朝佛像

完全相同，都是在尼泊尔艺术的基础仁吸收了汉、藏新的审美情趣和表现

手法而形成的。（彩图31)

    值得注意的是，这尊造像也带有标示其年代的重要刻款。刻款在佛像

莲花座底部，内容为 “大都佛儿张造口”七字。最后一字模糊，像是一个

梵文或藏文字母。（彩图32)从刻款可见，这尊造像是由元朝首都— 大

都的一位姓张的工匠雕造的，雕造年代、地点和人物都明确地交待了出

来〔。这位姓张的工匠应当是一位佛教信徒，他自称 “佛儿张”，就表达了

此意。类似的称呼在辽代北方就很流行，如当时有 “观音奴”、“释迎奴”

等称号。那么，这位姓张的工匠究竟是谁呢？我们很难断定。不过 《元代

画塑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根据《元代画塑记》记载，刘元有 气
个徒弟姓张，其名不详。延佑七年四月十六日，他曾受命与画工尚提举二 转
    “丫、、，。口。土二＊，、、、” 。‘二。、二。人口r、， 十、，、。一 ，、。、、、 上 型人 “于兴和路寺西南角楼内”，“塑马哈哥刺一、左右佛母二、伴绕神一十 $O      J 7\THMIT K-,l ITJ用’1文Y7’ 望一”" C7 FU ill J ‘i}14 VP ̀J-- ,’丁7LIT ‘ 期

二圣，画三扇，高一丈五尺，阔一丈六尺。’卿这位姓张的工匠当时的身份 ｝

是一位提举·据此推测，这位刘元的弟子“张提举”很有可能就是雕塑这 先
尊佛像的 “佛儿张”。特别是张提举活动的年代与当时的松江府任释教总 绷

统的“管主巴”基本是同时候人，可见张提举雕塑的佛像传人松江也是符 今
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 月曲压
    2．江南佛像艺术 翻武潇）训泌

    (1)江南藏传佛像艺术之流传与江南佛教管理机构之设立 珊巍渊鲡

    这里的江南主要指今杭州、上海、江苏和福建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磷赢x'}I"
因为元朝时在这一地区设立的佛教管理机构专门选派藏传佛教僧人掌管佛 令
教事务，所以藏传佛教及其文化艺术随之传人这些地区。据史料记载，元

朝在江南设立佛教机构始于至元十四年 （1277年）。《佛祖统纪》载口：

“诏以僧文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税，禁挠

寺宇者。”当时称 “江南释教总统所”，所址就设在杭州。元至元二十八年

(1291年）又改名 “江南行宣政院”。《至正金陵新志》载曰：“行宣政院，

从二品衙门，管理江南诸省地面佛寺功德词讼等事⋯⋯元至元二十八年于

建康水西门赏心亭上开设，系托托大卿为头院使，三十年迁院杭州。”＠其

后又数次撤消和恢复，迄于元末，前后存在约有63年·同时，在总部之 87
下还设有府级机构，也是以藏传佛教僧人主其事。如松江府的佛教僧官为



        藏传佛教僧人管主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元朝在江南的这种机构设置

    截 和僧官选派制度无非是按照元朝 “因其俗而柔其人”的基本国策，实现对
    传 ：。，，、 、! f. 41St V.U- A/, :rr h: Id.。A/, -}- */, ks'r -+I I    T9I11 人口稠密、文化繁盛的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    体 ／、曰vpj ZIA、人’七系Im目”体’刊JL"JL"-目”‘曰从7rm7o
    像 据史料记载，元朝时在江南各级佛教机构任职的藏传佛教僧人大多注
    艺 、、、、，、二、、 廿、。，、，、＊。、 、、、，，．古An S.n 4-,l、     r'r‘二、 Yrn-ITF;
    L 重维护和发展佛教，其中以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和松江府僧录管主巴两    术 -}4- .=jr T/“H/XIPC UP tA’7t‘Y-}u_rrJ’十'7XIUi"%JL'I%J I}IX }-, I/JH'1--'IA‘一“fIJ I"3  jl " -j- "1 1114
    鉴 人尤为突出，他们为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传人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食 。 、。、古、。 、：二，，羚＊、、 、；又二 “、。，，旦 “二，、、、：、，， 、。。

        用。杨琏真伽，音泽名称有多个，意译为 “大宝”，号 “永福大师”。有的

    令 说他是藏族人，有的说他是西夏人，但至今没有定论。但是他是修学和弘

月即抽卜扬藏传佛教的僧人这一点应无疑问。他在至元卡四年 （1277年）上任为
．k+i l．江南释教总统，直到至元二十九年被革职查办，任职达十四年之久，是江

哪黝瓢荻渺南释教总统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任职期间，大修佛寺，大造佛

,-ogo像，所些 "YO德”．无数：据《衣毛至元辩伪录呼函录》多熟他在至毛于
        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的三年期间，“大弘圣化”，恢复佛寺达30余所。

        又据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记载，他还在宋故城中改建了西天元兴寺等五

        座佛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九年期间，他亲自主

        持，在杭州飞来峰开蜚了60余完石窟，成为今天江南地区地L保存最为

        集中的一处元朝藏传佛教艺术遗存。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杨

        琏真伽为佛教做了不少 “功德”，但是仍然掩盖和抵消不了他发掘宋陵、

        栽杀平民、盗取财物等累累罪行，他妄图以这些不义之财来为自己修福增

        寿，最终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管主巴是松江府的佛教领袖，他活动的时间主要在元大德 （1297-

        1307年）时。别看他只是个府级僧录，可是他所做的功德也很突出。他
        的主要功绩是施资刻印流通佛教经典。他刻印的佛经种类不少，如重刊

        《西夏藏》，补刻宋 《债砂藏》等。他的刻经事迹可以详见 《债砂藏》补刻

        密典中所附的 “管主巴发愿文”，其中日本崇福寺藏 《债砂藏》本 《大宗

        地玄文本论》卷三末所附发愿文内容最为详细。他因为刻经功德，还得到

        皇帝恩赐 “广福大师”之号。管主巴的生平事迹除刻经外几乎是空白，他

        究竟是西夏人还是藏族人，至今也无定说。有的说他是西藏人，姓管名主

        八，是西藏十分显赫的管氏家族的后代；有的说他是西夏人，管主八是其

        真实姓名，是 “通经大师”的意思。值得欣慰的是管主巴刻印的佛经有不

        少保存了下来，在国内外都有发现。

            杨琏真伽主持凿刻的飞来峰石窟和管主巴施刻的佛经是目前保存下来

        的最有影响的元朝江南地区藏传佛教文物，这两类文物宝藏都与佛像艺术密

        切相关，所以也正是我们研究元朝江南地区藏传佛像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88 irlui},"l %, UJ1./C411”J 1l6iU-"Jt1_I-'J+UK-9,541'<1/l'14q L.}'I}"J--+-sS}"I/J'J-t'I'T0

            (2)江南地区藏传佛教造像遗存及其风格特征分析



    飞来峰石窟造像 飞来峰石窟刻于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岩壁，始刻

于五代吴越王时，后经唐、宋、元、明各代不断续刻，现有摩崖造像300

余尊，是江南地区最大的一处石窟群。元代是飞来峰石窟开凿的鼎盛时

期，现存窟完67个，造像116尊，主要分布在冷泉溪南岸和青林、玉孔、

龙乱、呼猿洞周围的崖壁上。藏式造像有46尊，其中有19尊造像带有题

记。从造像题记看，这些元朝造像主要刻于元至元十九年 （1282年）至

至元二十九年 （1292年）的10年间。这段时间正是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

琏真伽在位之时，题记中有不少是为皇帝祈福祝寿的内容，反映了这位得

宠于世祖忽必烈的江南释教总统对朝廷的忠心。这些藏式造像种类繁多，

题材丰富，包括佛、菩萨、佛母、护法、祖师等五个种类。每一类都有不

少代表性题材，如佛类，有无量寿佛像 （第60完）、金刚持像 （第25完）

等；菩萨类有文殊菩萨像 （第26完）、狮吼观音像 （第49完）、金刚手菩

萨像 （第8完）（彩图33)、金刚萨I菩萨像 （第23完）等；佛母类有尊

胜佛母像 （第55完）（图60)、大白伞盖佛母像 （第22宠）、摩利支佛q

像（第41, 50完）等；护法类有多闻天王像（第46完）、黄财神像（第 气
7完）（彩图34)等；祖师类有毗瓦巴像 （第62完）。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转

杨琏真伽还将自己的形象也亥“进了石窟中，在第44完。该t仿照一佛二 篇
                                  一
                                                                                  元
                                                                                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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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胁侍的形式，中坐者为杨琏真伽，左右亿像是他的帮凶闽僧闻和＆M僧泽。从

    藏 这些造像题材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题材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具有卡分鲜明

  誉 的藏传佛教信仰特色。这些藏式造像不仅在题材＿L有明显的体现，而且在    佛 日””叭’？即狱’「，，“！‘丁寸已。泛竺”叽从坦’不”’队“工泌’曰一‘一‘ri明ItKu'j Y-[' y}, IIIl且’1一L
    像 艺术风格上也有区别于中原地区造像的独特之处〔从总体上看，这些造像
    艺 、。．1＊＊丰。＊111，万二 、C7il J，h off-. /ff,，。、、。：。。壮＊ 『＼，，、 、十 。 二一、，；，店、、＊
    L 都比较规范化，同一类别的造像从造型到装饰风格基本一致，不像中原造像    术 41' I-Ll认/YL f匕I'4 , I-J 人ill目7思I zl} 1,7 11 ALI 'A-} }, 14叭o l, l”日’坐／寸一 林，””刁、’周、思17l
    鉴 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局部特征看，造像瓦官端正，轮廓清晰，额部比较宽

  食 平，额角的转折度较大；全身比例匀称，肩宽腰细，姿态变化也较多；身体肌
    令 肉壮实雄健，但并不显臃肿；身L衣纹明显没有汉地造像多，大多是紧身贴

月矛期队体的形式，衣质,P得很薄透；造像的装饰也基本模式化，很少有变化。这些

姗肠泌租特点与藏传佛教造像仪轨基本吻合和一致，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
耀撇盗蒸渺 飞来峰这些元朝藏式造像在内容和形式上固然藏式特点十分突出，但

  ’几耀赞‘是由于它们是在远离西藏数千里之遥、而有着悠久深厚汉文化基础的江南
    令 一“‘．丫”‘丫’一气‘＿”卜’”了一 ’．士了甘’二二‘一丫万、、”一’二’一了’片一兰了下｛’了

        地区刻造而成，所以也明显地受到了中原汉地传统艺术的熏染，而且相较

        于同一时期大都地区的藏式造像，其汉化的程度要大得多，并表现在造像

          ．．．．．．．．日．日日麟妇日口 馋 全身的多个部位。我们

          ．．．．．．．．．．．．．．．． 先看造像的面部，这是

            ．．．．几口．口．．口FI ． 受汉地影响最明显的地

          ．．．．口．肠口．峨蘸瓣翔侧口． 方。造像普遍面部宽

          ．．．．．压．．．添腻哪朔暇今圈 平，两颊丰满，杏眼平

          魏．．团圈翩.."s;瓣   .':一黔醚踢峨as 直，眼泡较大，眉弯如
          翔腼瓜画国翩卿．肠礁撇呱翻狐娜黝 弓，阔鼻小嘴，基本接

          ．．圈翻呱．幽哪‘树况撇樱洲黔哪翻．肠 近汉人的面相特征。比

          ．日该留．．哪！氛渊黝黔佩瑞憾翻旅留．口目 较明显的例子如第 64

          ．．．．．叮 咧淤漱一翔时唠目必困．圈． 完的四臂观音像、第47
          ．．．．r 憾 赞料妇．．．．．．翩． 兔的多罗菩萨像等。

          ．．．．践＿＿‘扩级．砚肠峨赢加恤翩械．巴． （图61)再看造像的头

          秘．肠口．．喇二r嘿干椰嘿摆黔瞥缨瞥缨抵扁． 饰。最有代表性的是菩

          组国．．．．群 赫渊撇黝瓤撇黝娜狐赢口口． 萨、佛母的头饰，虽然

          翔．．口口．．巡撇剔鹦狐麟黔粼碱 大多戴的都是五花冠，

          铂．．．．．．叫一、．．．．．．．．．． 但花冠和花瓣的形式都
          从撇．．．．．峭巍          x赢赢赢粼翩赢    077翔 比较特别，花瓣较大，

          嘿裕卿啊润．礁旅脚哪，御，干哪娜删呱象娜鄙料哪燃 花冠上侈下敛，富于装

                一－－－－－－－一 －－－－－－－－－一 饰性，与当时藏地流行
  90 图61绿度母 的低矮的五花冠形式显

                1282-1292年 石雕 高120厘米 然有别，这应当与当时



汉地的崇尚有关。再来看造像的衣纹，它也是飞来峰藏式造像汉化较明显

之处。大多数造像身上出现了汉地流行的立体式衣纹，或出现在胸前，或

出现在两腿处，衣纹较多，质感很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像架装的样

式受到汉地影响尤为明显，出现厂右肩反搭裂装边角和双领下垂两种形

式，与西藏、印度、尼泊尔佛像偏袒右肩的固定模式形成鲜明差异。最

后，还必须注意的是造像的题材。在飞来峰藏式造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它们大都是慈眉善目的形象，即所谓的 “寂静相”，而体现藏传佛

教密教特色的 “忿怒形”造像却不多见，仪有一二例而己，如金刚手、财

神、天王等。但这几尊忿怒形造像也不像藏地所见的非常可怕的样子，明

显减少了一些恐怖的特征，虽然仍显怪异，但并不十分吓人，这无疑与汉

地传统审美和伦理道德的约束有直接的关系。另外，有些造像显得肥胖的

躯体和采用的仰莲台座等特tJI：，也应与汉地的影响相关。（图62）飞来峰

                                                                                                  三

                                                                                  转
                                                                                型
                                                                                  期

                                  一
                                                                                    元
                                                                                绷

                                                                            令

            廖
                                                                              令

                            图62 无量寿佛 91

                        1282-1292年 石雕 高260厘米



        藏式造像这些汉化特征是元朝汉藏文化艺术相互交流和影响的重要实物见

    截 证，对于我们研究当时汉藏文化交流，特别是藏传佛像艺术风格的演变具有

  f}6重要的参考价值。
    像 （（磺砂藏》扉画佛像 《债砂藏》始刻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完成于
    艺 二、、一、，，，。。，、二二＊ I,L.、、、、 、， LLA卜特 IJ.l＊ 田、7"-k 7-A.。，，、
  菜 元至治二年（1322年），因始刻地点选择在苏州与杭州交界的债砂岛延圣
    冬 院，所以得名《碳砂藏》。这部大藏经至今在国内外都有一些发现和收藏，其

  食 中以1931年在陕西西安开元、卧龙两寺发现的一部最为完整。经整理，这
  令 部藏经于1936年在上海影印了540部，即现在流行国内外的《影印宋债砂

月r朋压藏经》。原藏现存陕西省图书馆。在这部藏经中，元朝所刻有91部，307

．k,;t' 卷，主要为密教经典；同时该藏每秩首册前的扉画也是元朝增补的。据该藏

耀骤惑卿一些密典后所附《管主八发愿文》记录，元朝补刻的经典是由当时任松江府

  ’刁哪鳄 僧录管主八于1306-1307年施资刊印的，《啧砂藏》能最终完成和问世正是
  令 叮‘一丫布’、’‘一厂万二丫．’”一丫f厂‘．’‘’，一笠恻“－一 ’一竺“”＿“觉牛一        与这位管主八大师密不可分。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江南地区的藏传佛像艺

        术风格，《债砂藏》每轶首册上的扉画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每幅

        扉画长43.2或43.8厘米，宽23.8或24.7厘米，占四个半页（即四折）。全
        藏的扉画内容共有八种，按千字文顺序，每八字内容便重复一次。这些扉画

        自《债砂藏》发现后一直受到国内外藏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经常刊布在相关

        的杂志和著作中。1994年宿白先生在《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

        迹》一文中，专门以图表的形式详细列出了该藏开始八轶首卷经名、扉画内

        容和所附刊记，并刊出其中多幅扉画的图像，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从题材和艺术风格看，这八幅扉画表现的藏地风格也有明显体现。在

        题材上，扉画的主尊除释迎牟尼佛外，还有藏传佛教特有的四臂文殊菩萨

        像、大白伞盖佛母像，以及藏传佛教上师像。这些题材都占据画面的中心和

        重要位置。在构图形式上，这些扉画皆采取既突出主尊，又讲究对称的形

        式，它与汉地大藏经上所见“释迎牟尼佛灵山说法图”的形式明显有异，而与

        宋元时期西藏本土的绘画风格完全一致。当然表现最为明显的是这些扉画

        上主尊的特征，八幅扉画上的主尊皆宽肩细腰、造型规范、姿势大方、结构匀

        称，既与藏地造像的整体风格和要求相吻合，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

        扉画上的上师像，其内着交叉式无袖孔背心，外披袒右肩架装的衣着形式，

        时代和藏地特色尤为明显。另外，主尊的台座和马蹄形背光形式、背光上装

        饰的四擎具（大鹏翅鸟、摩揭鱼、飞马、大象），以及主尊额部的长方形白毫相

        等特征，也都是公元13-14世纪西藏寺庙佛像上常见的艺术特征。基于上

        面归纳的这些特征，扉画中藏式风格明显占据了八幅扉画的主流地位。因

  92 此国内外的研究者也都一致将它们划归西藏一尼泊尔或藏传佛教艺术的
        范畴。（图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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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释迹牟尼佛说法图 1306-1307年 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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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 释迎牟尼佛说法图 1306-1307年 纸

    基于 《碳砂藏》最终完成于汉文化繁盛的江南杭州这一文化背景，

《债砂藏》中的这些藏式风格扉画也同样受到一r汉地佛教和文化艺术的影

响。这一影响也体现在多个方面，而且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得更加明显。

如画面构图繁复细密，内容丰富，不像西藏早期绘画布局疏朗规范；主尊 n，TH L1 IW "1 '7 1-,J 久～ 山’r“目一因” ”’小『一“i} ’iYJ -p,甲 -I' 1 ̂4-1U VYJ-IU’一分 93

两边的听法菩萨和护法天王面颊丰满，体态肥硕，头戴花冠，肩搭被帛，



        颇有唐朝造像丰满端庄的遗风；听法菩萨像身披的被帛从上至下翻卷飘

    截 飞，颇有昊带当风的气韵；画面上出现的身着汉式官服的男供养人和女供
    传 ， ， ，、：；：。。：二二。。、卜，！二，kw ILi -C3̀-a 。，＊、。。。IlH -H'、二扔、。二，。召    ,5K 养人，以及汉地形象的上师像等形象，则完全是汉地艺术形象的照搬照    体 ”卜八’以认认1LV I li 目”上’甲’不寸11%乐’YVJ儿土儿’人1 L:V自‘卜/17W,N7rci71Jxil7
    像 抄；画面＿L的一些背景纹饰，如云纹、火焰纹、植物纹等也明显带有汉地

  荃 的审美情趣；还有，主尊佛像的架装也出现了右肩反搭装装边角的样式。
    术 N J It'人1 F3 KY’X-L, "h’山甘ljF‘刁‘目J状书。川～ “'N iF7l.tJ47 }3-̀C}VGKi用N J "1'T J-1I O
    鉴 尽管如此，这些汉地艺术因素仍然没有改变扉画的主流风格，因为这些汉

  食 化的因素始终处于画面上次要的位置。在创作者那里，西藏艺术风格明显
    令 是其表现的主体，是其创作依据的重要蓝本，而汉地艺术只是作为主体吸

月甲期压收和借鉴的对象，所以表现出来的风格也自然是有主有次。我们觉得，以

ihr涣翻 西藏风格为主的这些艺术形式出现在汉地，特别是出现在汉地佛教 《大藏

，�y膨 经》上，似乎有更加深刻的政治用意，它似乎在强调藏传佛教对中原汉地
  利哪鳄 佛教的包容和统治地位，因为当时江南汉藏文化艺术实现的交流和融合本
    令 长r一仑了丫丫兰犷岁洲，．7一了 ’二 兰一『’‘、’一7一、一’－一 ’一、－一‘’一护．“”’一～’

        身就是政治因素影响的结果。（彩图3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债砂藏》开始的八幅扉画上，有两幅画上题

        有 “陈芍’画”的刊记。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陈宁的生平不可考，但

        从其姓名来看，应当是一位汉族艺术家。据考，他的名字还出现在回m-文

        《八阳经》、北京图书馆所藏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云南图书馆藏元代
        官版大藏经 《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等经书的扉画上。由此可见，他在当

        时算是一位十分活跃的艺术家。据一些研究者认为，陈宁主要活动于元中

        叶，前后达20年之久，活动地点主要在杭州，有其题名的一些刻经都是

        在杭州完成的。④有这样一位汉族艺术家参与《债砂藏》扉画的绘制工作，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扉画上汉地艺术因素之多的原因了，也由此大致可知藏

        传佛教艺术在江南演变的一些原因。这也是元朝内地藏传佛像艺术遗存中

        发现的惟一一类有汉族艺术家题名的作品，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元朝三世佛摩崖石刻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摩崖石刻

        三世佛像凿刻于元至元二十九年 （1292年）。1995年温玉成先生撰写 《泉

        州发现的喇嘛教造像及其意义》。首次公布了这处元朝摩崖造像，引起了

        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这处摩崖石刻为一铺三尊三世佛。三世佛并排枷跌端坐于束腰莲花座

        上，通高约2.5米。中央主尊为释迎牟尼佛，头饰螺发，肉髻高隆，髻顶

        有宝珠，大耳垂肩，面部丰圆端庄；身着袒右肩架装，衣纹紧贴身体；左

        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为释迎牟尼佛成道相。身后有头光和身光相

        连的马蹄形背光。释迩牟尼佛左为药师佛，右为阿弥陀佛，他们的形象特

  n， 征与中央主尊完全相同，惟以手印不同而显示各自不同的身份，药师佛左
    94 ～ i’�y-rILI1- I I I' V I   I F+ “一”””“I}}J-}IY.iJ} H Ha” ”J uJ/J IN’SH7-P VIN-L

        手结禅定印，右手结施与印，阿弥陀佛双手置双膝上结禅定印。这三尊造



像的时代风格都非常明显，佛像头顶肉髻高隆，面部丰满而富于肉感；脖

子短，肩部宽阔，胸部高挺，肌肉饱满；全身衣纹基本为藏地惯用的萨尔

纳特表现手法，领口衣纹呈曲线形，宽大素朴；莲花瓣较宽大，与元朝一

些青花瓷器上所见莲瓣形状相似；身后的马蹄状背光与甘肃马蹄寺元朝石

雕造像背光完全一致。以上这些特征都是元朝藏式造像的典型特征。（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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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5 三世佛 1292年 石雕 高约250厘来 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铺＿：世佛像南侧约：。米处保存有一段元至正二月
十七年 （1290年）的造像题记。这段题记记载了刻像时间、刻像的功德．

主等内容，为造像的年代、造像人及其风格来源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题记内容为：

    透碧霄为北山第一胜架，至元壬辰间灵武唐兀氏广威将军阿沙公，来

监泉郡，登兹岩而奇之，刻石为三世佛像，饰以金碧，构殿崇奉，以为焚

修祝圣之所。仍捐奉买田五十余亩入大开元万寿禅寺，以供佛赡僧，为悠

久规，其报国爱民之诚可见已 厥后，岁远时艰，弗克葺治。至正丁未

秋，福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般若帖穆尔公，分治东广，道出泉

南，追忆先伯监郡公遗迹，慨然兴修，再新堂构，山川增辉，岩壑改观，

林木若有德色，而况于人乎。暇日获陪公游，因磨崖以记，郡守新安郑潜

拜手书。同游行中书省理问官忽纳台，唐吾氏，广东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

元帅阿光温沙哈儿鲁氏，泉州路达鲁花赤元德瓮吉*11氏，官讲资寿教寺讲 95



        主智润及广威公外孙同安县达鲁花赤寿山与焉，王岩僧志聪。时至正二十

    截 七年十月丙午日题严 （图66)
    传
    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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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三世佛旁题记

            由题记可见，这铺三世佛像是由灵武人唐兀氏广威将军阿沙命人凿刻

        的。阿沙当时任泉州监临官— 达鲁花赤。阿沙还在此建有一寺，名大开

        元万寿禅寺，并为寺捐田五十余亩，“以供佛赡僧”，时为元至元二十九年

        (1292年）。72年后，阿沙的侄子，时任福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
        般若巾占穆尔，“分治东广，道出泉南，追忆先伯监郡公遗迹，慨然兴修，

        再兴堂构”。与般若帖穆尔同游的还有行中书省理问官忽纳台、广东道宣

        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帅阿完温沙哈儿鲁氏、泉州路达鲁花赤元德瓮吉刺氏、

        阿沙的外孙同安县达鲁花赤寿山以及官讲资寿教寺讲主智润等五人。其中

        前四人都应是与阿沙同族的西夏人。

            阿沙的事迹题记中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元之灵州 （今甘肃灵武县境）

        人，为唐兀氏。曾受封 “厂‘威将军”，元时受命 “来监泉郡”。所幸的是

        1962年甘肃酒泉发现的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至元二十

        一年立）提供了他的身世与来历。④按碑文所说，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征讨

  ％ 西夏时，时为肃州守将的唐兀氏举立沙，“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又督
        义兵，助讨不服，忘身殉国，竟x锋摘。太祖皇帝矜其向慕之心，悼其战



死之不幸，论功行赏，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以族其父

之功。宪宗皇帝赐以虎符。世祖皇帝愈加崇敬，升昭武大将军，迁甘肃等

处宣慰使。阿沙二男，长日刺麻朵儿只，次曰管固儿加哥。”由此可见，

阿沙是一位很有来头的西夏人。“唐兀氏”又称 “唐吾”、“唐古特”，是元

朝对西夏人的一个称谓，为党项人后裔，古羌人的一支。南北朝时，他们

分布在今青海东南部河曲和四力！松潘以西的山谷地带，主要从事畜牧业。

唐朝时，由于吐蕃人不断东扩，大部分党项人被迫迁徙到甘肃、宁夏和陕

北一带，北宋时建立一个以党项人为主体的独立封建政权— 西夏王国。

1234年为蒙古所灭。

    搞清了阿沙的来历不仅使我们对雕刻三世佛像的功德主加深了认识，

而更为重要的是对我们确定三世佛艺术风格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基于

阿沙来自河西地区，泉州三世佛像的艺术粉本亦应来自那里。河西在宋代

时为西夏王朝管辖，流行藏传佛教及其佛像艺术，河西地区的造像艺术粉

本为典型尼泊尔一帕拉艺术风格，这在前面已作论述，其代表性实物有黑

水城出土的麻织画和甘肃榆林窟第3窟和第29窟保留的壁画像。值得注 气
意的是，河西地区的造像艺术粉本不仅影响到了福建泉州，而且还影响到 转
.u。二、士.,F,廿，山：山、 二出。、、、、，、.};,、 Sr,-*, '+r， 1,&二＊r }ti曰廿二。", .4 A, 型
当时江南的其他地区，元朝《债砂藏》扉画和飞来峰石窟应当是其影响的 石
结果，因为这两项佛教文化杰作也分别是由与西夏有关的杨琏真伽和管主 ！

巴主持完成的。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福建泉州三世佛像的艺 光
术风格与杭州飞来峰、北京居庸关云台佛像风格一样，都是直接或间接地 朝

受到了尼泊尔一帕拉艺术的影响，亦属“西天梵相”的风格范畴·当然，今
北京、杭州和泉州三地西天梵相的风格特征存在一些微细区别，这主要与月．压
各个地区传统艺术的影响有关。 R :7m

    元朝江南地区的藏传佛像艺术遗存除飞来峰造像和 《碳砂藏》扉画氯翻热瑟

外，还有元刊《西夏藏》扉画，杭州吴山宝成寺大黑天像等。这些遗迹中闷翻尸
的造像风格特征与上面讨论情形基本一致，就不一 细说了。另外，元朝 今
江南是当时全国丝织品生产的中心，据记载，当时也流行丝织物绘制佛

像、佛经，但目前发现的实物甚少。如布达拉宫所藏的一幅不动明王绰丝

像，一般认为就是出自杭州。这一艺术品类还有待我们继续发现和探讨。
    注释

    (1)（元）程钮夫著：《雪楼集》卷7

    (2) (3) Oi,史》卷203《阿f- of )

    (4)宣政院，始设于元至儿二年 (1264年），当时称总制院，元至元二于五年 （1288年）改

        为宣政院，

    (5) (6)《兀史》卷202《释老志》 夕7

    (7)《凉州佛寺志》



              (8)应当指八思巴的弟子达温波奉师命创建的香衰大寺。此寺盛时有数千僧人。

  藏 (9)《萨迎世系史》，北京铅印本第90 }1
    传 （(10)《萨班全集》第三卷，拉萨铅印本第697一698页
    伟 (11)四Y具：大鹏金翅鸟、摩揭鱼、兽王91马、象王
  咚 (12)邹启宇主编：《云南佛教美术》，云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采 (13)（元）如意祥迈，《圣旨特建释迎舍利灵通之塔碑铭》，《至元辨伪录》卷5
    鉴 (14)诸色人IKr总管府：元官署名。管领皇家工匠生产。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
    食 设，属工部，秩正一：品。设达曾花赤、总管、同知、副总管等官。下辖梵像提举司、

                    出蜡局提举司、银局、木局、油漆局等机构。
    o00 囚’曰’、牲丫一J、卜卜，，“”、j，、’川,- a 1.,

  I自卜 (15) (20)《元代IA71塑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门协翻．胜 (16) Oti史》卷203《刘元》

．．洲翻1妇． (17)（元）欧阳玄撰：《过街塔铭》，《析津志辑佚》第25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碾裸黔藕牙 (18)宿白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322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恻哪梦口  (19）二一己所依：指身、语、意三业分别所依的佛像、佛经和佛塔。
  令 (21)《至正金陵新志》卷6《官守志》

              (22）张新鹰著：《陈宁其人及回鹊文八阳经版刻地— 读玛家升先生一篇旧文赘言》，《世界

                  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

              (23)温玉成著：《泉州发现的喇嘛教造像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3日

              (24) 2001年厦门文物商店张金颖先牛寄来 叮世佛和题记照片，据照片录成此文。谨向张先

                    生致谢。

              (25)《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史金波、白滨、吴峰Z}编著：《西夏文物》第

                    119图，文物出版社，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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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期— 明朝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西藏地方各派势力都接受了新王朝

的统治，也相应地得到了新王朝的救封和承认。有明一代，对西藏的管理

仍将宗教笼络政策放在首位，但是同元朝相比在具体措施上有了明显的改

变，它吸取元朝的教训，放弃了在西藏所实行的那种单独扶持某一教派宗

教势力作为自己统治和管理西藏代理人的做法，而推行一种 “众封多建”

的新政策，即对西藏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首领均予以分封，通过分封以

及袭职、替职和例贡等形式使它们各自均直通于中央，从而与明朝建立了

直接的政治隶属关系。如明成祖在位时一次就对西藏敦封了三大法王、五 叹
大国师，十大禅师，受封之人就涉及格鲁、噶举、萨迎等不同教派和前后 成
＊ ，、、，二 ，，＿。，＿，、 。。、。＿，分，＊一，一．、二 ～、＿：，．‘、二一～、＿二，『＿。 熟
藏、安康等广大的地域·明朝对西藏实行的这一政策对维护西藏和内地的 霸
政治关系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为藏传佛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 1

展契机·在明朝推行的这一平等优厚的宗教政策下，藏传佛教各教派得以 南
竞相发展，一时出现了大兴寺庙、大造佛像的盛况。通过大量频繁的艺术 翔
活动，藏民族审美意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雕塑艺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00o

高，外来艺术与西藏民族艺术互摄互融，更趋完美，终于迎来了藏传佛像月点‘

艺术的成熟期。 WiLl.翻．

    明朝藏传佛教传播的区域基本立足于元朝开拓的教区基础上，除藏区撇趟 赫

外，还有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山西五台山、北京等地。本 W
                                              一‘一 ’一’一 000章将对藏区和藏区外的佛教造像艺术分别进行介绍。 －O－

              （一）关于明朝佛像艺木

                      A-‘格 定 型 层几看 弓去

    明朝是藏传佛像艺术风格定型的时期，其定型的具体时间应为14-

巧世纪。意大利学者图齐教授率先提出这一看法，目前已基本得到了国

内外学者的认同。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藏传佛像艺术的定型呢？也就是

说当时佛像艺术定型有哪些标志和体现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专 ，，
门讨沦：



            关于藏传佛像艺术风格的定型，我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

    截 造像风格的民族化。其具体体现是佛像的绘塑不再一味地模仿外来风格和

  经 手法，而是在外来艺术形式和要求的基础上融人藏族人新的理解和审美情    佛 丁‘八””，儿“工／’小C-/卜IV从”曰从小N J坐NW上触／、～卜/VJYIN7一行‘，曰甲个Ih
    像 趣，因而使绘塑出来的佛像在面相、姿势、服饰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藏民

  乡 族审美特色。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宋元数百年的发展和融合，藏传佛像艺    术 kA甲人，”‘。ItL，可，上.L-HJ/.C’．枯／‘、2目朴目’目J }iK'1”川‘目’,I-’”“，“”‘U
  赛 术风格到明朝时已完成了民族化进程，外来与西藏本土艺术的融合已臻于
  食 成熟，所以我们对其风格的民族化不能作一般的理解。另一方面是造像形
    令 式的模式化。藏族艺术大师们在融人自己对佛像艺术新的理解和审美意识

月预巨 的同时，都十分注意根据造像量度的规定对不同类别的造像进行分别加工
百瑙粗．塑造，因而使不同类别的造像在身体量度、面相、服饰等诸方面既有明显

碾姗蝙 的区分，同时又自成一体，各自形成比较规范统一的模式。当然这样解释

  lqw ，可能有些笼统和抽象，下面我们结合明初 （巧世纪）西藏著名艺术大师
    令 二’厂了泣万二井二＿二二一’r’丫万止一二’＿二三二几二。 止一，刃＿，，＿点二”一 ’‘一’

        门拉顿珠嘉措所著的 《如来佛身量明析宝论》来进行具体阐释。

            门拉顿珠嘉措，公元 巧世纪人，生于西藏山南地区洛扎县一个叫

        “门塘”的地方。他自幼学习 “工巧明”、诗学、韵律学、梵文等多种知

        识。其中，在工巧明方面他的成就尤为突出。他的受业师是当时后藏萨迎

        地方著名的扎西杰巴。1400年，门拉顿珠嘉措创立门氏画派，后人称之

        为 “旧门塘画派”，他所著的 《如来佛身量明析宝论》就是这个艺术流派

        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要依据。1447年，门拉顿珠嘉措参加了后藏最大的格

        鲁派寺庙扎什伦布寺修建工程，寺中许多塑像及壁画就出自他的手笔，成

        为我们研究其雕塑及绘画风格依据的重要实物资料。（图67)

            《如来佛身量明析宝论》共分七章，其中涉及门拉顿珠嘉措佛像艺术

        方面的具体理论在第七章，即 “绘塑实践工序详述”。在这一章里，门拉

        顿珠嘉措分别就不同类别神像的各部位身量做出了十分具体和形象化的解

        说，包括化身佛像身量、报身佛像身量、大威德等本尊像身量、菩萨像身

        量、金刚亥母等女神像身量、大梵王等世间护法神像身量，夜叉、罗刹等

        忿怒护法像身量，群主、矮人等神像身量，声闻、独觉像身量，以及各类
        神像姿势、服饰样式等内容。每一类神像的量度和形象特征都自成一体，

        该著分门别类进行的解说就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是明朝藏传佛像

        风格模式化的最真实体现，同时也是导致藏传佛像风格模式化的理论源

        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解说中还融入了非常具体的民族化审美因素。如

        书中在对各类神像身量作具体解析、说明时全部采用了西藏本土的量度单

        位，如协、恰、董巴、卡、梯等。这几种名称可以互换，代表的量度相

  ，。。 等。如一恰就是一协，等于十二拨米。同时还以西藏特产的植物如青棵、
  10口 可。�.. ’曰洲．～ 囚” “4 ’一 卜 ’一。’J『’“一 ’”～“恻’”’ 曰碑件 VJ～ 门’．、、

        芥子等作为量度的最基本单位，如它将恰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一小



                                                                        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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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等于一粒青棵的长度。特另。值得注意白勺是在这些说明中又力口进了一些藏篇
族人喜闻乐见的形象化、比喻性的说明。如说明化身佛面部特征时说：
’－一 卜”” 一’一 ” ’－一‘一’一’r一’“’一” ，一”一 ”分一 ”一 ‘“’一 ”” ’一 ‘，一’ o0o

“唇红如果杂次氏 （意为樱桃果）⋯⋯上唇翘起，唇莲如鹦鹉嘴⋯⋯下唇 月．压

边至下额尖高宽均为二指，呈圆润丰满的球形⋯⋯脖颈如宝瓶一般美丽、口砰" .．

圆润、丰满⋯⋯”明这些说明形象生动，贴近现实生活，对于艺术实践无云翎翩口

疑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意义·毫无疑问，这些艺术理论是藏族艺术大师们在飞尸
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总结而得出的结论。 令

    门拉顿珠嘉措的著述尽管为一派之观点，但是从这一时期现存大量造

像实物体现的风格特征来看，它确实对当时藏传佛像艺术构成了普遍的影

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明朝西藏和内地遗留下来的佛像艺术资料非

常丰富，单是金铜造像数量就相、‘1可观，西藏和内地喇嘛庙、博物馆均有

丰富的收藏，同时也有不少流入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另外，大量的绘

画作品，如江孜白居寺壁画、北京版 《｝卞珠尔》插图、青海瞿昙寺壁画，

以及大量唐卡等，上面的人物图像也是不叮多得的参考对象。比较、分析

这些绘塑的佛像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艺术风格都非常近似，尤其101
是相同类别的造像，它们表现的艺术特征基本一致。仅就菩萨装造像来



        说，其相同的艺术特征可归纳如下几处：1.男性菩萨装造像方脸，女性

    截 菩萨装造像圆脸。皆头戴五叶宝冠，花冠中央部位习惯做成半月的形状

  ftAA 佩戴较大的环形耳环，其下又吊坠宝珠。：．菩萨＿L身大多裸露，佩戴的    佛 vwu}u伏／、目url"/17汁‘”’7C’人”“土五“卜。“ 目Vi   _L /J“、少‘刁、”，v'rv 3PN目’
    像 饰物基本相同，有颈饰、双
    艺 。几、＊。1，二二、、 ，、，。触    L 股项圈和环形项链，以及臂    术 ’认一人N'IH-I'w-7G Wcc,杯行曰
    冬 oil、手镯。下身着僧裙，裙子
    食 -t-，。 F7=I Y iii; IL}十。、 。 二    城 在臀部用宝带紧扣在一起，正
    令 好在肚脐下形成系列对称的

口胜衣褶。有时有长长的被帛搭
．,瀚后在双肩，飘垂而下。3.莲花座
._姗默   _通常为两种造型，大多数莲花

  ，  ` ‘座为双层仰覆莲束腰形成，莲
    令 方了厂几丁’．丫二吮一丫厂几“二三节

        瓣细长饱满，在座的上下层边

        沿均饰有排列整齐的连珠。

        4．人物造型柔软，体态优美，

        大多体现出三折枝的造型姿

        势。5．工艺上，普遍为铜铸，
        且多为红铜，身上惯以红、蓝、

        绿宝石镶嵌。座底封藏惯用

      包底法。（图68)菩萨装造像 图68四臂观音菩萨
      如此，其他类造像也可归纳出 巧世纪 镀铜金 高31厘米
        类似自成一体的艺术特征。

        因此可以说，明朝藏传佛像艺术风格定if q在史料和实物上都是有着充分依据

          的。

            当然，门拉顿珠嘉措所著 《如来佛身量明析宝论》只是当时藏传佛像

        艺术流派中一派的理论著作。除此而外，当时还有布顿大师和杰米决夏的

        《大日鉴》、米庞·索南嘉措的 《造像量度总集》、白玛噶波的 《不空见画像

        论述》等著作。它们分别代表了藏传佛教艺术在公元14-15世纪佛教雕

        塑艺术理论上取得的成就。这些艺术理论对明朝佛像艺术风格的定型也分

        别产生1'一定的影响。

                    （二 ）西藏地 区佛像艺木

  102       1藏中佛像艺术
            明朝西藏中部地区称 “乌斯藏”，是当时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同时也是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中心，藏传佛教各教派竞相在这里兴

建寺庙，发展和扩大本派的势力和影响。其中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噶举派，

此派分为四大派和八小派，在拉萨、日喀则地区兴建了许多寺庙。同时格

鲁派也很有势力，由其创始人宗喀巴及其弟子在前后藏先后兴建了甘丹

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寺等一些规模宏大的寺庙。另外萨迎派在日

喀则地区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各教派寺庙的大量兴建，佛教造像艺术活

动在藏中各地也大规模开展起来，艺术之花遍地开放，异彩纷呈，藏中地

区成为当时全藏区佛教造像艺术最为繁盛之地。

    《西藏通史》中说：“除一r在西藏分裂时期的后期绰浦译师所造的绰浦

寺弥勒大佛像和本世纪初期九世班禅大师图丹却吉尼玛新造的扎什伦布寺

的弥勒大佛像以外，西藏著名的弥勒大佛像如昂仁 （拉堆降）弥勒大佛

像、绒 （仁布县）弥勒大佛像、扎什伦布寺大经堂的弥勒殿中的弥勒大佛

像、哲蚌寺的弥勒像见者解脱等，都是在帕竹统治时期，即公元 巧世纪

中建造的。上述六尊用金铜材料建造的佛像，虽然大小方面有差别，但是

总的来说，这些佛像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也算得上是用金铜材料建 叹
造的佛像中的巨大者。’，② 成

      ：。、二。二、，了 ，二，，。。、、二、、＿、。、二 td.、人l, I＿ 口。、、、l,1二冲 熟
  从艺术风格上看，藏中地区佛教造像具有共性与个性，即普遍性与特 霸

殊性的双重特点。所谓普遍性，就是藏中佛教造像在继承元朝佛像艺术 ｝

似尼泊尔风格为主）的基础上，普遍地融人了西藏本土和中原内地的审 湘
美因素和艺术手法，一改原来尼泊尔艺术较为突出的面貌，而体现出鲜明 栩

的以藏民族风格为主的艺术特色，这是明朝佛像艺术发展的总体趋势，也 o0o

是明朝佛像艺术定型的重要标志。特殊性主要体现为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月用色

藏中地区教派林立，地域广阔，各教派各有自己的传播地域、艺术传统和．式一̀:

宗教崇尚，各地域在艺术风格和宗教崇尚以及对外交流上也有自己的特撇俐戳丽

点，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和影响，正是由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唤晒卿
，、：二二品，为。、小、、、‘。，1甘、 L。、二。：，，。九品＊，，， 、二、、。、下。、口口 令藏中地区的佛像艺术在共性的基础上又体现出复杂的变化。通过对现存明 0

朝藏式造像实物进行比较，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藏中佛教造像存在着多种艺

术模式。目前遗留下来可以确定为藏中地区的造像实物非常丰富，有泥

塑、铜铸、石刻、木雕等多种形式，可以称得上历代之最。其中最多的还

是金铜造像，不仅在藏传佛教寺庙殿堂中有很多供奉，同时在国内外许多

博物馆中也大量收藏，实际上现在国内外从事藏传佛像艺术研究的学者也

大多是以金铜造像为直接的研究对象。然而，尽管现有实物非常丰富，但

是由于古代藏族艺人地位不高，尤其是受宗教观念的影响，讲求做功德而

不留名姓，造成艺术资料流传下来的甚少，我们既难以准确地搞清楚当时 ，。，
一’因一目产‘’～沪州。 ’一夕“曰”’％’,I- }+I呼／ ’1}11 4 ,̂iw,}-Iw /41-41J1ro拼 月�, 103
究竟有哪些艺术流派，以及每一派的风格特征及流传范围，也不能就现有



        的造像实物进行流派和风格上的准确归类。因此，我们只好根据所见金铜

    截 造像实物归纳出几种造像类I}}1来，供大家参考

  经 A型实例了。多，散见于各大喇嘛庙和国内外公私博物馆N寸代可定
    像 为15-16世纪。其艺术特征表现为：全身结构合理，造型大方，衣纹简
    艺 。十 。1166 A、‘。。、 ，、二；，f。、 。卜1一、户 二、1；：.--e，．二E-imi   9}-K-ir'A' -zr_    r:!    z 洁。佛像头饰螺发，肉髻高隆，大}r垂肩，而形或方或圆，额部宽平，眉    术 ‘目。口P14,入卜甲I'M ix,   I'9肖iwirt-:’／、一r"r. It1””，’以“人厂J～’倒’ura川，。” ’曰
  鉴 间饰圆形或长方形自毫，高鼻深t1小嘴（身着社以：肩裂 It- ,胸前、袖日和
  食 腿部有衣纹，余处皆光洁无衣纹 躯体一般很挺直，宽肩细腰，比例很匀
    令 称。下摆衣褶n扇形 （放射状），但没有宋元时佛像规范。（彩图36)若

月然巨 萨装造像头戴五花冠，或戴」卜面旱半月状的花冠，顶结锥状高发髻。面形
叮谕分或方或圆，也有呈倒三角形的 If-4间白毫也有方有圆。眉眼及口鼻尚保留
嘿熟霹夔了一些尼泊尔和帕拉造像的特点〕L身不着衣，饰顶圈、长链和手＄911.臂

  叩卿臀布钊等。肩部一般不搭被帛，只是偶尔可见搭被帛的。下身穿长裙，一般不
    令 “’‘一”‘”． ’一、“一‘一”’‘”一”‘” 一’卜’一’一”“

fZ.a iiaS":',a (,'6.       7. } ,."} sue'.me  '.
  104 图69 四臂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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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衣纹，但也有以阴刻双线或连珠线表现的波谷状衣纹。腰带结也是垂落

于座前，但一般只是随意露出一个结头，没有形成放射状。另外，腰带下

一般有U形连珠装饰。莲座与莲花瓣造型及形制与佛像一样。（图69)当

然，此类造像前后期略有区别，前期造像结构紧凑，造型敦实，躯体浑

厚，尤其胸部肌肉高高隆起，脖子较短，头微下垂。晚期造像有明显变

化，躯体较单薄，面部及衣纹的处理都表现出地方的特色，具有较大的随

意性。总的来看，这一类型造像的突出特点是保留了十分明显的尼泊尔一

帕拉造像的特点。

    B型 实物散见于各地喇嘛庙和国内外公私博物馆。时代可定为

15-16世纪。其艺术风格明显受到了中原内地风格的影响，造像衣纹较

多，是其突出的特点。其中，佛像的造型与A型略同，但面部更接近藏

族人的审美，并带有中原内地的影响和特征。衣纹表现与A型完全不同，

衣纹较多，白胸部至腿部，但质感并不很强，一般比较平板，呈片状，显

得不是很流畅和飘逸。衣纹的繁复程度和布排类似中原内地造像，但表现

方法又似乎受了尼泊尔艺术的影响。从大量实物看，尼泊尔人似乎不擅长 叹
表现立体形式的衣纹，造像上很少见到立体形式衣纹，大多是平铺的形 成

式。女口有些菩萨和度母像下身穿的裙子，大多是直筒的形式，上面不施任 篇
何衣纹。因此可以说，此类造像土的衣纹是融合了尼泊尔和中原内地艺术 ｛

而形成的新的衣纹样式。这种衣纹样式在明朝西藏造像上一｝一分流行，因此 确
我看可称之为“藏式衣纹”。当然，立体感较强衣纹在此类佛像上也有出 朝
现，但不是很普遍，而且主要在明朝后期。同时，在架装的样式上也有中 o0o

原内地的影响，出现了右肩反搭袭装边角的形式和带田字格的裂装形式。月焦卜

这两种形式都是中原内地流行的（〕出现这两种v装形式的佛像时代大多在摄汽氏';F

明中期，是与当时汉藏文化的交流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了西藏佛像艺术 ,.. r :袭
汉化的历史进程。（图70) 哪缪，

                                                                  －··】 ·一1·－．、 、 ＿ ono
    菩萨像受汉地影响更大，不仅出现厂类似土面佛像的繁复的衣纹，而 V

且两肩还普遍搭上了汉地流行的被帛。）被帛顺两肩下垂，在手臂内侧形成

一个U字形，然后从手臂外侧搭在身体两侧。西藏的菩萨装造像所披被

帛普遍是这种做法。同时菩萨像的藏化程度一也很大，在面部体现得尤为明

显，几乎每一尊菩萨装造像的面相都不相同，看上去不是很妩媚，但非常

写实生动，体现出浓郁的藏民族审美情趣、这类造像的造型都接近北京宫

廷造像，但在比例上不如宫廷造像匀称，做工也不如宫廷造像精细，在很

大程度上体现出地方造像的随意性和创造性特点。当然，其装饰风格、莲

花座以及一些工艺特点与时代总体风格仍是一致的·（彩图37)                                                       105
    当然，写实性最强的要算上师像和罗汉像。此风气开始于巧世纪末，



  截 ．．．．．．．．．．．．．
    传 ．．．．．．．．．日．．．．．．
    佛 ．．．．．．．．翰．翔．．．．．
    像 ．．．．．．．．耳I妇．．．．．
    艺 ．．．．峨胭．呱姗拼．喊目．口日
    术 ．．．．腐翻自翻日呀日．吧洲漪姗
    鉴 ．．．暇房 目翻．．．．巍圈侧
    食 ．．峨SOM E户蠢口．眼翔．

‘4a }_ .                                                              Kt
                                        图70 释迹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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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6-17世纪达到鼎盛，之后一直延续不衰。这一风气的形成应与明朝

        藏传佛教兴起的＿L师和罗汉崇拜观念有密切关系，它的形成原因和在艺术

        上的表现颇像中原地区宋代佛像艺术情形 囚此，从深层的意义上讲，它

        也反映了当时西藏社会宗教和文化观念的改变— 从宗教神秘主义向世俗

        现实主义转化。此类造像遗存也很多，如彩图38的噶举派上师像就是一件

        典型代表作。此尊头戴莲花冠，冠顶饰半柞，冠正面有日月和十. i>金刚柞等

        装饰，具噶举派祖师头冠明显特征，头后有散发披至背部。双目睁视，面相

        生动，两耳垂圆环1匕身内着交领式背心，外斜披裂装，下身穿长裙。衣纹

        写实，衣缘上刻有花纹。枷跃端坐，左手置双膝上托长寿宝瓶，右手置右膝

        执金刚柞。坐具为束腰半月形莲花坐，前后满施莲花瓣，莲瓣饱满有力。莲

        座后部底沿刻有藏文题记。从形貌特征看，此 J̀应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

  10。第八世、红帽系第一世噶玛巴·米居多占(1507-1550年）的肖像。
            C型 实物散见于各地喇嘛庙和国内外公私!*-物馆‘时代可定为



15-16世纪。其突出特点是与明宫廷造像在造型、装饰和衣纹表现手法

等方面如出一辙，只是一些细小的地方不同。如封藏的方法保留了藏地传

统的包底法；用红铜铸造。如图71的一尊弥勒菩萨像，头戴花冠，顶结

高发髻，发髻在顶部盘成横圆柱状，与北京宫廷造像一样。面形呈明显的

国字形，上身胸前饰物为U形连珠构成的网状Vl路，两肩搭被帛。被帛

的披搭与北京造像一样，也是先在手臂内侧形成一个U字形，然后从手

臂外侧垂于座下。不过其两个头一般垂搭在座前方，这种形式在清朝康

熙、乾隆时造像上较为常见 「身裙子的衣纹与北京造像完全一样，在两

腿部形成对称状，质感很强。另外，造像敦实的躯体和束腰莲花座也与北

京造像风格一致〔。这尊造像的座后底沿阴刻有 “也失刺麻”题款， （图

72）由此看这尊造像应为明朝显赫一时的大宝法王释迎也失供奉或亲自雕

模铸造的，它的年代应在巧世纪初、此类风格造像目前遗存不少，我们

在 “永宣宫廷造像”一节中还要讨沦）

  ．．峨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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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厂·

                          N 71弥勒菩萨 107

                        15世纪 镀铜金 高23 5厘未



！粼谬馨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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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一移鬓渊翼瀚幼阳
    今 1弊鹦卿绷哪黝哪哪黝戳魏翻燃姻豁

确孤翩裸哪姗 图72 弥勒菩萨莲花座后铭文

  呱娜妙 根据扎雅活佛在 《西藏宗教艺术》中所说，这种样式的佛像是由公元
    令 ，，。：，＿，．rt、，二＊＊、二，．、斗、口。；，，，，，八，、，，禹二 二，，、，，二、、 “、、、，，、I-
    一 巧世纪初西藏著名的雕塑家来乌群巴创造的。扎雅活佛说：“这类经过镀

        金的铸像与明永乐利玛佛像极为相似，造型美观；盘起的双腿自然放松；

        双排的莲花环绕法座形成一个莲花团；两排莲花之间的连接处嵌人较深；

        花瓣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扎雅活佛的描述与现存的实物完全吻合。藏

        族人习惯称这种样式的佛像为 “来乌群巴利玛佛像”。

            D型 实物散见于各大喇嘛庙和国内外各大公私博物馆中。时代可定

        为16世纪。其突出特点是造像肩部很窄，身体瘦长，显得极不协调〔常

        见的实物为菩萨装造像。菩萨头戴五花冠，或戴中央有半月装饰的花冠，

        顶结高发髻，肩部各有一条发辫垂搭。耳际有冠结和U形增带。戴大耳

        环。面部多为长方形，有些尖削，形象也完全藏化，而巨变化不定。上身

        的装饰与主流风格一致，有项圈、胸饰、长链和臂Vil、腕V)q。两肩一般不

        搭被帛。下身的衣纹表现手法有多种：或不施衣纹，小腿部有V)q饰；或仅

        以一道衣边 （或阴刻线，或连珠式）表示；或以浅细和藏式平铺式的衣纹

        表现。座前方一般露出腰带的结头，很自然地平搭于座前。（彩图39)

            E型 这是明朝藏中造像一种最典型的样式，国内外研究者都一致将

        其产地标为 “藏中”。时代可定为14-15世纪。这类造像头戴花冠和发髻

        冠。冠不高，尚保留了帕拉和尼泊尔造像花冠低矮的特点。花冠正中有一

        大花瓣，左右各出一茎向上弯出，形成半月状，为明朝造像普遍流行的冠

        式。这种冠式在帕拉和尼泊尔造像中都不曾见，应是从元朝藏西造像中吸

        收过来的。造像的面相皆为圆形，丰满而有肉感。面部特征已完全藏族

        化，双目平直，双眉上挑，鼻直而适中。大多数造像两眼呈睁视，显得威

  108严而凶猛·耳际的冠结不是规整的扇形，而是结头向外自然舒展。宝增向
        下垂搭，白然而流畅。造像的躯体浑圆敦实，四肢粗壮有力。女性尊者胸



部乳房呈球状高高隆起，女性特征十分明显）造像躯体的这一特点尚依稀

可见元朝尼泊尔造像遗绪 虽然是金铜之躯，但全身肌肉仍给人一种柔软

而丰满的真实美感。造像装饰最有特点，全身装饰一i分繁多，而且手法十

分细腻。胸前的装饰为明朝西藏造像的固定格式，先是项圈，接着是缀以

缨洛的胸饰，最外圈是挂在脖子仁垂于胸前的U字形长链。这些装饰都

1分繁复，大多为双层或 二层连珠纹形式，然后在＿［面嵌以各色宝石，其

中绿松石镶嵌最多。下身装饰也颇具特色，造像下身多穿长裙，裙子的衣

纹呈波谷状，显得薄透Ifli贴体 波谷衣纹也用连珠表现，不是阴线刻，也

不是阳线刻，在每两条连珠线中问一般都阳刻各种植物的花纹图案，或小

碎花，显得过于繁琐。这种繁琐的装饰风格还体现在两手和两腿部，手

腕、脚跺都戴镯子，镯子不是一圈，至少有六七圈，都由连珠表现，显得

很宽，看1=去极为华贵而有气势L。造像大多坐莲花座，莲座为当时流行的

半月状束腰式，上下各施一层莲瓣 莲瓣呈核仁状，亦是明朝常见的。莲

  馨彝认介蠢蘸羹 二
          姗黝黝粼燃姗渊价姗枷 爽扰撇一攀瓣曙鑫彝银缨巍黔一渊姗删耀黝姗撇姗 熟
            撇姗撇姗撇粼娜｝1毯羚访麟酬撇麟潍傲 - W 戳 期

            撇黝鹭黝娜黝撇蒸撇巍粼撰脚驴一黔徽粗翻幼磁蝴组域渊藻破瑰恕姗姗姗 明
            黝姗麟黝｝姗撇撇能蒸撇淤撰撇猫姐嗯鲡酬嘿 熟叙缨龄暨姆哪粼姗瓣 相

珊曝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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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的上下边沿也各饰一周连珠。莲座从造型和装饰样式上几乎看不出特别

    截 之处，但如果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其整体造型比一般略显低矮一些，与

  檬造像丰厚敦实的身区体看似有些不‘目称；同时双层莲瓣一般紧靠莲座的上
    像 部，下部则露出一道朴素直边。另外，从造像工艺上看，这类造像做工都

  菜、良精至田，造像胎体甚厚，体量、；重，由此也可推知这类佛像不是一般刁、型
  鉴 寺庙和作坊所能制作出来的。（彩图40、图73)
  食 F型 实物散见于各大喇嘛庙和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时代可定为

8.   15-161}E. AOAa.    Pv}-1, RT A-WAAW40 1}4t带H  M,}}ff,fHa_Lkd *-+ ,fiji公一
        花瓣，而是同时期流行的核仁状莲花瓣。菩萨装造像的变化较为明显，头

鑫
，‘” 图74黄辈臀2120豁世‘己



饰及身上的佩饰完全与时代流行风格一致；同时菩萨两肩也搭有被帛，下

身穿长裙，衣纹的表现手法也是藏式的，虽然繁复、写实，但质感不强，

大多呈片状平铺于腿部或座前。另外，造像的整体造型与元朝也有很大不

同，身体结构趋于合理，佛身与莲座也比较协调。总之，从造型、服饰及

装饰等风格和手法看，这类造像中的菩萨装造像与明宫廷造像在风格上也

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图74)

    上面归纳的七种类型是从造像的艺术特征上进行的归类。由于缺乏可

靠的依据，我们还不能将每一种型式进行具体流派和风格上的归类，就像

西藏佛教绘画上划分的博孜、门孜和藏孜等流派那样具体。这种分类是初

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深人研究，具体到流派，具体到流行地区及传承关

系。我认为，要确定出几种风格和流派来，绘画上的一些流派及其艺术特

征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藏西佛像艺术

    明朝时，藏西地区继续延续着旧有的政权— 古格王朝，但政治上并

不独立，隶属于内地中央政府。明朝对藏西地区的管理在元朝的基础上有 叹
所加强，专门设立 “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管理该地区事务。“俄力”是明 成
＊。、，二。二。二二＊。二二、。， 一、伪 “二 。，， ，。、，。。＿，＿二。，。＿卜、、 ，J＿＿＿ 熟
朝对藏西阿里的新的称呼，元时称“纳里”·现存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 霸
年）封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诏书曰： 1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 脱君天下，凡四方慕义来归者，皆待之以礼， 确
授之以官。尔二思公失监，久居西上，闻我声教，能委心效顺，保安境 翔
土，肤用嘉之。今设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命尔以元帅之职，尔尚思尽乃 oho

心，谨遵纪律，抚其部众，使疆土靖安，庶副肤委任之意。可怀远将军俄月用压

力思军民元帅府之帅，宣令二思公失监。准此。洪武六年二月二日。③ ．碱霸
    又据记载，洪武十四年 （1381年）十二月，僧人宗油游历西域返回翩茄滋厨

内地，有 “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遣使随宗拗来朝，表贡方物”。次 网翻严
、 。、。、＊＊＊口二、、 二u,二。。 二、二。、、，‘、、。二二，1‘二、 令
年，又遣使奉表来朝贡方物。由此可见，远在万里之遥的西藏阿里地区与 丫

明朝建立了政治上真正的隶属关系。

    藏西地区的社会和佛教历史由于文献记载甚少，一直是扑朔迷离，很多

时候甚至是一片空白。明朝时这一缺憾仍十分突出，给研究者带来了诸多不

便。好在阿里地区目前留下了丰富的明朝佛教艺术遗存，为专门研究佛教艺

术的人提供了重要的根据和便利。国内外学者对藏西地区佛教艺术的研究也

大多是建立在现存的这些遗迹、遗物的基础上的。根据现存的大量艺术遗存，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明朝藏西地区佛教艺术进人了一个蓬勃发展阶段，艺

术风格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国外学者还称这一时期为古
1}/"V'IH I-J-IJ'J’VHJ- W-- 「“J“，，HJ/ll/LC'InXI"UO   L} ’一4 -'F4一 I'J-} ”“IYJ,J L-1     111
格的 “文艺复兴”时期，对这一时期的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那么这一时



        期佛教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风格有何具体体现呢？下面我们以现存这

    藏 一时期的壁画、泥塑和铜造像等艺术形式来进行分别分析。
    传 。、 eb}im; E3 CIGI,4074、。、、 。、也t}r，，且二士、。、 、 、，曰、、 。、、
    T5 佛教壁画是明朝古格佛教艺术遗存中最为丰富的一类，也是这一时期    佛 即fJC 3- I !J走叨T7J口，牡’邓'flk L, /卜巡“士T取／”十闺日”一大，L, /-_- .L-u 7 1 vi
    像 古格佛教艺术成就和风格新颖独特的最有力的证据。在占格遗存的建筑内
    艺 ＊。。:r An? G。一。二二。二一、。，，。，．二 、二＊「，／、。，二犷。，。二口。＊。 ii- .-7, I .I,、＊         , 1-,
    '-rJ. 部几乎都留有面积不等的壁画，而大部分壁画完成于明朝，其中比较集中    术 RN/ 4“111, M '" IM 'P}‘’寸””7} L='1”，”八F71N /J  1'- I-1儿PA,“'lj TYJ’,I‘6u认术 ”
    荃 的如托林寺、N格故城中的红殿、自殿等。壁画题材｝分丰富，有佛教各
    食 3} ̀rd,、、 。、。。：＿．｝、 二、4：卜!6.̀、。Y。Y 1r1 .1: J.A- 、ud：：E} m.、IV, !i6 lx/. 4d,

        类神抵，有各派上师、还有1R俗国王及平民百姓。特别是壁画中的佛教神

    令 抵和卜师像，透露出这一时期占格流行的宗派和信仰等诸多历史信息，多
月牙期么少能弥补一些历史记载的不足。当然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壁画的艺术风格和

．恕淤绷脸表现手法产J从大量的壁画遗存看，这一时期的壁11H1以深红和深蓝为主调，

碾溉蜕卿完全采用二度空间的平面式构图，勾描精细，敷彩雅致，题材以表现人物

  "'mot- sVI‘为主，自然景物极少，人物图像精准，结构匀称得体，许多图像可以看出
    今 了育’、“一‘立、’一’“份二一’『、‘了”‘’“一”‘’犷．’，了”了‘J＿’、“『一’＿‘一叮卜”’刃’一J岁丫～

        是传统的印度一尼泊尔模式〔）意大利著名学者图齐先生认为这些画作是两

        种风格的融合：“它们既有优雅的江孜风格的精巧缩影，而又同时兼具公

        元11世纪藏西传统的曾经盛极一时的天人般的迷人特质。;(I)图齐先生的

        这一看法是颇值得注意的。当然，明朝藏西壁画风格在时代上也是有变化

        的，上面归纳的主要是公元15-16世纪初期壁画风格的特征〔、到公元16

        世纪初期后，其风格又有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为：主尊的裂{'= -1二出现了

        较为宽松的衣褶，表现出复杂而写实的立体感来；同时画面四周的背景开

        始出现山景和建筑等内容，使背景的空间更为悠远和深邃，意味无穷 这

        些新的变化与中原内地的影响）、认是分不开的，当然藏西地区一定是通过卫

        藏地区而受到这一风格影响的、明朝占格壁画风格的这一演变与特征反映

        了当时该地佛教艺术的答遍发展规律。（图75)

            雕塑也是明朝尸；格佛教艺术中的重要艺术品类，有泥塑和铜铸两类〕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雕塑品遭到毁坏，留存下来的很少 其中，泥

        塑像主要残存于寺庙殿堂中，可以石出当时主要用于殿堂供奉。现在古格

        故城中的红殿、自殿以及托林寺殿堂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r一些、这些泥

        塑大多采用脱沙技法A41造，许多残像还露出了木胎骨架〕这些塑像造M9端

        庄大方，躯体结构匀称，其整体风格与元朝藏西造像明显不同，而接近明

        朝卫藏地区的佛像风格。如自殿西壁的观音菩萨像，头梳高髻，面容沉静

        典雅，上身裸露，肩搭彼帛，胸前饰缨路，身体修长，下着长裙，整体造

        型和装饰风范具有明朝藏‘！，造像的共同特点，但是其背后的头光和身光相

        连的形式仍令人联想到11-12世纪该地金铜造像的风范。（图76)

  112 金铜造像是占格传统的佛像雕塑艺术形式，到f明朝这种传统艺术形
        式仍在延续，也留卜厂一些实物，但大多数分散在国内外各公私收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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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从现存实物看，明朝的

  截 藏西金铜造像风格已明显趋 孟
    传 ，。。。：山「、 二。入。，二，。士 周戮弊
    盆 近藏中地区，无论是造型结 袱孤．

  裘淤 T LL, L1 ,   JU PU 11- All '--V }p
    艺 。,4-. /,61}、 、 二 ，口。、 一T一 物锡耀孺默脸乙
    宝 区造像基本一致，但是在工 瓤瓤嘿嘿疚么    术 巴思’年七‘r 书”二/1-’ w‘一 4   �
    鉴 艺上它仍保持了藏西地区的 翌黔嘿摇黔了
    食 仕、、二 、，、，二，、，、，、 '̀  ̀ 越姗?Mwk.        传统特点。造像材质仍以黄 膺畔．淤粉跳撇，叭‘，

    令 铜为主，胎质轻薄，躯体光 ）｛厂‘成掷撇黔黔婉疑

月甘匆卜洁细润，表面不镀金，看上 几黔一翔蘸姗瓢溯洲粼撇爹
． 碱涣绷．去乌黑光亮。如图77的无量 嘿盯 鳅测盯 磷瓣

碾腮然卿寿佛像就是这一时期藏西造 、踢，飞黑赚么 溉

  ，鄂笋个像的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 沪 橇黔泌嘴黔恻矍飞．
    令 竺一‘厂二丁岌 丫二兰＿亡丫’＿“一‘丫丫厂 ，／ 渊哪编编嘿默赢赢 气 ．

        是，由于明朝西藏各地文化艺 泌 ＊卿蒸魏撇趟缨嘿黝辨撇＼

        术交流频繁，藏西地区佛像艺 磷钾嘿第飘赢确酬卿哪粗嘿黯瓶奔
        术在受到藏中地区的影响的 碱牛葱溯黝撇舰瓣撇撇黝撼曝翻黔

        同时，反过来也影响到藏中和 钾弹粳舔鲡癫橱赢赢赢赢瓣漏嗣憾熟

  Mitt r x. it Ip t7 A h MV W n q
        明显。笔者在前面“藏中地区 图77 无量寿佛

        佛像艺术”中便将藏西这种金 15-16世纪 黄铜 高18.5厘米

        铜造像列为其中一种型式，正是基于地区间艺术相互影响的事实L）

                  （三 ）西藏周边地 区佛像艺木

            明朝时，西藏与内地交往异常频繁，一批又一批的藏传佛教僧人经过

        藏东地区到内地朝pkl或弘法，西藏与内地重要的经济交流形式— 茶马互

        市也主要在西藏周边地区展开。这些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周边地区经

        济、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这一时期西藏周边地区佛教的

        传播在原来的基础上也有所扩展，其范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

        庆、丽江，四川甘孜、阿坝 （历史上称嘉绒藏族），青海玉树、果洛、黄

        南、海南，甘肃夏河等广大的地域，而且寺庙的兴建也明显增多。由于西

        藏周边教区比较分散，艺术遗存调查起来比较困难，下面就以笔者曾亲历

        过的两处著名的壁画遗存作为代表，以窥其佛像艺术风格之一斑。

  114 1'云南迪庆藏传佛教与丽江壁画
            迪庆在云南北部，到明朝时已形成藏族人聚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当时



因有丽江木氏知府对藏传佛教的扶持，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得到了较大发

展。当时这里流行的主要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黑帽系和红帽系。据史料记

载，明正德｝一年 （1516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八世弥觉多杰法王受丽

江土知府邀请曾亲临迪庆弘法。明万历四年 (1608年），木氏土知府出资

刊刻 《甘珠尔》，在迪庆境内的小中甸 “康萨林寺”开工，噶玛派红帽系

六世却吉旺丘以所藏旧版 《甘珠尔》相借，作为校刊之用〕明天启元年

(1621年）在康萨林寺举行的 《甘珠尔》竣1=开光仪式上，却吉旺丘活佛

又亲自为之开光加持。从黑帽系八世法工到丽江至明末，在迪庆、丽江境

内先后兴建了13座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⑤藏传佛教在迪庆地区的传
播不仅满足了当地藏族人的信仰要求，而且还影响到当地汉族、纳西族、

白族和傈僳族人的信仰，这些非藏族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大大地壮大了藏

传佛教的声势，同时也为藏传佛教赋予了新的宗教和文化内涵，使之具有

浓郁的多民族性和地方性文化色彩 这种多样的宗教文化色彩在该地遗留

的重要佛教艺术遗存— 丽江白沙壁画上就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白沙壁画现存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城北8公里处的明清寺庙中，是由 叹
明朝木旺、木增等几代土司经 成
，、，＿＿＿、一＿：、。 。 、‘、、一 烟撅粗．胭．曰．目沁浏月．“日．．．．圈．．甩粉、哪甲呷甲脚脸‘ 熟
营近300年完成的。据有关文 孵黔．．哪笋邓呱绷口口喊日卿礼知函脚弧 茄

献记载，当时参与绘制的画家 渺．．．．．自日．．．卜创“日口 ！

}}} c}ft}Ix}}us}a一翻pppp,州用腻黔健 篇
有来自江南的汉族画家马肖 翻IF .11}'-'戮减吸MW严̀1%侧幼畔

仙，以及远道请来的擅长道释 黔卿撇黔月叮蕊沙W" ,?闷目们．哪撇厂堪 月点压
画的张道士，还有一些纳西东 梦赐黔 砚 一y 姗瑟、奈飞姗秘 J多 沪磷黝 聪．瓦黝刃．

巴教弟子参加绘制。现存壁画 二撇溉．么 叮＊释J握参黔瞥 ，’月从黝 z撇趟袱霭

主要分布在琉璃殿、大宝积 粼黝稽皿妒 ‘石冷呱研蓄藻藻「r＿'6酬一漏臀厂 玛翻俨
＊ 二。，，、， 二，、＊、、 、 黝赢撇热日诚撼谬蔗于今.? ’ 令
宫、大宝阁、大觉宫之中。共 】撇一鹜赘脚黝磁瓤‘h- 日侧酬，＿ 'O'

有53铺，总面积达 171．67平 魏粗咫涵赢哪撇瓣滞铭试貂墩姗 「“职慕嘿嚼一

方米。始绘于明洪武十七年 9．嘿华鞠理铡羚翻漏刹当酬潇价 熙姗

(1385年），兴盛于明嘉靖、知到粼蘸盛芬黔， 户 誉 撇赢‘

万历之际。现存壁L刚涂大宝阁 貌日日哪粼式红 ‘耐 ’念1＿向戚麟粼缨
内一部分补绘于清乾隆时期 热口．．峭 麟 已）猛翩 下哪

外，其余皆为明代作品 其中 撇阳渤幽喃剔锻尸娜翩骂枷呱獭涵J麟 ：厂

琉璃殿和大宝积宫的壁画现被 黝呱群子嗯渊剔翻搬． JA髓E ｛ ：4�--�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J'J /J }- V'7生，几人，iJ VI, U，一’生。 115
现存的这些壁LI11在题材＿L兼容 图78 尊胜佛母 16世纪 壁画



        了藏传佛教、汉地佛教、道教，艺术风格 卜也是融合藏、汉、纳西绘

    截 画于一体，体现出多元合一的文化特点和当地纳m文化的巨大包容性。但
    传 曰、‘、、1，。，油、。、、＋。 。、．、、二。：品二．k- [11 14 I d  k- ". I } r Wfl、同＊二、    ,5At 是就单个的藏传佛教题材看，壁画表现的艺术风格基本是以藏式风格为主    件 正)THL干’日”VRL I }Z Im fxklLi 'I %i侧，、一’“”tir珑目”4 rII"ÎVITI‘决t-̀儿VA PWL-I-\}Lw'Iu／”工
    依 流，比较典型的题材有大宝阁正殿正壁的上乐金刚像、大宝积宫后壁的金
    艺 。.I-A- n、、 ，＊、。。，：，，＊ 。‘。‘L.I, tud     M，：入。壮＊。、＿二。＊萍一，、油
    vr 刚亥母像等，其造if q姿势、身体比例，以及全身装饰等方面具有藏式造像    术 『划外份’举可’夕tZ AL4七3C刀‘刁rr}uwj>朴‘工刁叭‘”，一可刀四s:门A4Vt\,.U 1J1
    冬 明显的图形化和程式化特点，而其设色浓Llu沉稳，线条流畅柔丽等特点又

  食 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上乐金刚和金刚亥母等题材都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崇奉
    令 一 一 fy'l IR蜘 抵，这些ME flt to_ IE好

月r尼卜 黔．．麟撇黯．困哪巡哪赘恤麟 '癫 见证了当时噶举派在当地传播

．碱撇． 麒峨日姗粼羚．口． 日暇翻黝姗狐‘W 的史实〔由此我们不难推定丽

耀撅骥巍黔 撇脚．口应娜赢郡蘸熟瞩姗撇删黝撇 江壁画的藏式风格应属于噶举

  平嘿严占 ：粉粼赢麟麒骥黝姗黔懈黝姗纤鹦渺恻牡护 派推崇和传承的艺术风格范畴。
    令 樱哪黝瓢撇黝瓢黔叽配醚几鄂黔翼烹介＿，认鑫沙‘ 一几万＿一’：丁二‘．＿’卜二丫．’．’卫仃亡兰

          黝总.撇  :: 一黝黔咖掣扮、“葱 当然这些藏式题材的画像同藏
            赢 瓤 竿吧哪瞬 .，藻瓣撇认姗            , ‘ 东其他地方佛像风格一样也受

          燃碱磁撇蘸测粼气伽尸 件翩黔带黝 到了内地艺术的影响，金刚和

            老麒嘿瓢黝黝黝蘸 麒赢＿ 佛母的身上配有飘动的被帛，

            雕嫩粼撇黝锄黝激衬 耀，嘿撇黝杯 是这些壁画像较明显的特点。

          默缨瓢撇黝黝黝帐纂料。旅 尸一聪 ’ 另外神像的头饰、宝增、耳饰、

          娜铡麟黝姗姗黝撇巍彭蟒J、 砂‘撇 训饰等，其造型也都具有一些

            黔场 酬沙姗黝     N- ，护 不同于西藏本土造像的特征，

          I翻娜滞测姗务撇     1群’ 摘梦‘撇1    11"'L 体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的审美

          瀚四蕊罚、翅吻粼尹尸胡喘翼撇晚粼黔礁 倾向〔〕（图78, 79)

            ，，心 勺咧豁遴～ ＿., ） 2．青海乐都瞿昙寺壁画

            lk, ～一 一阳气卿黔严 ‘r少 瞿昙寺位于青海省乐都县

                                              城南20公I卫的马圈沟口。据史
              图79空行母 16世纪 壁画 料和碑志记载，它始建于明朝

                                              洪武年间，由藏僧三罗喇嘛创

        建，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增修而告竣工。洪武二十五年 （1393年）

        明太祖赐名 “瞿昙寺”〔。寺庙前临瞿昙河，背依罗汉山，：与地 1.5公顷，

        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其布局基本采取中原佛夺规制，突出中轴线，

        同时又讲究左右对称，在中轴线卜依次有金刚殿、瞿昙寺殿、宝光殿、隆

        国殿等大型佛殿，两侧对称陪衬着御碑亭、小钟鼓楼、回廊、宝塔、配

        殿、经堂、大钟鼓楼等建筑，整体布局严谨，建筑雄伟壮观，是不可多得

  11‘ 的明朝重要建筑遗存 1982年2月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寺中现存壁画主要分布在中轴线卜的儿个殿堂内和两厢的回廊上。



    笔者曾两次到W昙寺考察，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加仁都是冬天去

的，未能就壁画内容与风格进行仔细观摩研究，只是留下厂一些大致的印

象。在题材和绘IRII风格L这里的壁IIfli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原风格的佛传
故事Iml，主要分布在两厢回廊上，原有5！间，现存28间，面积约400平

方米；一类是藏式风格的佛、菩萨、金刚、护法等佛像画，主要分布在各

殿堂内。中原风格的佛传图暂且不谈，下而我们主要谈谈‘J藏传佛像艺术

相关的殿堂佛像lful"

    殿堂内的藏式佛Iffil主要分布在殿内两侧和正面的墙壁上〕大致是：隆

国殿正面中央是释迎牟尼等三尊佛像，佛像两边是喜金刚像，西边山墙上

为菩萨和四大天王像等；宝光殿内的壁ICI，因年久烟熏，细部已不甚清

晰；瞿昙寺殿内的壁画保存最好，颜色十分鲜艳，尤其是殿顶天花板的小

方格中也都绘有佛像和菩萨像 各殿堂内壁画皆独方成幅，以突出一位本

尊，本尊像土下配有其他眷属或护法，类似唐卡的构图。这些壁画大部分

是大幅形式，最高达3米多，非常有气势。尽管这些壁画分布在不同的殿

堂内，绘制的时间略有先后，但艺术风格基本是统一的，画面气势恢宏， 叹
色彩富丽而不失沉稳，人物姿态大方，躯体丰硕健壮，衣纹流畅自然，带 成

有非常明显的元末明初西藏！卜部地区艺术特点，同日寸又大量吸收了中原内蠢
地的艺术风格和手法。如隆国殿回廊土的一幅释迎牟尼佛成道图像，主尊 一

释迎牟尼佛顶平面短，脖子短粗，体魄雄健壮硕，其造型特点和艺术神 咖
韵，可以追溯到元朝萨迎南寺那Iq铜铸佛像［，只是它的衣纹采取了中原 朝

'                                            5V'7      };                          4F  ,<.,.x�:fig.:::.......      r:.9c           -:,:                            }x ySt.’
                                                                                  Ill

              图80 金刚手 （右）和黑时神 （左） IS世纪 壁画



        内地的表现手法。这些壁画佛像同明朝宫廷造像风格也非常近似，特别是

    截 菩萨装造像，其形象和装饰风格与明永宣时期宫廷造像如出一辙。从瞿昙

  ft.a 寺与明宫廷的密切关系看，这些壁画应当是出自当时的宫廷画师（汉族、
    件 可习m目x=目J W JJ人不们’趋三见L1 I--y-门AC.山口门””目，口A= L"’．”、件从‘
    依 藏族或尼泊尔人）之手。这些壁画绘制的时间都在明永乐、宣德时期，所
    艺 ，、．:T4%1 7-1 ;Y I } 1 Jkr -k1' "。二、m. 31' -F'- r f, -1, -- ,(#t /fia :!k' 1Y.d ，。。，， 、。n、
    全 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绘画形式的永宣佛像范例。（彩图41、图80)    术 1'̂ 7-4 I I“一“v̂'IV 7C-I/U/7%4ll=1IVyV目7 iJ } = V N I12,14 V 'j o   \ I17" W丁‘、L-。U，
    鉴

  食 （四）北京永宜宫又佛像艺木

000 、藏传佛像艺术、，明朝宫L1作的金铜佛像尤为弓！人注。。。于明
一嗜腼．朝宫廷造像的制作主要集中于永乐和宣德两朝，所以又通称 “永宣宫廷造

W ER像”，或简称 “永宣造像”。永宣造像不仅做工精细，风格成熟、统一，具

.,丫 亨极膏鲜杏价停三西早还是呷甲塾几、妙团q}AlX卿毕竺瞥
        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从20世纪初至今，国内外的藏学专家、

        藏传佛教造像学专家都很重视永宣造像的研究，永宣造像的图片资料和研

        究文章经常见诸国内外精美的艺术图册和报刊杂志上；与此同时，国内外

        的文物收藏家也把永宣造像作为梦寐以求的搜求对象，在国内外的拍卖会

        上、私人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专集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目睹到永宣造像的风

        采。由于永宣造像在历史、艺术和文物等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影

        响，所以笔者专门对永宣造像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通过史料与实物相

        结合的形式，笔者发现了过去不曾注意的一些问题，取得了较大收获。下

        面从七个方面进行介绍。

            1．永宣宫廷佛像铸造历史与遗存情况

            明朝建立后继续推崇藏传佛教，但明朝吸取元朝独崇藏传佛教萨逛一

        派的教训，对西藏采取 “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这一政策使明朝中

        央政府与西藏各地、各教派势力取得了更加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北京作为

        明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继续成为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治联系的舞

        台，同时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勤、定居，也继续成了藏传佛教在内地

        传播的中心。由于藏传佛教在北京的这一影响，藏传佛像艺术也因此在北

        京大规模开展起来。

            明朝北京的藏传佛像艺术也是在帝王的扶持下首先在宫廷开展起来

        的。明帝王仿效元朝亦在宫廷专设造像机构，称 “佛作”，隶属 “御用

        监”，制作藏式佛像。明刘若愚 《酌中志》载曰：

            御用监，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扰总理也。有典薄、掌

        司、写字、监工。凡御前所用围屏、摆设、器具，皆取办焉。有佛作等
  118 一‘“， 4“‘一。, .r I I““”’‘’‘w -I、一～～“VP T-f “分 ’‘’“，。11‘    r-r,r

        作。凡御前安设硬木床、桌、柜、阁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乌木、



鸡翅木、双陆、棋子、骨牌、梳拢、螺甸丈填漆、雕漆、盘匣、扇柄等

件，皆造办之。仁智殿有掌殿监工一员，掌管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

画扇，奏进御前，亦犹中书房之于文华殿中书也。⑥
    明朝宫廷造像开始于永乐皇帝时。永乐时期是明朝经营西藏的重要时

期，也是明朝治藏政策的完善和定型时期。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改太祖

时期诏谕、安抚的治藏政策，而转向建立以僧王为首的僧官制度，对西藏

上层僧侣广行封赏。从永乐四年 （1406年）册封帕竹第悉札巴坚赞为

“阐化王”开始，到永乐十三年 （1415年）封释迎也失为 “西天佛子大国

师”止，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成祖先后分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主以及

一些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成祖的这种大规模

分封活动，在藏地掀起了一股受封热潮，一时间藏地大大小小的僧侣纷纷

朝勤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皆予封号、官职，并赏赐

大量珍贵礼物。在永乐皇帝赏赐的礼物中，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便是其中

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可以

    －曰山－一－一 ～ ，，一 一 孤 四

是夕，甲州攻叹竺丢粤竺 洲麟麟数 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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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八、NJ刀一CC J， 力三月门 vi 刁；孑x 幽日自叹甲 饵｝口 粗摊滋翔嘴断 盘 ｛

政治的产物。同时我们还 ，if 浏毓麒黔，确                         r}A. ml "        }11

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发、 一淮裁髓噬曲肉麟涵攫瀚．翻川登 绷

明朝帝王造像不同于元朝 ．f粗 日．喊赢黔．喃碱做 才i*7                                   oho

帝王．也不同于清朝帝王 ， J日hk 州岛 ，砚口．价．．巴嘴盯’ 月甲用压

他们不是出于信仰的目的， 1M， 睡．口．压、翻下 口叮i<!M

1川7E 「「 J刁屯子久'f匕口口， /̀J }v: 勺．．～ 月．翻r娜跳翻嗽 ‘ ，早                        .截浦,

刁屯子 七tfT uX ！很 月IX 3丁口J。 、飞3'J               .w目．．脚巴娜四日．．麟热硫姗蔗 嘴硕期脚

81） 扫挤憾巍褪翩圈翻反粼砚攫毓一呷组八致

    据史 料记 载 ，明朝 永 洲． 毓蠕狐 绷肠日麟邂碗蕊夔日

水 牛 IN]父 遨 米 尽 戈阐 尔 少 ．砚侧日侧困困脸．．翻幽幽毯跳口

的大 宝 法 王 、大 乘 法 王 、 峭．．幽．兰曰a日． al侧．幽．

大慈法王等上层僧侣，在 月剧即触缪姗腿淤黝潺望麒怨罐潺睡泌绷跳

他们 离京 回减 时都 多次 觉 呱洲旗麒姗喇黝爆溉麟黔滋哪黔嘿嘿

到永乐皇帝赐赠的佛像。

如永乐十二年 （1414年），

大慈法王释迎也失来京面 图81  N臂文殊菩萨明}7c乐（(1403-1424年） 119
圣，他于永乐十四年离去 铜镀金 高20.8厘米



        时，成祖便赐以佛像、佛经；次年释迎也失又进赠马匹，成祖又回赠佛

    截 像。类似的赐赠在 《明史》和 《西藏史料》中记载很多。由此可见宫廷造
    传 。、。、。、r；，、；;:1; lu* 111,一、、二，、，户、、二、“。「，
  77像在当时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像 永乐之后的宣德时期，宫廷造像仍有一定的影响，但规模明显不如永
    艺 、。、、。 ＊ t' f.h＊ .Ik 114 *0 'Al- MIT Ildl1w,。一二口：；，、、、， ，＿八、 ，二、、。。
    L 乐时期。现存的宣德时期造像的数量不足永乐造像t一分之一；同时在宣德    术 ／"AN N"J川。伪，丁NJ旦！心N'7胡坦’冬‘，”从组”瓜／J、／J“思’今’刀‘ ，I"7.7，上旦’心
    鉴 时西藏与朝廷的往来中，也很少见到赐赠佛像的记载。这两方面情况就可
    食 ，、：，LL i -, :&i li} /bfi IA:n：，           -I-,l ffl Wl' -Ir 、        以看出宣德造像影响和规模之一斑。

    令 永乐、宣德之后，汉藏关系仍十分密切，来京朝勤的藏族僧侣有增无

月眼后卜减，而藏传佛教在北京的活动更加频繁，但是永宣时期盛行的宫廷造像却

．ki扮 突然地销声匿迹了，至今也没有发现一尊永宣之后宫廷制作的类似永宣造

气嘿黔慈渺像的藏式佛像 其中的原因何在，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然而，尽管如此，

  哪鳄即藏传佛像艺术在北京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明朝中后期出现的 “番经
    令 里’＿、兰竺丫．”二一’一，．：’一二“一丫甘’分，一？叨’‘一’＿二”‘”一“’‘理一“一‘ 甲份

        厂”可能担起了制作藏式佛像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由于明朝藏传佛教

        的较大影响，汉传佛教已开始接受注重量度和仪轨的藏式造像模式，从现

        存当时汉地佛教造像受到藏式造像的影响看，许多汉地工匠已基本掌握了

        藏式佛像特征和制作要领，正是由于汉地佛教的接受和汉地工匠的参与，

        才使得明朝中后期的藏传佛像艺术得以继续流行。因此可以说，代表明朝

        宫廷造像风格的其实主要是永乐和宣德两个时期制作的佛像。

            据初步调查，永乐和宣德造像国内现存有200余尊，分别供奉或收藏

        在喇嘛庙、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其中，首都博物馆有50余尊、故宫博物

        院有20余尊、中国文物协调交流中心10余尊、天津文物公司5尊、辽宁

        省博物馆6尊、北京雍和宫2尊、西藏博物馆、寺庙共59尊 （详见表

        一）。另外，敦煌研究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外八庙管理处、内蒙古

        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也有少量收藏。据说，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

        藏不少，但具体数量难以统计，估计应不少于100尊。这样，国内外现存

        的永宣宫廷造像总数应在300尊左右。但必须指出的是，在现存约300余

        尊明朝永宣宫廷造像中，大部分是永乐时期的，宣德时期的仅占其中的十

        分之一。这种遗存比例也基本反映了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当时造像的实际

        J睛况。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目前永宣造像遗存已不算少，但

        是这些数量反映的并不是当时宫廷造像的实际情况，当时造像的实际数R

        应当比这个数量要多得多。。因为据史料记载，明朝永宣之后至今曾发生过

        多次撤毁藏传佛教造像事件。如嘉靖 卜五年 （1536年），从禁苑中的佛

  120殿，拆掉169座金银佛像；嘉靖二一卜二年（1543年）又拆毁藏僧居住的
        大慈恩车，将寺中供奉的密宗神像全部毁弃；特别是1966-1976年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 “破四旧”运动，一些永宣宫廷造像也可能遭

到破坏。由此可见，历经劫难的明朝永宣宫廷造像今天能有这么多的遗存

已是多么的不易，我们应当好好地珍视它们才是！

  表一：西藏地区藏永乐、宣德宫廷佛像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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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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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永宣宫廷佛像铸造地点 月口抽卜

    关于永宣造像的铸造地点，过去大家鉴于永宣造像出自明朝宫廷，就一 i}: t翻．

笼统地认为永宣造像出自北京。但结合当时历史来看，这个问题看来有必哭撇麒卿

要重新审视、订正。 ,缪       ,

    明朝永乐皇帝登基后不久，便开始筹划迁都北京，直到永乐十八年

(1420年）北京皇宫才告完成，第二年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帝迁都问题应

是我们重新考虑永乐造像产地的关键所在，应该说在迁都之前和迁都之后

永宣造像产地是不一样的。

    永乐造像具体产生于何时，目前还很难知道。但是在永乐迁都北京

前，永乐造像业已开始，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永乐十九年 （1421年）迁

都前，以永乐帝为首的明王朝与西藏上层僧俗间已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他

们往来互赠的礼品中就有佛像。法国学者噶尔美根据 （西藏史料》记载归

纳出这样一个结论：“从 1406年到1417年间，西藏向明朝至少送去了七=rl w JLG 1Irt'一I =F1‘。‘ ire且，Uu        -r =q ‘-r-I--j，K-a 9441 "J '}, i -t%j s. -} AL L-a“‘ 123

次佛像，而在1408年和1418年间，西藏六次从明朝携走了佛像。’，⑧由此



          一 7Q，佛像的互赠在当时

    旅 ．．．．．．．．．．．．．．．． 朝廷和西藏地方之间具有

    145W ．．．．．．．．．．．．．．． 非常重要的作用。噶尔美

    像 ．．．．．．．．．麟蜘圃日．．． 还进一步具体指出："1406
    艺 ．．．．．．．．口咧欲件,鳅姗．．．．．．         m u:‘曰In "t“去一ftr“扣日日加    七 ．．．．．．．．赚涵趣碗了羁蕊日即．．．．．．． 年，得银协巴在抵达明朝

  索 ．．．丫鳅渊暇翻．． 音,   I J̀M JL草妈靛一警遭懂高
    ’灭 ．．．．．日翻即明戳  .;},- . .于宝 ． 明成祖供送了佛像。在他

    .0.- ．．．．．．呱罄洲LI姗娜． 1翻｛口．．．．． 离开明廷之时，明成祖赐

  月．甲．压 ．．．．．．．．．幽侧 则日．日翰 爪曾的 刺 N人 巾 砌 尾 - 4魂 可势 ＿ 弓丈
  月．．丫口．卜 ．．．．．．．．．．．瓜翩1期姻 J9 口丫下匕 口口 ．-r 口乙 户「〕 ！7p ！不 o j之.

．心i}'淑． ．．．．瓜 瞥 瓜蕊黝扣．嘴醚 是 《西藏史料》有关西藏

1嘿姗艇藻渺 ．．．咧一，；卿姗黔熟谬羚娜癫赢烈翻．．．． 僧 团 和 明成 祖 之 间 在

  课渊梦 ．．．．侧明跳店一、属蟹越两滁 饮瓤刃．．．．． 1406-1408年间一系列佛

  今 ．．赢凳逻琢敏黔日．．像止赠活一动中雨第立茨一己
        蕊.   '̀姐皿日峨B } 峨硕狐 载。’，⑨这条记载说明，至迟

            撇撇撇疑日姗易酬蟹骤毓麟缨瞬璐鳗验疆妞酬攫 、一卜 在 ！408年时 明朝水乐造像

          一： 」哪哪；罗～，卿嘿躁弊珊黝腻鉴肥脚姗 已经开始制作了，而这一

                                                  时期西藏与永乐帝的交往

                                                  和互赠佛像活动都发生在

                      M 82绿度母 南京。因此，我们没有理
          明宣德(1426-1435年） 铜镀金 高19厘米 由认为当时的造像场地设

        在尚未建成的北京，f(ri应在就近的南京。（图82)

            或许有人要怀疑，永乐帝迁都前制作的佛像是否为我们通常所见的署

        有 “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造像呢，因为在永乐十九年前明朝赐子西藏人

        士的佛像是何种模样既无史料记载，亦无实物予以证实。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在青海瞿Fl寺发现r一条重要线索。瞿昙寺现存一通明永乐十六年所

        刻 《御制金佛像碑》，碑文采取汉藏两种文字书写，其内容主要讲铸造金

        佛像之经过和目的 按碑文所说，金佛像铸造的经过非常特殊，“初命_1 _

        作范，久而不成。一｝1毛匠退食M然无人，模忽自成，莫不惊异赞叹，以

        为稀有，谓诸佛菩萨显应，示现神通，遂一铸而成。”造像目的主要是

        “布施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班丹藏人 “归于西土，济利群生，

        作无量胜果”，永乐帝 “用金铸像而感应复如此，所以利益者亦复如

        是”。帅非常难得的是这通御制碑所讲的 “金佛”现在也保存了下来，珍藏
        在青海省博物馆中」碑文所说 “金佛”其实是一尊铜镀金菩萨像。（彩图

        42)此像高145厘米，站姿，头戴花冠，肩搭被帛，身着长裙，胸前满饰
  124  T../ " " ‘’口    , .,}.” 曰3i’八itw'I--iu,   iryjra'rixii+’-114 1" l-} VA’ii-i ".1i In PIP

        缨路珠宝，造型端庄，气质高雅，做I_精细，体现了十分典型的永宣造像



风格。从立碑时间看，这尊造像铸造于永乐｝一六年时，而造像风格又是非

常典型的永宣风格，这就充分说明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前的南京宫廷，

铸造出来的佛像正是我们通常见到的永乐风格造像。因此可以说，南京作

为明朝的故都，实际是明朝永宣风格造像的原产地（

    3．永宣宫廷佛像艺术特色

    以永乐、宣德为代表的明朝宫廷造像是一种新型的佛像艺术模式，它

的风格既独特又成熟，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因

此，在介绍其艺术特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它的风格来源。对此，

国内外很多研究者都曾给子了关注，并提出了看法。这些看法有的对我们
有很好的启发意义，但有的看法则把问题复杂化了。我们认为，永宣造像

不是对西藏佛像艺术的简单移植，而是在明朝西藏成熟的艺术风格基础

卜，大胆地吸收汉地审美观念、表现手法和＿I=艺技术，并将汉藏艺术完美

融合于一体的新的艺术风格。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吸收了汉地艺

术，并实现了完美的融合，这是过去西藏佛像艺术各种风格都不具备的特

点。因此，如果我们一定要追溯它的来源的话，我们以为它也可以说是有 叹
来源的，但来源不是一种具体的艺术模式，而是一种艺术潮流或倾向；具 成
。．。、、， 、、‘，，二 。、、、、、。1、口 二＿、，，，、二，＿＿＿＿。，。，、 二．人。＊L＿、，，＊，‘～二．，、 奥
体地说，这种艺术潮流就是兀初由尼泊尔f匠阿尼哥开创的汉藏佛像艺术 骊
交流的潮流，永宣造像正是秉承了这一汉藏艺术交流的传统而开出的一朵 一

璀璨夺目的艺术之花，如果没有元初以来汉藏艺术的交流，就不可能结出 咖
永宣造像这一艺术硕果。 绷

    关于永宣造像的风格特征，我们以首都博物馆的一尊金刚萨捶 （彩图 o00

43)像为例，归纳为如下几点： 月甲用压

    发型 佛像头饰螺发，顶有肉髻，肉髻上有宝珠。菩萨一般花冠和发翻l-I趁

髻冠并用。发髻高盘于头顶，呈横圆柱状，余发垂于脑后，发丝清晰可耀粼稼黔

见，发梢在两耳际和后颈扣成一道弧形，耳际也各分出 一条发辫垂搭于肩 限噪黔，
            一－⋯ ＿＿ ＿二 、．．⋯ 、 ＿ ．、 ．．＿．． ⋯ ＿ 办

膀上；两耳边还各有一个U形翻卷的纳带。本尊和护法像的头饰一般是 岁

戴骸 冠，顶竖象征忿怒的红发，与明初西藏地区同类造像题材做法一

致。

    面部 面部宽平，即所谓的 “国”字形 两颊较丰圆，显得颇有肉

感；双目平直，眉眼比较长。神态沉静，嘴角略A一丝微笑。（彩图44)

    躯体 宽肩细腰，四肢粗壮，躯体浑圆，肌肉饱满〕一双大脚尤其引

人注意，脚的趾、掌刻画得非常逼真〔（彩图45)

    衣饰 佛像上身穿裂装，下身着裙，全身基本无饰物，但菩萨装佛像

除外。菩萨、佛母像f几身胸前饰多个U字形连珠式缨洛，两耳垂大圆环，
Iij,i I。 F 7 rl‘UP y'17,’一A A09 17 0 }'I+ -- ’划 “/ % .-} -11 -V -SG l F!’I'J-r-}/}V̀，一” 125
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带，腰带下前后左右都有U字形连珠装饰〔、双肩搭



        被帛，被帛一般先从肩部垂于手臂内侧，然后又从内侧折回向外搭在手腕

    截 上，这样在手臂内侧一般可见被帛形成的一个小圆环，极富装饰意味。全

  经 身还有手训、臂VII和脚镯等装饰。本尊和护法像衣饰与明朝西藏地区所造
    佛 %J K!L'FJ -I-Pli、目卫，，'1'H UW+ VI寸Tic‘，”。十分‘阳v‘八’不‘卜卜，！，习r̂} } Ka n}+u巴’夕’坦
    像 大体一致，也是全身基本袒露，只在腰间围一张兽皮，但是比起西藏地区

  垫 造像明显增添了更多的连珠装饰。总之，明朝永宣宫廷造像的衣饰十分繁    术 坦’冬rJ业‘曰’”’‘“人夕“”江胡＼认oil.‘沙‘”ZJ廿J／J、吕口～件17l"7'1-1 np’/J尔
    鉴 复，在藏传佛教其他各时代和地区造像中是最为突出的。
    金 -*: k-..r 。。、，r。Ir , la.「二，、枯、，、，不。、 、、＊。2 ＊：， ＊、。    ，风 衣纹 一般采取中原地区传统的表现手法，衣纹流畅、飘逸，质感颇

    令 强。无论是佛身所穿的架装，还是菩萨身＿L的裙子和被帛都采取这种写实

礴胜手法，看上去非常真实。
m痊1扣 佛座 各种尊像皆坐莲花座。其中，佛、菩萨、佛母、上师等造像大

碾激然夔多坐双层束腰莲花座。莲座造型十分规范，上下基本呈垂直状。莲座上的
  拍卿鳄 装饰非常讲究，上下皆用莲花瓣满饰一周，不留空白；莲座上下边缘又各
    会 犷”一兰’！’长”一1．了一立．二’“怡’一刃‘：‘刃、二‘万一＿：一 布军：＿一下万 ：一二一二几

        饰一周大小一致的圆形连珠。莲花瓣非常饱满，其头部一般饰有立体感颇

        强的云头纹或称卷草纹。本尊和护法神像一般坐单层覆莲座，莲瓣形制及

        莲座装饰与双层式完全一样。

            纪年铭文 造像上一般都刻纪年铭款— “大明永乐年施”或 “大明

        宣德年施”。刻款形式完全相同，阴刻，六字款，字体柔美；刻款位置也

        完全一致，都刻在莲花座座面的正前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六字

        款中的 “年”字的写法，其左边的一短竖习惯用一点来代替；还有 “大明

        宣德年施”款中的 “德”字的写法，其右边 “心”字上面都少一横。这两

        个字的写法与明朝永宣时期官窑瓷器款识上的 “年”和 “德”字的写法完

        全一致。造像的署款都是从左至右的顺读形式，而不是当时汉地传统的自

        右至左的倒书格式。这样刻写应当是为了迎合和顺应藏族人读写藏文的习

        惯。由此亦可见永宣两位帝王对藏民族的宽广胸怀和极大尊崇。 （彩图

        46)

            装藏及封底 每尊造像都要进行装藏，一般都装在莲花座部位。但因

        种种原因，现在流人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造像装藏大多遭到破坏，没有封

        盖，里面所装经卷等圣物偶有遗存，但大多残缺不全。现在仍存于寺庙

        （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地）的造像装藏基本保存完好，封藏也都保留

        下来。封盖朝外的一面中央部位刻十字金刚柞，金刚柞最中心部位刻有阴

        阳鱼图案。固定底盖的办法为剁口法，这也是有别于西藏传统的包底法的

        特殊封底方法。底盖封严实后，一般还要用掺朱砂的封蜡封好底盖周围的

        缝隙，所以今天在极少数带完好封藏的永宣宫廷造像的封藏盖上，我们仍

  ，，‘ 然可以看到红色的朱砂存留在上面。（彩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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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质及工艺 一般都用黄铜铸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尊铁镀金二



臂大黑天像，该像高21厘米，其整体风格和署款形式与铜镀金永宣造像

一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尊不是黄铜质地的永宣宫廷造像。此尊因

稀有自然十分珍贵，但是对明永宣宫廷造像一律为黄铜质地的规律似乎不

能构成影响，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罢了。（图83)铸造方法是中原传统的

失蜡法。造像都是整体合铸，无分铸和焊接现象。胎体较厚，手头很重。

铸完后一般都要进行镀金处理，金质纯厚，亮丽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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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二臂玛哈噶拉

                    明水乐 （1403-1424年） 铁 高21厘米

    大小规格 造像高度大多为20厘米左右，其中十儿厘米的和30厘米

左右的也有，但比较少。当然还有比较大型的造像，但数量极少，如青海

省博物馆收藏的那尊菩萨像，高度为145厘米，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4．永宣宫廷佛像风格的演变与分期

    前面我们论讨了永宣宫廷造像总体风格及其艺术特征。但是从局部来

看，永宣宫廷造像艺术特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有着鲜明的差别。这种

差别不仅体现在造像风格的演变仁，而且还体现在制作工艺的精细程度 127
仁、下面我们将就永宣宫廷造像的差别作进一步的探讨。





艺术遗风在造像面部保留和表现得较为普遍一些，而在身体姿势和衣纹表

现手法上只是偶尔出现尼泊尔的作风

    永乐后期 大约从永乐十九年 （1421年）到永乐末年 （1424年）。这

一时期为明朝宫廷造像的定型时期。造像的体态基于趋于平稳，很少见到

三折枝式的动感造型。造像面相也发生了变化，嘴变大，人中变长，脸变

得较方 如果说永乐前期造像面相妩媚，有些女性特点的话，那么永乐后

一班. A,N85              p * * (1403-14240}CfPI A 27 6 1
般都在20厘米以上，而大多在25-27厘米之间 造像面相宽平，更加趋

近汉化和男性化。莲花瓣更加宽肥饱满，莲瓣头部的卷草纹饰更加繁缉,

更具装饰意味。衣纹的质感比起永乐时期也更加强烈。一言以蔽之，造像

汉化程度更深，相应地尼泊尔艺术因素明显减弱 如图86的金刚萨捶菩

萨像和彩图50的金刚手菩萨像都是宣德时期造像的典型代表。

    从二L＿艺上看，永宣宫廷造像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时问上也有

明显的体现，一般年代较早的造像工艺水平普遍要优于年代晚的造像；与

此同时，同一时期的宫廷造像也存在着1一艺水平的高低之分·对于前者一 129
般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后者则有些令人费解，因为从常理看同样出自宫



                                              廷不应出现两种不同品质的造

  益 1 像作品。那么原因何在呢？根

  t5 日日．队 据记载，它与当时宫廷造像的
    使 · 臼．阳口．日‘ 不同用途有关。
    艺 ＿ J、飞．渊．．． 棍翻袱VT- IA＊甘6G } IS/.,

    月11 ，， 」 月．．．．．．．．．．胜 ，‘ 摇孤￡ 飞曰 Mm刁;q义e- /I,- I 甲 户1‘兀， 明

  ‘筑 ‘加、厂耐．目．．．．生r 戚耀朝宫廷造像分为两种类型，也

．叮‘撇泪． 一， ‘．．．．．．r 遴．圈 像。对这两种佛像的特点，扎

哪.,,.艇霭 ．日胜厂粗．． 雅活佛分别作了描述：

  弩豁睽了’ 」洲口．．．．．．口麟．．．．剑． 明永乐利玛佛像还可细分

            F ． 为两类：一是皇帝本尊像；二

攫 叫葱 是事奉佛像。 “皇帝本尊像”

          鬓沮日少．．．．．月．硫日．幽 亦可称 “誓愿佛像”，是永乐

          巍 ．孤截口．．．．．．．日． 两种利玛佛像中较好的一种〕

          姗撇撇撇舞嚷蜘鲡癫赢赢赢鲡赢姗鬃黝粼 “皇帝本尊像”这个名称是指

    图86金刚橇犷矶6彦护-1435年，辣覆户量霆重黑婴”葺篡
                                                缝隙光滑平整；脸呈 “国”字

        形；两眼细长；衣服紧贴躯体，衣褶线条清晰；由双排莲花组成莲花座，
        在莲花的上缘和下边都嵌有珍珠，但有的佛像莲花座边缘并不镶嵌珍珠。

        佛像铸成后要镀金，所镀金颜色艳丽。所有的皇帝本尊像皆在莲花座侧边

        刻有金刚杆；底座的内膛出口用盖子盖严实，然后用掺有朱砂的封蜡封好
        盖子周围的缝隙；在莲花座上镌刻上当时皇帝的纪年，表示制作时间。

        “事奉佛像”这处名称大概是指由永乐皇帝召请众僧举行诵经事奉佛法仪

        式时使用的佛像。这些佛像略带白色，光洁度也不如皇帝本尊像；底盖极

        为简朴。）⑩
            根据扎雅活佛的描述，那些工艺水平高的宫廷造像原来是皇帝用于自

        己修法的造像，而那些工艺较差的则属于佛教仪式中供奉的佛像。遗憾的

        是，扎雅活佛关于 “皇帝本尊佛”和 “事奉佛像”的描述比较笼统、宽

        泛，特别是对于 “事奉佛像”描述过少，他的描述和介绍实际并没有给我

        们提供两种佛像的具体差别所在。所以，对于现在的造像实物，我们还是

  ，，。 很难具体判别哪些是 “皇帝本尊像”，哪些是 “事奉佛像”。再者，扎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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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所分的两类佛像主要是就永乐时期而言，在时间上给予了明确的界定，



这是需要注意的。另外，明朝永宣宫廷造像大多用作赏赐品，赐给西藏上

层僧俗人士，扎雅活佛所言两类佛像中却没有涉及，当时事实与扎雅所说

明显存有出人。实际情况是怎样？还有待深究！

    5．永宣宫廷佛像对西藏地区佛像的影响

    永宣宫廷造像是明朝永乐和宣德皇帝御定的佛教造像风格和样式，当

它们作为赏赐之物源源不断地传入西藏后，立即引起了西藏佛教界和艺术

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崇信。西藏15世纪著名的雕塑大师白玛卡波曾对永

乐造像做过非常细致的描述：

    浇铸后洁净无瑕，优美程亮，镀金技艺高超，人物丰满，装装衣褶优

美。人物面孔略微扁平，眼睛长。双层粘连一块儿的莲花宝座上，花瓣环

围着前后左右四周。无论是仰瓣莲花还是覆瓣莲花的瓣尖都略呈尖形。莲

花宝座上层和底层边缘上，数排珍宝十分精确地按照相同的间隔距离一颗

接一颗地串联在一起。座基牢固地私合一起，并用遍金刚来装饰，而且涂

有白色钻剂 （？） （较之于古代汉族塑像作品）。作品的完成略欠精细。遍

金刚上没有镌刻任何图案或文字。它们被称之为、ku-rim-ma（敬事佛 叹
像？— 译者）作品，是用汉地青铜 （？） 或淡颜色青铜，抑或是易于辫 成

另。的其他材料立塑而成的。。 蠢
    从白玛卡波的描述看，当时藏族人对永宣造像是何等的熟悉！在藏族 ｝

人的关注和崇信下，一股模仿永宣造像的艺术风气很快在雪域高原兴起· 南
开启这一风气的领军人物，并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是来乌群巴。 朝

    扎雅活佛在 《西藏宗教艺术》中说，这种样式的佛像是由公元巧世 o0o

纪初西藏著名的雕塑家来乌群巴创造的。 “来乌群巴是与宗喀巴大师 月了用卜

(1357-1419年）同时代人。他曾经塑造了四尊佛像：两尊上乐本尊，一．氏履翻．

尊大威德金刚，一尊文殊菩萨。这四尊佛像都供奉在甘丹寺的赛顿札仓和撇赫赴丽

雍巴巾札仓。该寺还供有宗喀巴的肉身塔。此外，哲蚌寺的密宗殿供奉的 *0
    。、一 ，．一 ＿ ． ‘一 二 ，、．‘，，一 ，、一 ＿．一 、。．＿，，，．＿ ，。 一 ， ． ＿、 000

大威德妙音天女像和色拉寺供奉的大威德胜魔尊胜佛母佛也是朱古来乌群 0

巴的作品。”。扎雅活佛还对这种佛像做了描述：“这类经过镀金的铸像与
明永乐利玛佛像极为相似，造型美观；盘起的双腿自然放松；双排的莲花

环绕法座形成一个莲花团；两排莲花之间的连接处嵌人较深；花瓣脉络清

晰，结构严谨。”⑩扎雅活佛的描述与现存的实物特征完全吻合。藏族人因

此习惯称这种样式的佛像为“来乌群巴利玛佛像”。

    各地现存西藏仿永宣造像遗存不少，有关西藏佛像图录中经常可以见

到这类仿作。从实物看，这种仿永宣造像制品风格十分统一，其突出特点

是与明宫廷造像在造型、装饰和衣纹表现手法等方面如出一辙。如图87绿
/}  J'%J"～～ IT I-}- 、扒 “”‘”r+'}} }N} n J  7H”/J I-W T}+ W     'Igh O TM～ 曰‘刃、 131
度母像。此尊右舒坐姿，头戴花冠和发髻冠，面相平和宁静。上身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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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7绿度母 廷造像封底采取剁口法，而来

                巧世纪 铜镀金 高3(〕厘米 鸟群巴佛像则采取西藏传统的
        包底法封底；永宣宫廷造像工艺十分精细，而来乌群巴佛像工艺略显粗糙

        一些。当然最关键的区别是，永宣造像莲花座上都刻有 “大明永乐年施”

        或 “大明宣德年施”刻款，而来鸟群巴佛像无刻款。二者的区别是非常明

        显的。

            6．永宣宫廷佛像对中原地区佛像的影响

            永宣造像对明朝中原地区佛像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它对中原佛像的影

        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了中原地区流行的藏传佛教造像；二是影响

        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汉传佛教造像〔

            永宣造像对中原藏传佛教造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明朝北京地区藏传佛

        教寺庙的神像I。明朝定鼎北京后，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勤和定居，

        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随之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据史料记载，有明一代

        北京兴建了真觉车、护国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喇

        嘛庙，遍布城郊 另外还有一些汉传佛教寺庙也住有藏族僧人，或有藏族

        僧人参与建设和活动，如北京石景山区的法海寺、房山区西域寺等。这些

  132寺庙既是北京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场所，也是传承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所
        在。尽管目前这些寺庙大多数已经毁弃不存，但从少数遗存者我们仍可窥



见明朝、特别是永宣之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风貌。

    护国寺是明朝北京最有影响的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为明朝 “僧录司”

之所在，著名的汉地高僧姚广孝曾在此驻锡，著名的西藏大喇嘛 “大智法

王”班丹札释亦曾在此做过住持、、此寺在 “文革”时受到严重破坏，现在

只有一座 “金刚殿”保存下来，同时还留下介气尊f一分珍贵的木雕藏传佛

教上师像。这三尊雕像就具有明朝永宣造像的鲜明特点。其中主尊高约2

米，结枷跌端坐，光头，无冠帽，躯体浑厚，腰部有收分，身着架装，衣

纹写实自然；其余两尊为站像，造型和衣饰特点与主尊完全相同。 （图

88)据护国寺所存 《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释寿像记》记载，这组雕像表

现的就是明朝护国寺住持大喇嘛班丹札释师徒三人，主尊即为班丹札释本

人。其雕造时间为宣德十年 （1435年），是班丹札释弟子在其生前 “聚议

合财，雕造师之寿像，期以安奉寺之祖堂”。这组雕像原来供奉在护国寺

影堂，“文革”后移至今法源寺毗卢殿后西配殿供奉。关于班丹札释事迹

可详见 “附录”部分小文 《明朝西藏大喇嘛班丹札释及其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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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fib 大喇嘛班丹札释 明宣德 10年

                      （1435年） 术雕 高约150 1f米 133



            现存明朝藏式造像最多的当推北京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塔上共有浮

    藏 雕佛像1561尊。据史料记载，这座金刚宝座塔建成于明成化九年 （1473

  给 年），可见这些浮雕造像皆完成于成化九年之前。这些佛像的风格也明显    佛 -r-)’"J JL',.L笠    /TIAJItA-' 11% F1 JLNA J  ),JA I-UJU -r-,'-na。.̀  - VP I4} u 9 V W'IT LL %7
    像 延续了永宣造像的遗风，但同时也融人了较多的中原艺术因素。与永宣风
    艺 、小n 1.1, !ih !6s AF, ft,; l k-＊‘曰士。。一／ ,W 、--J} A八壮，、、。、九 ，、。n、、    】 格相比，佛像的躯体变得丰臃一f,一些，菩萨的装饰更趋复杂。（图89)关    术 ’‘科”口卜。’以，‘’孚卜J，刁Ilir”关TIT -Y"1刀卜“ 扭’口沙目1伏“，，‘人叼久月、。、国U，产八
    鉴 于五塔寺金刚宝座塔情况，笔者在本书 “附录”部分中也专门有小文介

  食 绍，可以参看

，豁
                                              图89 千佛

                                  明成化 （1465-1487年） 石雕

            北京法海寺始建于明正统四年 （1493年），建成于正统九年 （1498

        年），历时五年建成。此寺由汉藏两族僧俗人士共同出资兴建，其中藏族

        助缘僧人共有10人，包括有释迎也失、班丹札释等著名人物。这些人物

        的名字都镌刻在 《法海寺记》碑刻的碑阴。因此缘故，法海寺自然地融人

        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成分，佛教雕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法海寺大雄

        宝殿内，原供奉有三世佛及其胁侍菩萨，以及十八罗汉像、大黑天像等，

        就是十分典m的藏式风格造像，而且也是具有十分浓郁的永宣风格的一堂

        造像。虽然这堂雕像早已被毁，但是从留存下来的老照片上我们仍可以看

  134到这堂造像所体现的永宣造像风貌。q?y
            另外，在一此文物部门，如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首都博物馆等单



                                                                                                                                            四

                                                                          成
                                                                                    熟

                图9。无量寿佛 I
                明万历 （1573-1619年） 铜镀金 高21厘米 1

                                                                                  明
位，还保存有一些刻有具体年款的藏式金铜造像，根据初步调查统讨一，有 绷

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嘉靖、万历 （图90)和崇祯等几种不同时期 、

的纪年造像。（见表二）这些纪年造像在艺术风格上基本保持了永宣造像 月用压

的遗风，没有太多的变化。如图91的金刚持像，在题材上是一尊十分典口叽袭抓．

型的藏密造像，它的头冠、面相、服饰、衣纹、装饰、躯体造型，以及莲键熬碳孺

花座形式皆与永宣造像一致，区别只在一些非常微细的地方，如发髻、耳 - 尹
。、k: v -} } A,Yl {0,}丁。 、、、。一、、，、二、、、，。，。一。、‘；。、、、、 令环等与永宣造像稍有不同。永宣造像在莲花座正前方都刻有宫廷铸造的标 0

志性款识，而这尊造像的刻款在莲花座底沿的直边上；刻款内容与形式也

与永宣造像不同，它为自右至左刻写，内容为：“大明正统丙辰年奉佛弟

子口显兴曾阮阿禄口福喜黎法保正月上朔日发心造。”这应是正统等一些

具体纪年佛像与永宣造像最大的区别。从刻款内容与形式看，这尊造像明

显铸造于内地，因为它的刻款形式采取了汉地传统的读写习惯，而刻款内

容也表明它是明正统元年 （1436年）由内地的奉佛弟子出资铸造的。从

这尊造像所体现出来的特点看，这些永宣之后带具体纪年的藏式佛像不仅

具有浓郁的永宣造像遗风，而月＿还带有中原铸造的明显标志。我想这些造r n”11r.41J"r1 .,-- I'll W-A I,，”’‘1’一～ ‘’‘n ’/J}V̀J}F+J’“平‘，J’‘口。“、‘以～ 一件 135

像的产生应当与明朝北京众多的藏传佛教寺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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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金刚持 明正统元年 （1436年）

                                      铜镀金 高 16 5厘来

          表二：明永乐、宣德后中原纪年藏式佛像

了，。一月



                                                                          续表

牛 ：
    、。，，、。。古。、＊。二，＊二。、、。。＊石。、。 二Al  / n。二＋ 成
    水亘适像对 明朝 甲原地区佛v适像的V?啊更加哭出，小仪 i啊 曲大 ， 公      /J,-- }--- 171̂7 '%J yYJ’//J,}"LLUN认     .1=.141H7刀7     ÎJXNH／、W’‘”I'll粼尸     1-4 W!／、’ 熟

具有普遍性，并且在艺术特征上也有十分明显的体现。从普遍性看，当时 期

全国各地大到寺庙殿堂中供奉的佛像，小到一般老百姓家中供奉的小型铜 ｝
铸、木雕造像都受到了永宣造像风格的影响。从艺术特征上看，当时以佛 明
二，栽二、.,,/, 'MI 1d. lAh 1,65 --ILf!世。二八、LIP Al, irt-#、 IM-- A6h *A- A} 、。。泊 ＊。，、 栩
和菩萨为主的汉地佛像都带有十分鲜明的藏式造像特点。如佛像，其头部 胭

的肉髻都变成了高高隆起的塔状形式；腰部有r明显的收分；裂装样式、 令

衣纹书式与水亘适I象一样 ；佛座也都是水亘适1家惯用的牛月水宋攫式双层 月峨呀扫巨

捧花座：特别是躯体结构变得匀称。姿态也趋于端正，不像宋元时汉地造盆 r.:t l皿

像生动自然．富于个性特点。菩萨像的藏化也很明显，菩萨的头冠与永宣恨嘿.,r麒 ,.

造像头冠一样，也是花冠和发髻冠并用，花冠正面多为半月状装饰；胸前 理耀卿

也是U字形的连珠式缨洛，似网状罩于胸前；衣纹也非常写实；全身结

构与姿势也变得匀称和端正；莲花座也多为半月状束腰形式。明朝中原佛

教造像的这些变化与其传统风格相比已是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可以说，明

朝永宣造像已完全改变了中原地区传统的造像面貌，而使中原佛教造像呈

现出一种带有藏式造像特点的新的艺术风格。这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标

志着我国传统佛像艺术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这种新风格是一种缺乏活力

与变化的程式化的艺术形式。

    明朝中原佛教造像遗存很多。如彩图52的观一音菩萨像，从头饰和衣

着看，它是一尊典型的汉式菩萨像，但是它的面相·耳饰、身体比例和莲 137
花座形式，以及制作工艺已明显融人了永宣造像的特点。再如图92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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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2 释迎牟尼佛 巧世纪

                                        铜镀金 高63厘米

        迎牟尼佛说法像，它的整体造型与永宣造像完全一样，只是面相和躯体略

        显肥胖了一些，特别是身体表面的装金采取r漆金技法，由此说明它仍是

        一尊汉地寺庙制作的佛像。类似实例很多，不胜枚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中原佛像艺术不仅受到了永宣造像的影响，

        而且还表现出对永宣造像风格的全盘接受。如首都博物馆珍藏的一组三世

        佛像，（彩图53)制作于明景泰元年 （1450年）。三尊像的整体风格和制

        作工艺同永宣造像如出一辙，完全看不出任何区别，但从莲花座上刻款的

        内容和形式看，它们明显是制作于北京的汉传佛教寺庙，为汉地僧人出资

        铸造。刻款内容为：“大明景泰元年岁次庚午圆授广善戒坛传法宗师龙泉

        寺住持道观施金镀。”据考，“广善戒坛”是明朝北京两大戒坛之一，在今

        天北京广安门外的天宁寺；龙泉寺就是今天门头沟区的潭拓寺，道观是龙

        泉寺第三十六代律宗宗师。这条题款表明，作为地地道道的汉地僧人道观

        已完全接受了藏式永宣造像风格了。再如北京智化寺内的佛像— 转轮藏
  138 ～／．子+x JL“9} -1114 1亨件I%Jl Y " V I H“。’‘T"+}fU J} }}  IU”r“-7 V N 17、 一‘I a m5q

        殿内转轮藏上浮雕的小佛像和如来殿上下供奉的佛像 （图93)，也都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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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田上匕卢遮刀俘佛明正统（1436-1449年， ｝
                            木雕 高约200厘米 明

                                                                              朝
宣造像模式。智化寺是明正统九年 （1444年）由明朝太监王振舍宅兴建

的一座寺庙，从寺庙碑刻资料看，是一座正规的禅宗寺庙，与藏传佛教无 j赴
丝毫瓜葛。一座正统的汉地禅宗寺庙里却出现r藏式的永宣风格造像，更月成瀚几

加充分地说明了明朝汉地佛教对永宣造像乐意接受的事实。 ，fOE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永宣之后中原地区还出现了在佛像造型风格和理娜越麟

刻款上完全仿永宣造像的制品·此风大约兴起于明末清初·北京故宫博物 丫
院和首都博物馆分别收藏有一尊清朝永宣造像的仿制品，它们做工粗糙，

面相、衣纹等处明显走样，刻款生硬，极不周正，一看就是后来仿制的。

但是当时仿制这种造像不知目的何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文

物市场的开放和搞活，一些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又开始悄然仿制永宣造

像，以假乱真，以牟取高额利润〔〕一时市场L永宣造像真假难辨，很多人

因此上当受骗。我曾经受人所请帮助鉴定过几尊这种仿制品，多数做工粗

糙，但也有做得非常好的，工艺精细，造型完美，几可乱真；收藏者都是

当作真品购买的。但是仿制品毕竟还是仿制品，做得再好也有露马脚的地

方。如我曾见到的一尊几可乱真的仿制品，它在外在形貌和装饰特征上与 139



        真正的永宣造像基本趋近，但是却忽略了铜质和封藏方法，真正的永宣造

    藏 像都用黄铜铸造，而它却是用红铜；真正的永宣造像封藏都用剁口法，而
    传 。＋。二二，，乍。。 徉,LILY, hkmrh4KS    :M l7一。。、。。、＊、山、。品、，‘。。士：人 、    75At 它却用包底法。凭此两处破绽，我们很容易对它做出否定的判断结论。总    佛 乙州用巴）八‘八。九LLVIJ儿联找’7X0 II J'IK廿叨门乙’以W口儿目”荆期“口“。。‘诊
    像 而言之，只要对真正的永宣造像风格特征、工艺特点具有全面的认识，我
    艺 ，门、二＊．＊。，。；，＊、＊‘。、古、二
    '-rr 们就不难鉴别永宣造像的真伪了。    术 ”““儿”八环宽刀I/J} /J}-Ea- All- M,目7 -Vk I/'J“。
    鉴 7．永宣宫廷佛像题材及
    食 自 ，‘＊

                            」 w} 其特点

    令 翻组跳洲''a 永宣造像不仅艺术风格

月lTq卜 匆．哪姗缨曰娜 独特，影响巨大，而且在造

肠疵滤翻 粉哪绷目瑙".-Ah 像题材上也很有特点。主要

哪瀑狐簌渺 户‘山砚:Y 理‘ 粗涵 体现在两个方面：

  嗯  T卿 ．月哪蘸硼锄溅黔纽耀i 第一，永宣造像题材丰
  令 ．翻热哪黔涵黔黔睽，聪 一口．二＿J一于州了二丫＿：

                麟了．翻日娜麟置吻2溉攫 富。这些题材大部分是藏传

                粗麟剩翻巴．肠X-租口 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共同

                  ，理RMIMP,门用扩 信奉的，同时一部分造像又
                    点J幽ill自w,蕊 带有宗派上的个性特点。据

                月哪赚赢如涵铡鹦默嘿鞠盔 初步统计，永宣造像题材共

              』．愕黝赐鉴．谓毓鞘嘿黔‘ 有20余种之多，根据每种题

              翻．点INFORM 点森蕊赚撇姗峨盈 材在总数中所占比例多少，

              ，．．巴．日．圈Idol日．．阮 依次有绿度母、文殊菩萨、

              浏娜姗呱翩翩呱赢肠翩喻涵硫赵侧． 四臂观音菩萨 （图94)、金

            ．嘴吧恻麟趣溯缈夔夔黔骊粗．， 刚萨捶菩萨、释迎牟尼佛、

                                                阿IM佛、金刚手菩萨、弥勒

                                              菩萨、药师佛、无量寿佛、
        图94四臂观音菩萨明水乐（(1403-1424年）大日如来、不空成就佛、宝

                铜镀金高18.7厘米 生佛、二臂大黑天（图95),

        四臂大黑天、大成就者毗瓦巴、马头金刚、＿上乐金刚、喜金刚、吉祥天

        母、地狱主、自在观音、摩利支天等。这些题材虽然与藏传佛教数百上千

        的种类相去甚远，但是它们是藏传佛教中最常见的，也是藏传佛教各教派

        共同崇奉的题材，反映了藏传佛教和藏族人民基本的宗教追求和信仰模

        式。其中，比较典型的如文殊菩萨、四臂观音和金刚手菩萨三种造像，藏

        族人认为这三种造像分别象征慈悲、智慧和力量，是他们的福社之所依，

        因此被尊之为 “三大依估主”；藏族人民还把吐蕃王朝的松赞二F布、赤松

  140德赞和赤热巴巾三位赞普分别奉为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化
        身。千百年来，这三种造像一直受到了藏传佛教各教派和藏族人民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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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5    -:-臂玛哈噶拉 明水乐（1403-1424年） 八
                          铜镀金 高22.8厘米 ‘自‘

崇奉，在许多喇嘛庙中还辟有专门的殿堂供奉这三尊一组造像·再如绿度翻几输滋
母，也是藏传佛教中广受崇奉的一尊造像·据说，她是观音菩萨慈悲化现晒髓缩
的二十一尊度母之一，在喇嘛庙和老百姓家里，几乎随处可以见到这尊造呱瓤尹
像，供奉十分普遍。她还经常与白度母、尊胜佛母一起供奉，称为“长寿 ‘
三尊”，以增福延寿的功德受到人民的顶礼膜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

族人还把唐朝时人嫁吐蕃的文成公主尊为绿度母的化身，千百年来一直传

为佳话。毫无疑问，藏族人对绿度母的崇奉和明朝宫廷大造绿度母像赐予

藏族高僧，明显带有对汉藏传统友谊的纪念和对未来汉藏和睦一家的期

盼。在藏传佛教寺庙里同样卜分流行的白度母造像，在目前统计的永宣造

像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例，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帝王造绿度母像的这

一良苦用心。其他的如释迎牟厄佛、五力一佛 （大门如来、阿阖佛、不空成

就佛、宝生佛、无量寿佛）等则更是藏传佛教中理所当然的共信题材，就141
不一一举述f。



                                                        除了上述藏传佛教

  藏 ,W}b‘ 各教派共信的题材外，
  售 觑翻叭I 永宣造像中还有一些造
  震 每黔聊戴  /J, N At_' I'll  I霜      n索           J.C
    艺 V袖、漪 麒带 、口甘十枯/l L5h Jr *R古    L 》”飞黔 ， 而且基本每个教派都有
    术 气盗剖德碳梦 n }j上工+0 " I-份 ’T人“N川‘门
    鉴 剧租嶙曝麟巨 其代表性造像 如金刚
    尝 矛烈潺淤飞伽‘嘿黝恤痣 ，、，二。‘、 、H_ uZYF仕。    吸 峨腼护撕 海麒！翎 腿嘿黔 于弄 （图 96）．他 是藏 1亏佛

    令 }封 产7,} 鄂」 教噶举派崇奉的本初佛，

月甲期压 clllfr林}m几蘸噢黔 目前发现了七八尊，占
一减泌沮． 倪铃rI.i"侧N A， 有较大比例。毗瓦巴是

嘿熟霖卿 廊户脚械黝黝黝撇一编卫叛 萨逛派尊奉的重要上师，

  竺哪鞘 汉严髦鹦嘿黝锄渺1铡丝之吧脚腆燃撇 为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
    令 撇鉴蝴渺矍趟细漏呱L溯麟黝测燃麟踢 一厂”一＿．－一、’二二＿丁一竺二

                蕊鳃瓤赢赢涵黔毓黝1瞿瓤撒翼姗黝、 之一。现在发现有三尊

              姗獭撇踢黔粼臀黑嘿狱粼耀戳撇威甘 毗瓦巴像，其中首都博

              ，燃毓蘸必口砚困．组口．瓜肪撅肠硫 物馆收藏的一尊高达33
              撒凳粼紧’              1,瓣堆 AT脚曝 麟 厘米，做工精美，气势

        叹署黔腆黔髯塑缈巡腿护 雄浑，最为突出。喜金
                                                    刚 （图97）和二臂玛哈

                                                    噶拉也是萨迎派专门的
            图％ 金刚持 明水乐（(1403-1424年） 崇奉，分别为萨迎派崇

                  铜镀金高22厘米 奉的本尊和护法神·而

        文殊菩萨、吉祥天母和地狱主分别为格鲁派崇奉的本尊和护法神。永宣造

        像题材在宗派上的这种广泛的代表性，从一个侧面正好反映了明朝中央政

        府对西藏实行的 “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因为 “众封多建”政策是

        对西藏各派势力广行封赏，各教派又都具有各自教派特点，这样朝廷赏赐

        给这些教派上层人物的佛教造像就必须考虑其教派的崇奉，要么是各教派

        共信的题材，要么是受赐者所代表的教派的独特崇奉，绝不可以将此派的

        独特崇奉赐予彼教派，那样势必引起受赐者的不满。

            第二，永宣造像大部分为寂静形造像，忿怒形造像极少。所谓寂静

        形，就是那些面相慈善，造型简单的一类造像，如释迪牟尼佛、绿度母

        等；而忿怒形造像是指那些面相凶忿、牛头马面、多头多手的造像，像秘修

        本尊、空行、护法类造像就属于这种类型。从统计结果看，现在的永宣造像

        中大部分是寂静形造像，约占95％以上的比例，而忿怒形造像相对要少

  142得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何在呢？我想应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时忿
        怒形造像本来铸造得不多 因为肖先，忿怒形造像造型复杂，铸造起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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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7 喜金刚 明水乐（1403-1424年） 明

                          铜镀金 高82厘米 栩

对要复杂、困难许多，而当时宫廷造像的日的并不在于宣传佛教，而只是 皇
为了达到笼络之目的，所以选择一些寂静形造像来铸造是比较合情合理月砚滋几

的；其次，像本尊、空行、护法之类密宗造像大都具有较明显的宗派特．kil归

J性，而不像寂静形造像受到广泛的崇奉，由此，选择寂静形造像铸造，不聪移髓螂尸

仅工艺简单，而且还可以一模多出，分赐各个教派中人。再一种可能是当 巡犷111, yC-iw--r-’1"i L1.”“助 17c y w’ZJ～「“’朴v}l’／、。’‘ ”’‘门“} -1 令
时确实铸造了一些忿怒形造像，但大多数估计在历史上的一些 “毁佛”运

动中被销毁了。在明朝永宣之后至今，曾发生过多次由官方发起的毁佛事

件。如嘉靖十五年 （1536年）在礼部尚书夏言奏议下，毁大善殿内金银

佛像169座。明崇祯五年又发生撤毁事件，将大内乾清宫、隆德殿和英华

殿等处各种神道造像全部移出于宫外朝天宫、大隆善寺等处安放。20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期问，佛像又销毁了不少。这几次毁像事

件肯定会殃及明朝永宣宫廷造像，特别是历史上一直被汉地士大夫们视为

“有伤风化”的密宗佛像。现在全世界遗存的为数极少 （约十余尊）的忿

怒形造像几乎都收藏在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迎寺等名寺中，（彩图 143
54地狱主像、彩图55吉祥天母像、图98马头金刚像）而内地和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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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8 马头金刚正面和背面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20.5厘米

        众多收藏中几乎没有一尊这类造像。这种现象就说明了历史上的 “毁佛”

        运动与忿怒形造像的命运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西藏的布达拉宫等名寺历

        史上遭受的冲击较少，所以众多佛像得以保存下来，而内地始终处在历次运

        动的风口浪尖，现存的佛像或为内地流传下来，或为西藏寺庙传人，都经过

        了多次淘汰和洗礼，那些牛头马面、狰狞恐怖和被内地人俗称“欢喜佛”的造

        像过去是很难为中原人士接受的，应当是被当作“淫裹”之物而销毁了。

            上面对明朝永乐和宣德宫廷两个时期的造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和

        分析，力求使大家对永宣造像有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但是由于目前发现

        的永宣造像的历史记载太少，单凭造像实物分析，很难达到与历史原貌相

        吻合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在没有文献记载，仅凭实物的情况下，有一些问

        题我们一时还无法搞清楚。比如，永宣造像所用的铜质 （黄铜）从何而

        来，它与明朝宣德时期宣德炉用铜是否有密切关系，是否也是来自逞罗国

        的上好的风磨铜；还有永宣造像的制作者是如何组成的，队伍中可以肯定

        有汉地艺人参与，但是否有尼泊尔、西藏等地艺匠参与还难以确定；另

        外，永宣造像中少数造像的底座内膛＿L刻有汉文数字现象。（见表三）这

        些刻在佛像内膛口沿上的数字是代表该佛像在佛堂中供奉的顺序编号，还

  144 是一个时期铸像数目的顺序编号，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也难以断定。诸如



此类问题还有一些。因此，对于永乐和宣德宫廷造像我们还需要从历史和

艺术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笔者衷心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尽快揭

开笼罩在永宣造像上这些神秘的面纱。

  表三：首都博物馆藏内膛刻字永乐、宣德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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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成
  川门拉顿珠、杜玛格西．，。增彭措著．罗秉芬译汁：《西藏佛教彩绘彩塑艺术》．中国藏学 餐

        出版社．1997年 617                                                    I

    (2）恰白、次11_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CA1藏通史》第472一473页，m藏古籍出版社、《中 ｝
      国西藏》杂志社联合出版，1996年 明

    (3)《元以来西藏地方‘1中央政治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80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4)图齐：《曲藏画卷》 o00

    （5）《木里政教史》 月．．．‘

    (6)（明）刘若愚 《酌中己、》卷16，fit:石t lit籍出版丰t，2001年第2版 ．尸澡想．．

    (7）根据瑞典史罗德先"r所著．(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 H ) (Tibet and China)统计。．峨笼瑙遥．

    (8) (9)「法］海瑟·噶尔美署，熊文彬if: (( y期汉藏艺术》第14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物四圈睡丫｛

          1994年 叫罗r

    (10)青海省文化厅主编：《瞿昙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科技出版社 （K）联合出

        版，2000年

    (1t)扎雅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第 13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法〕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甲期汉藏艺术》第168一169负，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年

    (13）扎雅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第8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扎雅著，谢继胜译：((h藏宗教艺术》第133 A , 1H1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15)杨博贤主编：《法海寺壁画》，rii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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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清朝时，藏传佛像艺术进人了明显的衰落期。虽然清政府对藏传佛教

月困几 崇重有加，大兴 “黄教”（格鲁派的俗称），使藏传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仍然

．嘴翻．呈现出旺盛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和艺术上过分追求

碳漱露卿繁琐的规定和要求，极大地限制了造像者的创造和发挥。这一时期的造像
  IAW 『虽然看上去端庄大方，比例适度，制作精细，但普遍流于程式化，造型呆
    令 月‘”’二布二二，一二下匕万几‘’刃下：．一‘兰：’了二’．下二二了厂二二一”一”一一 ’

        板，躯体僵硬，既缺乏外在的变化，又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

            然而，尽管如此，此期佛像艺术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它在

        总体风格上体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种是崇尚自然，即注重写实和崇尚装

        饰情趣的艺术风气；一种是崇古风气，即盛行对过去艺术风格、特别是公

        元8-12世纪印巴次大陆的东印度、尼泊尔、斯瓦特、克什米尔等几种外

        来风格的模仿。比较而言，西藏地区的造像艺术风格偏重崇古，而内地的

        艺术风格多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但是，不论是崇古之风，还是自然之

        风皆只流于形式，完全看不到早期佛像的神韵和艺术魅力。与此同时，由

        于佛教传播区域的扩大，此期的佛像艺术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

        有西藏风格、北京风格、青海五屯风格、漠南蒙占风格和漠北蒙占风格。

                    （一）西藏地区佛像艺木

            人清以后，西藏佛教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于明朝后期的

        格鲁派通过在新疆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战胜了统治西藏长达

        200余年的噶举派势力，在宗教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1652年，黄教

        领袖五世达赖 （1617-1682年）受顺治帝邀请至京朝圣，顺治册封他为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又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 （1633-1737年）为 “班禅额尔德

        尼”，亦给金册金印。格鲁派这两大活佛先后受清廷册封，标志着格鲁派

        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得到了清廷的认同和支持。在清廷的支持下，格鲁派开

  ，刀‘ 始大力发展本派的势力，兴寺建塔，造像刻经，清朝藏传佛像艺术正是在
  146 ’,.’‘7̀-G- P’N-VJ,-7=--1-f   1"YJJ9'5N1} Vv I'llU}1}}-/C，’‘

        这样的宗教政治背景下兴旺发展起来的。



    清朝西藏造像大部分出自寺庙组织和建立的佛像制作中心。据扎雅活

佛在其所著的 《西藏宗教艺术》中说，当时西藏有三大佛像制作中心：拉

萨多觉边肯铸场、扎什伦布寺铸场和德格铸场。多觉边肯铸场，简称 “多

边”铸场，位于拉萨布达拉宫脚下。这里铸造的佛像称 “多觉边肯利玛佛

像”或 “多边利玛佛像”。其铸造历史自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时开始，

至西藏和平解放时止。铸像所用材料掺有大量紫铜，质地上乘，加之佛像

工艺精细，造型美观大方，知名度很高。清朝时所有为噶夏政府塑制的佛

像或专为噶夏政府送礼而制作的佛像都在这里铸造。扎什伦布寺铸场在后

藏日喀则。这里铸造的佛像称 “扎什伦布寺利玛佛像”，简称 “扎利”。这

个铸场也很有名，制作工艺与拉萨的 “多边”工艺相似。德格铸场在四川

德格县城，历史上这里以刻印佛经而闻名遐迩，同时也铸造了许多优质的

佛像。造像所用材料多为 “紫利玛”，即紫铜。①以上各铸场铸造的佛像区

别主要在用材和工艺上，不同的铸场，用材不同，造像外表的嵌活、鉴

刻、装藏及镀金等工艺也不尽一致。由此可见，了解各铸场的工艺特点对
一于 ’一”七曰·’一 “ 卜 ，口 ，，，‘ “ 、L 五于我们鉴别西藏佛像也是十分重要的。 代

    从总体上看，清朝西藏造像在艺术风格上存在四种主要样式：一为藏 ｛

式，一为汉式，一为尼，白尔式，还有‘一种为仿古式·同日寸这几种样式又互 ｛
相吸收和融合，于是又形成了一些复合的样式和风格，如汉藏式、汉尼 一

式·尼藏式、汉藏尼式，可谓千姿百态·我们从现存的大量造像实物亦不 寿
难看出其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大本营，地域广阔，从这 朝

个广阔的地域因素来看，其造像艺术风格的复杂化也是符合实际的。因此 oho
可以说，这四种造像样式是清朝西藏造像的主体风格，同时也是构成清朝月用压
西藏造像艺术多样化的主要艺术因素。 叮 翻．

    1.藏式风格 橇翻戴肠

    藏式风格是藏族人民在千百年的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而形成的，是藏 '妙
族人民宗教观念、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的综合体现。它主要体现在造像面 令
部、躯体、雕刻技法及服饰上。造像面部酷似藏族人，颧骨较高，上唇突

起，看上去没有印度、尼泊尔造像那样典雅庄严，但非常淳朴、自然。在

西藏佛像中，最能体现其民族特色的要推上师像。上师像完全按照上师生

前的形貌塑造，因此其整体形象都是藏式的，藏人面相、藏式架装、藏式

头冠，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同时上师像虽然题材很多，但是在面相上绝

对没有重复的，甚至同一个上师塑像，产地不同，面相也不尽一致。因此

可以说，上师像是西藏民族艺术特色的真实所在，也是清朝藏传佛像艺术

写实风气的重要体现。 147

    如彩图56的铜镀金四世班禅像。四世班禅 （1567-1662年），法名



                                                                                            之女 言5土n-} list凭先 曰 砖矫L亡 l油 4*fr I-L:汁，

      翻‘ ．．．．．．．．．．．．．．丽卿 分代甲喃点．．．．．．．．．． ＿L＿— ！止AM 月 Iv% HWJ口J刁N- TX?只''m 。 梦L

      睡 ．．．．．．．．．．．．日撇瀚． 伟含；大-t ～卜 左币 训之 .I1.」', - A 4- Al．

    风 ．．．．．．．．．．．．．．．． 卜f V出喉 节。内若僧炸 、僧裙 ．

    o0o ．．．．．．．．．．．．．．．． 夕卜${v扣右 启努 奖 和僧 弊 ＿左 垃 流

月．吮．卜 ．．．．．．．．．．．．．．翩吧 畅 白妖 ＿两 Hi县寡 ;?+-僧 服 内 ＿右羊

. 峭狐 ．．．．．．．．．．砚骊黝测 臂裸露在 外．置右 眼结触她 印．

骊祺姗篇骊 ．．．．．．．．．．．．．．．． 4: }笋 i:滋拢．．．．．．翻              .左手措署膝下结禅宁印八茬 庄后

    I 。 ＿＿ ＿1，．＿。、、、，二＊ Rp月 概关 钻关 ，网谷 人 玖足 Ix此
  会 图99四世班禅头部 11·－、－－，卜刁－－·一 ，、一一。一

                                            尊的内膛供奉有四世班禅的生身

        舍利，功德殊胜。铭文内容之多是西藏金铜佛像上少见的，对研究西藏佛

        教造像的内膛供奉仪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整体造型生动，神态安详，

        是一尊极具艺术价值的人物肖像，真实地再现了四世班禅大师不同凡俗的

        独特的形象特征。（图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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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图100 四世班禅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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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翩脚麟黔崛粼撇赢翩蘸翩嘿渺，’ 谁

                        ’嘛哪粼绷撇粼箫麟脚黝柳‘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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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0，上1币17 L‘己‘同镀“rk 18厘米 篇

    再如图101的上师像也是一尊形象十分生动的上师造像。此尊枷跌端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一 ’－－ － － － 一 o0o

坐于覆莲座上，头微上仰，额有皱纹，眉弯如弓，双目仰视，嘴角下抿，月自‘

面露b色，形象生动传神。身着背心、僧裙和袒右式裂装，衣纹写实自口尹黔．

然。左手下垂抚膝，右手当胸结说法印。台座的莲瓣宽肥舒展，上下缘各公拔麟口
饰一道连珠纹。 阅孤．梦

    同时，罗汉像也是藏式风格的重要体现。因为罗汉与祖师身份和形象 令

特征相似，所以自然成了清朝西藏写实艺术表现的重要题材。如图102迎

理迎尊者像。此像宽额高颧，双目睁视，双唇微启。右手置膝结期克印，

左手在腹前执架装的边角，造)1V生动传神。身着宽袖僧衣，其衣着形式及

表现手法均受内地的影响。游戏坐姿，双腿散盘。莲座上铺有布垫，其后

镌刻藏文，汉译为 “南无圣尊俱时子大罗汉”。迎理迎尊者又译作 “俱时

子”。他板依佛教后，行头陀之道，身无长物，人称 “杜朝巴那保”，意为

“住在墓家间的大黑比丘” 他是十六罗汉之一，常有1100名阿罗汉随同

他住赤铜洲，共同护持佛法。 149
    另外，其他的如佛母、n萨、空行护法等藏密神像也程度不同地受到



          一 栖 #a 1, 41- 。其中，尤

  A /j1S 越麟麒胭嗯蘸夔馨 纂u=I-AFIAil"r}.ff,+?,a+-'rt6属T RAhl, 1 -1 hh
    盆 翻膝麟戴藻巍娜翻．瞥磷粼鞭撇黝瓤 人自己发明创造的护法神，他们的

  之 城麟毅口嗦翼篡戮/fib V/X %7 V7),R- P7v'fLA T'', ILJIIIA74
    艺 鹅翻翻娜姚璐翻胭．．口耀撇撇黝黝 ，。口二、，二、＊、 tf +u, 、＊ ，，：＊
    vr 珍热翁瀚瑙娜口．翻翻耀黝黝翼瑙 鲜明的藏民族审美情趣，体现出来    术 盆圈翻翔澳翻叮．．脚翻瀚嘿缨. 二二J目，，二、二甲大，。二，。。二，

  蓄 瑙戮口．哪 ,黝藐        7 c鹭瞥jG织    a AH咒03
    只 洲附困脚．翻．么赢碳赶蘸鞭黝毅 的善金刚像。此尊头戴宽边圆顶

    令 目目圈魄缨．．雌抽目川嘿撇黝黝 帽，三目圆鼓，双眉上竖，毗牙咧

月眼川卜 口日月畔锡砂匆．聪撅池娜硼姗撇ar嘴，下领有很多卷毛，凶忿无比。

． ． 翻．．．日．．侧鉴试服热姑哪黝耀 身着交领长袍，外披马褂，脚蹬高

崛黔脱卿 目．．．侧地粼哭磁落呱逻幽瑙黔 靴，胸前及腰部都以带相束。右手

  州哪尸 班．．．．．渊幽日．．目．．磷搏 高举，左手放在了左腿上，手中执

                                            物皆失。骑坐于一头公山羊背上。

      姗憾熬燕翩瞬豁缨簿缴 整躯造型完美，人物形象生动，高
                                            原艺术韵味浓郁，堪称一件上乘之

            图102迎理迩尊者17世纪 作。善金刚为世间护法神，全称
              铜镀金 高14.5厘米 “具誓善金刚”。据说，他原是试图

  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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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3 善金刚 18世纪 铜镀金 高20厘米



阻止莲花生大师人藏的西藏众多苯教神抵之一，后被莲花生大师降伏变为

佛教护法神。宁玛派奉他为最高级的世间护法神之一，是 “四部宝库护

神”之一。他又称 “铁匠神”，原因是他曾化现为一个黑铁匠，名叫噶瓦

那保，因此在历史上又被西藏铁匠尊为该行业的保护神〔）

    2．尼泊尔风格
    尼泊尔是西藏佛教艺术的重要源头，历史上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

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到厂清朝这一影响仍有增无减。据记载，在公元

17世纪时，由于五世达赖喇嘛重视西藏传统的手工业，建立官营性质的

行会组织体系，大批尼泊尔工匠受邀来到西藏，加人到西藏官营的手工业

行会中。这些尼泊尔工匠到来后，与西藏和汉地工匠共同努力，兴寺建

塔，造像刻经，建造了一大批寺塔建筑、佛像和各种宗教、生活器皿。特

别是他们与当时的藏汉工匠合作，共同建造了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在 《五

世达赖喇嘛灵塔目录》一书中清楚地记载了参与五程的所有尼泊尔工匠的

人数和名单）（，这些尼泊尔工匠一代传一代，在西藏生息繁衍，今天在西

藏的拉萨、日喀则，甘肃和青海等地仍有他们的后裔。当然到了清朝，尼 入
泊尔造像不如早期完美，面形削瘦，躯体单薄，姿势呆板，完全没有早期 衷
"A, !& An? .h、二 、＊古 。、二，由。八二一卜。， 。、＊。。 。。。，。、一。。、 谁造像那种生动、逼真、自然传神的艺术气韵·虽然如此，尼泊尔原有的造 偏
像艺术特色仍有一些保留，如造像眉眼细长，鹰钩鼻子，ng部呈尖状，高 J

乳、大臀、细腰等特征，在现存清朝西藏造像中均可见到· 裕
    从现存实物来看，清朝西藏流行的尼泊尔风格主要体现在一些佛、菩 绷

萨类造像一匕也就是说，一些佛、菩萨类造像均采取尼泊尔艺术风格塑 令
造。常见的题材有释迎牟尼佛、弥勒佛、五方佛、度母、莲花手菩萨、观A自压
音菩萨、文殊菩萨等。这些题材的造像在头饰、身体姿势、台座、装饰以掇黔一！潞肠

及衣纹表现手法上同早期尼泊尔造像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因此严格说来，珊巍黔骼

这些题材的造像也称得上是一种仿古风格造像 虽然这类造像整体水平不呱蘑尹
能同早期尼泊尔风格造像相比，躯体僵硬，姿势呆板，但是其整体造型大 令
方，做工讲究，铸胎厚重，还是体现了较高的塑造艺术水平 从此特点来

看，这类造像应当出自扎雅活佛所说的拉萨 “多觉边肯铸场”，因为这个

铸场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拥有众多尼泊尔和汉藏＿L匠。

    如彩图57铜镀金普贤菩萨像。此尊头戴三叶花冠，面容肃穆，双目

微垂。上身袒露，佩饰项链、臂Vil、手镯，胯部斜束丝带 右手下垂结与

愿印，左手置胸前结说法印，左臂外侧饰有肩花，肩花上置宝剑。站立于

仰覆圆形莲花座上，莲瓣宽大肥厚 身体略向侧倾，宽肩细腰，姿态优

美。是一件模仿早期尼泊尔造像的典型作品（一 151
    再如图104的无量寿佛像。此尊枷跌坐姿，双手置双膝上结定印，手



                                                心托一红色长寿宝瓶，为其形

    放 ．．．．．．．．．．．．．．．． 象重要标志。头梳高髻，发髻

    贾 ．．．．．．．砚姗熟翻口．．．． 正面又饰以镀金花瓣，双肩搭

    液 ．．．．．瓜撇翻嘎愚麟叛酬撇妇． 有蓝色发辫。头微下领，双日
    艺 ．．．．．嗯圈酬渊气厂攫鄂剔燃蔽 I+ ;T;- ‘一自圳仙又，赎 箭“而

    ’级 ．．口礁 M 峨翻糕跳峨黯默翔 N 裙，裙子上无衣褶，仅在小腿

    0010 翻困酬黝貌翔口嘟溉一痴臀娜逻吼爆剔1墉目砚 部刻出衣纹表示着衣，为尼泊

月甲姗几 易国哪姗黝翻目峨溉戳熬撇黝漏晚麒麟撇粼毅毅 尔表现手法 。身后有头光和身

艘 恤场重沼豁 瓤粼麒黝理粼瀚逃．＿漏秘贷麟露酬滁夔攘缴 光相连的火焰形背光，背光抽

嘿募黔--' ̂ 'l+ 鞭粼 zqg}M ｛T T.黝雏黝黝了翰粼黝黝鞭 在方形台座后部。佛座为方形

’〕臀币鬓蘸黝麟嘿麟纂黝蘸蘸黔 「！’全须炸觉座一类壑南华塑时
            黝姗警酬1攫．赢麟骂瓤瓤淤濡硫翩鄂撇黝撇撇 期汉地造像 ［的坐床〕佛座台

            姗脚姗翻峨'撇嘿 沁犁哪恻一            '.'  :tsl 面前方刻有一行藏文，汉译为

              缺静训雾愚骊赢鞭嘛嫩瓣獭蒸耀一甄器器婴卿甲两臀粼撰一终瓣翻徽 ”百子手日网X147、）

            黔梦撒摹测艇缆婉麟一认撇：似山以巡一黔渊熟嗒拼粥 3．北京宫廷风格

            瓣决姗粗．．．目群珊 iA如口日侧粼粼粼          }rlY. 汉地风格主要指北京造像

              ’％料籍粗．．．．．碱撇姗．．．．．麟鑫懒撇撇 风格在西藏的影响 」其特征是

            侧鹦哪哪哪哪哪哪哪哪鹦鹦冰厂＿嗯 造像曲形方圆，衣饰复杂，衣
                                              褶较多。随着当时西藏与内地

                图10-l 量寿佛 中央政府的密切往来，北京造
            17世纪 铜镀金 高21.5厘来 像风格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

                                              响到西藏造像艺术仁。首先是

        清乾隆E}r.帝’J一世令熹国师合编的 《三百佛像集》和工布查布翻译编iJ一的

        《造像11.度经》，都是吸收汉地审美特征而形成的造像模式，这两种塑造佛

        像的粉本在当时都传人犷M藏〔t此同时，当时清宫塑造的佛像也不断通

        过赏赐等方式大量带入西藏，藏人对内地的佛像模式和赏赐的造像白然会

        倍加崇敬，进而纷纷依样仿作 现存的实物表明，清朝时西藏仿北京造像

        样式的佛像遗存不少，它与北京造像的区别是不署年款，但造像上或多或

        少地融人r一此西藏传统的审美和I一艺特征。

            如图105扑刁镀金大威德金刚像。大威德金刚为梵语称 “阎曼达嘎”的

        意译，又称 “怖I'll 刚”、“牛头明王”，是密宗无卜瑜伽部父续修习的重

        要本尊〔此钓‘为九头 ：十四臂形象，九头分三层排列，最下面七头，正面

        为牛头；‘！，间一头；最＿f几而一头，为其本尊文殊菩萨法相。头顶是象征忿
  152 ／“’布” ”’‘ 八’月人一‘一”t， 八’2“S，下一分～／／卜‘”，’“，曰。八”“污,;,3. 1u.以

        怒的红发f几竖。一毛｝四臂为主二臂抱明妃，其余手伸向两边，皆执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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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5 大威德金刚

                    18世纪 铜镀金 高16.5厘未 令

有十六条腿，皆展左站立L）左右脚分别踩八种人、兽和禽一！几身饰缨a,
下身围虎皮，项挂五｝一人头骨串。明妃依偎在主尊怀‘｝’，右手持月刀，左黝蒯翼蘸

手持人心，左腿钩在主尊腰”右脚踩飞禽下为单层覆莲座这些形象耀驴
特征皆具象征意义，九头表示大乘佛教的九部佛经；一二牛角表示佛教真俗 令

二谛；三十四手加上身、口、意三、IV.表示佛教修行的三！一七道品；十六足表示

卜六空；左脚踩八种人和兽表示八种成就；右脚踩八禽表示八种白在；裸体

表示脱离尘垢；座下莲花表示脱离轮回。）这些蕴含丰富的艺术特征共同组

成了一部完整的密教修法— 大威德金刚法，依之修行便可达到即身成佛

整躯造YEN规范、大方，结构匀称，体现了清朝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

    -1．仿古风格

    仿古风格是清朝藏传佛像艺术‘｝‘十分盛行的风气，在当日寸的西藏、北

京等地都十分流行，Ifq在西藏地区的流行尤为突出“11时西藏流行的仿古153
风格主要是公元8-12世纪密教流行期印巴次大陆各种造像风格，如东印



        度风格、克什米尔风格、斯瓦特风格和尼泊尔风格等。

    藏 如彩图58长寿三尊铜像是一组仿东印度帕拉风格作品。这组造像中

  经 央为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左边为尊胜佛母，右为白度母，因此三尊都有使    佛 7C /'1 l4 M- CT即’／。里}T17P/1.JL/J}J"11SVN"J',  'N／，目/X ̀y'’N u．万'sy"RN"Y7 U,
    像 众生增福延寿的功用，故常合供一起，称 “长寿三尊”，是藏传佛教寺庙

  荃 里十分常见的一组供奉。这三尊造像皆为菩萨装束，各以不同手印和执物    术 七 ’/J ri7 7U R 7    %u I/, '-T- . 一‘',T AC. 17l G／“Fl 17  -1-11. ,q} ,   FJ - I’，J  -I"I"L'Vlil
    鉴 显示各自不同身份，无量寿佛双手结禅定印，手心托长寿宝瓶；白度母右

  责 手结施t扛P，左手当胸牵莲茎，手心、脚心、额部各有一只眼，俗称“七
    令 眼母”；0-胜佛母为三面八臂形象，造型较复杂，一般比较好辨认。这三

Amm 尊皆坐多角叠涩式须弥台座，身后还配有舟形大背光，背光上有大鹏金翅
姗b娜翻鸟、龙女等动物雕饰。造像的躯体造型、装饰风范，以及背光和台座的形
矍撇簇挪式明显源于早期东印度帕拉造像，但制作工艺则明显体现出清朝的特点，

四臀 如背半及台毕子粤赞空咨雕技今＿布纹fit钾镶产工兰：看甘玲珑易吟
        十分精致。非常难得的是这三尊像背光俱全，保存完好，造型大方，是一

ate.iti._ }-                             sue
  154 图106 无量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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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不可多得的清朝佛像仿古佳作。

    图106无量寿佛铜像也是一尊仿东印度造像。此尊头戴花冠，发髻高

耸，面容寂静，身材匀称，体侧帛带飘逸，薄裙贴体，其＿r_ 刻繁复的花

卉纹饰，但部分嵌饰已脱落。双手结定印托宝瓶，枷跌端坐。台座分为二

层，下层为多角叠涩形式。整躯体现了帕拉造像崇尚藻饰、追求华丽的特

点。

    图107释迎牟尼佛像是一尊仿东北印度造像作品。此像螺发规整，肉

髻高耸，双耳垂肩。大衣采用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衣纹简洁朴素。左手

结禅定印，右手作触地印，全imp跌坐于三层台座上。最上层为卷草纹坐

垫，中层为仰莲座，下面是镂空多角方形台座，其正面雕铸力七、象、狮

等图像。

    这尊造像最早见于公元 10-11世纪的东北印度，它表现的是释迎牟

尼佛在印度菩提伽耶成道时的情景 据佛典记载，释迎牟尼佛在泥连禅河

洗去六年苦修的尘垢，并接受一位牧女乳糜之供后，走到河边一棵毕钵罗
kf+--C k* I-士Y}酋 牌白汇Ah 长1J..、一拆厦＿“决八毖茉石； 干 卜十笠坦 五树下，铺上吉祥草，端身正坐，并发大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 代

宁可粹此身，终不起此坐。”通过49天的禅定，终于大彻大悟，证悟人生 东

谛理。当时外道大饮大不相信他证道，前来洁难佛陀，释迎牟尼佛当即用 蓖「巾理。月"y？「退/}.儿ll'f1TGJP！巴RL.1K3，H IJ水 Pr7 Art’邓I' L，，干理“粉户。口“门协1‘2’“ 期

右手指向大地说：“大地之神可以为我作证」”说完众地神立即涌出地面 ｝

为佛陀作证·此像的造型特点就是来源于释迎牟尼佛悟道时的情景，佛 晰
座上的草垫，佛像所结的手印 （触地印）均‘J释迎牟尼佛证道时情景 朝

相符· 令
    对1Jl -'题材和形式的释迎牟尼佛佛像，过去很多国内外学者都一概认月旅lk

定为公元11-12世纪的作品，这种观点显然是忽视r清朝仿古的现象和翻武一姗眺

事实。当然我们不否认目前存在有公元11-12世纪的作品 （图108)，但撇剔黝添

足人多致恤兰还足渭朝协蒯阴。从现仔头粉有，1fVAPAIns"I件厄A}刁午刹 ”哪黔招

完全相似，但工艺明显粗糙，雕刻痕迹明显，身体及衣纹转折处不圆润， 令
胎体也过重，与早期造像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

    再来看图109的释迎牟尼佛说法相，它是一件仿克什米尔作品。。它与

公元9世纪流行的一种克什米尔风格释迎牟尼佛坐像造型风格完全一样，

但是它的工艺不如早期圆熟，整体也缺乏早期造像那种占老的神韵，体现

出鲜明的时代艺术气息。关于这尊佛像与早期造像的区别，我们将在附录

文章— 《清朝西藏郡王颇罗鼎敬献给雍和宫的两尊佛像》中做详细讨

论。这尊造像是清乾隆十年 （1745年）由西藏郡1颇罗鼎敬献给雍和宫

的，现在仍然供奉在雍和宫法轮殿中。 155
    当然，清朝西藏最流行的仿占造像风格要推尼泊尔风格，而在尼泊尔



｛M̀E一

156磷 一



rt r-.1                       }..厂，五
                      ，，．．．．．．．．．．甲 东
                    月．．．．．．．．．色 该

        翻蕊蠢肠膝
                                                                                    期

                                  ｛
                                                                          清

                    图109释1}1P牟尼佛说法相 朝
                清乾隆I()年（1745年） 黄铜 高69 未 令

仿占‘风格中，最为流行和成型的是 一种模仿9-12 Ill纪尼泊尔的造像风滋麟弧
格。这种风格的特点是，造像而型长圆，『自’端1I=，神态宁静，全身结构缨翼』渊热

匀称，衣饰简洁。一般以佛、菩萨和佛1,j.等类题材为主〕佛像头饰螺发，哪剖群哪

身着袒右肩裂装；一rT,萨头戴高高的 毛花冠，I-身佩项圈、手Vil和臂训，左 嘿瓢犷
肩斜披圣带，下身着长裙 皆以莲花座为座，莲座宽大，莲花瓣亦宽大扁 令
平，莲花瓣上还习惯刻幽 “川”犷纹饰、一般以红铜铸造，胎厚体重，做

＿L精细。其整体造型与装饰风范‘J‘。t期造像极其相似，只是 一些细微的地

方和卜艺L具有新的日J代特点一山于其做工精细，风格‘j旱期一｝一分接近，

所以很容易’J早期造像相混，在 一此出版物 I几便常常出现对此种风格造像

断代的错误、、

    这种仿1i：风格造像现存实物比较多，如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尊狮

吼观音菩萨像 （彩图59)此尊右舒坐J三狮背，双手结说法印，井一牵莲花

茎。花茎土绕至肩，在左右两臂开出顿壮的花朵 头顶发髻前有一尊化 157
佛。L身斜披圣带，佩饰项链、臂训、手镯，>̀身着长裙 面相端庄，神态安



                                          详，姿态闲适优雅。坐骑回首仰

  截 赚 视，形态温和，生动可爱〔。整体姿
    烤 召撇薇 太、兰 、911、i.[, A--1--    r6 z1，1‘、15h  贾 恤麟队‘ 态优美，造型生动大方。图110的
  件 一嘿城触 心，儿二，、二工。J1'. /J。，、J。，、，，J7
    像 建珠峨哟巍 弥勒菩萨也是非常典型的一尊。

  荃 泞咒获芳 最后，对于仿古风格，还有一
  术 r."1遇 ，泪，／’JJ1/J。尸、、．卜；，一。
    鉴 户淞场侧貌姗 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当
    食 瓜了 <髓腻: 。品而，、」＊、。I二  t-rX IX AR-. A1,10 Rfi                    翻                    -.  ..熬   tk渊撇 时的西藏和北京地区在所仿造像题

  令 少餐幽濡田盯礁蘸 材和风格上明显存在着相互影响现

月POW      4P10勺麟 挂 环 象，现在有不少仿古造像同时出现

搏 ,J11肠 .,..械骥刀瓜蔗 --"黔 于这两个地区，就是一个明显的证

马嘿黔麒夔 麟删鳄赞哪矍卿哪娜嘿明么 据。但是对于这些两地同时出现的
  ，任铆鞘 斌｛焦棘黔麟嘟秘磷骂嘿熏扁瓢 仿古造像，它们最早出现在北京还
    令 腆嵘撇蔽画诬调匹翅逃麟塑翼攫 艺二二’‘一泣二二二‘，二万一二二一下

            一黔嘲樱铆妙瘤幽崛胭圈呵谓丫 是西藏？是西藏影响北京，还是北
            赢奔1潺燃赫礁蘸赢赢赢赢赢赢歉巍 京影响了西藏？我们一时还无法搞

          彭恻黝黝撼攫缪绷矍赞硼粉．麒脚 清楚。还有，无论是北京还是西藏

              呱幅瑙黝咫嘛撇嗣麟砚溯粼瀚网娜哪畔～ 的仿古造像，都是按照过去一种具

                                          体的造像题材和风格来进行仿制，
              图川）弥勒菩萨 因而不论是哪种风格都仅限于一些

          17世纪铜镀金高18厘米 当时比较流行的造像题材和造型样

        式。因此可以说，清朝的仿古风气实际＿上是对历史＿卜一些名品佛像的仿制。

                    （二 ）北京宫跳佛像艺木

            清朝继续崇重藏传佛教，所谓 “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藏传佛

        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影响依然很盛。’与时北京全城共有喇嘛庙三十余座，喇

        嘛人数众多。同元、明两代一样，清朝北京的藏传佛教也主要为帝王和皇

        室成员崇 p̀和信奉）在清朝诸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帝王对藏传佛

        教的重视尤为突出，他们礼敬高僧，为藏传佛教大兴寺庙，所做 “功德”

        无数。如康熙帝亲白册封r一世FT            -q国师、一世哲布寺丹巴活佛和五世达

        赖喇嘛，率先在宫廷创设中正殿念经处，兴建了玛哈噶喇庙、永慕寺、资

        福院等多座喇嘛庙等）雍正迎请、优礼并册封三世章嘉国师，将自己的潜

        邸雍一1.府改为喇嘛庙雍和宫。乾隆皇帝礼敬三世章嘉国师、六世班禅，在

        皇宫和皇家苑囿设立了2 N'-楼、宝相楼、梵华楼等多座佛堂，又在北京和

        承德兴建r三｝·余座喇嘛庙等等〔康雍乾三帝对藏传佛教所做的这些 “功
  158  " /、～ J一‘’门、’1几／IJ，rI’，IJI’J’“‘，Nil/m, 。一”‘V77}1K 1/1171//114A1 4 K1＝         %J

        德”既密切了民族关系，稳定厂边疆社会，满足了自己和皇室奉佛祈福的



需求，同时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清朝帝王在崇重藏传佛教中，对藏传佛教造像也非常重视，其重视程

度和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超过元、明两代帝王。康熙皇帝率先在宫廷设立

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史载，康熙二十六年 （1697年），康熙帝在宫廷

设 “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并兼办佛造像。③雍正时，

“中正殿念经处”继续存在，职能未变。其后的乾隆皇帝对造像的重视更

为突出，他不仅在宫内专门设守“造办处”制作佛像，还亲自参与造像的

图样设计，造像过程的监督，儿乎所有重要造像环节他都亲自把关定夺。

特别是当时受乾隆帝特别礼敬的三此章嘉国师和二世土观活佛也都参与了

宫廷造像活动，充当顾问和艺术指导。由于乾隆对造像的高度重视，乾隆

时宫廷造像规模盛大、活动频繁、参与工匠众多，制作的佛像成千上万，

这些都是康熙、雍正时无法相比的。这些情况在清宫档案— 《清内务府

各作成做活计档》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据 《咸道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清朝前期皇室所造佛像多得难以统

计。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60寿辰时，王公大臣“做佛像为祝 入
者，统以万计”，因此在北京建万佛楼贮之；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 ：

乾隆7。寿辰时，、公大。又造佛像2万余尊，用银33.，万余两。又据 ｛
老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乾隆80大寿时，蒙古 ｝

王公大臣向朝廷敬献了大小法身佛像852尊，清官《造办处活计档》对此 菇
有明确记载：“乾隆五一1四年八月初五日传旨万寿大庆，蒙古王公呈进大 栩

法身铜佛27尊并各大臣官员等r7Y进小法身铜佛825尊，着万胜壶境楼上 令
安供。将大法身铜佛像各配楠木供桌，小法身铜佛配楠木佛格安供。”又月．压
据清末崇彝说，圆明园内有一组建筑，名舍卫城，为供奉佛像之所，“自．恐荔

康熙以来，凡进佛祝寿及皇太后上寿造佛像，皆送其中，盖十万余尊。”翩翻熬姗

另据清乾隆年间陈设档记载，清朝承德外八庙和避暑山庄供奉的各类佛像呱翻尹
多达20多万尊。从这些记载我们不难想见清朝宫廷所造佛像之多了。 令
    从文献、清宫档案，并结合现存实物看，清朝宫廷铸造佛像主要有三

种目的和用途：一种是为皇帝奉佛修行造像，如乾隆救修的8处六品佛楼

所供佛像；一种是为皇帝及太后祝寿造像，如康熙二十五年康熙皇帝为其

母孝庄皇太后所造之四臂观音菩萨像，乾隆在位时为其母和他本人寿辰曾

多次大规模造像；再一种是为怀柔西藏和蒙占上层宗教和世俗人士，为他

们信奉的藏传佛教兴建寺庙，塑造佛像，如承德的外八庙等。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宫廷制作的佛像目前都有一些遗存，分别收藏

于故宫博物院、西藏布达拉宫、北京雍和宫、承德外八庙等单位·其中，159
乾隆造像遗存最多，数量惊人。从现存实物看，这三个时期的清宫造像整



        体风格基本一致，既受到r内地传统艺术的影响，带有明显写实艺术倾

    截 向，同时又受到了时代审美观念和工艺技术的影响，体现出造型规范，结
    传 、人r V. ，二左、，、、、，。，1、丰。，。 ，口。，。、、。．、、、、。，丫、＿。下 L＿二
    77 构匀称，而缺乏内在气质的艺术风貌。但是从造型样式和工艺水平土看，    佛 “，钊，小，’川叭心Y7“工灿从日”。／卜户“机。I'儿/%}坦'4.'1卞从J'N一七C, /J',下一，侧，
    像 这三个时期造像又略有一些区别。下面分别进行讨沦。
    艺 ，＊，口，，，、‘。，
  zr              t·康熙宫廷佛像风格
    鉴 康熙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共有61年 因为’．1时的铜矿的开采受到严
    贵 ＊。。、．。；}'r- t L 4-IL，二 ，、，二、。，。：二-A* Y- ",It＊二，11 ktk，‘一。。＊ 。」.u: F}j二「。        格限制，铜产量极低，宫廷造像活动并没有大规模开展起来。目前属于康

    令 熙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共发现6尊，都是刻有具体年款造像。它们分别

几 lel f'm    (1)  fi师像，铜镀金，高77.5厘米，康熙十九年 （1680年）造，见

，撇黯巍署199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图录。

  哪臀卜  (2)药师佛像，铜镀金，高20厘米，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浩．

            刁乙示 自石p傅别'i0月父撅 .

            (3)摧破金刚像，铜镀金，高22厘米，康熙二 卜四年 （1685年）

        造，日本北村太道收藏‘〕

            (4)四臂观音菩萨像，铜镀金，高73 Tq米，康熙二i. h年 （1686

        年）造，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

            (5)无量寿佛像，铜镀金，IN 17.5厘米，康熙二十H年 （1686年）

        造，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收藏、

            (6)无量寿佛像，铜镀金，康熙vg t- 年 （1704年）造，收藏地不

          明。

            从这些实物看，康熙造像风格特点非常鲜明，佛像造型挺拔，一［艺精

        细，整体效果明显优于雍正和乾隆造像。它继承厂明朝造像风格，同时又

        开启了清朝造像的新风尚

            图111药师佛是现知制作年代较早的一尊康熙纪年佛像，制作于康熙

        二一｛一年 （1682年）此尊头饰螺发，头顶肉髻高隆，髻顶饰宝珠）面相

        方圆，五官端正。双眉以阴线勾画，眉间饰圆形白毫，双［H生动写实〔＿f

        身着袒右肩裂笑，右肩敷搭1}装边角，下身着长裙，衣质厚重写实。衣服

        上刻满了各种植物纹饰，手法细腻，体现了康熙造像工艺精细的特点。端

        身正坐，右手置右膝执药果，左手放在双膝上。坐具为束腰双层莲花座

        莲座宽大，明显比一般要厚，显得非常雄浑，是康熙造像一大特点。莲瓣

        肥硕饱满，头部饰有卷草，明显继承了明朝莲花座特点。莲座上三处刻有

        铭款，一十分难得：一处在座面L，阴刻一行汉文佛名— “南无消灾延寿

  16。药师佛”（自右至左）；一处在正面座壁底沿，阴刻一行藏文，意思与座面
        汉文一样，但为顺读形式；一处在背面座面边缘，阴刻一行汉文：“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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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川 药师佛 清康熙21年 （1682年）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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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药师佛莲花座正面铭又 帛，胸前饰缨洛。被帛在



        两手腕问分别绕成半圆环，然后 。 ＊一 ＿ ‘＿ ＿

  黯  }k 14缈哩； fi L 性彦}r ICI黔      s． 黝    A 座壁上 下身着长裙，腰间束 ，撇撇酬息日翻麒麒藕撇麟撇黝撇姗黝黝器｝

  ft } V：、 M Vtd TL :k1 7 I-_I-.爪绝烹任葬羊介竺见弧蒸翔麟臀妙哪黔戮械
    -16 及裙子皆用写实手法表现，衣纹 剔潺摆哭拟一琳翩麒破目翻翻像娜：＼斌烈黝    术 仄f T7J十””J”大“is tir ya: , -}-}从 嘿岁曙鲡柔一协嚣腌峨臃段麟翻阳严 娜．漏荡.(!:.

  t 1MIt rta IF--皇} r} )G其an于r, r an ml r,<, /./.毅麟肠碗逮幽幽                             `
        帛写实性更强，给人以强烈的丝 鞭蘸巍拿姗翩碗口攫撇撼黝日．麟粼产汽一曝}l

    今 织物感觉〔。全身的衣饰上还镶嵌 粼髓鹭撇凝1黝蔓蒯撇军一一彩贫髦L飞氮黝撇一撇娜曝

』驴嘴瓤 r一些珍珠宝石，使造像整体显 喃麟浏黝黝操绷蘸数嘿黝黝黔黝黝撇 ‘

翼 k ,l"翔得雍容华贵。此尊的莲花座也非 叫碳麟缪婴瞿漫瞿踢黝燃蘸娜

矍戛熬巍锣同一般，造型大方，做」几也极其 －一 －
  ’忍哪臀 讲究。莲座呈梯子形，造型宽
  令 川’一＿片．廿一、’‘’．＿．‘’一’－一－一 、曰；龙jjffi徽ac‘     rr }.r rTT 7分
      大，气势恢宏，其上下边沿和束 L}j曰i约15连化坐有：铭又
        腰皆饰一周圆连珠。莲座＿L仰覆莲花瓣 L：下对称分布，莲瓣宽肥饱满，其

        边沿和头部都有卷草装饰，造IV生动，手法写实。这尊造像从整体造型、

anRrrh
  162 图114宗喀E 清康熙(1662-1722年）

                                      铜镀金 高 165厘米



体量、工艺水平和完好程度上看都是其他康熙造像无法相比的，堪称清朝

康熙造像的经典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尊观音像莲花座下缘的直边上还分别用汉、满、

蒙、藏四种文字刻写厂一周同样内容的铭文〔。其中汉文为：“大清昭圣慈

寿恭简安M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虔奉二宝福庇万灵。自

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乖佑，众生

更赖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①由此可见，这尊四臂观音菩萨像是康熙皇

帝专为其母亲铸造的，是希望 “赖u萨感应”，保佑其母 “圣寿无疆”。这

尊造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然而，虽然康熙造像在宫廷没有像此后的乾隆皇帝在位时那样大规模

开展，但是在民问造像风气还是相当盛行的。现存的仿照康熙宫廷风格的

民间造像数量不少，在博物馆和文物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就是

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民间仿制的造像从整体造型、衣饰以及制作工艺上与

康熙宫廷造像都非常相似，只是一「艺略微逊色一些·如图114宗喀巴像· 五
此像头戴通人冠，双手结转法轮印，‘掌中各牵- Y莲花，花开于左右肩

                                  1 ‘ －艘一— 东
        赢黝赫瀚一一趣撇撇黝黝 篇

                                                                      晴
                                                                              翔

  曝  1            1‘
                    图 115 无量寿佛 清康熙 (1662-1722年） 7IKI

                              铜镀金 ：̀}} 53厘长



        上，莲花上分别置经w和宝剑，形象特征｝一分明显。体现康熙造像特点的

    藏 地方主要在它的造型姿势、衣纹表现手法和莲座造型与装饰上，它的身姿

  经 挺拔，衣纹自然流畅，衣缘土刻画花纹，莲座宽大，莲瓣饱满，莲瓣头部
    佛 火Yx’恤从「“佑考‘月LT%J’‘卜孙1‘A'J "1'1'u Jl’A-t; r少。／、’.LtVW‘巴IM’.ltnur六目卜
    像 亦有卷云纹饰
    艺 ，、。。、、。、口 ．、‘。「。l-.1 11.,1 l?、、，。 泊 山二二 ，L11. *4}节＊优 It" 6fr1
    全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时民问仿造的佛像也不乏一些精美之作。如图    术 LF L盯’上u1 LJ 7儿”举‘币rl J I-V 1' V IN件H J 1/1, I"J̀“ ‘～ 一”’”八～ ’「。TI+ L>J
    鉴 115无量寿佛像就是一个典塑的例子L。此像高53厘米，枷跌端坐，双手

  食 结禅定印，身姿挺拔大方（额际高广，弯眉长目，眉间凸起白毫，面部刻
    令 画非常细腻。发辫0-于两肩，胸前佩戴项链及缨洛，手V11、臂训和足铡一

月从几 应俱全，这些饰物卜还镶嵌各色宝石。被帛白手臂缠绕后从台座正面双双

皿扮撇祖垂下，衣纹自然折叠，富有写实性。莲座宽大，装饰华丽。这尊造像无论

嘿热露渺从整体造型，还是从头冠、面部刻画、缨洛装饰以及莲瓣形制等细部

  军哪鳄胡观察，皆可同康熙时宫廷造像相媲美。因此，有人怀疑这类精美之作出
    令 ：一’一夕 了一二’＿几：‘”、了，”刃＿万一丫．’‘＿一见＿一二二互夕；一’一几几二‘一，’‘二一‘）二一、’：’几一、二’．’＿叹

        自民间，应该说这种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但是，由于这类造像没有刻

        款，亦无出自宫廷的任何依据，所以我们也只好将其放在康熙民间仿官造

        之列了。

            Z．雍正宫廷佛像风格

            对于清朝北京宫廷佛教造像，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局限于讨论康熙和乾

        隆两个时期的，因为过去只发现有这两个时期的造像实物和相关的文献记

        载。2001年年初，著名文物收藏家夏景春先生收到一尊刻有雍正年款的

        弥勒菩萨造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2年4月初，我借赴沈

        阳出差之机，专程到夏先生府上拜访，有幸亲眼目睹到雍正款弥勒菩萨像

        的庐山真面日，大开厂眼界！

            (1)弥勒菩萨像艺术特征

            弥勒菩萨像，通高24厘米。黄铜铸造，通体镀金。镀金颜色呈浅黄

        色，与康熙和乾隆宫廷造像金色相似，但不如明朝永乐和宣德宫廷造像金

        色富丽绚烂。全身菩萨装束，头戴五花冠，顶结葫芦状高发髻，发髻上：分

        出两条发辫分别垂在两肩上。大耳垂肩，两耳生动写实。耳下垂挂圆环，

        圆环下又坠小花瓣。耳边各有一条增带，增带自两鬓垂下后向外蛇形翻

        卷，极富动感」面部特征与康熙造像基本一致，额部高广，双日低垂，上

        眼线呈弧形；眉骨隆起，鼻子高挺，鼻梁与隆起的眉骨相连；双唇抿起，

        面相生动写实，神态沉静平和。上身脖子上挂项圈，胸前挂长链，项圈上

        又垂挂U字形连珠装饰（。这种装饰风范与明朝永宣宫廷造像极其相似，

        只是显得有些呆板。两肩搭有被帛，被帛先在两臂内侧向外飘出，在手的

  ，‘， 肘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状，然后从两手腕内侧垂至莲花座两侧。这种披挂形  164     ` " ' ” }JiV'V}’‘’、，LJ i/}1'7“IV. I“VQ S于污 1}1} V1, W4。砰 ，’J%x J.L.III
        式tJ明代北京宫廷造像不［11,而与康熙和乾隆两朝宫廷造像被帛的披挂形



式一致。下身着长裙。衣纹较为简略，仅在小腿部翻起一道大衣边来表示

着裙，为典型的尼泊尔表现手法。衣边仁也刻画了一些花纹，延续了康熙

造像做＿L精细的遗风。另外，弥勒的手腕、臂和小腿部都佩有训饰。全身

衣饰的做工也非常精细，虽然不及康熙造像，但比起乾隆造像明显稍胜一

筹。特别是宝增和被帛的处理 卜分生动、自然，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彩图61、62)

    造像的姿势十分生动。它左腿横盘，右腿散置，呈游戏坐姿，为弥勒

菩萨众多形象之一种，但一般不多见。头部略f句右偏，身体向左倾斜。双

手置胸前结说法印，两手心各牵一莲枝，莲枝佩在两肩，莲花齐于额头，

左右肩花上分别置有法轮和军持 （净水瓶），装饰意味极浓。法轮和军持

是弥勒菩萨形象的重要标志，都与弥勒菩萨的宗教功用有关。全身结构十

分匀称，与康熙造像身体比例完全相似，看上去端庄大方，和谐完美，而

不像乾隆造像躯体给人萎缩的感觉。这些造型与姿势特点既鲜明地体现了

弥勒菩萨的宗教功用和身份，同时也反映了雍正造像承前启后的时代风格

特点。 入
    造像的莲花座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其造刑也是常见的‘1'--月形束腰形 衷

、 ，。}. 、 。、，、。，二‘：。、、：＊ 、、，、}+ar 送式，但局部造型与刻画颇有特点。它的束腰是一道大宽边，而不像大多数 d0
少、’I"-I/"V FII'.L-_ -i }}'ju-IJAV; Iy”、，‘见。 C- u J /I})JY. /C 一/\' YUJGif   IIIJ,I'I}jl /"y3i.C 期
造像莲花座上下的莲花瓣布排得那么紧凑，不留一点空隙。束腰上刻画了 1

一周缠枝莲，花纹浅细，线条流畅。束腰上下的莲花瓣造型非常饱满，莲 点  }wa_}}xu, }ti xtxl=w，JGi} UILT%J o  7ICII3>; L‘一目”迁1毛分肺坦组一t卜一iii }Imim，迁 清
瓣的头部饰有云头纹，或称卷草纹。莲瓣形制及卜面的云头纹装饰与康熙 绷

造像类似，但不如康熙造像生动，趋于程式化·下层覆莲瓣下又出一道直 令
边，上面也刻画了一周缠枝莲。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莲花座后部的座面边 月．压

沿上刻有一行题款，书写形式为自右向左倒书，题款内容为 “大清雍正年翻r --熟

敬造”。字体周止清秀，一气呵成，绝无后来摹刻痕迹。这个题款不仅标麟翻剔孺

明了弥勒菩萨像铸造的年代，同时也使这一14造像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大I "1714"W
大提高。（彩图63, 64) 令
    这尊造像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它的封底完好无损，使我们对雍

正造像封底有一个完整的厂解。封底也是采取剁口方法，即在莲花座的底

沿剁出铜刺来固定封盖。铜刺剁得也较深，与乾隆造像相似。封底铜盖正

中阴刻一个十字金刚柞 （又称揭磨柞），起到防止邪魔侵扰装藏的宗教功

用。十字柞的中心有一个圆圈，内刻一道弯曲的阴刻线，使圆圈形成了两

条鱼的形状，一条鱼有一只眼，另外一条鱼无眼〕很明显，这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常见的表示 “阴阳”的一组图案，俗称 “阴阳鱼”，一般为道家或

道教崇尚。这种图案从元朝开始便出现在了藏式造像的封底 f=，到清朝藏 ，，，件认不’川。思”‘h1不/% " J U y7J /’Tl I I } l 'a %41-“1711,-V.V'} Ili,IJ-J/VV’一’" ""   165

式造像封底上普遍采用了这种图案〔毫无疑问，这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



        果，是藏传佛像艺术汉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彩图65)

    截 (2)弥勒菩萨像艺术地位和铸造的历史背景
    传 。、＊、，。，1、，。八：、，＊T：、，肺二，MA.r,(fab、，二。+a  tN4MFU-fAVrAA.,tf-IA    75ilk 夏景春先生收藏的这尊雍正款弥勒菩萨像无疑对清朝藏传佛教的传播    佛 义SY' 'Jl}--I}̀1XAIiG1J.'JJ}̂.,-}Y7t}LL.Jill/J̀TYJ "ill  I%)t/uwl-J1FJrt1J934’‘Ill 11-Ylk"7，‘J to
    像 和藏传造像艺术风格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清朝雍正款
  荃 藏式造像是第一次发现，因此一、专家学}K Xf这尊造像的真实性可能存有
    术 ，叽找思’平儿不 ll"仄仇’VI梦‘ 一气丫刀、一r钊””思甘思’举HJ片人’去..4门。，‘门
    鉴 疑虑。那么，这尊雍正款弥勒菩萨像是否真实可靠呢？通过分析研究，我
    食 ，。，品二、。、。、， 。、、。、．＊一    .A 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具体理由有花：

    令 第一，雍正款弥勒菩萨像在艺术风格和工艺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明显特

月暇匆‘点，这一特点标明了它的制作年代和历史地位。

一1物． 所谓 “承前”主要指继承清朝康熙造像遗风；“启后”主要指开启乾
7t F117隆造像之新风尚。其中，在 “承前”的艺术特点上体现得更加突出一些。

  甲吮卿鲜 如弥勒菩萨宽平的面相，舒展自如、结构匀称的躯体，胸前装饰繁复的缨
    令 月’“．叮二’丁了’．万军””，一’一了一”：．、一二万‘．二“”‘了：：一’一二’‘“一丁，－：一：、了几二一

        路，被帛的披挂样式，莲花座及莲花瓣形制，衣边的处理，以及全身精细

        的工艺等特点，都与康熙造像风格及仁艺技法相似 若再溯源，这些艺术

        特征大多是从明朝造像上继承下来的，只不过失掉了原有的艺术韵味，而

        带有新的时代艺术气息。从 “启后”的角度来看，雍正弥勒菩萨像也有十‘

        分明显的体现。乾隆时期宫廷造像延续时间较长，风格也在不断变化，,L}"

        体看来有前后期的明显差别。但是如果着眼于与雍正朝靠近的乾隆前期造

        像，我们不难发现，乾隆前期造像与雍正弥勒菩萨像艺术特征相似之处较

        多，前后相承的关系十分明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1978年北京白塔寺塔

        刹发现的铜镀金三世佛像。这三尊佛像头部高昂，身躯挺直，全身结构匀

        称，衣纹流畅自然。特别是三尊佛像莲花座仁的莲花瓣皆饱满有力，上面

        也都饰有云头纹，这些特征都十分接近康熙、雍正时期造像。这组三世佛

        像是清朝乾隆十八年 （1753年）作为 “镇塔”之宝放进塔刹的⑤很显然，
        其制作年代在乾隆十八年之前，属于乾隆前期造像无疑。但是，不管乾隆

        时期造像如何变化，很多特征还是可以视为对雍正造像的继承和发展。其

        中，有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一是整体的装饰风范，乾隆造像与雍

        正造像基本相似。拿菩萨像来说，乾隆宫廷菩萨像与这尊雍正款弥勒菩萨

        像的花冠、耳挡、宝增以及被帛、训饰等的样式大体相同，区别只在表现

        技法上。其二是雍正与乾隆造像都带有共同的时代艺术气息，造型程式

        化，姿势僵板，缺乏明朝造像那种生动自然的韵味。其三是雍正款弥勒菩

        萨像莲花座上的刻款，对乾隆造像具有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因为在雍

        正之前的康熙宫廷造像，刻款都是标明具体年代，而没有出现像雍正款弥

  ，“ 勒菩萨像这样的款识。如首都博物馆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药师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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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署款为 “大清康熙壬戌年甲辰月初四诚”。而雍正之后的乾隆宫廷造像



就普遍带有如雍正弥勒菩萨像上相似的铭款— “大清乾隆年敬造”，只

是 “雍正”改成了 “乾隆”而已。虽然刻款到乾隆时变成了铸款，署款位

置也由座后移到了正面座壁上沿，但款识形式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可以

明显看出雍正和乾隆造像在署款上前后相承的密切关系。

    第二，雍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他亲自扶持并册封了三世章嘉国师，

继续开设 “中正殿念经处”。由此宗教背景看，雍正款弥勒菩萨像不仅它

的产生有了充分的历史依据，而且它的产地也非常明确，产自中正殿念经

处。

    雍正皇帝是清朝第四位皇帝，在位十三年。他在位时，对当时流行于

中原的汉传佛教和流行于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都十分崇重，在清朝帝王中
也算是一位与佛教因缘深厚之人。对汉传佛教，他不仅重视，而且还颇有

研究和体悟，他曾亲自撰写了 《御选语录》19卷、《拣魔辨异录》8卷等

探讨佛学问题的专著。他自视佛学修为甚高，自号 “圆明居士”，并自封

为 “海内第一禅人”。对于藏传佛教，雍正虽然谈不［有什么研究，但出

于维护民族团结的考虑，他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程度要大大超出汉传佛教，入
他曾将自己的潜邸改为喇嘛庙— 雍和宫，继续支持宫中中正殿哮经的旧 ：

例，4L敬三世章嘉国”币。他对藏传佛教的崇奉有史料明‘己： ｛
    世宗在藩邸，即喜究内典。．日日日日日日侧娜默抽日．日．口 ｝

受国师章嘉呼图克图之指导。即 ．．．．．界觑群鞠溯粼默．．．． 滋

帝位，兴修此邸，号雍和宫，为 妇曰困目呱黝黝黝攀攫曝毅撇藏．．口．． 朝

京师第一大庙，设王大臣管理 瀚圈跳娜翔日碱狐哪副樱黔矍珍口翻口．． 、

之。宫内中正殿，为喇嘛咚经之 娜麟一翩翻城缈骼淤肠罐耀瞬砚翻岁黯跳目 月口压

所。定例，每日以二十人，在前 撇撇姗蘸潺酬砚l礁蘸麒黝醚 翔肠 口厂猛．

殿嘛吉祥天母经；以九人在后 鬓髓绷嗽黔干泌翩｛憔麟尸 ，骼酬嘿瓣皿 翩翻剔孺
殿，咚无量寿佛经；以三人在后 瓣黝徽y1   .黔 -绷       li 一姗撇渊娜服 All.
。 A 二，。拐 ⑥ 撇翼姗缪法涵群聪瑰黔州哩气榔瞿华潺攫皿麒熟 令

    在雍正皇帝所有的奉佛活动 撇黝溅羚酬娜黝）缨分公姗献、」泌薰黝黝撇

中，他对藏传佛教三世章嘉国师 姗黝撇卿嘛喘一硫沪翩溯黑扶哪 ‘畔，鄂黝撇姗

的礼敬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最能 男哪豁 ＿ 一＿、， 瑙缨
体现他对藏传佛教的态度。 默蕊蕊二巍嚣碱 ‘’磕涵迹心诚 ：

    三世章嘉国师，法名若必多 攫缨攫鄂矍缨鹦攫数酬缨溯滞绷撇

杰，又名章嘉 ·益西丹贝仲美 ）姗狱日臀娜矍矍缨粼缨缨缨耀缨矍

（图 116。清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诞生于甘肃武威西莲 图116三世章嘉国师18世纪 167
花寺附近一户牧民家庭。雍正即 铜镀金 高11.5厘米



        位后，命镇守西北的年羹尧、岳钟琪二将军将三世章嘉护送至京。章嘉抵

    截 京后，雍正赐住北京旗檀寺 （即弘仁寺，庚子之乱时焚毁）。雍正二年
    烤 ，，，。，、、 ＊丫力。二、、土 、＊、、、二。，曰 “、，，，＊斋+t., -}. 1+     J<，1：     1 -/
  杯 (1724年），雍正驾幸旗檀寺，章嘉前来拜渴，“世宗喜而抱之”·当‘f -十
    像 一月十一日，雍正又赐章嘉国师驻锡A祝寺。章嘉至篙祝寺时，迎接他的
    艺 1.7二 ，＿八＊、 }c I,L h.LitY,k 、、、、 二、、二 。。、，人。 、、＊、。，、、
    Lr 场面十分隆重，“地铺黄毯，赏乘黄车，九龙褥，及各种珍品，遣官护送〔    术 圳四 ‘lJ I'M 4-- +    y"T1t7只达’贝不只一十’l4儿VT n   UC甘,r. r i up’退口y-fL,
    鉴 僧众载道，优礼之隆，逾于前世。抵篙祝寺，高坐法座，诵经谕众，僧俗
    贵 二、,f.a [!ti ，，、二一、二 ，，，，，ti.- \ 、.Y-.LIIrL}Mtr ，二」二 ：一、、， r7。。、
    风 无不愉服。”雍正九年 （1731年），雍正救命修复善因寺，工竣，又赐给

    令 章嘉国师。三世章嘉国师人京后到18岁之前一直是以学习为主，主要学

月暇!'1压习汉、满、蒙三种文字，雍正还特命皇四子 （即后来登基的乾隆皇帝）同

，扮泌租他一起学习。每次进宫学习，都享受极高礼遇，乘 “御乘”进宫。到18

裸嘿艇感渺岁时，雍正正式册封他“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并赐以金册和银印。⑦雍
  a 正册封三世章嘉为国师的诏书 （图117)现在珍藏在北京雍和宫。诏书全
    令 一‘一二一‘一 - 11～一卜‘’曰”、． “’‘一“’一“’”‘一一“”卜’‘’目曰r曰’‘于

          文如下：

            皇帝救谕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张家库图克图胡必尔罕。肤惟佛氏之

        道，化导为怀，西土众生，扳依有素，其或能振宗风于圈替，绍法性于前

        生者，国家褒崇之典所必加焉。尔张家库图克图胡必尔罕，西竺钟灵，慈

        灯递续，早通经律，不昧夙因，实为喇嘛中之杰出者，特授尔灌顶普善广

        慈大国师。尔其住持高祝寺，率领在京番经厂与边外多伦偌罗庙僧徒，仍

        摄西宁广慈寺人众虔持净业，共W清修，以无负肤褒崇之至意，钦哉故

        谕。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芭里e                      J                  .:5.14, x' "
                    图117 雍正册封三世章嘉国师诏书 清雍正 12年 （1734年）

            这份诏书体现了雍正皇帝对三世章嘉国师的极大尊崇，是雍正皇帝崇

  168 重藏传佛教的重要历史见证。基于雍正皇帝与藏传佛教这种密切的关系，



康熙时作为藏传佛教法务活动和兼办佛像制作的中心— 中正殿念经处，

到雍正时也继续作为 “喇嘛哮经之所”，职能和性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大清会典事例》卷886“中正殿”条对此有明确记载：

    ⋯⋯雍正元年奉旨，中正殿念经处外旗蒙古铺排头目二名，内府铺排

头目一名，具授为八品笔帖式，其余等具更名为苏拉笔帖式。又准奉增设

外旗蒙古护军七人，作为苏拉笔帖式。五年准奉办造佛像之内务府司员二

人，著兼办喇嘛念经处事务。七年准奉铸给图记。十二年准奉办造佛像兼

办中正殿念经处事务之内务府司官二人，令其专司本处事务，其本缺另行

栓补。⑧

    由此可见，清宫中的中正殿在雍正的支持下仍然是一个兼办佛造像的

佛教活动中心。夏景春先生收藏的这尊雍正款弥勒菩萨像应当就是出自这

个中正殿念经处。

    第三，雍正款弥勒菩萨像迟至今日才发现一例，很多人为之不解，其

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当时的制作量较少，而制作量少的原因主要与当时

铜产量低有关。这一点也有充分历史依据。 典
    据记载，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国家对铜矿的开采有严格的限制，规 案

。入二，、、 、、、。、。。 二：、、．。二，。1二二。 ：、、士。。古、二W* 谁定全国铜矿统一由官方负责开采，不许民间私自开矿。这种规定直接导致 器心土目TI J'NI  JL 田k7 /J只只/I /I},“”“’LV’一“'IN q / I ry。思，lj一加瓜丑73C- V从 期
了铜料的低量生产。如当时铜矿最为富饶的云南地区，从康熙四十四年 ｝

(1705年）经由官方统理开采，到雍正初年每年产铜才八九十万斤，到雍 点

正后期每年也只达到二三百万斤v所有铜矿如果都像这样的产量，显然 朝

不能满足一个涣涣大国的正常需要·雍正时期铜产量低的事实从雍正皇帝 令
颁布的 “禁铜令”也可看出。雍正禁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铸钱之急月翻压

需。由于当时铜材匾乏，铜钱制造出现了严重的伪滥现象，私铸、伪造、月然ri, s．

铸劣质钱成风，严重扰乱流通市场。针对这种情况，雍正不得不颁布禁铜翩翻剖姗

的法令，以确保铜钱的生产和质量。禁铜令在雍正三年（1725年）首先嗽赫护
由御使觉罗勒洪特疏奏，雍正帝转令户部提出具体方案。雍正四年（1726 令
年）正月户部正式提出了方案：“除乐部等必须用黄铜铸造的器皿外，一

律不许再用黄铜铸造。已成者，当作废铜交官，估价给值。倘有再造者，

照违例造禁物治罪；失察官员，买用之人，亦照例议处。雍正批准实

行。”⑩同年九月，雍正又下令，只允许三品以仁官员使用黄铜器具，其他

一概禁用，现有铜器限期三年交公。一于。二月，雍正帝又特令京城文武百官

满汉军民等交售铜器，雍正也带头交售。从雍正帝颁布的这些政令可以看

出，雍正禁铜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这正反映了当时铜材相当紧缺的事

实。由此我们应当可以理解当时佛像制作量少的原因了· 169
    当然，由于雍正四年开始实行了 “禁铜令”，有人因此或许要提出这



        样的看法：既然雍正颁布了禁铜令，那么当时佛像的铸造也应受到禁止，

    截 也不应有今天雍正款弥勒菩萨像的出现。这种观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有

  faI 道理的，但是结合实际分析又很难成立。因为“禁铜令”是由皇帝制定
    件 坦汪日”1   1'走zp口大r/JN ii’口’人‘I K nW-)JA )L。1=̀I ij    7T1- -41"J了 儿田土”JI4 /,L}
    像 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是万乘之尊，享有无与伦比的特权，禁铜令可

  垫 以限市」皇帝之下的天下所有臣民，但对皇帝并没有限制作用；何况雍正皇    术 "Mc1M=1-.”，‘ ’"J／、I I'll 1-4“1-V 1   4-̂7 =t--- IH "”人17 YLtIp7’f'/ IJ 1   I"J VU7FLAL rt.
    鉴 帝造像还有充分的理由，他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定，雍正不

  贵 会因为“禁铜令”而放弃民族宗教的大政方针，孰重孰轻，雍正皇帝心里
    令 应当是非常清楚的。再者，“禁铜令”是从雍正四年开始的，即使雍正皇

月甲加压帝也带头执行禁铜令，但在雍正四年之前没有禁铜令出台的情况下，清宫

， ì  .．佛像的制作就不受限制，应有充裕的时间铸造出一些佛像来。总之，“禁

节嘿狐羁挪铜令”不能成为雍【E朝不制作佛像的理由，而只能反映当时铜材匾乏，佛
  目啊卿‘像制作量少的事实。
  今 ’一”～’‘！于一里一了、．－．1．·－⋯

            其实，铜产量高低与佛像制作多少的密切关系在清朝不仅体现在雍正

        一朝，在康熙和乾隆时期也有明显的体现。康熙时，国家铜矿的开采受到

        限制，铜产量低，佛像的铸造不多，目前发现的带有年款的清康熙铜造像

        国内外总共也只发现有6尊。作为统治时间达60余年的康熙王朝，铸造

        的佛像如此之少，确实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到乾隆时期，铜矿开禁，铜产

        量不断增长，铜造像也急剧增多。据记载，乾隆时清宫造办处曾铸造了8

        套带纪年的藏式佛像，分别供奉在皇宫御苑的佛寺与佛堂设立的六品佛楼

        中，每套有近800尊，数量大得惊人〕由此可见，雍正时期造像虽然不

        能同乾隆时期相比，但是同有着六十余年历史的康熙王朝相比，它的现

        存情况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康熙造像目前也只留下6尊，数量也极其

          少。

            综上三方面可见，夏景春先生收藏的雍正款弥勒菩萨像是真实可信

        的，它不仅在艺术风格和工艺上符合时代特点，而且在制作的时机上也有

        着充分的历史依据。毫无疑问，这尊造像的发现填补了清朝雍正时期宫廷

        造像的空自，对研究清朝藏传佛教历史和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同时

        也为我们鉴定清朝雍正宫廷藏式佛像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标本 通过这

        尊造像，我们可以进一步地研究和鉴别雍正时期可能留存下来的其他藏式

        佛教造像。雍正款造像目前虽然只发现了一例，但我想当时肯定不止只制

        作了这么一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夏景春先生的藏佛中有一尊铜镀金宗喀巴大师

        像 （图118)，其整体风格与雍正款弥勒菩萨像相似，特别是造像莲花座

  ，、 的造型以及莲花瓣形制与雍正款弥勒菩萨像几乎完全一样。我们知道，在
  170   HJ' ．卜件」勺少辉’夕’旧 】少详．，Jy、“，J’洲J目沙 ’举2““／‘书 ‘IT o”、”J /1H件 ，”L

        康熙和乾隆时期宫廷造像和民间仿造是同时并存的，制作的佛像风格也大



伞 致。因此，从夏景 一

春收藏的这尊宗喀巴大 撇黝黝黝撇黝撇蘸笋哪辙瀚器魏粼

师像推测，雍正朝除宫 摧耀撇黝黝黝黝粼翔憋幽川嘟毅戴熬

廷制作佛像外，民间也 撇黝撇颧麒撇撇黔日目四．麟

应当流行仿制宫廷造像 姗撇黝蘸瓢"黝 暇 峨麟珊撇黝

之风，夏景春收藏的这 朔姗姗撇撇姗撇撇口C1甜

尊宗喀巴大师像就应当 礁｝撇撇姗黝姗呱翔食阴旧峨腻漏，溯黝撇黝黝黝姗

是一尊雍正时期的仿宫 书一骂掣黔紧姗 谕圈瓜孵罗

廷造像作品。 、 」介匀岁渺）裸．撇姗锄腻猛酬署继黝黝婴姗姗黝
    3．乾隆宫廷佛像风 ’矿确娜阿一二，iw-<,.  -

格 一憋‘朗耐洲笋哪呱伽 渊氯一粼滞沙
    比起康熙、雍正造 鲡 、＿ ，＿、 ,v," s.

像，乾隆造像艺术水平 广撇 一”‘一‘’门r一 一一＿＿、、,::

要逊色一些。其造型姿 侧嘿粼趟哪 抓 犷J‘灿订料哪嘿撇
一 一二 。 ，／ 一二 ，一，一 ” r渊甲r 五势比较僵板，工艺也不 一品‘’ ， 代
如康熙、雍正造像精细， 衷

虽然整体看上去造型大 。11。宗喀巴，雍正、1723-1735年） 篇
卞 ＿夕古构 匀 欢 不日缺 多 ＿＊人 一 ＿ 二 、 ｝lJ ,  -p1，门刊、            I！二，、 铜镀金 高31厘米 ｝

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感人 南
的艺术魅力。乾隆时期，大学士工布查布译出 《造像量度经》，乾隆皇帝 朝

与三世章嘉国师又合作编订了《二百佛像集》，乾隆时造像就是严格按照 令
这些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既定的图像模范进行塑造的，这应是乾隆造像普遍月口hL
走向程式化，从而导致艺术水平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翻r:一姗肠

    乾隆造像目前遗存非常多，主要集中在各大博物馆和一些大的藏传佛撇例测姗

教寺庙，也有一些流人民间。其中不少署有标示年代的铭款·从一些带年呱沙
款的造像看，乾隆宫廷造像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今
    A型 六品佛像 六品佛像是乾隆时期设立的用于修习密法的 “六品

佛楼”中供奉的一类佛像 所谓 “六品”，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根据修行者

的不同根机而设立的六个不同层次和等级的修行内容。它按照由低到高，

先显后密的次序设立，其中显教占一品，即 “般若部”，其余五品都是密

教内容，由低到高依次为：事部，为下品根机者修习内容；瑜伽部，为上品根

机者修习内容；无上瑜伽部，为上上品根机者修行内容；其中无上瑜伽部又

分为“父续”和“母续”两部。“六品”佛楼的内容设置是格鲁派提倡的先显后

密，由浅入深的修法思想的具体体现· 171
    根据罗文华先生著文介绍，清朝从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 （1758-



                                      ．一 1783年）的23年间，先后

  霆 粉．日日日日日．口．f1431E建塑 A} W淤 XL % A A Sl,, k3 A-L *kJ, 1. .I,     r1:-
    盆 ．．．．．．．．．．．．．．．． 楼。它们是紫禁城内4座：

  鬓一翩艘口归．．．'}} o } } I J l} d3: nc +J}JG Y J 1n375i 1J!4               F77L r-- ?,,k 1= +VF
    岁 娜恻  .  '}.    ,... . . 七白白目目目．． 耀楼、中正殿后淡远楼、

  季．i.翻．．．．鳞   ' I ' 1l. USX ll-l IA, .IC- '13CT}}}If}J}}}  . T't+ -F1- C=:t I-t, 14,1, **,?1, . 4316     I/          ．．．碱；‘口．．．．．．．．．．．．．．． 寿宫花园内的梵华楼；长

    令 幕以只）- ;M暇加口．目口峨．． 春园一座：含经堂西梵香

月即细几 嗬默撇嫌黝箱黝撇删翻黯黯黯黔黑翩翻翻赚藕孺 楼；承德避暑山庄 3座：

．ilt租 珠源寺众香楼、普陀宗乘

嘿姚蒸撇歹日甘日芭 日日日目日 日日日日 之庙大红台上西群楼、须

  缨释 ．．枷呱日．．．．．．．．．．． 弥福寿寺妙高庄严西群楼。

  ‘ ，’丫．．目目．．峨一‘’． } J  I w  }   J ii I蘸磷 H I  IX }A 8 tLi AS }$q TRS
          ．．’．．．．．翻屁偏翻．．．．日彝．． 像布置一致：皆为七开间，

          叙p.,. 姗吸 诬了辨啊、胭瓜日感撇 瓜 平面呈横长方形，中央明

          珊 椒1溯哪狐热盗攫｛」：、久顽麟碱碱麟魔卿钾｝峨 间上供宗喀巴大师像，下

          黝 ；删1麟樱艇幽四目姗酬瞥嚓舰目岁次杯； 'h''安佛完、佛塔或旎檀佛。

          淤粼礴哪馨、严挤黔矍缨趣黝瓣甲溉 辉丫 戮 呵 左右各三间，楼上自西向
          ，， 、娜、洲；器脚用扁麟翩愿藕翩翩麟 翩 东依次供奉般若、无上阳

                图119故宫梵华楼外景 体、无上阴体、瑜伽、德
                                                  行、功行六品佛像及法器，

        楼下各间供各式佛塔。每间各供佛像122尊，每间前供桌上还各供有大佛

      像9尊，这样六间共供有大小佛像786尊。⑩（图119, 120)
            令人遗憾的是，清宫设置的这8处六品佛楼大部分先后在八国联军和

        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到毁坏，现在只剩下故宫梵华楼一座基本保存完好，是

        我们今大研究乾隆时六品佛楼佛像供奉仪轨的重要依据。那些被毁坏的六

        品佛楼中的佛像大多被外国列强掠走或流落民间，现在分别藏于国内外博

        物馆和私人手中。近些年来在国内外文物拍卖会上，或有关西藏佛像图录

        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六品佛像”出现。据统计，这些六品佛像在艺术

        风格和工艺上完全一致，但是在大小规格上略有出入 （见表四）。由此可

        以肯定这些大小规格不同的六品佛像应当出自清宫不同的六品佛楼，因为

        在乾隆时期一座六品佛楼所供佛像在大小规格上都是相差无几的，而当时

        档案资料显示乾隆皇帝对六品佛楼中佛像的大小规格以及款识的要求都是

  172非常严格的。可见，这些流于民间的不同大小规格的六品佛像正反映了乾
        隆时清宫设立多座六品佛楼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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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故宫梵华楼二楼六品佛供奉旧貌 豪
表四 流落民间清宫六品佛楼佛像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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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流落民间的一些六品佛像实物，所有六品佛像在艺术风格和铸造

    截 工艺上完全一致。它们皆用黄铜铸造，面部和身体裸露部位泥金，衣服不

  给 泥金，即所谓的“见肉泥金”；“整体胎体厚重，铸工极其精细；全身结构  佛帕二，N1- I'll I旧·，Ju V7 v cJ IT,"，} /T'/JH一甲二汽’Y'J布二、兰二飞一二一二万
  依 匀称，造型端庄大方。特别是同一品类的佛像，如佛母、菩萨等，其装饰
  垫 风格和形象特征皆自成一体，看上去犹如一模所出。其中最为明显的标志    术 尸、、川'I H / 1/琳     "I V LJi曰目曰 1"T f   ' A一““’一‘＿．泞尽’岁口．竺．．一二几’一二：二一二－
  奏 是佛像上的署款。在六品佛楼供奉的每尊佛像上都有署款，所有六品佛像
  食 的署款位置和形式都一样，只是内容略有一些差别。署款共有三种：一种
    令 是年代款，皆为 “大清乾隆年敬造”，在佛座正壁的上方，为铸款，自右

礴孤至左倒书；一种为佛名款，如“斗战胜佛”，在佛座正壁下缘，为阴刻款，
扭谕i滋 自右至左倒书；再一种是品名款，如“瑜伽根本”、“般若品’，等，在佛座
哪.}r 后部，也是阴刻款，自右至左倒书。在这三种款识中，第一种款是通用
  ，哪黔’的，所有六品佛像都带这样的铸款。品名款表示一尊佛像所属的品类。品
    令 丫认’：．”厂、’丁“’二”’止＿二’二 一二一。＿Il_吐，二一，，。。二，二 ，、、．二二

        名款共有六种，即：般若品、无L阳体根本、无上阴体根本、瑜伽根本、

        德行根本、功行根本。因六品中每一品都包含多种佛像，所以每种品名并

        不是只出现在一尊佛像上，而是出现在它所含摄的众多具体佛像上，由此

                                                  可见，在同一品类佛像

                                                    ＿L品名款也是通用的。

                                                    惟有佛名款是一尊佛像

                                                    独有的，它表示该尊佛

                                                    像的特有的神格。按照

                                                    六品佛楼的供奉规则，

                                                    佛名款和品名款必须是

                                                      一致的，不能张冠李戴，

                                                    如果是一尊罗汉像，它

                                                    的品名款一定应 当是

                                                    “般若品”，如果刻上

                                                    “瑜伽根本”，那就大错

                                                特错了。（彩图66 , 67 ,
                                                        68、69，图 121、122、123、

                                                124)关于六品佛楼所供
                                                    佛像及其所属品类，可参

                                                    看列表五。图表中的佛

                                                    名都是清朝三世章嘉国

  174 图121阿秘特尊者 师确定的，与现在流行的
              清乾隆（1736-1795年）黄铜 高14厘米 名称略有一些不同。



7'frǹ}y.s，
      清乾隆（1736-1芸年笋闲霎铜914厘、 囊

.r ,ati}' "r
  （1736M 1231736-1795年亨“戛氛默、、、（1之241736-1795草尸馨蒸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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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型 祝寿佛像。乾隆皇帝在位时，旬当白己或皇太后重要寿辰，都

要举行一系列的祝寿活动，其中，为于皇帝和太后祈福的宗教活动是全部

活动的最重要部分。届时，清宫要制作一些与增福延寿相关的佛像— 无

量寿佛，而京城内外的王公大臣也纷纷敬献佛像以祝圣寿无疆。据记载，

在乾隆六十、七十和八十三次大寿中清宫都造了不少佛像。其中，乾隆六

十大寿时铸像最多，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一次就接受了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

向皇帝祝寿敬献的4尊无量寿佛像，特建千佛阁供奉，乾隆还御制 《千佛

阁碑记》记载此事。＠现在遗存下来的也大多是这次祝寿的佛像。佛像题

材皆为无量寿佛，其造型风格完全一样，大小也基本一致，皆在20厘米

左右，其明显标志是佛像台正面下沿阴刻 “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铭款。

如图125无量寿佛像。此尊头戴花冠，耳际增带上扬，佩大耳环。面相肃

穆端庄。上身斜披络腋，佩戴项圈和臂训、手训，下身着长裙，衣薄贴

体。全身枷跌端坐，双手于脐下结禅定印，手心托长寿宝瓶。佛座为镂空

工方形台座，年款就刻在台座正面的底沿。此尊就是一尊标准的乾隆三十

五年（(1770年）祝寿佛像〔） 入
      ＿ 衷
      ．．．．．．翩．．．．．．．．． 谁
        ．．．．砚丽靴黔藤口．．．．．．．．．．．．翩蹂骼励口．．．． 期

      ．．咧黝 ; P泌 时黝口．．．．．．．瀚朋翼黝刽脚粼 靖
      ．．哪粼视磕穷翔撇哪日．．．．．．．．麟翻哪秒赢腻黝 栩

        ．姗撇四 藻 目．．．． 今

  暮摹礁彝 ‘
                              图 125 无量寿佛

                清乾隆 （1736-1795年） 铜镀金 高21厘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种造像也出自宫廷，但其风格比较独特，它不

同于六品佛楼佛像风格，亦与后面的儿种类 u不同 它的风格应源于当时 177



        西藏流行的一种无量寿佛造型样式，也应当属于尼泊尔风格。在北京的白

    截 塔寺意珠心镜殿展出的 “藏传万佛造像艺术展”中就展出不少这种西藏无

  经 量寿佛像。另外，由于这种祝寿佛像当年铸造较多，有很大的影响，于是
    像 这种祝寿佛像在当时便出现了仿制现象，现在也有不少不带刻款的无量寿
    艺 ＊，，口闭丫＊ 、二．、11,匕ill。甘＊ 任    z 佛像保留下来，造型大小与刻款基本一样。
    术 L/l, "I vi, ml’2卜’AL },., 1’4 -'1 JY.分’丁－
    荃 另外，乾隆时还有其他年代的祝寿佛像 （图126)。但是数量很少，

  食 就不分别介绍r。
    令 一

‘t'%               ,Y'.v7
                              图126无量寿佛 清乾隆50年（1785年）

                                        铜镀金 高80厘米

            C型 仿占佛像。清朝宫廷盛行复古之风，宫中许多祭祀及赏玩器物

        都带有仿占的痕迹，宫中佛像的仿古作品的出现应当是这一复古风气影响

        的结果。据笔者所见实物和发表的图像资料看，当时宫廷所仿古代佛像主

        要有东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斯瓦特几个地区的风格。．仿品做工精

        细，几可乱真，仿品与原物同时受到敬奉，成为宫中佛像造像的一大特

      ＿＿ 占＿
  178

            (1)仿克什米尔风格。仿品基本按照公元8-9世纪克什米尔具体造



扮r、
尼佛”，乾隆二十六年 （1761年）仿 图127释迎牟尼佛 绷

制（图128) 0它的原作制作于公元清乾隆（(1736-1795年）黄铜高69厘米 今
10世纪，亦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图 月点卜
129)。此仿品佛兔一r_刻铭：“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吃巍．
图认看供奉新造铜侍从救度焰口释迎牟尼佛·番称科呼当皆贝沙迎图巴墨W耀7
噜施喀；清称沽初佳梅雍恰哈鄂密浑乎图帛爱图布呼沙迎穆尼佛齐希；蒙呱喻尹
占称Y枯aq赛尔特毕哩ra阿铺喇克齐施格穆尼布呼汉。’，⑩这尊仿制品完全 令
按原作仿制，大小与原作完全一样，风格亦与原作相同，整体与原作相比

几可乱真。但仿品毕竟还是仿品，它与原作的区别同释迎牟尼佛说法像一

样，在头、面、衣纹、台座、铜质等几个方面也都有明显的区别，我们通

过仔细观察比较也是不难发现的，这里就不重述。

    (2)仿东印度一尼泊尔风格 这种风格造像皆由红铜铸造。造像面部

泥金，躯体部位不装金。佛、菩萨像造型端庄、典雅，比例匀称；佛母和

空行母等女性尊者姿态动感极强。造像躯体光洁，胸前和腰部习惯用U

字形连珠式缨路作装饰，偶尔也可见衣纹和衣服上花纹用银镶嵌·莲花座 179
高而宽，平面多呈长方形或扁圆形，莲花瓣靠近座的上部，束腰不深，莲



  截 ．．．．硬功．．．．
    烤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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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谬篡黔
                                        图 128 释迹牟尼佛

                          清乾隆26年 （1761年） 黄铜 高26.5厘米

'",}       ,errt" en.I
  18口 图129释迹牟尼佛9-10世纪黄铜高26 5厘来



座下部为多层叠涩式的素边〔〕莲花瓣饱满，头部中央有些凹陷，其形制明

显承袭了明宣德造像的莲花瓣，但头部没有卷草纹饰。造像带有 “大清乾

隆年敬造”年款，也是倒书形式，但多为刻款，刻款位置一般在莲座正壁

下缘素边上。（彩图70)这种风格造像也有未刻年款的，其造型风格、工

艺特点与有刻款造像完全一致，我想亦应当是宫廷铸造的。

    据清朝 《各作成做活计清档》3404记载，在乾隆九年九月十九日，

从西藏选送r六名尼泊尔工匠来帮助造像，三名留在清宫造办处，三名分

配给雍和宫。档案记载曰：

    九月十九日，内大臣海望理藩院尚书班第那音岱清字摺内开谨奏为巴

拉布匠等拟给粮议奏。⋯⋯今从西藏选送巴拉布匠六名，经奏留造办处三

名，雍和宫三名，各已赏给柏唐阿饭食，勿庸另议外，但新来始试造做，

伊等手艺优劣尚未分别，奴才等酌其用度暂给钱粮四两，每年每季赏给收

什衣服银十八两。随来跟役一名亦能帮做，每月赏给钱粮二两，每年每季
赏给收什衣服银十五两。此项钱粮于造办处库内支领，如果手艺精巧用心

勤做，俊日后加恩之处另行请旨。至伊等每晚俱在庙住，冬令应给六人每 入
日木柴二十斤，炭八斤。⑩ 衷

  从这条材料推测，乾隆时 ea    。、。二。'I -r7 W- 1T9，TLS rIF t,， 期

清宫制作的 “仿东印度风格造 日．．．．．．．．．．．．．．． ！

像”或称 “仿尼泊尔风格造 日．．．．．．．．盯，．．．．． IIIL

像”可能是由乾隆九年来自尼 妇．．．．．．．r 绷
泊尔的六名工匠开创的风气或 翔．．．．．〕尹 ’愧尸，气．．．． 、

亲手制作的。 妇．．．．， ,A,' 月r一咒．．． 月．压

    此种风格造像也有一点值 翔．．．．口，i几一‘ ，“飞一严卜．．． 口r}H
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在当时西 日．．．斌；汀 赢 厂、’尸 f 0．．． 橇蕊          W

藏地区也有仿制，其造型风格 犯．．．．肠 协侧．脚 油幽濒州翻．．．． 呱翻夕

与清宫完全一样，只是未署年翔．．百万梦万 响；涵扫甘测．．． 令
款。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尊 A娜．麒澎气剔J了 ＿黝饰咖尹顺．．．．．

文殊菩萨坐像，高 26厘米，撇黝撇髓瓤幽现呱黔溉苏黔｛缨粼攫确燕瓤盘口

也是红铜铸造，造像身上所带 缨哪渊今馏 瓤骊觑欲嚷熬瓣黝黔麟肥嘿缨哪
黄布条载曰：“利益番造文殊 巍赫瓢干黔豁嗯黔憾理惚髓瓢r

菩萨，乾隆五十八年于一月二 癫赫麒撇黝腮醚髓儡赢瓣蘸

十一日收达赖喇嘛进 ”此尊 油d弊哪哪哪哪卿哪哪缨缨嘿嘿）      11．，～ 。人·，“ ，一 ’ ‘“’J 厂鲡懒哪俪嘛丽翩嘲撇骊嫩骊嫩黔撇酬酬黝黝

足以证明清朝西藏地区也有仿

制之事实。⑩（图130;一于是又 图130文殊菩萨 17世纪rpli .c.. 大。 k I}j’‘，廿Z          J儿人 w ’一”， 八冰C ii “ 匕矛口 181

出现了我们前面讨沦的仿克什 51铜 高26厘米



          ＿ 米尔释迎牟尼佛说法像一样

    技 ．．．．．．．．．．．．．．．． 的问题，既然西藏和北京都
    烤 ．．．．．．．．碱溺．．．．．． -:"!-L- th，二。、二臼＊、＊。    15Ad ．．．．．．．口 . ilae口．．．．． 有仿制，那么又是谁先谁后

    像 ．．．．．．．．麟洲旧．．瓜．． 呢？这个问题我们一时也同
    艺 ．．．．．．．．哪降崛菠．．．讯．．．． 、二。、、、，    L ．．．．．．．口以谷斌黔．．．藕 样无法搞清楚。

  宋 公瓜茄眼踢一默麒膝蘸 汀’‘巍暴 除了＿上面介
    ’只 撇黝黔瀚画' 月咬赢趣目． 目脸 绍的几种风格和类型造像外，

    令 姗撇 J翻肥;''幽哪黝髓娜盟     翻̀麟翩 乾隆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

月甲尼压 姗粼馨黝嚼脱阻翻 "日哪．．日RIP 署款造像。主要有两类：一

．叮:f 1.f M 卜．．胭恤口恻冲补 类是 “大清乾隆年敬造”款

0娜叫 山、哪鳅瞪晚臼口日崛' lm 生'截.翩 佛像＿翰字ri} 4&成刻一且浩

  烈哪挥 瑙澄．．．哪鲡 l'瘾姗．               'ti;.龟 狐 型风格与六品佛楼佛像一致，

                N t, 曰．呱藕赫娜娜猫涵．巨 但无品名款和佛名款，同时

              龙麒券酬嘿秘毓瓜．礁溉磊然日．． 其体量也比六品佛要大。这

            毓．困四砚目．日 MM 笠瓜 ． 类造像无疑也出自宫廷造办

          翩圈 I秘i．几．．胭酬赔腼恻渝娜 处。据推测，它们可能是六

          摇呵黝磕法崛潞秘瓤赢赢赢赢赢蘸赢伽呱．． 品佛楼六品佛前供奉的大佛

                              一— 一 像，或为清朝皇宫御苑佛堂

        图131绿度母清乾隆 （(1736-1795年）中供奉的佛像。
                  铜镀金 高34厘米 如图131绿度母像就是

                                                一件典型代表。此尊头戴花

        冠，顶束发髻。上身饰连珠缨络，下身着薄裙。双手挽被帛，被帛在头后

        形成倒U字形，为清朝造像典型样式。双手在胸前结印，手中各牵乌巴

        拉花花茎。全身比例匀称，躯体壮实，但体态过于僵硬。半枷跌坐姿。莲

        座正面有 “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

            再一类是 “土观呼图克图诚心金银造”款字摩利支佛母像。从造像体

        现出来的风格看，应为乾隆时期铸造。土观呼图克图为青海佑宁寺转世活

        佛，据造像年代判断，造像者土观呼图克图应为乾隆时居京的二世土观呼

        图克图。目前所见此类造像不少，造型风格皆一致。如彩图71摩利支像。

        此尊头戴花冠、顶结高发髻。上身双乳高隆，胸前饰项圈、长链，下身穿

        长裙，衣服紧贴身体。坐在一头猪背上，右腿下垂，左腿横盘，右手置右

        腿上，左手上举置身体左侧，持无忧树枝 （已失）。猪趴在单层覆莲座上，

        张口竖目，形态生动逼真。莲座正面下沿刻 “土观呼图克图诚心金银造”

  182铭文·另外，土观呼图克图所铸皆为摩利支佛母像，这可能与土观活佛的
        宗教修行有关。这一问题还有待研究。



    另外，清乾隆时期北京地区除宫廷造办处制作藏式佛像外，一些大的

喇嘛庙也制作佛像，如当时北京最大的喇嘛庙雍和宫就设有铸造佛像的机

构，称为 “造办房”。这个机构规模也相当大，拥有大批的工匠，从事铸

造、镀金、玉石牙木雕刻、装

金、彩画、彩绣等不同种类的 澄

佛像制作⑩。乾隆时期是北京 瞥es‘烈黝k
藏传佛教发展最兴盛的时期， ／ 1.1黔A胜

当时全城拥有喇嘛庙三十余座。 1 耀愁渺粥知．瓜，

很明显，这些喇嘛庙供奉的佛 ,1  12 :鞠 翔． 胜 酒魄

像不可能全都来自宫廷造办处， 一沮【 哪珊嘿默曝黔娜幼 翩

就应当由喇嘛庙自己的造像机 ，珊喊跳一及华卿．酬黔翔m 日竖

构来解决。这些喇嘛庙制作的 喝娜嘿粉偏蟹腿翩．．肠岌

佛像在总体风格上与宫廷造像 AWL

基本一致，但做工明显要粗糙 叫瓜日恤 渊鞠臼翻口矍阳咬血

      “曰‘一～‘“、门 、‘“ 娜粗．喊翔．．．砚硕目置矍湘翻肠 五一些，并且都不带款识。这种 ＿树, 日．．代黔．憾日幽． 代

造像现存很多，通过比较，我 目耀骥默瓤赢然蕊瓜巡翔砂锡日娜民 东

们很容易看出它们与宫廷造像 麒缨嘟黝蘸如蘸瓤么扁砚蔗 瓜．． 器。，二廿二二。。11 J J。‘“P} 糯翔皿聊喇麒黔麟撇羚截涵叹吻口日 厂 期
的差别。（图132)同时，由于 气嘿黔M } 困日口．．．．哪 ｝

翩航 恻 孵 嵘 挑 方 一’r一 南
选派，蒙古地方的审美观念和 绷
，二二二＿ ，、，，‘．＿ ．。，＿＿二，，。， 图 132 四臂玛哈噶拉 18世纪
传统艺术风格也因此影响到北 一‘一＿二了‘二刃几厂一 、

IZJLC_,illh}聂 UL臀茹苦"I"ITJ募 ‘同镀金“18厘米 00000,fir
勒大佛，乾隆十八年 （1753年）由蒙古喇嘛察罕活佛主持雕刻，就体现口衅蒸翻．

出明显的蒙古造像的特点。 翩翻测孺

    上面关于康雍乾三朝佛像艺术的讨论主要是从金铜佛像的角度来谈，呱嫩犷
的。除金铜佛像外，在清代早中期还同时流行其他形式的藏式造像，如木 令
雕、石刻、泥塑、琉璃、陶瓷等形式。这些形式的造像在当时皇宫御苑里

修建的喇嘛庙和佛堂中随处可见，至今也有不少遗存下来。比较著名的

如：

    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建于乾隆十三年 （1748年），塔座和五座小塔上

浮雕佛、菩萨、佛母、护法、罗汉等造像甚多。

    北海天王殿琉璃阁，建于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其外壁嵌琉璃小

佛像无数。此阁现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占用。

  西黄寺清净化城塔，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塔上雕有佛像和 183
佛陀成道故事图像。



            颐和园智慧海、多宝琉璃塔，建于乾隆年间，建筑上嵌有琉璃佛像无

    截 数。（图133)
    传
    佛 口．．翔降）‘监翔幽州睽 ‘”渊攫醚翻严哪嘲卿塑吧嘟瓤豁翔．．
    像 粼鲡蝴咒嘿麟嘟黔卿阿俪 厂摆哭吸瑞谕1涵嘛瘾锄蘸涵峨粼粉日．．
    艺 黔姗彦魏粼毅场黔认于 溯露一犷犷燕酬蘸瓣毅露黯黝酬嫩溥猫眼NM 翻曰
    术 L 困黝翻撇黔户冬J孟物嘿 熟毅髓嘿热嘿黯黝黝粼燃鞭珊槽缨匆自．
    鉴 娜画唾画画哑腼涵敷鲤巫咧巡氖涵瓜
    食 Nkm不群婴聪严吧石盯一飞石罗～飞碳严～七之，声笠忿恻

‘限 :,‘‘                                      l' ' l   x.̀' }
                            图 133 颐和园智慧海上镶嵌的无量寿佛像

                                琉璃 清乾隆（1736-1795年）

            清东陵裕陵，为清高宗弘历陵寝，在河北冀县清东陵陵区内，乾隆八

        年 （1743年）始建，乾隆十七年 （1752年）竣工。陵寝内浮雕有八大菩

        萨、四大天王和众多佛像，雕工十分精美〔

            承德外八庙，在河北承德市东北，从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至乾

        隆四十五年 （1780年）先后兴建一i三座厅庙 其中，溥仁寺，康熙五十

        二年 （1713年）建；溥善寺，康熙五1二二年 （1713年）建；普宁寺，乾

        隆二十年 （1755年）建；普佑寺，乾隆二十fi:年 （1760年）建；安远庙，

        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建；普乐寺，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建；普
        陀宗乘之庙，乾隆三十年 （1767年）至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建；罗

        汉堂，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建；殊像寺，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

        建；广安寺，乾隆三t·七年 （1772年）建；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四！五

        年 （1780年）建；］‘一缘寺，乾隆四卡五年 （1780年）建。据 《热河庭院

        则例》记载，因普佑寺一向附属普宁寺，罗汉堂、］’‘安寺和普乐寺三庙没

        有安置喇嘛，其余的八座庙皆由朝廷派驻喇嘛，由理藩院发放铜银，并都

        在京师之外，所以清朝称之为 “外八庙”。⑩这些寺庙集中了康熙和乾隆两

  184朝各种形式的佛教造像无数，其中大部分是藏传佛教造像·在这些藏式造
        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溥仁寺慈云普阴殿和后殿供卡的三世佛和九尊尤



量寿佛造像，这些造像都是髯漆夹丝像，制作年代与寺庙同时，对研究清

朝康熙时期造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彩图72)

    从上述所列佛像遗存可见，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其他形式的造像不仅

实物众多，而且内容相当丰富，有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年代，可补金铜

造像之缺，对我们研究清朝康、雍、乾三朝藏传佛教造像风格的演变和藏

传佛教与清帝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青海五屯佛像艺木

    五屯艺术是藏传佛教艺术中一个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流派。五屯位于

青海省黄南自治州同仁县 （藏语称热贡）境内隆务河中游两岸，这里有五

屯上下庄、年都乎、郭麻日、孕赛日等四个自然村，是五屯艺术的故乡。

相传这些自然村原来住着江南迁徙而来的吴姓人家，明末清初随着藏传佛

教在同仁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这些吴姓人家便开始以雕塑绘画佛像谋生，

并逐渐形成了一家之风。到17世纪中叶，五屯成了“人人会作画，家家 入
以艺术为职业”的著名艺乡。由于 “吴”、“五”同音，人们习惯把 “吴 衷
击，，、＊ “二击，， ，、r：。。二。。士田 “二击，，、。二、＊、二、。＊。、 诊屯”念成“五屯”，以讹传讹，结果“五屯”之名反而成为正式名称传开 扁
了。这个传说是否属实，已不可考。今天五屯地方的艺人大多是藏族人， ｝

这一点是毫无疑间的。五屯艺术形成于明朝末年。人清以后，由于蒙古势 寿
力深人青海、甘肃地区，大力发展藏传佛教，兴建喇嘛庙宇，五屯艺术在 相

这一宗教形势的影响下得到了极大发展，技艺日臻成熟，艺人也不断增 令
多。五屯的艺人们不但承担着附近青海、甘肃等地喇嘛寺庙的佛教塑绘任 月．压

务，而且还远涉四川、西藏、内蒙古、新疆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国内外广口吸-lr．

大地区，绘塑了数以万计的精美佛像艺术品，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蒙藏毓翩测孺

喇嘛中提起“热贡拉索”（意为同仁画匠），几乎无人不晓·五屯艺人在外 I = 1
出作画、雕塑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分别从四川绘画艺术、中原艺术、西 令
藏绘画艺术、四川甘孜木刻佛画、敦煌艺术和国外艺术流派中汲取了丰富

的营养，并结合青海本地民间艺术进行总结和提炼，创造了藏传佛教艺术

中这个独具特色的流派— 五屯艺术。

    五屯艺术是一个综合性艺术流派，有彩绘、彩塑、酥油花、堆绣、砖

雕、石刻、木刻、建筑装饰等艺术门类，其中雕塑是其重要的艺术门类之

一。五屯艺人雕塑的主要题材是佛教造像，雕塑形式包括泥塑、木雕和石

刻，其中泥塑最多，有单色泥塑和彩塑两种。塑像造型完美生动，神态惟

·妙准肖，全身装饰繁褥，衣纹飘逸自然，艺术风格体现出浓郁的中原文化 185
特色。具体表现如下：



            面相 男性尊者，如佛、菩萨、天王等，多为方形脸；女性尊者，如

    藏 度母、佛母、天女等多为瓜子脸，柳叶眉，樱桃小嘴，这些完全与中原汉
    传 ‘。八＊、、、．二、。。 、、，，。八。。。、，。、。、 、，：、一。、山 、山、、，。 ，＊、
  77 人的审美特征相符·造像的眼睛都很大，炯炯有神，神态清新 （彩图
    像 73)
    艺 口。、 二、入曰，」卜 、＊ 、二，7 rl.: r}：       1i"， 十、d4: }}-, 1-.k .Pi     -7-- Fr J-:}
    L 服饰 无论是佛、菩萨，还是度母、罗汉，衣饰普遍较多，衣质较    术 rim WI+ ／‘“‘儿阴“ 曰r1’攫儿汉“士‘少’人’-a' w p曰肥认夕’卜’火认
    鉴 厚，衣纹流畅自然，与西藏造像惯用的 “湿衣法”形成鲜明的差异。这些
    食 ＊。。二二、，上Il.、、二。，，。。，-f ,:n =r- :, 1。八。。。        都是受了内地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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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4妙音佛母 分不开的。（图134)

              18世纪 彩塑 高150厘米 1993年冬，笔者赴青海
                                                征集文物，慕名去了一趟五屯

        艺乡，获益良多。除了对五屯艺术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外，还了解到一些五

        屯艺术发展的现状。从80年代开始，为了继承和弘扬五屯这一传统艺术

        形式，五屯所在的同仁县政府围绕着抢救和培养人才做了大量的基础工

        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抢救人才方面，县政府对同仁地区的老艺人进

  ，ot 行了全面的摸底调查和登记，对艺术水平较高的艺人给予特殊照顾和保  186 ’““＝WJ N J J7C/}V %"J }.‘，H Al- k"’叼 。／’、广“、’1XIAJN7。／、，曰J  977T几认ir-91 T" LIT,
        护。在同仁文管所领导的带领下，我们专程去五屯村拜访了72岁高龄的



著名艺术大师夏吾才朗。夏老身体硬朗，虽因年老手颤已不作画，但并不

清闲，还在指导自己的子女和当地青年作画。夏老自己介绍说，他从巧

岁开始学习绘画，18岁时赴敦煌帮助过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是张大千

当年邀请的五位喇嘛画师之一，他在绘画的用料和色彩上对张大千的创作

有很大的帮助。夏老一生作画，在绘画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987

年被国家轻工业部授予 “全国著名艺术大师”称号。像夏老这样的艺人还

有几位，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余热。在培

养人才方面，当地政府更为重视，专门建起了一座 “五屯艺术馆”，召集

有一定艺术基础的年轻人进馆，并聘请老艺人为顾问，实行传帮带，也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已涌现出一批年轻艺人，他们的作品经常在国内外展

出并获好评。在五屯艺术馆的展室里我们看到了年轻艺人创作的唐卡和雕

塑作品，题材丰富、技艺精湛、琳琅满目，令我们大饱眼福。我们相信在

当地政府的重视下，五屯艺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度辉煌，涌现出大批

新时代的艺术大师，开出更加璀璨的艺术花朵。
      ac主 二 丫 击 、， 住 ＊口、，n：：川 五
    除青海五屯外，清朝的四川 、、。、、。。。 、一 ～ 长

KJ-p-p、 石 ICJ四 a乙ah 、 目 雨 四 lip }w 轰

地也流行藏传佛教及其雕塑艺术，、。欲｛｛撇撇黝1巍褪｝粗口咧哪姗姗撇姗姗姗黝 Aa
ru。’加’“93V 1 K 1/N朴书行呼生 L-1’、1 厂靴树黝姗黝燃缆 翻．砚缨黝姗姗撇姗姗姗 期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或者是当 戍执｛一霭麟簇撇｛1｝｛熟颧INCA姐月曰l黝   -..e姗黝姗                      I

时措 像 活 动 规 掉 不 丈 ：p7者 早 丈 碳1溯姗渊鲜输翩撇粗．翻瓜翔．峨攫口口口酬姗黝撇 J

家对这一地区造像艺术关注不够，就珊1撇撇溉...笼麦熬       ".\口翻口ti嘿黝 瀚 翔

至今为止大家对这些地区流行的 瀚羲丰1敷敬L     1腮' .... 、

造像风格还缺乏十分清晰的认识。 熊姗溺淤馨t.黝 d.留枷 !恻拼四伪哪默黝姗 姗 月．压

从一些相关的出版资料看，大家 姗姗姗黯哪 丽图抓．x 目峨 月贾于1x

比较普遍和习惯地将一些做工比 黝黝撒溯物时明甜．．目Id诩砚．嘿 赢翩洲毓

较粗糙，装饰比较繁复，面相及 黝黔瞬黝黝赢撇翔砂．视哪黝赫醚淤 呱赫砂

衣纹比较接近汉地审美的造像划 黝黔娜黔哪塑嘿狱翔海赢翩幽=IL黝 洲 v

归藏东系列。如图 135的四臂观 黝剔骂麟蹂蕊呱测缭侧觑潺淤巡月．

音菩萨像就是一例。这尊造像的 撇黝趟蘸揣蒸泌黝幽娜礴默麟猛呱

面相和躯体均显清瘦，但周身的 娜姗撇呱默篇测瀚渺 w日攫砚赢口

装饰却十分繁复，显得富丽堂皇， ～嗣腼偏翩厢卿卿哪阿哪呷卿料哪｛
如它的花冠、宝增、被帛以及乎

rp#4tMN'T*%o A MI支凳案者、梦鹜18M 135铜  PI}ka a _P'18 tf-} yz  If7 ORI I A 35 FN米
体表现出来的风格与同时代其他地方显然有别·但这种造像具体出自哪个 187
地方，还不能给予准确的判定。



  藏 （四 ）淇 南 蒙古 佛 像 艺木
    传
    佛
    像 漠南蒙古地区是在元朝之后我国蒙古民族重兴藏传佛教的最早地区，
    艺 。4、＿。口＊口二、。。 ，，二，， ，‘。n＊、 、。、＊＊，十。二、，二一。。AH    岁 时为明朝万历年间 （1573-1620年）。当时漠南蒙古地区主要由土默特部    术 曰“/9'%Jwi/J UJ丁一，， ＼’“‘“ ’U‘U下/ o习““’大1 YJ尔目‘口呼于x w一my、一，“目卜
    荃 控制，汗王是俺答汗。据史载，俺答汗一生征战，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

  食 其势力还远及青海、甘肃等地。可是到了晚年，他厌恶战争，主动与明朝
    令 修好，并开始寻求新的精神寄托。明万历四年 （1576年），他派代表进藏

口胜 邀请西藏黄教领袖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会晤，会晤后俺答汗尊索
． ik撇．南嘉措为 “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并答应从此信奉黄教。在会

喉敷麒卿晤大会上，俺答汗还亲自命 “汗族三人，贵族百人出家为僧⋯⋯使千人以

  恻哪赞呼上出家，授具足戒”。回到归化城后，俺答汗即着手兴建佛寺，于万历八
    令 布一～一’泞‘．、‘节’，二二厂丁“几岁厂、了＿’、＿，．t，一、”．’．＿了．‘、’节丫二一二厂二＿，丁

        年 （1580年）建成弘慈寺 （即今呼和浩特市大昭寺）。俺答汗与索南嘉措

        的会晤标志着黄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的开始。“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

        俺答。”④明万历十年（1582年）俺答汗病逝，索南嘉措又应邀东来，他途
        经鄂尔多斯诸部落，一路传教度僧，使漠南蒙古 “出家者将近千人”，此

        举掀起了藏传佛教在漠南蒙古地区传播的高潮，为藏传佛教此后在漠南蒙

        古地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人清以后，清朝统治者为了安抚势力强大的北方蒙古，大力发展藏传

        佛教，广建佛寺，大兴赐封，所谓 “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

        小”。当时，漠南蒙古在蒙古诸部落中势力最大，因此成为清廷进行宗教

        笼络的重要对象。在清廷的特殊尊崇下，漠南蒙古佛教得到了广泛而深人

        的发展，形成了人人信佛，家家几乎有人当喇嘛的佛化社会局面。为了加

        强对漠南蒙古地区佛教的有效管理，清廷还专门救封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

        呼图克图掌管漠南蒙古地区政教事务。章嘉活佛常驻北京，他除掌管漠南

        蒙古佛教外，五台山、北京、承德等地黄教事务也由他统管。清廷这样安

        排，使漠南蒙古、北京、承德、五台山、沈阳等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

        藏传佛教教区。这一教区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时，国家动荡，财

        政拮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漠南蒙古地区佛教的发展，但是蒙古人对藏

        传佛教的虔诚信奉却丝毫未变，当时蒙古贵族施银修寺之举屡见不鲜。漠

        南蒙古地区佛教造像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图136,

          137)

            由上述历史看，漠南蒙古造像活动在明朝时就应开始了，但当时可能

        是由西藏或青海等地艺人主持，或从这两地请进佛像。从现存实物和史料
  188 碑4+J曰%'5V "1 "’‘，,j- 'LM‘／、于J ̀J’.}/J\}.Y"JruYry}L VI+IJ\o  /7\ }'IJ-T}-1/J 'I-}+人”，

        看，漠南蒙古地区兴起大规模造像活动是在康熙和乾隆时期。康乾时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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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图136 绿度母 图137 尊胜佛母 期

    18世夕己，同镀金高100厘米 18世，：铜镀金高19厘米 ｝
朝的盛世，在经济卜给予漠南蒙古地区许多无偿的援助，这应是当时漠南 靖
蒙占地区造像艺术得以兴盛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漠南蒙古地区制作的佛 绷
像不仅数量多，而且做工也很精细，很多是仿宫廷佛像而作。乾隆以后， 令
清朝国力由盛转衰，造像艺术也大受影响，此时漠南蒙古地区的造像明显月八压
不如康乾之时，比例失准，工艺粗糙，只有一些大的铸造场所尚能塑造一月「砚,祖．

定水平的佛像〕到f民国时期，佛像制作转向商业化，艺术水平更趋下撇羁戳狮

降。（彩图74)

  漠南蒙占造像在材料仁主要以铜为主，除此而外也有用玉和石造像 令
的。玉、石造像主要出白民间工匠之手，一般头大身短，比例失准，雕刻

不精，但颇具民族特色〔这类造像在今大的内蒙古和辽宁西部地区遗存不

少，如辽宁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而铜造像则出自专门的铸造场所。据

称，清朝和民国时期，漠南蒙古地区有多处造像场所，有归化城 （呼和浩

特市）、张家！！、多伦诺尔等，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多伦诺尔。

    多伦诺尔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城，以城南多伦泊而得

名，一般简称 “多伦”‘。多伦在历史＿［曾有过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金代为

桓州府，元朝为上都开平府，明朝为开平卫地·清康熙时，康熙皇帝召集 189
蒙占各部会N于此，以庆祝平定噶尔丹的胜利，旋即建汇宗寺，任命一世



        哲布尊丹巴主持，后改由章嘉活佛主持，由此名声大噪，并成为传播藏传

    旅 佛教的重地。随着佛寺的建立和宗教地位的上升，多伦铸场便应运而生
    传 二 、，入＊、、、‘、＊‘＊、 、 二口 人，份。二二雌 二、、‘二同。‘、
  77 了·多伦铸造的佛像有铁、铜·银·金等不同材质，而较多的是铜质佛
    像 像。制作方法有模范浇铸和打胎两种。其中打胎制作法是多伦铸场最拿手
    艺 二、 、二、。。、、 。、口人，二幽『、、。口二卜、 ，。一二、L.1 ，。一、、 、，＊书
  菜 的，远近闻名。用打胎法制作佛像虽能节省材料，但工艺较为复杂一般
    鉴 大型佛像都用打胎的方法制成，而小型佛像则用范铸。蒙古族学者阿木尔
    食 田，：二。、＊、。，＊、，，，!6a .L41 on：‘        巴图记载多伦当年铸造佛像情况说：

  全 多伦诺尔集中了不少作坊，在钟楼后街的街尾则是多伦诺尔的几家铜
口愉几 匠辅，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几家制作佛像的铺子。⋯⋯据说多伦诺尔制作佛

.iKi目像的作坊共有七家，营业的有六家，其中阿龙希铜匠铺是多伦诺尔最早
甲豁黝渺的，也是最有名望的。其他还有海桑岱、翁楚克、翁楚克诺姆图巴彦台、
  二哪尹 呼钦姆图等铜匠铺。那些博学和熟知经书的喇嘛们说，多伦诺尔的佛像比
    今 ‘丁＿’了‘『＿’一r川曰一『一’“‘一’‘、、‘’．一”一““一rl一‘’‘一“” ‘“姆’‘’.. d "1. r   ,.r

        北京和蒙古库伦以及蒙古其他地方的佛像都好，认为多伦诺尔的佛像，比

        例尺寸精确，制作工艺和镀金水平很高。④

            多伦制作的佛像不仅供应蒙古地区喇嘛寺庙及信教群众，而且还被请

        到蒙古之外的西藏、青海等）‘一大地区，在历史上十分闻名。匈牙利学者卢

        米尔·吉斯在他的论著中也谈到：“最著名的制作青铜神像的中心有拉萨、

        扎什伦布和内蒙古的多伦。这些传世的青铜神像就是从这些地方运到西藏

          的。”

            多伦铸场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国。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法国

        传教士古伯察曾专门访问过多伦诺尔，对多伦铸场特别留意。他在所著

        (( 西藏旅行记》里对多伦铸场就有一段专门的记载：

            出自多伦诺尔大铸造厂的那些钢铁和青铜的漂亮铸像不仅仅在整个鞋

        靶地区，而且在西藏最偏僻的地区都具有赫赫的名望。它那庞大的铸厂向

        已阪依了佛门信仰的所有地区寄送偶像、钟和各种在偶像仪礼中使用的法

        器。那些小雕像都是用一块整材料制成的，但那些大的则是分部铸成后才

        拼接起来的。我们在多伦诺尔停留期间，曾亲眼看见一支确实很大的队伍

        出发前往西藏，他们负责护送惟一的一尊佛像，共有88头骆驼拆散驮载，乌

        珠穆沁旗的王爷前往拉萨朝圣，要去拜见达赖喇嘛。我们利用自己经过多

        伦诺尔的机会，请人根据来自法国的一尊漂亮的模型而制造了一尊基督像，

        结果制造得很成功，很难分别出复制品和原物。这些汉族工人们能非常廉
        价地巧妙工作，尤其是令人惊奇的和蔼可亲，他们似乎远没有某些欧洲艺术

        家们那样很强的自尊心和固执己见，他们始终服从其顾客的意愿，很容易地

  1卯 放弃自己的想法·他们首先将其作品制成泥膏团，如果仃户认为它不符合
        其想象的式样，他们便重新开始，一直到能够放入模子中加工为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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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帽，身上穿的恺甲也类似蒙古

武士的战服，脚着蒙占式的长靴 图139持国天王 191
（图 139)；还有一些度母和菩萨 18 p纪 铜镀金 高约22厘米



        像，面形圆鼓、头＿t所戴的发髻冠呈葫芦或棒糙形，亦与蒙古世俗妇女的

    截 头饰相仿 （彩图75)。从这些实例足可看出蒙古世俗审美对佛像艺术影响
    传 、Ya    17 之深。

    像 北京艺术因素 清朝时北京与漠南蒙占地区关系之密切是不言而喻

  乡 的。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为宗教与政治间的关系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化艺术    术 F17。思‘「”八i1,; ' I”人’甲伪／“/J ,弘刁伙”“’一“17 /1 li、一七e   I"J."J。认～1儿～I"U目’、
    鉴 上。清朝北京宫廷造像的范本 《造像量度经》出自蒙占大学者L布查布之
    食 下 。。、＊：二“、韦、k，，。。＊二，卜J失一。；＊七、。。不1, ＊。、、＊、，油
    .A 手；同时宫廷 “造办处”里也有不少蒙古人参与造像活动，如雍和宫大佛

    令 楼里供奉的白檀木弥勒菩萨像，就是宫廷 “造办处”的蒙占工匠察汉达尔

月甲后压罕喇嘛主持雕造的；另外宫廷佛像又经常作为赏赐之物不断赐予蒙古活佛

．巅翻及各大寺庙；尤其是从古伯察的记载看，当时多伦铸场的工匠大多为汉人
嘿瓢巍夔主持，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漠南蒙古造像与北京造像在艺术上的深厚因缘。

  刊哪鳄 从现存的造像实物看，清朝漠南蒙占有些佛像完全是仿宫廷造像样式制作
    令 、一‘“！‘几‘觉‘一’了岁‘”＿‘兰’‘一’了‘一”’厂一”’一’了一立’二’一了卜一勺甘’1’、’一厂’丫！三

        的，与宫廷造像相比只是l几艺稍逊一点；而有些则部分地吸收了宫廷造像

        的特征，如莲花座及其莲花瓣、明王护法像身仁的倒U字形被帛等，样

        式与宫廷造像基本一致。另外造像装饰风格和表现手法也与北京造像颇多

        相同之处，衣褶较多，质感甚强、。!11此看来，要将漠南蒙古所仿北京造像

        与北京宫廷造像严格区分开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如果要区分的话，那只能

        从面部、装饰、制作」一艺及艺术水平等明显处着眼。

            青海五屯艺术因素 主要体现在头冠、服饰等方而、头冠的帽檐向外

        撇，显得冠很大。花瓣繁复、华丽，富于装饰性；服饰也较复杂，处理方

        法明显是汉式的，衣褶自然垂下然后散落于座上，显得流畅而富于质感。

        菩萨、佛母的腰间一般束带，f rli不是连珠饰带，身体正面可见衣带结。造
        像的装饰风格与五屯造像基本一致，佛身着裂装，菩萨、佛母等戴耳环、

        手Vq、臂训和足VI ,项挂长链和短链，长链亦从两乳外绕过。11'屯艺术影

        响漠南蒙古造像也是有历史原因和根据的。明朝万历年间，漠南蒙古俺答

        汗曾控制青海地区，并将西藏佛教经青海地区引进蒙古高原 漠南蒙古地

        区原无佛教，自然亦无佛教造像，这样在佛教传入蒙古后最初的佛教造

        像，就有叮能是由五屯艺人承担的 人清以后，青海转由厄鲁特蒙古顾始

        汗控制，但青海的蒙古人与漠南蒙II I人之间的往来并未因统治者的更换而

        中止，既有往来，就必然要带动佛教艺术的交流。而事实上清朝时五屯艺

        人到漠南蒙古地区帮助塑像绘画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以上所述 二种艺术因索是清朝漠南蒙古佛教造像艺术中流行的主要艺

        术成分。它们或以单独的艺术形式出现，或互相吸收、融合，从而构成了

  ，n， 漠南蒙古造像艺术形式多变、风格多样的艺术特色。掌握L面三种艺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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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的特点，对我们鉴赏漠南蒙古造像应是大有帮助的、



              （五 ）淇北蒙古佛像艺木

    公元16世纪时，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迎请西藏高僧的举动在当
时蒙古各部引起轰动，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其他部落都纷纷仿效。明万历

十三年 （1585年），漠北的喀尔喀蒙古部落首领阿巴岱汗遣使往土默特

部，请得萨迎派喇嘛谷米南斯至漠北，并在第二年为之建额尔德尼庙，这

是漠北蒙古最早兴建的佛寺。过了两年，阿巴岱汗又遣使西藏请三世达赖

至库伦为额尔德尼庙开光，三世达赖因年迈婉言谢绝，但他派遣了萨迎派

喇嘛罗德伊机母伯代其前往。万历十七年 （1589年）阿巴岱汗又亲自远

赴西藏，晋渴三世达赖，并进献了许多礼物，三世达赖授予他 “瓦察喇赛

音汗”的称号。这次进藏，阿巴岱汗的目的是想得到达赖喇嘛的支持，确

保自己部落的稳固和安宁，可是当他看到西藏佛教宗派林立，高僧云集，

眼界大开，对藏传佛教生起仰慕和敬信，于是请求三世达赖赐佛像和高僧

给喀尔喀蒙古，以确立佛教在那里的地位。当时西藏大权操纵在藏巴汗手 入
里，藏巴汗支持噶举派，当然不希望以达赖、班禅为代表的格鲁派势力向 东

外发展，所以就派觉囊派 （噶举派八小派之一）高僧多罗那他前往漠北传                                                                     谨
                                                                                  期

”。多罗那。(1575一4 If。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高僧，一生著述甚多，｛
他在34岁时著成的 《印度佛教史》一书一直流传至今，而且今天在国内 朝

外有多种译本流传。史称，多罗那他往漠北前四世达赖曾送他一个称号 令
— “迈达理”，因此蒙古人都称他 “迈达里活佛”。多罗那他于万历四十月．压

二年 （1614年）进人喀尔喀地区后，常驻库伦 （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r忿．
托），授徒传教。由于他学识渊博，修学刻苦，博得了喀尔喀部人民上下毓 厨

的一致崇敬。特别是阿巴岱汗王尊称他为 “哲布尊丹巴”（意为精通佛法，喃娜甲

而又严守戒律的高僧）。明崇祯七年（1634年），多罗那他圆寂于库伦， 今
享年60岁。他在喀尔喀蒙古弘法达20年之久，为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的

传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多罗那他圆寂时，漠北蒙古的土谢图汗家刚刚生

下一子，阿巴岱汗便以此子为多罗那他转世，即一世哲布尊丹巴大喇嘛。

一世哲布尊丹巴圆寂时，清廷专门赐以名号和印册，正式承认了其转世资

格和此系活佛在喀尔喀地区的至尊地位。（图140)哲布尊丹巴活佛一系

在历史上共传了八世，1924年第八世圆寂后遂告终结。喀尔喀地区佛教

经过多罗那他的传人和历世哲布尊丹巴的主持和弘传，得到了长足发展。

漠北蒙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地区风格的形成便与这一历史背景密不可分。193
    追溯漠北蒙古佛像艺术的源头，我们不能不提到蒙古最著名的佛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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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一世哲布尊丹巴

                                          18世纪 铜镀金

        师— 一世哲布尊丹巴。对这位具有重要宗教和政治影响的人物，研究宗

        教和历史的人恐怕无人不知，可是对他的艺术才能知道的人却不多。1994

        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家里看到一本佛像艺术

        画册，书名为《Aminent Sculpture Zanabazar)（汉译为《著名的雕塑艺术家扎
        纳巴扎尔》），始知一世哲布尊丹巴在佛像艺术上的非凡才能。后来，通过对

        史料和实物进行对比研究，终于对他的生平事迹、艺术创作活动和艺术风格

        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世哲布尊丹巴一生经历复杂，明崇祯八年 （1635年）生于喀尔喀

        部土谢图汗衰布多尔济家，为阿巴岱汗的曾孙。出生后便被指定为多罗那

        他的转世。四岁时，山驾母巴林喇嘛授以沙弥戒，取法名扎纳巴扎尔。清

        顺治六年 （1615年）入藏求法。他先至后藏日喀则拜遏四世班禅，并从

        之受戒；后又到拉萨勤见五世达赖，从之领受 “奥妙之宗义法戒”，五世

        达赖还授予他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尊号，在藏前后两年。返回喀尔

        喀蒙古后，他积极致力于佛教事业的建设，广修寺塔，刻经造像。在他的

  ，n， 主持和努力下，先后建成伯格诺林寺、格格奈布特鸟格伦斯墨寺等多座佛  194 于i‘，‘，刀／护” ,'U'"址纳          Hi It] V44'1'1'‘， Tu ru IJ.，’‘”” J'1"17’0791 ,y-_, Ir寸%Yl-T} U/ 11
        寺，为当时喀尔喀蒙古佛教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年）发生噶尔丹人侵喀尔喀蒙古事件，他以自己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排众

议，规劝啦 嗽 端 踌 清 一

朝为正朔，最后在清廷的支持 ．．．．．．．．瓜妇．．．．．．

下，喀尔喀蒙古厂「同心，一 口．．．口甲吧懒黔影湘．．．．．

举赶走了人侵之敌。康熙皇帝 砚麟翻翻翻竣魏澎崛叼门皿姗．．．暇

对他的忠心十分赞赏，在 “多 ..一嚼 藻翻夔  .一 - 毅砚魏巍

伦会盟”大会上亲自授封他 撇黝瓢廊锄黝黝嘿一一赢蕊黯狐麒蘸瓤蘸黝

“大喇嘛”尊号。）噶尔丹的人 撇黔黝黝耀瓢 ‘一撇萎净恻畜｛腿哪绷撇黝黝姗

侵给喀尔喀蒙占人民生活和佛 嘿黔黔一鞘羚撇瓣飞娜淤键麟叼纷姗珊珊撇

教造成了极大灾难，漠北蒙古 黔｛ ’ ·‘’f

佛教在此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 ＿，ky哪硼撇粼     .,A.呱珊 “‘
态。外患平息之后，漠北蒙古 茹吧蘸狐涵妇呱淤‘竺粼械淤

佛教开始重新恢复，但这时的 巍撬磊骊瘾毖敷巍燕撇澎溯遇

尹绝塑毕异些竺妙户 蘸漏漏巍狐漏班 五龄，尤其是受康熙皇帝的优握， 澎撇撇赢耀赢赢蘸腻瓤毓肠 代
他冬居北京，夏寓热河，只是 霹缨碾哪哪攀姗释i｛鳄缨缨鹭孵瞰 衷
涪片、一产禹／、一蕊、。一二二。、 喝溉漏．鲡VNl}4%6�}觑欲沂忠忿么                   ,..敛煞     �v}   ,..                     ,ny�}, loan  ,}/ 送偶尔返回喀尔喀部，不再像青 －－－－－－一一一－一－一一 漏
壮年时期那样躬身投人到喀尔 ＿ ．、、、。、 ｝J．二二。'J ?DJ /ill IT AJ /J JJ.. i } J-'J·二；/J、 图141文殊菩萨 ｝
喀蒙古佛 教的重建之 中。直到 ：，U, b7 、。、、、 、。‘二、 4节}K q DP =fJC F7 '1   . )U- I- ' I ' o、二” 17世纪 铜镀金 高25厘米 晴

雍正元年 （1723年）圆寂于北 翔

京，他在内地生活了大约30年。（图141)                                             000
    关于一世哲布尊丹巴的艺术活动，史料也有记载。史称，他在儿童时月．压

代，一与同伴玩游戏时，“常修寺耳，唯诵经耳，画大喇嘛及佛像祭佛陀耳，口念 ．
他无所事事也”。叨顿治八年 （1651年），他由藏地返归喀尔喀部时，“携带输蕊腆鲡

西藏之著名喇嘛600名及各种匠工画工而归，归时首致力修建寺院，筑造呱物尹
佛像。’，黝顷治十二年（1655年），他“遣使北京，献佛像’，。康熙二十二年 今
(1683年），他亲手制作多件佛像及器物，“中有其手造之佛像一、银塔

八，并遣使北京，赠圣祖佛像二尊”。⑩多伦会盟 （1691年）后，他随圣驾

移锡北京，得与圣祖往来密切。一天圣祖命他于拇指前节大之红色宝玉上

雕刻佛像，他“善雕之”，圣祖 “叹为天巧”。公以卜这些记载虽然不很全

面，但基本可以看出一世哲布尊丹巴毕生对佛像艺术的不懈追求和表现出

来的高超的雕塑技艺。

    一世哲布尊丹巴少仁热心佛像艺术，亲手创作，开启了漠北蒙古佛像

艺术之端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漠北蒙IfI佛像风格·((Aminent Sculp-  195
ture Zanabazar》一书刊布了一尊他i几1683年亲手制作的一尊无量寿佛像，



        使我们得以见到他的佛像风格的真实面貌。这尊无量寿佛像结枷跌端坐，

    截 双手结禅定印，手心捧宝瓶。佛座为仰莲式。头戴花冠和发髻冠，花冠正
    传 需口、。二 ＊n+：口。古。＊。、、。＊、＿。。、二如橇、让 二二＊白玛    15 面呈半月形，类似明朝造像流行的样式；发髻冠顶部饰宝珠。耳际有扇形

    像 冠结，宝增紧贴耳际呈U字形翻卷。面形端正，额部高广，双目俯视，
  荃 双眉上挑，鼻梁尖挺，唇厚嘴小。上身斜披天衣，下身长裙过膝，下摆衣
    术 /)AI" _LJ   VU’Sfi7F/}JJIf   Igly"FJ'J’。-/J Q"'1 uxiI-vl” /J Y} IM A;IJfi” I T-i' 1Y,
    荃 褶呈放射状铺于座面上，衣质薄透，处理手法完全照搬印度萨尔纳特模

  食 式。佛身装饰繁N，胸前挂有三串链珠，中间珠串缨洛尤多，最长链珠自
    令 脖颈经两乳外侧垂至脐下，形式较为独特。从整体上看，佛像造型大方，

月峨川‘结构匀称，风格独特，工艺精细，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这尊佛像不仅

一嘴粗．是一世哲布尊丹巴佛像艺术创作和风格的真实见证，而且也为我们研究他

呱觑盟卿之后的漠北蒙古佛像艺术的发展与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彩图76)

  翎哪酬 综上可知，一世哲布尊丹巴为漠北蒙古佛像艺术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
    令 ＿．～’亡二 ’ 丈丫二二’一下丫’花”＿．二飞一二二艺丫一”犷二二几一‘二丫二了

        贡献。但是，一世哲布尊丹巴毕竟生活在清朝早期，特别是从上面介绍的

        他的一生简历看，他的艺术创作活动主要在 17世纪下半叶，因此他开创

        的艺术风格虽然对后世起到了模范作用，但并不能反映漠北蒙古佛像艺术

        发展与变化的全貌。进人18世纪后，漠北蒙古佛像艺术伴随着清朝对藏

        传佛教的尊崇，得到了近一个世纪的长足发展，是漠北蒙古佛像艺术发展

        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时期的造像艺术，史料中缺乏像早期那样涉及具体艺

        术家及其创作活动的详细记载，但是现存大量的造像实物足以弥补这一不

        足。现存于各地的漠北蒙古造像大多是这一时期的，其遗存除 《Aminent

        Sculpture Zanabazar》一书中刊布的一些外，我们在国内外出版的藏传佛
        教艺术类画册中也可零星见到一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93年至今，

        我在帮助清理和鉴定首都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和天津文物公司

        的藏传佛像藏品中陆续发现了一些漠北蒙古佛像，总计有百余尊之多，大

        都是18世纪的作品。这一遗存数量足以反映出当时佛像艺术发展的盛况：

        以这些佛像比照一世哲布尊丹巴制作的无量寿佛像，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前

        后期佛像的区别。从艺术风格上看，这一时期造像基本承袭了前期一世哲

        布尊丹巴创造的模式，惟其不同的是在佛像的面部和衣饰上出现了较多蒙

        古民族的审美特征和藏东地区其他艺术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

        愈益增多和明显。在工艺上，这一时期佛像与前期区别更加突出，表现为

        做工普遍较为粗糙，前期佛像躯体光洁圆润，细部处理规范精细，这些艺

        术效果到后期已不复再现，而且也表现出愈往后工艺愈差的趋势。基于这

        两个方面，我们基本可以将前后期佛像区分开来。为便于鉴别，将这一时

  l％ 期佛像的风格特征归纳如下：
            面部 面庞方圆，额部宽广。双目俯视，眉毛高挑，眉间饰圆形白



毫〔高鼻梁，小嘴唇，下唇较厚。＿

大耳垂肩，两耳垂挂圆形耳环（〕 ．．．．．．．．呱蕊．．．．．．

    头冠 佛像头饰螺发．肉髻高 ．．．梦翻．．．峨溯组．．．．．

隆。菩萨装造像头戴花冠和发髻 ．．．麟．．憾翻扁摆瑙．．．．．

冠，花冠由五个花瓣组成，排列紧 ．．．．越腻骊涵阳．．四．．．．

I" ＿w, fin }4 4- I"lil AIC＿} A、一 TV '兀．奎霎 ．．．．．．．．．口．．衅嘴娜竣群继砚冷

冠为扁圆锥状，顶部饰火焰宝珠。．．．．．麟麒硼涵阳麟翻．．．．

耳际一般有 U形宝增翻卷，宝蹭紧 ．．．．．笋嘿触撇戴妇．睦翻     .口

贴耳部，不太舒展。 ．．．．哪趟曝耀撇巍默耳．肖．．

    躯体 宽肩束腰，躯体挺直。．．．肠 I'日暇K． W

全身比例匀称，结构合理。由于采 ．砚赢瓤赢藻赢腻瀚砚画MT M- Mm

用了省略衣纹的表现手法．身体起 ．画跳藕脚抵毋瓜翩暇目．编姗嫉月

伏变化明显。（图 142) 口峨粼腮嫂夔麟猫麒黝醚黝黝掇歉撼

    衣着 身着袒右肩裂笑，衣纹 撇撇黯黔黔嘿黔黔薰然黔鹦黔瘾瘾翻
＊入T二'.j-, k,brhdL--I' }r-- _il"     y---,& a，一— — 一 五完全采用萨尔纳特式手法。菩萨装 R
,,I- /.x   I。二、A..7.。 二、c'a  .,, a -.1-＊二 图142 金刚手菩萨 18世纪 ，造像上身披被帛，被帛自肩部绕两 国‘～ ．m vaJ 7、  A h/ 匕为 衷

MJ} r?n _k,一    fti h- 4#t、二。‘。二、、二 铜镀金高21厘米 意臂而卜 搭在佛座两侧，下身着长 一 ’ W3,la。l14．，』。I- V。二Y'717 i, ·二二 1-、 期

裙。衣边大多较宽，上面习惯黎刻些小碎花。衣质薄透，衣褶细密。 ｝

    装饰 佛装造像无装饰。菩萨装造像一般胸前饰珠串和缨路。链珠一 点
    ZQ YIW          V(}}.V= I}/U}‘，”。百NJ双.l" 1}   IIX)JljtjQYINyT'fi"I'Nr}yJ7。砒林一 靖

般是三条，最上一串是项圈，卜缀五花；中间一串缀缨路，构图繁复；最 翔

外一串从两乳外绕过垂于脐下 另外，两手臂、手腕和脚腕上也都有花形 、

训饰。 月．压

    佛座 一般为一平月形莲座或仰莲式莲座 半月形莲座较高，上下宽度月尸一概

几乎一致，束腰不深，造型十分独特。莲座正面饰双层莲瓣，莲瓣靠近座赢 酬姗

的仁部；莲瓣较大，呈扁平状，似紧贴座壁，有的交错分布，有的对称排碱翻尹
列；莲座仁下边沿皆饰有连珠。仰莲式台座一般较低矮，莲瓣较大，排列 令
错落有致，但看上去没有中原造像的仰莲座自然、写实。

    工艺 多用铜铸，大多为红铜。胎体较厚，手感较沉。外表都镀有

金，但金质不太好，色泽偏于淡黄，显得较为苍白，与清朝其他地区造像

镀金颜色类似。

    封藏 漠北蒙占造像封藏比较特别，它采取的既不像包底法，也不是

剁口法、它的封盖嵌人较深，离莲花座底边约有半厘米至1厘米的距离。

由于底盖边沿密封甚严，所以我们根本石不清是用什么方法将封盖固定

的。封盖上也阴刻有十字金刚柞，但十字柞的大小和处理手法与一般也不 ，n，
NJ。-4，1一，17!7+7 f7’“w IJ7”’‘’、’J’“‘J- ‘”n ti.件 J  I}   J     7"17,～”’ 197
同。它的图形较小，位于底盖中央，十‘挤十午中央的圆圈中或刻阴阳鱼，或



        者干脆空着。特别是十字柞占据的圆圈内还做了镀金处理，这是其最独特

    截 的地方。（彩图77, 78，图143)
    传 曰匕 法iFt S1-.YG AA b     7r3}    1"It ＿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漠

  套 ．．．．．．．．． 些赘点佛cr Ly ,1  o u., a - r.,直tL
    r ．．．．．．．．．．．．．．．． 术形式，所仿为早期东印度帕

  fIt ．．．日瀚．．．． 挤登煲经数，资嚎些髻直些堡
    只 ．．．．．．．．峨对．．．．．． 上多处体现出帕拉造像的艺术

    全 ．．．．．呱巍严帆哪孤赢．．．． 特征，如上下等宽、束腰不深
月公荡卜 ．．．．峨过喘瞅癫温嚼呱月．．．． 的高莲座，挺拔高昂的造型姿

．域烟． ．．．．．翔 娜镰卿曰妇．．． 势，光洁圆润的躯体，简洁而
聪澎断娜 妇翻．碱烟．． 规范的萨尔纳特式衣纹，呈U

  ；  .o ．．．．．目卿．眺犯崛翔．．．． 字形翻卷的耳际增带等。当
  令 ．．瓜 麟孤      rFWYrRa"'

                                                                                                                              / ,1 国J+ I_, 曰J ． rv } _曰 . N  -IT o

                                              然，在模仿帕拉造像的基础

        } .缨耀瞥缨粗笠理黑        ,蕊 ,- ． ＿ L，漠北蒙古佛像同时也吸收

          ．．目麟燃麒癫蒸郸薰燕麒溯薰瓤川 了同一时代北京和内蒙古等地

          翻圈日鄂甲哪渺珊瞥翔黝矍狮铡黝砚 佛像艺术特征，以及蒙古民族

        巍妇哪黔棚耀瓢巍蘸瓤熬撅崛潇翻蘸 传统的审美因素和工艺技术，

          剔．曦赫罐黝黝粼蒸翼羁嘿撰滞锄涵．哪 如造像胸前的缨路形式，双肩

        粗呱黝嘿：黔然薰燕哪稗娜翠哪群撇 披塔的被帛的形式，以及双目

          ，” －－一— 一一 平直、脸盘圆大、嘴窝内陷的

                                            蒙古人形象特征等。漠北蒙古
            图143阿弥陀佛 17-1h世纪 佛像风格是由一世哲布尊丹巴

                        铜镀金 高25厘米 I.1 -}＿二。 ．，，二一 。＿、 ，
                      ，人一 ’"!一””！‘ 创立的，一世哲布尊丹巴曾在

        清初远赴西藏学法，而当时的西藏正盛行仿古之风，由此看来一世哲布尊

        丹巴开创的蒙古佛像风格也是受到了当时西藏盛行的仿古风气的影响。
                注释

              川 扎雅茗，谢继胜译：(V4藏宗教艺术》第133贞，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ti世达赖喇嘛A塔11录》

              (3) (8)转引不家鹏：《中11一殿‘j清宫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

              (4) i=家鹏若 《藏传佛教余铜佛像图典》第511-512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5)黄春和著 (1'I塔寺》第70-73 }i，华义出版社，2002年

              (6)妙fi法帅著·《蒙藏佛教史》第6拙第3章，江苏占籍出版社，1993年

              (7)妙舟法帅著 《蒙藏佛教史》第5瑞第2章，;r苏占籍出版社，1993年

              (9)《清史稿》卷4

              （10) (7h世宗实录》卷40

  1夕8             (11) V文华著·《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
              (12)装金有 ‘·周身使漆”及 “单见肉”之别 前者足通身装金，后者是只在露肉的部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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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一）东印度佛像艺木①

．域郭租 东印度指占印度东部，约为今孟加拉国所在地。公元8-12世纪末帕

嗯魏腻螂拉和舍那两王朝相继统治这个地区，因此该地的造像艺术风格又称帕拉风
  ’哪鳄即格或帕拉一舍那风格。
  令 ’曰一’曰‘－．一’‘1一”””

            据文献记载，帕拉王朝原为一个小邦国。公元660年前，一位名叫瞿

        帕拉 （Copala）的国土统一藩伽罗国，接着又西取摩揭陀等地，终于建立
        起一个属于印度人统治的帕拉王朝，工朝的名称便是以其统治者瞿帕拉的

        名字命名的。这个王朝统治东印度近500年，共有18位君主，历代君主

        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对密教更是崇奉有加〔〕在18位君主中，最具热忱

        于密教者有七＿巨，史称 “帕拉七代”。一七王之中又以第四代达磨帕拉影响

        尤为突出。〕他在位期间，大修佛寺，力护密教。在其扶植下，当时东印度

        境内形成了超岩寺、那烂陀寺、飞行寺和欧丹多富梨寺四大密教道场。其

        中超岩寺 （又称超戒寺）由他亲自主持修建，为当时印度最大的佛寺和最

        高的密宗学府 帕拉王朝到第18代君主夜叉帕拉时，大臣婆罗门舍那篡

        位，导致王朝灭亡，继而是舍那王朝的建立。舍那王朝建立于1139年，

        至1202年亡于伊斯兰民族人侵。它共有四代君主，国柞较短。这个王朝

        的君主基本承袭帕拉王朝的传统，继续崇扬密教，使印度密教及其传统文

        化得以继续发展。由于帕拉和舍那两王朝对密教的崇奉和扶持，东印度在

        公元8-12世纪时期成为闻名遐迩的印度密教传播中心。东印度造像艺术

        的发展及其风格的形成就与土述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从严格的意义＿L讲，东印度造像艺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艺术形式。从

        地理位置看，东印度处于南北印度交汇之处，艺术风格自然要受到南北东

        西各地的影响，从密教中心的地位看，当时印度各地的佛教徒都纷纷奔赴

        于此，取经学道，并同时将各地的文化艺术带到这里。根据这两方面的情

        况推侧，东印度造像艺术应当是多元文化和艺术融合的形式。遗憾的是公

  200元12世纪末的那场遭遇使东印度造像毁灭殆尽，加之文献失载，要探明
        其艺术发展的脉络和艺术风格的来源与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界各国



一分！。
主，具体表现为：造像面部五官清晰，眼大 附

有神，眼窝深陷，鼻梁挺直，侧看呈钩状，

嘴唇肾闭一 副印度人樟样：身体修长．宽 图144释迹牟尼佛 录二，＿。， ＿、。。；1‘ ＿，、、、二 ，。。 -卜，       ?-8世纪青铜 高62 4厘米肩细腰；衣薄贴体，衣纹简洁。但是艺术水 ‘t’- -- 11  1114   11 ‘’一 Aô

平较岌多时明显有所下降：造像躯体略显呆板、僵直，表现衣纹的线条也月口压

流于形式，造像在整体上也不如早期岌多式造像典雅、优美。此期造像的口f Y'.蒸溉

题材仍以佛、菩萨为主，密教造像如度母、十一面观音、准提观音等也开hi'Yl

始流行，但并未像东印度中期时成为主流，自然地造像密教化的特征并不呱赫护
十分突出。值得注意的是，铜造像开始在这一时期大量流行，这应当归功 令
于经济发达的南印度铸造技术的影响。所用铜质有黄铜、红铜和青铜，尤

以青铜居多。

    我们看图145的不空成就佛佛像，它是那烂陀寺出土的一尊8-9世

纪的铜造像。此像头饰螺发，头顶肉髻凸出；长方脸，双口睁视；眉毛高

挑，眉间饰自毫；鼻梁挺直，鼻翼外张；双唇紧闭，下唇较厚；大耳垂

肩，项有轮线；宽肩细腰，身体起伏变化较为明显。从整体看依然保持了

早期岌多造像的遗风。但是同早期岌多造像相比，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

如五官略显呆板，身体略显僵直，细部雕刻也不如早期岌多造像精细、圆201
熟，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金属材料的限制有关。在这尊佛像上有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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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轨诸方面皆臻于完备。基于这两方面因

          图145              f,空成就佛 素，此期造像艺术突飞猛进，达到了鼎盛
          8-9世纪青铜 的局面。其艺术特征表现为：传统的艺术

        风格和手法得到了一定的回升，造像面相庄严、体态优美、躯体健壮，颇

        有早期岌多造像的典雅之风；由于金刚乘的异军突起，造像在形式上完全

        密教化，造型复杂，体态婀娜，装饰繁褥。这两种艺术倾向融人到一尊尊

        具体的造像身f--，从而形成了此期造像独特的艺术风貌。

            如彩图80的文殊菩萨铜像，铸造时间为11-12世纪，无论从艺术风

        格还是宗教特征上看皆为此期造像最典型的代表。

            此尊头顶圆柱状发髻冠，边沿饰三花冠，是此期造像最流行的冠式

        其中三花冠又称三叶冠，据考证来源于键陀罗地区，最早见于阿富汗巴米

        扬地区造像上）头冠仁的宝增自耳际垂至肩部，然后又向II翻卷，显得自

        然飘逸。耳际1司时横出一个扇形冠结。除三叶一冠外，这些装饰样式都可从

        当时印度教造像中见到。它的面部颇有特色，L宽下窄，上方下尖，眉眼

        细长，双目睁视，人中较短，嘴和鼻相对较为集中。这种脸型同其五官传

  202递出一种既稚嫩而又不失秀气的神情，因此又有人称之为“娃娃脸”型
        身体呈三折枝式站立，头和臀部略向左倾，胸部隆起，躯体壮硕，姿态优



美，极富动感〔右手高举执宝剑，左手’与胸执经卷。卜身袒露，下身着不

过膝短裙，衣质薄透。全身装饰繁鲸，依次是：脖子！几挂项链，左肩斜披

圣带至右腰；腰间系带，腰带下缀 U形连珠饰物；身体两侧各有一条被

帛自肩部两侧蛇形飘下，富有动感；另外手臂、腕、足等处皆有VII饰。这

些衣饰的形制都具有一定的时代和1也区特色，也是研究和鉴别此期造像风

格的重要参考对象。

    最后看它的台座和背光。虽然它是造像的附属形式，但也是东印度造

像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地方。台座为莲花座和须弥座相结合的形式。莲花座

在上，为圆形束腰形式，上下皆施莲花瓣，莲瓣饱满有力，莲座上下边沿

有连珠装饰。莲花座下面是须弥台座，其形制与印度菩提伽耶大塔 （在今

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10公里处）极为相似，为多角向卜收缩的阶梯形

式，最下面还有六足，造型颇为繁复）须弥座较高，约为莲座的二至四

倍，婀娜多姿的佛像立于其仁，愈显优美 背光插在须弥座后部，与台座

一牛OHO. f-}NL.,r -..-00o
从样式上看，它颇似东印度一Ltl_期那烂陀寺出

土的那尊释迎佛像·‘抛是站穆势，石手 IN 146不空成就佛＿．
结施无畏印，左手执架装角，身着披风般的l u * yF问高43厘来 203
通肩大衣。所不同的是此尊的头顶戴＿f_了 二花冠，脖子 L挂上r漂亮的项



        链。这些独特之处正是此期造像世俗化的重要体现。从艺术水平上看，此

    截 尊造像较东印度早期的那尊明显要好，佛像面部方圆饱满，眉眼细长，眼
    传 ＊。，＊ ,r了、、八 丫。、二，，． d、＊。。口。I/,- A-- I& A,,, A- *E, 、 ，，、，、，
    TSik 窝深陷，双唇微合，下唇突出，颇有早期岌多造像的余韵，给人以沉静、    佛 内体阳，NA l曰！从「，，”’曰犬山，JAY,' '日十m b7-夕坦’不日”小日‘ “目八VAU‘日T ,
    像 典雅、亲切之感。佛像衣着采用萨尔纳特式手法，使得硕壮、富于肉感的
    艺 。。、＊ 人。，．：．、 二廿。mrb }}.、l..}.4A(i11'W、f-1-＊ ，，．、＊二、二二 ，，，
    Z 躯体完全显露出来，尤其是略向左倾的臀部更体现出青春的活力，重现了    术 In Yi'/L土,IV 1T-ff III小’Jlr3-C/LN71"Ji1.I K11v F=3 A I+大VY')li U-I F3甘LI71F7/J’tp. +7G“
    鉴 印度崇尚肉感的传统艺术风貌。佛像的台座亦为须弥座承托莲花座的形

  食 式，座后应插有背光，可能因年久而丢失。在高高的台座衬托下，佛像体

000      V A X            }J In,   4 "U.,. C A' yrw.OOr Av,w.,N9}r rrL,b'.         }Ad和万
                              上是密教愈发达，造像密教化，亦即女性化、

            图147不空成就佛 复杂化和世俗化程度愈浓愈重。第二，东印度

            11-12世纪 黄铜 造像艺术反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它的艺

              高60厘米 术风格主流是岌多形式，这是印度崇尚肉感，

        表现人体活力的艺术形式，它的装饰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取自印度文化的土

        壤。第三，东印度造像艺术还体现出与当时政治的紧密联系。帕拉王朝国

  204力强盛，造像躯体健壮，体态优美，妙相庄严；舍那王朝国运不济，反映
        在造像艺术上则是一种清赢、’纤丽的风貌，国强国弱直接影响造像艺术的



水平，这正是东印造像艺术与时代互为俯仰的真实见证。

              （二）尼泊尔佛像艺木②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东连不丹、锡金，西南连接印度，

北与我国西藏接壤。虽然国土面积不大，而且多为山地，可是在人类文明

史L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和影响，佛教造像艺术便是其古代文明中最为璀

璨夺目的一页。

    尼泊尔造像艺术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它在吸收古代印度造像艺术风

格和手法的基础＿r_，不断融人本民族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和雕刻技

艺，从而形成一种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造像艺术形式，公元 10-

12世纪期间是其艺术发展鼎盛和艺术风格成熟的重要时期。

    尼泊尔造像艺术从公元7世纪开始影响我国西藏，公元12世纪后随

着东印度王朝及其佛教和佛教艺术的终结，更成为影响我国西藏造像艺术

的主流。历史卜尼泊尔造像不断大量地传人西藏，同时又有不少尼泊尔艺

术大师翻山越岭人藏帮助造像，元朝时人仕我国的尼泊尔艺术大师阿尼哥

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尼泊尔造像艺术对我国西藏佛教艺术影响的时间之 六
长、程度之深、地域之广，是印巴次大陆其他艺术流派无法相比的。所以 附

可以这样断言：不研究尼泊尔造像艺术，就根本无法搞清楚西藏造像艺术

的来龙去脉。总之，研究尼泊尔造像艺术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印度造像艺 录

术，探明西藏造像艺术的源流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令
    尼泊尔造像艺术产生于尼泊尔特定的地域和这一地域独特的政治、经 月．卜

济、文化背景之下，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堪称印巴次大陆的一枝独月r -;如

秀。因此，研究这一地区的造像艺术，对其艺术的独特之处首先应是我们翩翻渊孺

特别注意的·其艺术特色从总体［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硕澎护
    (1）民族特色。历史证明，尼泊尔造像艺术是以加德满都谷地为中 令

心，以纽瓦尔人为主要造像者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特定的造像地域和造像

者是其艺术形式朝着地域化、民族化发展的根本因素。加德满都谷地位于

尼泊尔南部，是这个高山王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片重要绿洲。这里土地

肥沃，物产丰饶，自占以来为尼泊尔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中心。谷地

周围群山环绕，阻碍着尼泊尔同周围国家的交往和联系，但正是这种封闭

式的地理环境，客观上也导致了造像艺术独立发展的趋势。加德满都谷地

自占有众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其中纽瓦尔人是谷地最早的民族，而且世

代定居于此。纽瓦尔人聪明勤劳，擅长建筑、雕刻、铸造等技艺，是公认 ，。二，l, kr. l C7“Y'IJO  suvu/.JNiN,wc-rJ-WJ-J’J旦“、污习，L‘I"JR--7‘v v 1,--- -T J-} c"’K “夕、 205

的尼泊尔文化艺术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历史功绩还写进了尼泊尔今天的



                                            教科书中。公元 13世纪初人仕我

  截 IML 国元朝的艺术家阿尼哥便是出自纽
  传 么赢分 瓦尔族，他来自谷地具有“良工之
    佛 ．瑙籍渺． “u．J’”八’．’“／一H曰一“丁了里 介二’）
  像 勺雌叮 萃”的古老都市— 帕坦。纽瓦尔
  L 砚屁‘ 人在制作佛像时，大胆加人本民族
    术 月门愉网沪角．医 ／、’一’NJ I I  VY I“一’、“．’一 “一丫厂、＿一了‘一兮
  荃 日畔骊浏：羚． 审美观念和雕刻技艺，他们制作的
  食 ．叫盯．．． 佛像，面露喜色，头大肩宽，胸阔
  令 ．．理．口．． 腰圆，工艺精湛，从形象到装饰皆

月甲用‘ ．．．．．．．叮 具有典型的纽瓦尔人的审美特征

．叮瑞鑫翻． 月．．．翩．．以 （图148)

嚼械解巅 月洲．忌场困藕．圈几 (2)宗教特色。表现为以密教

1174W - 翻．．．目困 n格汐朴＿矜堡世象冬全让若饰弩
                ．．．侧嘎露翔．．． 缚，女性特征明显。尼泊尔是一个

                、翻曰．心口．．．． 崇尚宗教的国家，寺庙比民宅多，

                鑫．．．．．．．．嗯 僧人比俗人多，宗教派系林立，而

              月．．．．．．．．．曰 以佛教历史最为悠久，公元前6世

                ．．．．．．．．．．． 纪时佛祖释迎牟尼就诞生在尼泊尔

              一 Ri呱 mttril。但是10A碰  In J}
            图148弥勒佛 11-12世纪 的正式传播是在公元前3世纪时，
              红铜 高22.2厘米 为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世阿育王推行

        的结果。史载，阿育王曾携女儿访问过蓝毗尼和加德满都谷地，当时这位

        印度统治者为传播和保护佛教所立的石柱，今天在尼境内已有发掘出土（

        从那以后，尼泊尔佛教在历代王朝的扶持下持续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尼

        泊尔佛教的发展在公元12世纪前同印度的情形大体一致，那就是先期为

        显教，后期为密教，公元8世纪时是二者的分界线，公元12世纪后主要

        就是密教。从历史的整体而言，密教在尼泊尔的影响比显教明显要长，它

        从公元8世纪开始便占据尼泊尔佛教主流，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今。正是

        密教在尼泊尔佛教中的这一优势，导致了尼泊尔造像艺术的全面密教化

          （图 149)

            (3)用材独特。表现为以金铜造像为主。金铜造像就是铜镀金造像，

        它是先用铜铸或锤碟成像，然后镀上黄金，看上去金光闪闪，亮丽悦目。

        铜造像所用铜质一般皆为上等的红铜，质软细腻。尼泊尔人对铜有一种特

        殊的喜爱，视为神圣之物，境内山多地少，铜矿储量丰富，极大地满足了

        他们的喜好。尼泊尔人很早就掌握了炼铜技术，用铜制作各种器具，我国
  206      1-’‘“.4 F]”‘。’“1VA14’‘、IH’'lYUT LZ I  Ili, Y17 J/l'’一” N Y17 I N,“ N，’““，“’‘“～

        《旧唐书》里就有 “尼婆罗国，其器皆铜”的记载；唐朝玄类大师在其西



行游记中对尼泊尔的制铜业也有提及。

户r7L：
根据尼泊尔社会历史的发展特点，并结

合造像实物，下面对这一时期造像艺术 图149莲花手菩萨 录

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讨论。 12世纪铜镀金高20厘米 令    第一期 约从公元1-6世纪末。我们以公元1世纪为尼泊尔造像艺月日卜

术的开端，主要基于如下两条理由：一是尼泊尔发现的一尊最早的佛像，月峨岁 ̀  1"．

造像底座上的铭文说明它铸造于公元591年，是在加德满都谷地完成的撇巍剔孺

（彩图81)·从造像体现的成熟的风格和雕刻技法看，这尊造像决非一日呱嫩铲
之功，它暗示着尼泊尔造像艺术已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二是尼泊 令
尔在李查比王朝建立后的公元 1-6世纪期间，一直依附于印度王朝，而

且在国土上又与印度毗连，从政治和地缘的关系上看，它与印度文化艺术

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两方面来看，尼泊尔造像艺术与印度同步发展

是合情合理的。

    尼泊尔造像艺术虽然确定为公元1 I ft纪发端，可是到公元6世纪末这

个期间，发现的造像极其有限，而且大多只能确定在6世纪左右。从所见

的一些造像实物看，造像的艺术风格和手法基本以模仿印度为主，造型简

单，装饰朴素；造像题材主要是显教崇奉的佛、菩萨像等 207
    加德满都谷地出土的公元591年纪年的释迎牟尼佛铜像是此期造像典



        型实例。此像站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头饰螺发，身着披风般通肩裂装，左

    藏 手执架装角，右手结施无畏印L佛像从身体姿势到衣着形式，一如印度比

  些 哈尔地区出土的同期佛像样式 但仔细观察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它同印度
    像 的区别，佛像五官的安排、手指的运转不如印度同期的优雅，面颊瘦削，

  荃 肩膀较窄，也缺乏印度同期造像的恢宏气势，艺术水平在总体上明显比印    术 ’ra iur -rx' r’u..wll}- -rIx’一“iIviALL I}j"tIi r̂ 1A 、刀’,,,I,,j .”’一‘u, rr i-'7J -. r-u-I-
    鉴 度同期造像逊色。

  食 第二期 约从公元7世纪初至公元8世纪初。李查比王朝发展到公元
    令 7世纪时国势增盛，各种思想文化竞相发展。我国唐僧玄奖大师在635年

月〔期么访问尼泊尔时，正值其盛期，玄M大师在游记里对其盛况做过详细记述。

， A)口当时为阿姆苏·瓦尔马国王在位，今天尼泊尔考古发掘的碑文中有许多赞

.t}毅暇  _颂他的文字。从其外部环境石，此时的印度戒日王朝昏昏欲坠，国家不

  ,*W 保，无力外顾，尼泊尔得以脱离印度的长久控制，转而与新兴的我国藏族
  令 犷”’一尸‘一“’＿”’‘．丫！分了＿”‘’三”一了’””户”一万丫丫戈，1’‘、’．’！”’J．宁‘’丫丫了一’花犷

        人建立的吐蕃王朝结好。公元640年，尼泊尔尺尊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

        干布，不久藏王又派兵帮助尼泊尔击退外敌。〕从这些历史事件来看，尼泊尔

        与日t蕃的关系要比它与印度和谐亲密得多〔在吐蕃工朝的庇护下，尼泊尔

        社会各方面得到了匕速的发展〕在宗教仁，此期也有极大的变化，印度金刚

        乘佛教传人，并在印度教的认同下，很快占据主流。基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

        因素，此期造像艺术发展表现为：造像从形式到内容基本密教化，艺术风格

        表现出强烈的尼泊尔民族艺术特色，与印度同期造像形成鲜明差异。

            这一时期代表性实物为度母站像 （彩图82),〕度母是密教重要的崇奉

        对象，为、ii时尼泊尔流行的主要崇本题材。按密教说法，度母是观音菩萨

        的化身，旱期只流行一种站立姿势的形象，后来演变成21种，名称、形

        象各异。这尊度母像头戴花冠，项挂短链，＿｝二身袒露，下身围裙，腹系腰

        带，被帛斜披于臀部，手ray足皆有训饰，在总体风格上基本可以看出与印

        度同期度母像的承袭关系 但是“j印度同期度母像比较，其独特之处十分

        明显，多处闪烁着尼泊尔民族艺术的光辉。首先是它的面部〔。面呈倒三角

        形，＿卜方下尖，五‘1丫小巧集中，双唇微启，面带微笑，给人秀美亲切之
        感，颇似尼泊尔女性的面部特征，而印度同期度母脸形丰圆，双目睁视，

        二者区别十·分明显〔其次是它的躯体和姿势）躯体浑圆丰厚，球状的双乳

        高过腋部，胸部pi粗，臀部肥阔，大腿壮实，造塑十分夸张；身体呈三折

        枝式，大臀向一边扭曲，身体谊心落于一腿，姿态十分优美；两手结印与

        印度度母相同，但手势比印度优美、生动；尼泊尔造像十分注意在细小的

        环节上下功夫，佛像优美的手势就是一个重要表现。再者是它的衣饰。度

  ，。。 母衣裙宽松，下摆较大，不像印度同期度母身卜几的裙子，紧裹臀部及双
  208  -r-̀ ’ 714 ",ti” )t, 1} ,. ,‘”I'll -I- Ix 1"i :7J 1x "'r ‘一H7M “’,r, *c q P V }x ' &

        腿；腰间的被帛斜披，带稍下垂再向外翻卷，飘逸自然，而同期印度的处



万Ỳ.}y；
要是显教，但不论何种教派，都势必会

给佛教及佛教艺术发展造成不利的影 图巧。度母7-8世纪 录

响。受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这一 铜镀金高32.1厘米 令时期造像艺术明显开始走向低谷，艺术风格和手法主要因袭过去或外来，月．压

没有太多的创新，艺术水平也大大下降了。 口吠华姗

    这一时期代表性实物为金刚手菩萨像 （图151)。金刚手是密教金刚翩倒熬孺

乘所奉八大菩萨之一，手持金刚柞是其形象的重要标志·这尊造像所持的呱瀚护
金刚柞颇值得注意，两头尖，形制古朴，保持厂金刚柞原为因陀罗所执兵 令
器的特点，与后来两头成环形的造型明显不同

    从艺术风格和手法上看，这尊造像吸收了前期尼泊尔和同期外来两方

面艺术因素，也就是说它在继承r公元7世纪尼泊尔艺术风格的基础上，

同时吸收了同期外来造像艺术的风格和手法。尼泊尔传统艺术在造像上的

体现仍然十分突出，表现为宽额尖鳄，头微下额，五官小巧，身姿扭曲，

手势运转优美，但是它的躯体明显偏瘦，造型很显呆板，前期造像那种古

朴浑厚、优美自然的气韵已经荡然无存。外来影响主要体现在装饰仁。头

冠为三花瓣构成的三花冠，头部有尖圆形头光，火焰呈锯齿状，风格写209
实，形式古朴，明显是从帕拉造像艺术中吸收过来的。左肩斜披的圣带也



` :E000                 }       looo'1I一井
          图151金刚于拍笋 。世纪 显标志着尼泊尔国力的强盛和民族意识
              ft铜 高约24 1米 的觉醒〔）其二是公元10世纪时，东印度

        1朝开始山盛转哀，特别是公儿12以t纪初东印度舍那王朝建立后，内外

        交困，国运趋卜哀落，这种外部形势又给尼泊尔带来r自兴白强的历史契

        机）这两方向囚素足份致尼泊尔造像艺术臻于鼎盛的重要前提。

            这 H,}期造像艺术守足于尼lfl尔民族自身的文化土壤上，艺术风格清

        新、朴实，富于生ftifG息和ft-俗情趣〔其艺术特征表现为：造像头大肩

        宽，造M浑圆；躯体比例匀称，结构合理；姿态优美，装饰繁鳃，从躯体

        造IN到装饰无不体现出一种反映现实、贴近生活的艺术倾向，给人以既庄

        严神圣而又不失人I'll]烟火的艺术气韵。这一时期的尼泊尔与我国宋朝同

        时，两国rN,然有高山阻隔，义化中心相距万里，政治、文化背景又各不相

        同，但是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手法却不谋而合，都T_于写实。以我国宋代佛

        教艺术发展的历史文化氛囚和艺术风格来比较研究此期尼泊尔造像艺术，

        或许有一此借鉴和启发作J刊。）

            佛像是此期风格最典M的造像题材，一般以坐姿形式多见，一改早期

  210常见的站立姿势 从结构L.看，佛像头部最为突出，头大内领，平面看呈
        倒梯字A -1i，顶平如盘，肉髻平缓，面庞丰满，下巴圆润，大耳垂肩，fH眼



细长，五官小巧生动，表情含蓄沉静。头部以下肩宽腰圆，造型浑厚。佛

像衣着为袒右肩裂装，表现手法为萨尔纳特式，仅在领C-1 ,袖口和贺装下

摆处施以衣纹。衣质薄如蝉翼，躯体起伏明显。佛像手势生动优美，大拇

指习惯作环形，与余四指分得较开，尤以触地印最为明显。佛座为多角向

上收缩的须弥座和四方形台座。背光呈马蹄状，头光与身光相连接，为当

时最流行的样式。（彩图83)

    这一时期最流行的造像题材为观音菩萨、度母和弥勒菩萨。观音手持

莲花，度母头冠上有化佛，弥勒手持净瓶，各有形象标志。它们虽然题材

不同，但艺术造型大体一致。皆呈三折枝式站众，身体重心落于一边。肩

宽腰圆，躯体硕壮，大腿粗壮有力。面部

井rr. f:.Y.,Ri
    尼泊尔造像艺术的鼎盛期一直延续到 图152笼花手菩萨

公元13世纪。13世纪初，由于当时政治 11-12世纪 铜镀金
和宗教上的原因，大批尼泊尔艺人来到中 高53 rf米
国，尼泊尔造像艺术随之传人中土，影响及于西藏、青海、甘肃、‘j了夏、

内蒙占和内地北京、浙江、福建等许多地区，并留下犷大量的造像艺术杰

作。今天我们从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内蒙占黑水城出土的佛画、北京居211
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石窟以及元朝补雕的 《破砂藏》等艺术遗存r｝，都可



        以一睹尼泊尔造像艺术鼎盛时期的艺术风貌。

    藏

  鳍 （三）斯瓦特佛像艺木    体 、一 2’”～ ” 价 ～－一 ’－
    像

  垫 前面我们讨论了公元：世纪后东印度帕拉王朝和尼泊尔李查比王朝的  术 门·W1-41i 11 J } J YLJ  J  GA i u－一 ‘尸一’价’一几一‘万’了一‘二‘『”万一二二万止一
  赛 造像艺术，下面再来看看印度西北地区的造像艺术情况。此期印度的西北
  食 地区虽然陷于分疆割据的局面，但是佛教和佛教艺术由于有深厚的基础，
    令 仍有一定的影响，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艺术流派：一个是斯瓦特艺术，一个

月翻压是克什米尔艺术。这两个艺术流派同承古老的键陀罗遗风，艺术手法注重
叮谕租写实，艺术风格古朴、凝重，与东印度和尼泊尔造像风格形成鲜明的对
_0 比。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两地造像在继承传
  恻畔’统、吸收外来和制作工艺上也略有一些差异。
    今 ，一’二兰J厂：飞＿了止几二下二二＿几、二凡一几＿ 二，，＿＊。 ，、 ，八、、，
    一    o- 斯瓦特在今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地区，位于印度河上游。20世纪

        五六十年代，意大利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出一些佛教造像，这些造像

        风格一致，明显承袭厂键陀罗造像的遗风，但是在艺术风格、手法和制作

        工艺上又与键陀罗造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西方学者便以发掘地命名

        为 “斯瓦特造像”。

            斯瓦特成为造像中心并非偶然，归纳起来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斯

        瓦特靠近古代键陀罗 （今白沙瓦），键陀罗艺术曾在此有长达几个世纪的

        影响，深深地根植于这块土壤中，从而成为斯瓦特造像艺术发展的源泉。

        第二，斯瓦特位于印度河上游的河谷地带，土地肥沃，雨水充沛，这种优

        越的地理环境带动了该地区经济的繁荣，为造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物质保障。第三，宗教上的原因。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斯瓦特河谷出现了

        一个独立的王国，名叫乌袭那，其国奉佛，我国西行求法的高僧中不少人

        曾游历此国，对其佛教发展状况作过详细记录。东晋高僧法显 《佛国记》

        记载该国有500座僧伽蓝，皆为小乘学；唐朝玄奖大师《大唐西域记》声己
        载当时僧伽蓝达1400所，大多荒芜，僧尼1.8万人；唐朝慧超大师 《往

        五天竺巡礼记》记载 “僧稍多于俗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西藏和

        印度的材料记载，此地是印度晚期密教— 金刚乘的发祥地，在印度晚期

        密教中声名显赫的因陀罗部底大师就是此国的国王，他被认为是印度密教

        金刚乘的创始人，公元8世纪初来我国西藏弘法的莲花生大师就是他的儿

        子。由此可见，斯瓦特造像中心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有着深厚的宗教、艺

        术和经济基础的。（图153)

            关于乌装那的地理位置，20世纪初西方和印度学者大多主张在今孟  212 扮 ‘一刁“、“尸曰‘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布一’＿下 ：＿二
  一 加拉一带，中国学者亦因袭此说。但是自从意大利学者图齐和德国学者霍



夫曼于20世纪初叶发现有关

西藏噶举派僧人乌金巴宝占杯二祝 ＿‘｛讯厂姗：赫瓤蘸
祥、多罗那他之师印度佛陀岌 娜厂一＿’月口比；左丫护冷獭黝箕黝薰
多 （约 16世纪下半叶在世） 粼介 口．．． 几厂‘’厂‘：碘蛋姗黝撇

和拉达克僧人鸟金巴语自在海 、万「 ．国．．叮一户、招燕漱黝姗黝

三人亲赴鸟袭那朝圣的游记， 九，了，，」’」．．．日瞿娜（1撇撇黝撇姗

并发表研究文章— 《斯瓦特 协汤汹妇目些．．．．目鉴．侧黝姗黝

河谷的一个西藏朝圣者》③后， 浦澎嶙翔峨1淤困瓜川．．．．．姗姗黝
这个问题便得到了澄清：乌长 1撇豁髓．．．赢．．．呱姗撇目．磷姗黝

那就在斯瓦特河谷地区。 撇珊黝翩．瓤黝 ．．哪撇 w ． :

    斯瓦特作为造像艺术的中 鳅粼魏．．日．．．．日．．呱撇薰黝

心只是出现于历史的一个时 ；料嘿｝碱祖．．．．．．．．口瑙黝黝姗

段，物换星移，这个艺术「扒b 闷．．．．．．砚自．酬华粼样‘
早已销声匿迹了〔那么，它起 1． 日尸

始于何时，又终于何时呢？这 月口．．．日．．．．．巨

士I:u7题恒袅甚那丝里牢号分否 ．．门．．．．川黝 六
开的。根据古代印度社会的发 气口．．．．．口．口口口．尸 r二

展状况，岌多王朝瓦解后，印 附

度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岌多王朝 图153半枷坐思维菩萨
那样大一统的局面。特别是公 8世纪青铜高10.7厘米 录
元7世纪时阿拉伯人人侵印 令
度，使印度陷人纷争割据的局面。962年阿拉伯人统治的加兹尼王国在喀月成压
布尔西面建立，其首领马茂德开始对印度进行大规模征伐，先后占据了白组愁 吸̀
沙瓦、旁遮普等地，到公元12世纪末基本吞并f大部分印度领土。由此输魏匙麟
历史来看，乌共那大致兴起于公元6世纪，而终于公元10世纪左右，造呱藻淤
像艺术的发展也应与其相始终。公元8世纪初，莲花生大师自印度至尼泊 令
尔，旋即到西藏，这件事颇值得我们注意 莲花生大师为何要离开故国，

到遥远的印度东方呢？这个问题末见有人论及。）笔者认为莲花生不会仅仅

出于弘法的动因而背井离乡，应与阿拉伯人的人侵有关〕如果笔者的推测

合乎事实的话，那么就说明鸟甚那在公元8 1kl-纪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

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同时我们还可从中得到更大的历史启不：那就是印度

金刚乘佛教在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的骤然兴起是乌使那僧人在外族的侵

略下走出国境向外传播的结果。

  斯瓦特造像从现存的实物看，主要为佛和菩萨像两种，题材虽异，但 213
风格大体一致，都体现出古老的键陀罗艺术遗风和斯瓦特地区独特的工艺



                                            特色。我们先看佛像，以图154

    截 ‘登 的一尊释A牟尼佛为例。此尊
    传 力尝、 。，＊ .1u "t 、、柔。 需。十
    n 、 头部浑圆，大耳垂肩，面庞方  体 滋们再户 人。。，十二，八、二们，。二，；
    像 礴份呱山(} 圆，高鼻深目。头饰螺发，顶
    艺 月．目翻 ＊。、，二二二 二 二姐 。＊ 、二。
    】 兔．嘴J 部肉髻硕大而平缓。身着通肩
    术 ．幽日．尹’＿ H t" ÎJ。。八114·吸。刁。二，。
    鉴 、鞭目圈 瞥 大衣，衣纹起落明显，衣褶甚
    食 ‘声．．．．圣ro翩      i 、 pb, -,If n．、，下口丫J-{-r。。、，：。

                  粕．．．口踢_踢剧i 多，胸部以下呈不均匀的U字

    令 C．．．．．丽．沁 o'、 形分布，整体给人衣质厚实、

月r"'!1卜 五口．．．峨侧．．．尸～ 沉重之感。双腿结枷跌坐，左

，憾淤． 月胜份自． 口目．国毅 右手皆结施与印，手势自然亲

骂 巍 娜叨泌 目．．．．国 巡、 切，不像后来佛像的手印完全

  翼鳄卜 浦留激气日．．困．画暇,0a 程式化。佛座为台座形式，佛

  令 月浅t 日物 益两丽再着二11 11 --1- +'VIN 6,4W0 M手VI'ia
              ．．．摆湘．．．．．．．泌 型古朴，象征佛陀的威严和伟

            月．．曰日肠．．．．．口日眺 大。这些艺术特征无不体现出

              飞困忍口困．．．．瓜压习瞬， 键陀罗艺术的古朴风貌。

            月．．．画日．日日日日曰氢 同佛像一样，菩萨像体现
            ，．．．．．．．．．．．．．．． 的传统艺术特色也十分突出〔。

              图154释遨牟尼佛 如彩图84的观世音菩萨像就是
            8世纪青铜 高约巧厘米 一件代表性作品。此像头戴花

                                              冠，顶部是一个扇形的装饰物〔：

        这种扇形装饰是斯瓦特菩萨像上常见的形式，来源于键陀罗菩萨像头饰。

        我们如果翻阅国外出版的有关键陀罗艺术画册，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有明显

        的继承关系。菩萨耳际各有一条发辫垂至两肩，发辫极粗，形状十分逼

        真，体现了键陀罗艺术注重写实的手法。菩萨衣着是上身斜披一条圣带，

        下身着长裙，衣质较厚，衣褶甚多，从样式到手法亦为键陀罗式风范。图

        155的菩萨站像也是一件典型代表作品，其全身写实衣纹体现出的键陀罗

        古老遗风更加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斯瓦特造像体现的键陀罗艺术特征虽然很多，但是同

        古老的键陀罗造像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首先，斯瓦特造像表现为

        一味地追摹键陀罗艺术，艺术手法不如早期纯熟、细腻，许多局部特征开

        始走样。在整体＿＿L虽然尚能看到键陀罗造像那种凝重、古朴之风，但是已

        明显不及占老的键陀罗造像雄健、古雅。其次，此时印度本土的马土腊和

  214岌多艺术已开始影响到印度西北地区，在斯瓦特造像上就有明显的体现。
        如图156的释迎牟尼佛坐像，佛像两侧的胁侍菩萨，躯体呈三折枝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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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婀娜多姿，充满着青春活力，显然是受了印度本土崇尚肉感的马土腊

    裁 艺术风格的影响；佛像身后的火焰形背光，在早期键陀罗造像中没有出

  经 现，这一旨在表现佛像“神异”的艺术特征也是首先出现于大乘佛教率先    佛 ih ,   .L一曰征-PI, JA; VP M.“丫井 目”V /M可田- UL /.t-目’。川-tyL“八不VP =1x干“‘
    像 兴起的南印度和中印度；佛像身上的衣着不像键陀罗造像全身裹得严实，

  L 衣纹大起大落，而是衣质稍薄，衣纹浅细；还有佛像的发式采取了马土腊    术 ‘体从／、心／、阿’川，儿卜叭’‘曰‘廿’‘卜认’人训’峪n uF 14"目沙书少、厂卜举J习一朋
    鉴 造像惯用的螺发形式。这些印度本土艺术形式的出现表明，斯瓦特造像已
    食 、 ：·、口工。 7.̀!二、 Jr T117二db Ga:品加、、、二。，下。十 二、，白；，壮＊、田

        经不满足于键陀罗艺术那种单纯的叙述和写实手法，开始追求装饰效果，

    令 造像变得更庄严，更具宗教神秘性，在总体上显示出从古典人文主义向宗

月职期压教神秘主义的转化。有一位外国学者曾形容这个时期印度西部的佛教造像

一i翔沮．说：“僧侣色彩浓于人文色彩。”他的话正道出了斯瓦特造像区别于古老键

嘿靴默卿陀罗造像的独特风貌。

  ’：哪鳄 当然，斯瓦特造像除了上述艺术特征外，还有造型和工艺上的特点，这
    令 ＿．卜＿刃厂’．二’花一二常甲二’几立寸丫’上，．：厂’了’怡兰常屯’：’二二布丫万‘：一”．勺

        是斯瓦特造像在视觉一L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也可以视为斯瓦特造像艺术对
        古老的键陀罗艺术的进一步创新和发挥。其中，造型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造

        像的坐具上。不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像，斯瓦特造像习惯用一种造型和装饰都

        非常独特的坐具。这种坐具由一个方形台座和莲花座构成。方座在上面，其

        正面一般重搭一帘，帘的周边有装饰。大多数垂帘制作很讲究，形制写实逼

        真，看上去有丝织物的感觉，其周边或做成穗状，或以连珠装饰。方座下面由

        一幽屯承托一莲座或为仰莲式，或为覆莲式，或为仰覆莲结合的形式。莲瓣宽大

        扁平，头部较尖，形制I分古朴，明显承}f键陀罗艺术的形式。（彩图85/

            在工艺上，斯瓦特造像大多采用铜铸，所用材质多为当地特产的优质

        铜— 黄铜，我国史朽中称之为 “金俞石”。一般是整体铸造，无分铸焊接

        现象。铸完后进行抛光处理，看仁去圆润程亮，不作镀金处理。造像的眼

        珠习惯以银镶嵌，不过这种工艺在克什米尔造像中表现得更突出一些。造

        像都要装藏，即在其底座放进经卷、舍利等圣物，然后再加上封盖，以使

        内藏不致损坏丢失。固定封盖的方法也很特别，是将底座边沿向内敲打弯

        曲，直至包住封盖。封盖很薄，外面中央有一个阴线刻画的十字金刚柞，

        其做法与我国明清藏式造像基本一样。这些艺术特征从佛像鉴定的角度

        看，是颇值得注意的。

            斯瓦特造像艺术从公元6世纪发展到公元10世纪，经历了近500年

        的历史，艺术风格前后也有变化。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将其发展分为前后

        两个时期，并对前后期造像的风格特征进行了研究和归纳。按照他们的观

        点，前期从公元7世纪到8世纪，为斯瓦特造像艺术发展期，或称准备

  ，，‘ 期。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对古老的键陀罗艺术的继承和模仿，风格古雅大
  216  'Y'。林 ，，‘一’、“于x ti} iu i ’“H-Ir- HJ-VZru1-。 ’、H 7 }M i;-" 11 - 1111Z pi，v̀V'IFl 1-1“，／、

        方，典型代表是图155的观音菩萨像。后期从公元9世纪至10世纪，为



定型期，或称成熟期。其艺术风格既带有古老的键陀罗艺术遗风，同时又

在造型和工艺上形成了斯瓦特造像新的艺术特点，比较典型的实例是彩图

85的释迎牟尼佛像。这种分期和对艺术特征的归纳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斯瓦特从唐朝开始便与我国 ＿划、“＿ ＿ ＿＿＿

西藏有往来，公元 10世纪后交 群撇黝粼姗撇黝鬓黔赘然眺荡瀚麟

往更加频繁，西藏人一直把斯瓦 ｛撇姗撇黝蘸豁黔翻口撇WORM

特奉为圣地。由此因缘，斯瓦特 恻蒸溯撇姗撇撇姗泄口硼黝翼黝撇撇撇

造像源源不断地被带进西藏，斯 一异攒冷哪拜撰麟撇姗黝．从麒黝粼撇黝撇黝

瓦特艺人也曾在西藏吐蕃王朝时 巍料）浏鑫骂翼瀚．．．．．试鄂蘸黝姗黝

活跃于吐蕃的艺术舞台上。元朝 粼户跳娜口．．．口． 矍 ,

时西藏正式归人内地中央政府 通．．．．．．．日呱

后，随着大量西藏僧人来内地入 」日．．．．．．．．倒｝1裂犬典料剿

贡和朝勤，西藏的一些斯瓦特风 娜理．．瓜瓜画．口．．映｛：”
格造像又不断被作为贡品带进京 翔翻．．．．．．日租班1一
城的皇宫内苑。现在，西藏寺院 月．．．．．．．．．胜

经“文革”的破坏后，遗存下来 闷
的斯瓦特造像不多，但庆幸的是 月．．．．．．．．．．．‘ ‘二

西藏高僧进贡给元明清皇帝的这 ．瑙．地翻翻口国．恤泌．谬． 附

种佛像在内地保存下来一些·据 ．．叫哪甲口．．．．俐卿户
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藏有 录

14尊斯瓦特风格造像，都是7一                                                                                        A0A

10世纪时期的·1994年冬，笔 图157释逝牟尼佛＿、 j从  击厂 二 － 一几＿，．＿ ， 、、＿三 8-9世纪 黄铜 高 14 5厘米 口甩手胭二
者在雍和宫鉴定佛像时，从该寺 一’一 ’一” 一‘’一‘一’一 级愁 ri聪

所藏佛像中也看到一尊斯瓦特风格造像。该像为释迎牟尼佛，高约14.5输剖匙嘟

厘米，风格特征一如上面所述，一眼就给人风格古朴、历史悠久的感觉·呱嫩犷
这尊佛像出现在雍和宫，无疑是由清宫赏赐的，因为雍和宫是清朝皇家崇 令
奉的藏传佛教庙宇。（图157)另外，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中也有零星收

藏。如日本收藏家新田先生就收藏了几尊品质较好的斯瓦特造像。

              （四 ）克什米尔佛像艺木

    克什米尔，古称厨宾、迎湿弥罗等名，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它的记载

颇多。它位于喜马拉雅山西面，东临我国新疆、西藏，南面是印度，西北

面与巴基斯坦接壤，联结着中亚·南亚和东亚广大的地区和国家，地理位217
置十分重要。在古代历史上，它凭着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东方和西方，



        特别是中国与印巴次大陆各地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发挥

    藏 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也得以不断地吸收这些地方的文化，并将它们融
    传 、， ，、 1．二、，。，、、 LL rY。八。．品、!I.、二、、 。，。、：、＊二、、，
    77 为一体，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区复合型的文化艺术模式。我们探讨克什米尔    佛 刀一W }             /%\IIIJJI1JJCiJ1̀一                           l V Î.久曰I V_目”人！七。小，天从。”弋”Jl不“”儿，’小小
    像 造像艺术，无疑要把它放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中来考虑。
    艺 ，、、 。一二二，，。二 卜一，、、。、。、 。八二IT' Al, ，。I.1 . 、 ，卜、二、、：，，。击
    岁 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佛教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首先还是让我们来    术 VF fJIG_,IIIw'J/X/[al J VIP f"Jll-IJ/XIVGAt-- ji‘”i’IA V。".VU’‘」J 4J__" AC Y1_7A4’‘’小
    答 简单回顾一下克什米尔佛教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历史上，克什米尔由一些
    贵 、由不。。八。、、。田。二 、二占八17 }} Sn，二，，，。。廿。、、‘。、。、 、、、品、、

        神秘的宗教世界包围，周围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其代表性的宗教，这样的宗

    令 教氛围决定了克什米尔对宗教的必然选择。在各种宗教中，佛教最早传人

月牙期巨这里，在历史上影响也最长久。据佛典记载，公元前3世纪时印度孔雀王

，巍擒翰 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曾派遣末田地长老来此传法，首开这里佛教传播端

飞黝跳娜岁绪。从史料记载看，公元7世纪前克什米尔主要盛行佛教小乘的 “说一切

  ’d哪黔 有部”，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弥兰陀工问经》（又称 《那先比丘经》），就
    办 ’J”’一 ” ‘ 廿’资”～ 一 曰 曰卜’‘ 叭JJ一 ‘目一J一’‘～ ／， 、／、”J’＼＼．”一2u v-- //／’

        是克什米尔僧人那先应大夏国国王弥兰陀之请而演说的小乘佛教经典，此

        事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公元5-7世纪时，克什米尔僧人来华传教

        不断，从他们的译籍中也可也看出克什米尔此期崇尚小乘佛教的情形。公

        元10世纪时，藏西古格王朝国王意希沃 （后出家，法名智光）选派族中

          ．．．．．．．．．．．．．．．． 21人赴克什米尔学习密教，在这

          ．．．．．．．．1口．．．．． 21人中，仁钦桑布所获成就最

        ．．．侧洲．．鹰黔．．．翻．．． 大，他学成归国时专门邀请了32

          ．．．屁黯．肠犷 , _:: 噢．．．． 位克什米尔大师来古格弘法和帮

          ．．．礴粗．兰涵淤  `̀． 妇．．． 助造像扩，’这次求法活动揭开了西

        ．．．匹泪口圈险必目翻瞪沮．．． 藏后弘期佛教的序幕，在西藏佛

        ．．国目四砚熙渊翔咄舰魏侧嗦姗口 教史上称为 “上路弘法”。公元

          ．．日竣髓瀚户粉登粉曝粼毅目日． 1o世纪后克什米尔与古格王朝佛

          ．．．呱辘倒酬鹏礴鲡黝胭毓翩．．．． 教交流不断，十分频繁，直到

        ．．日溯醚渊．．．．目嗽溉阳．． 1339年克什米尔为阿拉伯人侵
          ．．．．口映I峭瓜日跳月．阳．． 占，两地佛教交流才告中止。这

        ．砚口叫孤RM 翻a m 少．．． 些交流情况表明，公元7世纪后
        ．．圈曰叫曰娜峨娜画扮口匆．．． 的克什米尔佛教主要为大乘密教

          且口赢默::" :a:翩 ;l默   :e m 日目 金刚乘。由上可以看出，克什米

        粼．．吧币幽幽幽自肠肖日丝哩臀鉴粉曰 尔佛教的连续发展有近1600年
        日．．．．．．．．．．．．．．． 的历史，佛教造像的历史也由此

          －－－一－－一－－一一— 可以推知。（图 158)

  218 图158宝冠释迎牟尼佛 克什米尔造像艺术与印度造
              8世纪 黄铜 高31 1厘米 像艺术的发展也是同步的，因为



克什米尔处在古印度键陀罗艺术的影响范围内，早期印度键陀罗艺术必然

要影响到这里。可是由于克什米尔历史较为复杂，我们要理出一条清晰的

发展脉络也是十分困难的。从克什米尔佛教发展状况和现存造像实物两方

面分析，公元7世纪前克什米尔造像艺术不甚兴旺，它的繁荣是在公元7世

纪以后，这种情形与公元7世纪前后克什米尔流行的不同佛教流派有密切

关系。公元7世纪前克什米尔流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注重宗教实践，而对

佛像的崇奉不太重视；公元7世纪后传人的密教金刚乘则不然，密教主张

“即事而真”、“三密相应”，具体地说就是修行者必须选择一个具体的本尊

（神像）作为修法的依止，手结本尊印契，日诵本尊真言，意作本尊观想，进而

达到与本尊合一，即身成佛。由于佛像在密教修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造像艺术随之繁盛起来。现存的克11一米尔造像大多是公元7世纪后的

作品，克什米尔造像艺术的特色也是在这一时期显露出来的。所以，本篇所

探讨的克什米尔造像艺术主要是就公元7世纪后的历史而言的。

    克什米尔造像艺术也是多种文化和艺术成分混合的造像形式。从总体

上看，键陀罗艺术仍是其风格的

主流，同时又吸收了较多的岌多 缨耀藐耀撇瀚翻嫩魏麟麟猫猫溯跳翅
、 ，、～ 二 、＿一 、山 。 二，二 ， ，1＿、 骡麟戮麟夔溯翁麟瀚翻踢赵留翻圈鱿 六
艺术形式和手法；另外中亚地区 ER l , 瀚翻圈目目日． ‘之
的波斯萨珊文化在其身上也留下 豁滕撇鞭瓤麟鹜珊娜溯酮皿吸峨姗盈 附

了很深的印记；再就是本地区独 巍麒黔潺黔麒绷渊黔嗯撼0吸翻翻瀚

特的工艺在造像上的运用和体 黝颧瓣曝 潺 麟色秘困瀚如口 录

现，这些文化艺术因素共同构成 翼篡撇豁潺瀚扬恻净．．摆盘口．目． 、二，。二人二。小。尔二｝，1”） 翔蔺目口． 令
了这一地区的独特的造像艺术风 髓髓颧黔麒犷一＿樱1妇．．口．困．翅． 月瓜压

貌。其艺术特征可以归纳为如下 翼瓣缀酬姗粼眠酬黝赢口．．．． 翻吠一）̀．

几个方面： 瓤巍 粼 娜 A瑙粉翔．．．．．．．． 翩翻洲孺

    面部 脸庞丰圆，双目平 姗麒珊蹦麟..ARM, I 翻．．．．．． 呱漏妒

直，眼大无神，眉似弯月，眉间MEMA姗日．．．．．．． 令
饰白毫，鼻梁扁平，大耳垂肩〕珊黝黝黝粼粼万噢淤肠．．．．．．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造像的眼睛，于撇蒸姗撇黝瞪胭堪赶哪口曰．吸益摄肠口

双目睁视，形同鱼肚，为克什米 樵娜器姗 MIM 妇哪灿．． al>黝

尔造像的重要标志，我们在新疆 淤羁趟湘口．沮．日．．．巡谈潞哪
和西藏阿里等地的石窟和寺院壁 樱翻舰．．公目日．．．．．．．
画中也可见到这种眼神，可能都 ‘’哪 .篇瓤 M 肠困．．．．赢赢蘸

是受到一r公元8世纪后西北印度 ” ’ 川 不摧黝姗黝姗姗

造像的影响。（彩图86、图159) 图159弥勒佛 219
    头饰 佛像一般为不规则螺 8世纪 黄铜 高18.9厘米



        发，头顶的肉髻硕大平缓，为典型的键陀罗样式。菩萨的冠式除传统的键

    截 陀罗扇形发髻冠外，又出现了花冠正面装饰半月的样式。据西方学者考
    传 ：二 。曰，：。十、。二，丫i4rl f,、二二 L-功、，、＊。 ，。，、。八、、、、二 ：＊    15di 证，它是从波斯萨珊王朝的王冠上移植过来的。从现存的造像实物看，这
    佛 队’‘走/y\} VA"I Nj-'M上知目J 1- ILL 1_'I9'IF7. JaT目”。}y4yti}IT目v A,- Fall大”刀旧，胜
    像 种头冠最早出现于公元8世纪，约于公元 10世纪时传到尼泊尔，后来又
    艺 。二。、/}. !h r.：二、 、一rt4r。二、。、，、,--I-二、 、。。.4/, tti ,111 t-二7 ,41,. -,̀r_ 11,
    丫 经尼泊尔传到西藏。在不断的流传过程中，半月的形状发生了一些变化，    术 从／。’曰‘“”可杏”目”叭。’阵”毋，目J V I I, I d .LL'I--r” 丁／J目aiv-vl1x_r.“ “儿rL4 ,
    鉴 克什米尔造像上的半月形象写实、逼真，而到尼泊尔、西藏就完全艺术化

  食 r。另外，菩萨耳际垂下的发辫，形制颇为粗重古朴，也可看出是继承了
    令 键陀罗的样式。

礴孤 服饰身着偏袒右肩架装或通肩裂装，表现手法主要采取萨尔纳特形
， I淤租式，即仅在领口、袖口和小腿部位刻画些架装的衣纹，以示身上着衣。菩

矍翻麒卿萨像是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衣纹表现与佛像相同。不过，键陀罗式的写

  叫哪黔，实衣纹偶尔也可见于佛、菩萨像局部，或大腿处，或手臂上。佛像无饰
  今 犷‘’下’『．“一万丫，厂一二．．’『了一丫．岁二一‘一’‘’一井’一竺 一一 廿、UI’l，、一        物，菩萨像装饰也很朴素，装饰风格基本为键陀罗式，古朴写实。

            造型 躯体浑厚，四肢壮硕、短粗，保持了键陀罗造像古朴浑厚之

        风。佛像或坐或立，习惯右手结说法印或施无畏印，手势自然亲切。菩萨

        像身姿略带扭曲，但女性特征不明显。

            坐具 多为方形台座。一般有二三层，上面刻双狮、力士、连珠纹，

        并习惯加坐垫。斯瓦特造像的佛座一般为台座下施莲花瓣，这一形式在克

        什米尔造像上偶尔也可以看到，但常见的是莲花在台座之上。莲瓣也为键

        陀罗式宽扁叶片形，形制古朴大方。

            工艺特色 多为黄铜制作，质地莹润光亮，一般不镀金，大多在面部

        泥金。造像是整体铸就，铸完后进行抛光处理，看上去光洁圆润，没有棱

        角，远视效果很好，但近看五官及细部均十分模糊。一般眼睛嵌银，白毫

        及大腿衣裙上用菱形块红铜镶嵌。这种镶嵌工艺是克什米尔地区特有的，

        后来影响到西藏古格王朝的造像上。西藏流传的 “古格银眼”，指的就是

        古格的佛像眼睛上嵌有白银。这些工艺特征对鉴别克什米尔和古格佛教造

        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克什米尔造像的遗存数量也有不少，其中以日本新田氏收藏的几

        尊尤为突出。如彩图87释迎牟尼佛站像便是一尊克什米尔佛陀像代表。

        此尊通高49厘米，制作年代约为公元8世纪。佛像头饰螺发，顶显球状

        高肉髻。面形圆润，五官端正，眉似弯月，双目平直睁视，眉间有白毫，

        鼻高唇厚，大耳垂肩〔颈有三道弯。身着通肩架装，衣服主要集中于背

        后，宛如一件大披风，身体正面呈透明状，看上去躯体健壮结实。呈外八

  ，，。 字形站立，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下垂执装装角。佛座为束腰式台座，其  220 “/V+H_'1..f   'H  J  }HNUUiUVC"I'’/    J’士J/'}}VC}(XlfJ c   VN1   /JTFL3CJ}V fa 1'-T} p   3-C
        上有双层覆莲瓣，莲瓣宽扁朴素。这尊佛像在造型上明显模仿了公元6世



纪初印度马土腊地区生产的佛陀立像形式，但是它的躯体结构、面部特

征，以及佛座形式又明显承袭了古老的键陀罗艺术遗风，从而体现出独特

的地域造像风貌。

    我们再看图160观音菩萨半枷

跌坐像。此尊通高巧厘米，制作年

代也在公元8世纪前后。它的整体

风格与上一尊基本一样，躯体肌肉

饱满而具张力，头部硕大，四肢短

粗。不同的是它作为菩萨身份所独

有的装饰风格，观音头戴一个扇形

大花冠，头右边垂下一条粗壮写实

的大发辫。上身袒露，饰项圈、手

V)q和臂911，形制皆 I一分古朴，下身

着裙，大腿内侧可见一些细密的阴

刻衣纹。这些装饰风格同样也保持

了键陀罗艺术的遗风。

    当然，克什米尔造像在艺术风

格上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时代上

的差异。上面归纳的主要是公元8- 。、，。y m.. dA ,n  b-h。，二二〕上wii}}riH #y-}H-L-- ，一 图160半枷坐观音菩萨

10世纪克什米尔的造像艺术特征· 几万黄镐倩以几蔺米 录
到公元11世纪时，克什米尔造像在 令

风格卜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佛像整体造型由浑厚变得瘦月燕压
削，躯体修长，手臂和两腿尤为突出，腰部较细·菩萨像呈三曲姿势，乳月式一74,11且
房隆起，开始显示出女性的特征，装饰繁W，风格趋向世俗化，与同期尼撇髓蜘
泊尔造像装饰风范大体一致。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此时的造像开始，唤豁犷
追求肌肉的组织，在造像的小腹部位，明显可见肌肉鼓胀，形成儿个小圆 令
包，显得劲健有力。这种风格在新疆、西藏阿里和甘肃敦煌等地的石窟和

寺院壁画中亦可见到，不过那是用对比的颜色和深浅层次强调肌肉凹凸的

感觉。这种表现肌肉凹凸的手法应属于键陀罗艺术的表现手法，与印度本

土崇尚丰满的审美特点是有区别的。这种对肌肉的不同表现手法也可以看

出东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不同追求。（彩图88)

    克什米尔造像艺术是印巴次大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文化内涵丰

富，影响深远。本文只是提出了一点初浅的看法，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做深

人研究：其艺术风格的来源及艺术特征所蕴含的宗教、文化内涵，有待我 221
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克什米尔作为占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其艺术风格对



        我国西北新疆和甘肃等地佛教艺术的影响，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另外，

    藏 克什米尔佛教是我国西藏后弘期佛教的源头之一，它在帮助复兴西藏佛教
    烤 、、。。、 山＊二。二二．P-x llh、 4、二，，，1、、、， 、。卜二。、。二二，、、、、、ri、
  r54 的同时，也带动了西藏佛教艺术的复兴，其艺术风格对西藏古格造像风格
    像 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更是研究克什米尔造像艺术所不可忽视的。
    艺
    术 ，一 、 一 －－ － 一－一－－···－1一 一
  奎 （五）藏传金铜佛像制作工艺
  贵 与装藏、开光仪轨

    令

礴孤 藏传佛教造像一般都是先用铜铸成，而后再镀以黄金的一种艺术形
Kill,祖 式，体现了藏族人们独特的信仰形式和习惯。这些金铜佛像在完成前，也

飞嘿烈 就是说在由铜制成人们敬奉的宗教神像前，是有一套独特的工艺程序和宗
  切耀 .‘教程序的。了解这些程序对我们鉴赏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有极大的帮助。
    令 ‘一’一’‘一‘一 ‘’．J＿．＿分一了’一’‘”“、“‘一’‘’”’、以’‘“‘“「，“”一“’‘’卜／、曰‘”‘～曰

            1．制作工艺与程序

            藏传金铜佛像从历史上看共有一净卜主v-制作方法，即模具法、失蜡法

        和金属敲花法。

            模具法 模具法是西藏传统的佛像制作方法 可分如下儿个步骤：

            (1)先制作模具、根据 “模型”的规格大小制成佛像的模具。模具由

        四块木板相互拼合而成，就像一个没有顶盖和底板的木箱。木板间用皮条

        连接，但要留下一块活板，以便开合，

            （2） 置模型于模具内。模具作好后，将它放在一块平板＿匕 往里填人

        类似黑色泥炭一样的泥土 泥土要潮湿，填满后夯压挤实。这种泥土比沙

        子容易成形，而又比普通泥土松软〔等填到1/3处夯压挤实后，将模型主

        体放人模具正中位置；接着在模具空隙处继续填人同样质地的泥土，一直

        填到与模具顶平为止。这样，模型正好在模具的二分之一处，四周皆为泥

        土包围。

            (3)将模If q从模具中取出。。上述＿L序完成后，把四块木板中留好活扣

        的木板松开一道缝，从缝里插进一把长刀，将泥坯的中部切开，切完中部

        切顶部，顶部切完后小心翻转过来切底部。经过如此切割，整个泥坯便变

        成两半。取出裹在泥坯中的模1f FU 剩下两块犹如去了核的两片核瓣的泥

        坯，这就是铸像的模范、将两块泥坯再合在一起，扎紧，等一二天左右，

        再将其分开，让它们彻底t一透〕为r防止泥坯的切割面互相粘连，一般需

        撒＿L些炭粉，作为问隔物

            (4）浇铸。将两块干透的泥坏拼合扎紧，在两块模具接日处留下一个

  222 圆形开口便于浇铸熔液·如果是铸造整体佛像，浇铸日一般留在佛座底
        部，以保持佛像表Iii的光洁。浇铸时，将熔体 （熔体为半球形，藏语叫



“隆贡”或 “锅绕”，用胶泥制成二）架在火卜支好，待热后投进浇铸用的

金属人内熔炼，金属熔炼至完全熔化并沸腾，拿起熔体 （钵）将金属溶液

从浇铸口注入模具内，一气呵成，中途不可停歇，直到浇铸口溢出金属溶

液时为止。凝固在泥坯模范内的金属块就是成形的佛像铸件。取出铸件后

需用暂子等工具对佛像细部进行修整和打磨。

    另外铸造佛像时，一般必须使佛像腹部透空，以作填充圣物之地。所

以浇铸前需把一块潮湿的泥沙做成近乎方形的泥团放在模心中央，这样浇

人金属溶液后，便会在佛像中央形成一个空槽。这样既能节省材料，同时

留下的空槽可作装藏之用 （图161)

翼 六
                  图161 西藏铸造的大成就者像及其封藏内膛 峭侧尸

                      15-16世纪 铜镀金 高 12.3厘米

    失蜡法 失蜡法是我国内地的传统铸造E艺，又称 “出蜡法”和 “拨

蜡法”，现在称 “熔模精密铸造”。这种方法起源很早，一般认为大约在春

秋早、中期的青铜器铸造中便开始使用r、、历史L它的应用十分广泛，我

国史书中关于失蜡法的记载颇多，其中最早淡及铸造工艺的文献应推南宋

赵希鹊所著 《洞天清禄集》。书中的 “古钟鼎彝器辨”中，有106字概述

失蜡铸造的一1艺过程：

    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如此器样，又加款识刻画，然后以小捅加

大而略宽，以模入捅中。其桶底之缝微令有丝线漏处·以澄泥和水如薄223
糜，日以浇之，候干再浇，必令周足遮护。讫，解捅缚，去捅板，1 1-以细



        黄土多用盐并纸筋固济于厚澄泥之外，更加黄土二寸留窍中。以铜汁泻

    藏 入。然一铸未必成，此所以为贵也。
    传 。。油、 "th 1,65 R7 N- Afha4- ttr vH: r!: 3＊二二二＊。 二＊口立丫。、、二＊。：几
  17f* 藏传佛教造像用失蜡法铸造应该始于元朝·元朝帝王曾救令于宫廷设
    像 立专门的造像机构— 梵像提举司，大量铸造佛像，以满足宫廷信佛和赏
    艺 。曰二、I a.、二、带、 HL。二。，，、：几，一、‘，＊＊、、二。二。 二 “，，，、、。小。、。，，
  L 赐西藏地方的需要·当时宫廷专设有失蜡铸造机构，称“出蜡局提举司”·
    荃 据 《元史》记载元朝 “工部”下设 “诸色人匠总管府”，“掌百工之技艺”，
    食 “甘W-仁右二，，甘由专＿日。11-1  11 1.[j iffi o;坦3?E } I "＊ l1二口⑤ “、。、二兴        “其属十有三”，其中之一即为 “出蜡局提举司”，秩从五品U0“梵像提举

    全 司”和 “出蜡局提举司”同属 “诸色人匠总管府”管辖，可以肯定 “梵像

月裸匆卜提举司”制作佛像一定要受到出蜡局提举司铸造工艺的影响。故宫博物院
． ．收藏的两尊带纪年的元朝藏式佛像，铸造工艺为典型的失蜡法，这是元朝

碳醚麟卿宫廷梵式造像采用失蜡法铸造的重要实物见证。元朝以降，明清宫廷的藏

  ’代  n. 式佛像也都是以我国传统的失蜡法铸造的，目前存世的实物很多。
    令 一”“尸”丫曰’一份‘一’‘“一‘’”，“一‘’＿、一曰‘“‘”“曰＿‘’曰‘，”’J．曰‘行V4 INy。

            失蜡法的铸造方法可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①先用蜂蜡制成模型。这是佛像的模型。

            ②用耐火材料制成泥芯，并敷成外范，之后加热烘烤，使蜡模全部熔

        化流失，即形成空壳式的模范。

            ③往模范内浇灌铜溶液，待冷却，敲去外范，取出泥芯，佛像即铸
        成。

            ④磨去铸像表面的气泡，使之光滑。至此，一尊佛像在工艺上算是完

        成了。

            失蜡法的工艺和用料较为复杂，用料可详见 《元代画塑记》所载宫廷

        造像所用实录。

            金属敲花法 这种方法主要体现为饭金之工，因为它是利用红铜具有

        的延展性，将铜块锤打成薄片，形成各种部件，然后再将各部件焊接合

        一，组成完整的佛像。这种方法与汉地锤谍像制作方法基本相同，惟一不

        同的是西藏比较注重表现佛像的衣着和装饰，工艺水平比汉地传统的锤碟

        法工艺要复杂得多。由于这种造像方法是以薄铜片取代整体浇铸，既省铜

        料，又大大减轻r造像的重量，搬运方便，适合制作大型佛像，所以历史

        上也十分流行。这种工艺大约从公元 16世纪开始流行，它的产生与当时

        我国内地宫廷大量铸造藏佛，施与西藏的历史背景有关。因为在此之前西

        藏的佛像主要依靠尼泊尔人帮助制作，明清时为了加强与西藏的密切关

        系，宫廷专设造像机构铸造佛像，以施与西藏上层喇嘛及大型庙宇；而当

        时的西藏一些大寺庙也形成厂一定规模的造像场所，制造佛像。这样一

  224来，尼泊尔人制作的佛像在销路上便大受影响，这些世代靠手工艺谋生的
        尼泊尔人为了生存只好见难思变，采取了新的造像方法，即降低成本的金



属敲花法。这一变化果然奏效，很快又得到了西藏乃至内地信徒的欢迎。

这种方法后来在蒙古地区很流行，清朝漠南蒙古多伦造像中心就十分擅长

制作此类佛像，成为其一大特色。（图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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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2 宗喀巴 18世纪 ．．怪理粗．

              纯，高18.5厘米 狱罗
    2．金铜的种类 令

    我们知道，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的材料主要是铜。其实铜是一种通称，

按其金属元素的组成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如黄铜、红铜、青铜、白铜、

紫铜等。这些种类一般从铜造像躯体颜色L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它们的名

称都带有颜色上的明显标志。这些不同种类的铜在藏传佛教造像历史上都

曾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并且在时代和地域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

了解不同种类铜的特点，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流行时代和地域性特点，对我

们鉴别藏传佛教造像的时代、产地以及真伪是有重要意义的。

  对于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中所用铜的种类，古代的藏传佛教高僧和艺术225
家们就有一定的认识。旅居德国波恩大学的藏族学者扎雅活佛参考 18世



        纪晋美林巴 （1729-1973年）所著 《如乘教言集所记辨别佛像、佛经、

  截 佛塔用塑形材料优劣详解》⑥列举了一共九种 “利玛”⑦，并分别作了简单
    传 占“如J从
    盆 的解说：    佛 目。，干。：
    像 ①匝那卡西玛。它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匝那卡西玛，即从地下矿
    艺 ，、、。‘八卜一。kal Lq74 -4卜、、。、，二、 、，、 、 曰。丫入、；、二二。；，二；
    丫 藏中获取的与自然铜非常相似的一种矿物；一种是人工合成的匝那卡西    术 nx 'I,-JAIuu7 J KJ �1111 1r m 11A IIAu7   ,rr.N9  9yi 9 ‘一「/"C /".-1-- p N}4 u J LC- /J 1,  r r-7
    鉴 玛，即以铜混以金、银、镍等几种合金的金属。这种铜在西藏早期和晚近

  食 期的佛教艺术中使用十分广泛，藏族人一般把比较好的“德格利玛”和
    令 “花利玛”归为匝那卡西码。

月暇川卜 ②花利玛。花利玛是一种杂色合金，一般由八种贵重金属合成，其颜

．I粗．色比 “白利玛”色稍红，但比 “紫利玛”色要浅。它的各种合金成分用肉

崛 眼来看，犹如各色的砂粒清晰可见。西藏还有将 “花利玛”称为匝那卡西

  甲哪厂 玛的说法。
    令 ‘”‘岁．丫泣．＿＿ ＿ ＿，． ⋯ 、、．．．－－ －一

            ③白利玛，是一种白色的合金，偏淡黄色泽。（彩图89)

            ④黄利玛，是一种黄色合金。

            ⑤红利玛，色泽偏红，但稍有黄色调，属于自生铜，柔韧性能强。在

        清朝西藏各地所造佛像上，经常可见这种红铜造像，其台座正前方专门刻

        写有意译为 “吉祥响铜”的藏文铭文，表现了藏族人对红铜的特殊崇尚。

            ⑥紫利玛，表面光泽不是恒定，随着光线的强弱明暗有明显变化，但

        一般情况下呈猪肝色。

            ⑦青铜利玛，就是内地夏商周三代使用十分普遍的那种青铜。铜质杂

        而不纯，容易生锈。

            ⑧钟铜，不详所指，亦无资料可查。

            ⑨姜铜，是介于铜和金之间的一种合金，它比黄铜贵重，但又次于

        金。姜铜还可称作 “噶尔拉姜”。但也不详所指。

            在上面扎雅活佛列举的九种利玛中，有一部分我们基本能明白其所

        指，并且可以找到相应的造像实物代表，如青铜、黄铜、红铜、白铜、紫

        铜等。如青铜，按其合金元素可细分为锡青铜、铅青铜等。黄铜可分两大

        类：一类是只含锌的二元合金，称普通黄铜或简单黄铜，西藏早期 （7-

        14世纪）藏西等地造像所用黄铜应当属于这种黄铜。一类是除锌元素外，

        还含有诸如铅、锡、铁、锰、铝、硅、镍等元素，称为铅黄铜、锡黄铜

        等，通称特殊黄铜或复杂黄铜，元明清宫廷造像所用黄铜应当属于这种黄

        铜。白铜，是以镍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铜合金，若含有第三元素如锌、锰、

        铝等，则相应地被称为锌白铜、锰白铜和铝白铜。红铜为自生铜，纯铜。

  22。紫铜是纯铜的另一名称，因纯铜通常呈紫红色，故称紫铜。有一部分介绍
        含混不清，如花利玛和匝那卡西玛。还有一部分根本不详所指，也不能找



到相应的实物代表，如钟铜利玛、姜铜利玛等。尽管有些利玛我们不清

楚，但是好在这些利玛在历史＿＿仁不是十分流行，而比较流行的主要是我们

知道的几种，因此了解了已知的这几种利玛在历史的时空中流行情况对我

们研究、鉴别藏传佛教造像同样是有意义的。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的用铜情况在时代和地域上表现出非

常明显的规律性特点。就西藏地区的铜造像而言，历史上主要流行两种铜

材料：一种是黄铜；一种是红铜。其中，黄铜在时间上主要流行于吐蕃时

期、吐蕃分治时期和元朝三个阶段，即公元7-14世纪期间，到明清时期

也有流行，但数量很少。在地域上，黄铜主要集中于藏西和日喀则地区，

这一情形应当与黄铜来自印度西北和中亚地区有关；当然在藏中地区也有

流行，但不是主流。红铜的使用比黄铜要普遍得多，在西藏地区一直占据

主流地位，其中在元、明、清三代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铜的产地应当在西

藏或尼泊尔地区，但它的开采和提炼方法叮能受到了尼泊尔的影响，因为

历史上尼泊尔早于西藏使用和掌握红铜，而且红铜也一直是尼泊尔人造像

或制作金属器物惯用的材料。当然，历史上西藏还流行有青铜、白铜、花

铜等材料的铜造像，但这些材料的使用相当稀少，其流行时代和地域暂时

不好确定。在西藏之外的北京、蒙古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 轰
历史上铜造像的用铜情况也很有规律。如其中的北京地区自元至清的宫廷 附

造像都选用黄铜，清朝时虽出现了紫铜造像，但比起大批黄铜造像来说影

响要小得多；漠南蒙古地区的多伦和张家口地区造像黄铜和红铜都有使 录

用；喀尔喀蒙古则多用红铜造像，西藏以东的青海、四川、云南等地造像 、

因风格不明显，不能确定一些代表性实物，所以无法知道其历史上造像用 月．卜

铜情况，但我想肯定少不了黄铜和红铜。 口尸枷

    3．装金与上红 麟NW. eJ

    西藏佛像一般都要装金，凡是用铜制成的佛像很少是不装金的·因闷尸
此，装金也成了藏传佛教造像的一项重要工艺程序。在装金工艺中最常用 令
的方法是镀金。镀金的程序一般可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①制取金料。镀金用的金称为 “热金”。制取方法是：先将金块熔化，

随即碾成如纸一样的薄片，接着再将金片切成金丝，然后将金丝放入一个

研钵内，倒人水银、碎玻璃和水 （金和水银的比例为 1:4)，耐心研磨，

直至成为稠状，算是制成了镀金所用的金料。

    ②对铸好的铜佛用铜丝刷进行彻底清擦；或将铜佛放入电水中煮沸，

然后取出用沙子擦净。

    ③在擦净的铜佛表面涂一种勃性的涂料，然后涂上制好的稠状金液， ，、，
    L'l 1-1-171IT H7 VI7 VI"卜WI I/JN ”’不曰1- J I/J,‘，” ;Pi/" 1/J,一INJ/̀J HJ'V'7'V\}1Vl’ 227

涂完后的铜佛表面呈水银色。



            ④将涂好金液的铜佛用旺火烧热，在加热过程中，金液中的水银变成

    截 蒸气挥发而去，佛像表面只留下金粉，颜色亦由白色变为米黄色。
    传 。二二。＊八二、+Y sW L-f-4 I;$ Ar mr; 。＊、、 ，。、，、二，比、电击    15PA ⑤用铁磨或金属捧打磨铜佛表面，使之光亮。镀金工序至此而完成。
    伟 }IIJlTJ G/\ 1lf5--X, 31f, )Vv J }r 7‘);H TI"J 17P," lIq，Ul}-- juJU。NR :,:m -1-I，-t- JXL, 114 l L, NA c
    像 镀金工艺不仅流行于西藏，也是我国中原地区的传统工艺。早在春秋
    艺 、，口。r1,、二上山二、，。，二。7、、 一。、 二、-1- N? xrht ，n，二。二＊、、、
    全 晚期我国中原地区就出现了这一 r_艺。据考古发现，1975年云南万家坝    术 昵朋〕凡目 ’UJN .m L. 1V 11川伪 “思 ‘一。。Lq '7曰从of‘’‘“丁“”／‘%Jl -7i
    荃 第21号墓出土了镀金铜片2件，第35号墓出土镀金铜管38件，经测定

  食 它们距今都有2600余年历史。从春秋晚期至今，镀金工艺在我国不断发
    令 展，从未间断，已有大量的出土文物为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长期的

月甲期‘流行过程中，镀金工艺先后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名称，其中 “镀金”和 “4

.-靴八金”之名使用最为广泛，乃至也用在了藏传金铜造像上。在一些出版物上

碳鳃盛卿“镀金”一与“夔金”混用的现象也屡屡可见。那么，孰是孰非？这是一个

  " 4鲜 需要辨明的问题。
    今 ”．‘一：二丫’“’丫一＿、＿

            我国古代关于镀金工艺的记载始于汉朝，当时叫 “黄金涂”或 “金黄

        涂”。如 《汉书·外戚传》说：“殿上VIA漆，切皆铜，沓冒黄金涂。”陕西

        茂陵出土过一件汉代竹节熏炉，其铭文中有 “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等字

        样，就是一件重要实例。三国时还称涂金。如 《三国志·吴志·刘J̀传》说

        丹阳人t --融 “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大约到南北朝时，出现

        了 “镀金”的名称，当时 “镀”多写成 “度”。如 《南齐说》说：“不得以

        金银为箔，乘具不得金银度。”在当时的工具书中，也出现了 “镀”字飞

        如 《玉篇》云：“镀，音度，金镀物也。”不过当时 “涂”字也还在流行，

        “镀”与 “涂”字通用。从南北朝至元朝人们继续沿用 “镀金”和 “涂

        金”，这两个名称仍然同时流行。到了明朝，开始出现了 “流金”的新名

        称。如 《宣德鼎彝谱·宣炉博论》说：“宣炉有流金一种，皆宣庙御用之品

        也。”但这时 “镀金”和 “涂金”也在使用。到清朝仍以 “镀金”和 “涂

        金”两个名称为主。民国至今，除卜述名称外，又出现了 “A金”这一新

        名称。据考这个名称首次出现在1942年 《古玩指南》一书中，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这个名称流传十分普遍。至此，从古至今，关

        于镀金工艺先后就出现了五个名称，即涂金、度金、镀金、流金和夔

          金。

            通过梳理镀金工艺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镀金”之名流传

        久远，而 “壤金”之名出现较晚。从历史的角度看，“镀金”比 “夔金”

        要正宗得多；而从名称的意义上看，“镀金”具有镀金这一工艺的实际功

        用和意义，而 “囊金”没有 “镀金”的意义，“夔”字原意指美丽的金属，

        《集韵》中便有 “美金谓之夔”的解释，今天也没有一本辞书、字典把
  228 不as u   I IJx rn 人亚YI y }}见 川n1 'I Y +    7八L  ix’， 甲盯 ’‘“-J-:7C'7V

        u ”解释为 “镀”的。综上可见，对于镀金工艺我们用 “镀金”一词来



表达是比较正确的，而 “夔金”之名是不准确的，应当避免使用。

    另外，给佛像装金还有贴金、k:金、泥金等工艺和方法。这些工艺主

要流行于内地汉传佛教造像上，但也为明清时内地的藏传佛教造像采用。

贴金是将金箔粘贴到佛像上；上金是将金箔研碎成粉，而后用丝绵蘸裹，

涂在佛像上；泥金与上金方法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它在金粉研制上更复杂

一些，制成的金粉更细，因而粘在佛像表面的金粉也更多一些。这三种工

艺可以说是由简及繁，所耗金量由少及多。其中贴金最简单，耗金量最

少，而泥金最复杂，耗金量最多〔〕过去北京匠师术语中有 “一贴三上九泥

金”，意思就是说这三种工艺所耗金量的比例关系。这三种方法虽然繁简

不一，但有一个基本的方法是共同的，那就是施金前都必须打金胶 （用胶

粘住金之意）。“胶”一般读作 “脚”，过去匠师也有写作 “金脚”的，意

思是胶在金下，如金之 “脚”的意思。基于其工艺特点，过去北京统称这

些装金方法为 “明金”或 “漆金”。这于种工艺与镀金的不同是都不用水

银，用的都是 “冷金”，区别非常明显。若需详细了解它们的工艺程序，

可以详见王世襄先生所著((饰录解说— 中国传统漆工艺研究》一

书。⑧（彩图90)
  上红是在镀金工序完成后实施的一道工序，也是佛像制作工艺上最后 轰

一道工序。它的作用是使金属佛像表面的金色更加富丽和鲜艳。上红的工 附

序比较简单，就是将镀过金的佛像重新放人一种用树皮制成的溶液中加热

煮沸，待一定时间取出后，发黄的金色即成带紫的金色。元明时期的西藏 录

金铜佛像表面都有这种效果和特点，应当是使用了“上红”工艺程序的缘 令
故。 月．医
    4．装藏与开光 ．暇孤．

    上述制作一工艺完成后只能算是一件佛教艺术品的完成，还不能成为佛毓蕊教;v

教徒供奉的神像。而要让它成为信徒崇奉的圣像还必须经过最后两道神圣气翻尸
的宗教程序— 装藏与开光。清朝翰林院蒙古大学士工布查布所译《造像 令
量度经》⑨对佛像的装藏与开光有专门的论述。下面就根据该经所讲进行

介绍。

    所谓装藏，就是在佛像的内膛 （一般在佛座处或佛像背后开口处）放

人一些佛教圣物。根据工布查布译经所说，这些圣物主要是法身舍利和生

身舍利。其中，法身舍利是主要的，一般具体为 《佛顶尊胜咒》、《佛顶放

无垢光明咒》、《正法秘密筐印咒》、《菩提场庄严咒》、《十二因缘咒》等五

部大陀罗尼咒。另外，如果佛像内膛较大，还可奉人 《大宝广博楼阁善住

秘密总持》等一些吉祥真言·放人内膛的这些陀罗尼咒，“皆宜横书，尽 22，
容于一行内，其余行另书他咒，或本咒前行，周而复始。惟不可一首总持



        半途间断，折回来往复书。书字和用椒汁，则被虫不食云。”书写完后将

    截 这些经咒卷紧，以净糊封口，或 “自尾向上”，或 “从头往下”竖放。生
    烤 r}4_、 S1 I、二、。‘曰二决、Ir_rIY;I,八s; I 。几：。，仆、。 。、。。，。，斗,fl Ct,1、 -J7.
  TS4 身舍利主要指得大成就者所出舍利，一般很难得，一日得到又难识别其真
    像 伪，所以 “故惟用法身舍利为便而佳也”。如果得到真实不虚的生身舍利，
    艺 。几卜＊。入、}-IY ，1。二， 二一卜Ec、二 、，一、。一。、，、，卜、．二 、。一。人
  某 一般与郁金花放在一起包好，置于小净盒内，连盒放人佛脏内·在法身舍
    鉴 利和生身舍利奉人后，还要填充一些金银珠宝和香料等物，如五宝 （金、
  贵 、。 。，一：nn。 主入一T'\ ，一、、，；、‘、。、J．。：。：二。二。，二、 一、

        银、珍珠、珊瑚、青金石），五甘露 （蜂蜜、石蜜、乳、酪、酥油），五药

  全 （营蒲、仙人掌、苦参、乌贼、藤梨馨),五谷 （稻、大麦、小麦、绿k. .

口厕巨 白芝麻），五香 （白檀、沉香、肉J 7Gx、龙脑香、郁金香）等。将它们晒

mill妇干磨细，并和以“诸般香面”，以填充佛脏空处，起到保护佛藏不受虫蛀、
嚼醚 不朽、不散的作用。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如果是较大型佛像，在佛膛内一

  ’二耀释 般要安置一根木棍，称“幅木”或“命根”，一般以拚檀、桧、柏等木为    000 一 、．协一’．一’‘“’IJ’＿’“”一 ～ ,"I+-IN   f       A--jj-I-,   IA‘'1H q'III/J
        佳，其长度与佛像身量相当。置人时根在下，梢在仁，脐部以下要为方形，

        以上为细圆形，整体看似塔状，下部作五股半柞形 （画出来也可以），然
        后用红粉涂抹〔婷木上要写真言，L部用金汁，中间用彩粉，下面以墨

        书。p木的主要作用是便于奉置和固定佛藏，而做出这样繁琐的规定自然

        是为了与佛膛的佛藏内容取得一致性，增强佛脏的加持力量。（图163)

r.                        nx.dXxXX   .l   Al}}                                                                dry.      , }}}",n ,    �            ,q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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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3 阿闪佛及其封藏 巧世纪 铜镀金 高47厘米



    由于一般佛像的佛藏都是从佛座处奉人的，这样装完后便需要添加盖

子封住佛藏。这个底盖称为 “神佛像底盖”。底盖一般制成薄铜板，大小

与佛座底部一样。固定底盖的方法西藏和内地各不相同：西藏习惯采用包

底法，就是将佛像底沿往内敲打直至包住底盖；内地 （主要指元明清宫廷

造像）则主要采用剁口法，即在佛座底沿剁出铜刺，以铜刺来固定底盖。

封盖朝外的一面一般都要阴线刻 “十字金刚柞”的图样。十字金刚柞又称

揭磨柞，有防止邪魔外道袭扰的功用。这样，封盖不仅有封藏的实际效

用，同时又有了神圣的宗教功用。十字柞的图样因时因地而异，也可作为

佛像时代和地域风格鉴定的依据。清朝漠北蒙古地区封藏方法与西藏、北

京都不同，我在清朝 “漠北蒙古造像艺术”中已作介绍。（彩图91, 92)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装藏作为一个宗教程序，它除了对所藏圣物有

繁琐的规定外，还对装藏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装藏过程中，装藏者

“始终要洁净，持八关斋为妙。或当时忌荤酒，禁气恼等一切不祥之事，

发喜悦良善心，口诵十二因缘咒，或梵或汉；不能者默持他咒，或念佛名

号”。

    装藏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开光。开光之意是请灵光安住尊像内，也

可理解为赋予尊像以佛教的智慧和灵性。工布查布称开光为“安像法”， 汽
他在 《造像量度经》中也专门介绍了安像的法则。首先，在择定的吉日的 附

前一天，由高僧主持先诵如下渴语：“我等诚心通明力，如来威神加持力；

法界清净巨思力，以此真正大势力；诸愿为善功德事，无碍自成尽如意。” 录

言毕，坛主拈香，三拜后高声祝曰：“某（坛主自称名号）率领众等，实 令
发道心，至诚仰启觉聪，俯垂鉴证：今特为创造圣像，因具足福德瑞祥，月日压
以宝坛胜境巩固，而供用资粮增长；广摄遐迩不偏，普脱苦恼患难；教化．尸P.M

炽盛无边际，众生欢乐永平安。所以今瑞像已成，竭尽施主某等力，恭奉输翻黝黔

如来遗留敦，钦遵古德通书一 明日谷旦安住像，慈悲准允锡利益·”坛呱麟铲
主祝毕，作乐颂赞，观想佛像欣然应许。第二天，即原定的吉日，依然奉 今
斋做道场，如前念诵 “我等诚心通明力⋯⋯”渴语。唱毕，坛主观想法身

人于像身，并诵安住像咒曰：“吨萨哩、瓦但他，伽但麻你沙但第巴嗒人

u,刺入4，刺达哩，麻达睹唯哩，脾婆贺。”一边诵一边挥撒鲜花、稻

米于像上。接着念 “招住凝”四字真言，即惹、吟、婆母、和。念毕，再

诵开光真言：吨楼克、当楼克、当萨满但楼克、当尾刷达尼婆贺。之后，

诵请永住咒：吨苏巴啦、底思茶跋阁p}"、耶婆贺。最后诵其他赞颂而结

束。当然这是关于寺庙较大佛像开光的法则，一般小型佛像则没有这样繁

琐，要简单得多。笔者曾在雍和宫亲眼目睹过蒙古喇嘛为信徒所请佛像装231
藏开光的仪式。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坐着两位喇嘛，一位忙着拿檀香的



        碎头、小经卷为佛像装藏，一位右手捻珠，左手持铃坐在一旁，对着装好

    截 藏的佛像喃喃诵经，念诵时时而摇动手中的金刚铃。正在接受开光的佛像
    烤 、一、 入二、。、 、、、。二、 一、W .1. a-+- l.th，二、,+. LM、二、、 、、二、、.,    盆 放在一个圆盘内，盘中装有大米，有些小挂佛还被埋人大米中。这种开光
    佛 肤，工一 ’ivi to r J ,显一，’衣‘日八小，IH -11 ,1土UP K!'T)X 八八小甲。A!!, rr)I少‘
    依 仪式前后大约进行十多分钟。
    艺 ，4,1&,、二、、丁、一、卜、二＊。。、、、、xF, , -_, Jat. .-a.：L， 卜二、。。，、：、＊二41
  某 佛像通过开光之后算是具备神圣的宗教功用，方能受到信徒恭敬礼
    冬 拜。寺庙供奉的所有佛像都是经过了这样的开光仪式。另外，佛像若重

  贵 修，也要进行重新开光，其开光仪轨，与上述仪轨大致相同。

鑫 （六），朝西藏郡王颇罗，
．娜dm 荀欠献 给 雍 和 宫 的 两 荟 佛 像

  ，哪羚 雍和宫是清朝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原为雍Ir皇帝的潜邸，乾隆
    令 ． ’价”’～一”‘’‘，一厂‘、一目＿曰一‘”‘’、”1．了‘‘’川’～“‘＿’件”’一”‘曰“曰nnr f rur-

        九年 （1744年）正式改为喇嘛庙。雍和宫改庙的第二年，时为西藏郡王

        的颇罗a特地从西藏给雍和宫敬献了两尊精美佛像，以示祝贺，一尊为释

        迩牟尼佛说法像，一尊为观音菩萨像。这两尊佛像经历了250余年沧桑，

        现在仍完好地供奉在雍和宫内，它们以重要的宗教历史和艺术价值受到r

        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释迎牟尼佛说法像供奉于雍和宫第二进大殿— 法轮殿正中的宗喀巴

        大师像前 （彩图93） 此像结枷跌端坐，双手置胸前结说法印，头饰螺

        发，顶有高肉髻，肉髻上又饰摩尼宝珠。面形圆鼓，鼻直口正，双眉上

        挑，双目炯炯有神，神态庄肃。大耳齐垂至肩 躯体浑厚，双肩圆润，胸

        部高挺。身着袒右肩架装，衣纹呈波谷状，为印度岌多艺术形式，手法非

        常细腻。领口出现了一些折角式衣纹，形同花边，颇有装饰性。整躯造型

        端庄，气势恢宏，充分表现了释迎牟尼佛说法度众生的超然气质。

            这尊造像下面和身后还分别配备r做L精致的台座和背光。台座由两

        个束腰形须弥座上下相叠构成。上面须弥座为铜质，束腰正面雕饰双狮和

        做出托举状的金刚力上 （鸿樊茶），座的底边＿仁刻有一行藏文题记。下面

        须弥座由楠木制成，呈多角叠涩形式，束腰L也刻有狮象等装饰图案。楠

        木须弥座比上面的铜座明显要宽大，因此整体看起来既稳重又给人浑然一

        体的感觉。佛身后的背光也由楠木制成，造型高大，形制为舟形。背光上

        的雕饰极为繁褥，它的外缘高浮雕云朵状的火焰纹，背光内缘的顶部和左

        右两边刻七佛像。七佛像皆坐在莲花上，虽然只有七尊佛，但实际代表的

        是千佛，寓意 “一佛出世，千佛护佑”。背光上的雕工都采用高浮雕，工

  232艺精细，立体感颇强。在背光和台座的衬托和装饰下，主尊庄严神圣的宗
        教气质更加完美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尊佛像的背光后还有用四种文字书写的题记。从左

至右分别为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皆竖行书写。题记内容为造像来

源、名称、供奉时间和地点等。现将汉文题记抄录如下：

    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奉特旨 ＿ ．‘ ＿＿

命西藏郡王颇罗A将有大利益佛像 ．．．尸 于镰黝酬撇撇黝｛撇翩．．
请至京城供奉。颇罗A随与达赖喇 口巍舰髓黝黝黯黝缨黝黝,�. 户

嘛共同阅定后交钦差副都统索拜，饰麟黝黔群渊曝舞姗黝藻瓤撇娜瑙曰

恭请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具奏，傲翻魏觑数哪姗翼翔翻礴翼黔．．

奉旨供奉于雍和宫。掌教转轮结印 渊胭赞曰困 肺绷 州圈．嘴口．

释迎牟尼佛 （此像系释迎牟尼佛，翔．．．．侧日砚藏臼．胭．．．
在西域文严城、室罗筏城、灵鹜山 灿．．．．．．日瑙日．．日．．．

三处转法轮之像。源流经云；凡供 ．．．口．．．．目．口．日．．．

此佛之处，法教大兴。）御制赞曰：．．．口．．．．圈．．．．．．
佛身普通诸大会，充满法界无穷尽；1．．．．．．．．．．．．．．．

为救世间而献身，究竟本无身可献。奋加．．．．．．．．．．．．．．

勺竺莲花乡哮冬杏夸手花毛二怜1口．．．．．．． 六
是则名为转法轮，西天东土何分别。理口．口呱 1,Fn T呱傲  TIY_呱 伙

（图164） 一 ‘ 一 附

    由题记可知，这尊造像是由西 图164释逝牟尼佛背光后墨书题记
藏郡王颇罗0于乾隆十年进献给雍 录

和宫的，它的铸造时间我们由此也大致可以推知。 0̂4

    观音菩萨现供奉于雍和宫第二进大殿— 雍和殿，也是乾隆十年由西日口压
藏郡王颇罗鼎敬献给雍和宫的 （彩图94)。此像由名贵的白檀木精雕而月愁沥．

成，连座高110厘米。观音头戴三叶冠，正中冠叶较高，顶盘大发髻。面铡恻澎孺

相庄严，神态慈和。大耳下垂，有耳饰·宽肩，上身袒露，下身着印度式，呱嫩尹
僧裙。僧裙很特别，左短右长，两腿间垂下折角状的裙边。臀部又斜缠一 令
条带子。僧裙紧贴身体，大腿的轮廓清晰地显露出来。僧裙的形式与衣纹

表现手法都是公元7-9世纪印度流行的风格。躯体略旱三折枝式站立，

足下有一个圆形覆莲座。右手下垂，结施与印，左手放在大腿处 （应该执

一莲茎），姿态生动自然。

    此像也配有雕工精致的须弥台座和背光，皆由楠木制成。须弥座为方

形束腰形式，束腰上下分别饰有仰覆莲花瓣。背光呈舟形，造t}li大方，高

110厘米，宽40厘米。其形制明显从早期印度和尼泊尔造像上的马蹄形

背光演变而来·背光外缘也刻有火焰纹，但比较细小，光背上自上而下刻233
“六擎具”，这是藏传佛教佛完完媚上常见的一组装饰题材。其中，顶部刻



        大鹏金翅鸟，自顶部而下两边对称刻龙女、摩揭鱼、童子骑飞马、狮、

    截 象。皆为高浮雕，雕＿L十分精细。这尊像的背光后也书写了四体文题记，
    传 、、，、、、。 。、二F、、。、， 、 、 。1，，。1二、＊ 。一卜卜。。、。、、．
  17亦为竖格书写，自左至右依次为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其中汉文题款

  老－ 为：一＿＿＿。＿＿    r ．．．．．．．．．口．．．．．． 西藏郡王颇罗A恭庆曼

  拿 ．咚翔皿臼．．．． 牛齐愁色皇冬、艳些色汽
          ．．．胭扭．自日．．．．．．．． 大兴黄教，建立新庙，敬进

  全    Erg翻口皿．目卿皿．日．．．． 白檀庄严利益罗吉硕哩佛，
月 pi压 日．日姗硒 阅四．抽如．圈日．．．．． 交伊来使囊素开津品尔口口

一七 l'口 ．．价眺．曲叨眼．．．．．．．． 于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鹭髓断哪 ．．．叹．日门皿日．．．．．．． 至京具奏，奉旨供奉于雍和

  ；  A. ．．．口口．．．．口日困．．．． 宫，番称鉴赖滋克，蒙古称

  令 ．峨日．脚．．．．． 见娜属票稽暮夏戴鬓幕蕊
          ．．．目．．．．幽．口．．．．． 音菩萨。（图165)

          ．．．峨．．．．．．翻．日日．． 由此可见，这尊观音像

      ．．．月口目口圈总口．．． 也是西藏郡王颇罗a敬献给
                                                雍和宫的，不过敬献的时间

            图165三叶冠观音菩萨背光后墨书题记 比上一尊释迎牟尼佛说法像
                                                要晚六个月。

            这两尊佛像不仅以造型完美、毛艺精细而引人注目，而且还具有独特

        的艺术风格。它们的独特风格更加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两尊佛像的风格

        都属于仿古风格，反映了清代西藏地区佛像艺术仿古风格流行的风气。

            释迎牟尼佛说法像所仿的是一旱期克什米尔风格。克什米尔，占称Wit

        宾、迎湿弥罗，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它的记载颇多。它位于喜马拉雅山西

        面，东临我国的新疆、西藏，南面是印度，西北与巴基斯坦接壤，连接着

        中亚、南亚和尔亚广大的地区，地理位置｝一分重要 在古代历史上，它凭

        着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东方和西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巴次大陆各地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交流发挥r重要桥梁作用，同时也得以不断地吸取周

        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并将它们熔为一炉，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区复合型的

        文化艺术模式

            克什米尔有着悠久的佛教和佛教雕塑艺术历史。就佛像艺术而言，克

        什米尔早期主要受键陀罗艺术的影响，大约到公元七八世纪时开始形成本

        地区风格。西藏十六世纪著名佛教史学者多罗那他 （1575-1634年）在

  234其所著《印度佛教史》中说：“迎湿弥罗过去继轨中部和西方｝f1派，后来
        诃须罗创立绘画浮雕二者的新风格，现在称为迎湿弥罗式。”⑩由于受传统



艺术和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该地佛像艺术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复合形式，

有键陀罗艺术的遗风，有岌多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有中亚波斯萨珊文

化的印痕，还有本地区特有的工艺技术的影响，这些文化艺术因素共同构

成了该地独特的佛像艺术风貌。

    从现存的早期克什米尔佛像遗 ＿

存来看，像雍和宫供奉的释迎牟尼 ．．．．．．喊沥．．．．．．．

佛说法像这种造型的佛像大约有十 ．．．．．．鄂嵘口．．．．．．

余尊，说明当时这种佛像是一种十 ．．．．．．恻细．．．．．．．

分流行的造像题材和样式 （图166)0．．．．．峨尹阅林徽口．．．．．

同早期原作相比，雍和宫这种佛像 ．．．．嗯超叽.= 日．．．．

在整体造型、大小规格和局部表现 ．．．．噢日．砂四．．口．．．．

上基本与早期造像相仿。但是通过 ．．．确姻四．．．．困．．．．

比较分析，仿作和原作还是有区别 ．．．．．．．．．．．．．．．

的。归纳一下大约有5处值得我们 ．．．'"嘛照细画目理军赚藏．．}

注意：一是体现在佛像头部。早期 ．．．．．．．口口目．．．．．．

些华41--}  ,  - ..Jr较竺。幽鬓呈竺些＿卜螺资赢口鹿祖口日喇蘸 六
不太清晰，有明显的打磨痕迹，带 娜黝喂阳侧日．月．比 ．．门日撇撇 ‘之

有明显的键陀罗造像遗风；而这尊 ．．．吐目．盆口．．口 附

仿品头部比较宽平，肉鬃呈半球状， 椒画．．．．．．．．．．目

肉髻上还嵌有圆形宝珠，螺发非常 －－－－－－－ － －－ 一 录

清晰，完全是明清佛像的形式和做 、
一 ‘。，，＿＿，＿一＿、＿ 。，：、．，”一＊ ． 图166 释迹牟尼佛 H-9世纪 J‘
法。二是体现在面部。早期佛像面 一“～ ：立一＿’一厂＿止，一“一 月瓜压·－－一 ＿·－一 丫·．j－－一 黄铜高16.5厘米 一
形圆鼓，颇有肌肉感，鼻梁扁平， 一 翻黔猛皿

双目低垂，神态生动而典雅；但仿作面部就比较刻板，鼻梁高挺，双目平稠翻渊鲡

一a，缺乏个性化特点。三是体现在衣纹上·原作与仿制品都身着袒右肩架气+raw}
装，衣纹旱波谷状，领日皆有装饰性极强的花边，但早期佛像衣纹不甚明 令
显，时隐时现，显得t一分自然，而仿制品的衣纹则非常清晰，分布也十分

均匀，完全趋向程式化。四是体现在台座上 台座的造型及装饰题材原作

与仿作基本相同，但原作整体造型及力十、狮子的雕刻等都非常白然生

动，风格古朴，而仿作明显显得僵板，生硬，缺乏生机。五是体现在铜质

及工艺上。原作与仿作都用黄铜铸造，但原作与仿作所用黄铜还是有所区

别，原作黄铜为铜锌合金，应为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输石；仿作黄铜合

金中可能掺一r较多的铅。因为用材合金成分不同，原作一般体量较轻，而

仿作一般较重。 235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承德外八庙管理处也各收藏有一



        尊与雍和宫这尊释迎牟尼佛说法像造型风格完全相同的佛像。两尊佛像台

    截 座＿L也都刻有 “大清乾隆年敬造”题款，说明两尊造像皆出自清宫造办处
    传 二。二 二。／． 、1-:r k I}- .f: LL-,V- H.  "t ,,AS hl, 3eX }h. 4, F? /fh ;?4 :/3- /f1Y且。曰山。二。    盆 无疑。那么，这种仿克什米尔风格的释迎牟尼佛说法像最早是出自西藏，    佛 儿淡。刀！，一自’趋“州刀儿，‘2卜小践T"目”仟樱毕’乙即珑协‘不取十止山目曰DWA ,
    像 还是北京宫廷呢？这个间题值得我们搞清

OHO"..r }.+}lii}p000"Y2L.1}}pNY}n   u一升
              图167莲花手菩萨 （图167)

            11-12世纪 铜镀金 尼泊尔是同时毗邻印度和我国西藏的一
                高29.2厘米 个高山王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佛教艺术传

                                  统，在古代，它不仅为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发

        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且作为一个自己有着雕塑传统的国家，它在印度

        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地融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雕塑技艺，创作出了具有本

        民族特色的大It优秀的佛教艺术作品，他们的工匠和艺术作品在历史上对

        我国藏传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大大地超过印度对我

        国的影响；尤其是元、明、清三代之时，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已处于沉寂

        状态，而尼泊尔艺术在我国西部、西北及北京等地区却表现得异常活跃。

        因此，对于尼泊尔艺术，我们是不可以低估的。

            从国内外各公私博物馆收藏的尼泊尔早期佛像看，三叶冠观音菩萨站

        像比较多见。将仿作与原作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仿作的造型姿势、头

        冠和服饰样式，两手的姿势，以及下身斜披的丝带形式完全是从早期造像

  236而来·但是仿作毕竟还是仿作，由于时代审美观念的差别，这尊仿作明显
        地体现出清朝佛像艺术的气息，造像躯体平板，姿势僵直，面相宽平，这



些都是清朝佛像艺术的表现。总之，仿作与原作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无独有偶的是，在北京故宫雨花阁也供有一尊西藏造白檀木三叶冠观

音菩萨像。此像供在雨花阁一层东面的上乐金刚坛城前，高93厘米，是

清宫中最大的檀香木观音像 （图168)。此像头戴二叶冠，脖子上挂珊瑚

串珠，衣裙卜缀满串珠缨洛和画珐琅佛像饰件，背光形式及上面的雕饰与

雍和宫观音像相同，背光后也书写厂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其中汉文

为：“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二1一六日奉旨供奉番造白檀香自在观音”。从铭文

看，它也是由西藏进献的，不过进献时间比雍和宫的观音像晚了七年。

    事实证明，三叶冠观音菩萨像也是清朝西藏佛教造像中一种十分流行

的仿古题材。除了上面我们已知的北京雍和宫和故宫两例木雕观音像外，

现存各地的清朝藏式铜造像中，这种题材和样式的造像也非常多见，我们

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六

                                                                                      附

                                                                              录

                                                                          今

            A-
                                                                          令

                    图 168 观音菩萨 乾隆17年 （1752年）

                          白檀木 高93厘米 237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尊造像背光后题记中提到的颇罗鼎这个人

    截 物。颇罗鼎是当时统领西藏军政大权的西藏郡王，这两尊佛像都是在雍和
    传 ＊」、二、．，。＊＊。、、，、。、，，二＊二r"、、。AA二，、、。．、，＊、＊二、 二．t_I,
  杯 宫改为喇嘛庙时由颇罗AR从远在万里之遥的西藏送到雍和宫供奉的·由此
    像 可见，这两尊造像的历史价值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它的历史价值我们从
    艺 、二。、、人 ：＊‘、＊、＊二。 ．、，二。二．：、＊，，二、、，、。
    v 颇罗鼎这个人物的事迹中可以得到深刻的认识。    术 DRY4少朋思 ’／、，刀日，下A}X'I’，vi,’ I'T工”体环”目”岁、妙“。
    鉴 颇罗鼎全名颇罗鼎·索纳多吉 （1689-1747年），18世纪西藏历史上
    食 仆n I. rv}。二、、，、 ，山rl-; Al- = -tip:、二、-'.-.hF、、         aY二丫 Ar t-7F"l+ ＊。一

        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原为西藏行政首领拉藏汗手下一名军官。康熙五

    会 十六年 ‘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侵扰西藏．颇罗绷率军奋力抵抗．因寡

月〔期压不敌众，被准噶尔军监禁。获释后，他暗中聚集力量，后来在配合清军反

．麟沸绷．击准噶尔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康熙六十年 （1722年），受封为一等台

1..., H la-w:I:}吉。雍正元年 （1723年），升任噶伦。雍正六年 （1728年），阿尔布巴发

  翼尸 动内乱，首席噶伦康挤鼎被杀，西藏政局顿时陷人一片混乱。从雍正五年

        (1727年）的一封驻藏大臣奏折中可见当时西藏政局之一斑：

            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副都统宗室鄂齐奏：臣至西藏审视情形，首领办

        事之人互相不睦。达赖喇嘛之年纪尚幼，未免有偏向伊文索诺木达尔扎之

        处，康济柔为人甚好，但恃伊功绩轻视众噶伦，为众所恨。阿尔布巴察性

        阴险，行事异于康济A，而索诺木达尔扎 （即达赖喇嘛之父）因娶隆布A

        二女，三人和为一党，若挑唆达赖喇嘛和康济A不睦，必至争竞生事。

        再，噶伦甚多，反增烦忧。⑧
            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颇罗鼎坚定地支持康济x。他一面在后藏

        聚集人马准备反击，同时奏报清朝中央政府：

            ⋯⋯阿尔布巴、隆布A、扎尔柔等会同前藏头目于六月十八日将康济

        霏杀害，臣即收聚后藏军兵防守驻扎。阿尔布巴等复发兵来侵，被臣杀伤

        无算。今臣带领兵众剿扑阿尔布巴等。伏祈皇上速遣官兵进藏，剿灭逆

        魁，以安西藏。’，⑩
            结果颇罗鼎率军攻克了拉萨，擒获了阿尔布巴，取得了平叛的胜利。

        在众人劝说将阿尔布巴杀掉之时，颇罗鼎断然做出等清朝大皇帝来处置的

        决定。这次成功平息阿尔布巴事件不仅充分表现了颇罗鼎处乱不惊、足智

        多谋的胆识与谋略，更显示了他申明大义，维护西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和国家统一的远见卓识。

            颇罗鼎因在平定西藏噶伦内乱中功勋卓著，深得清廷信任。不久清廷

        便将管理西藏地方的大权交给了他。当时的西藏社会，因连年战乱，已是

        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为此，颇罗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

  238系列改革·首先，他宣布免除过去的一切征税·其次，重视宗教文化方面
        的重建工作，他先后主持雕刻了全套 《甘珠尔》，修缮了拉萨大昭寺、小



昭寺；新建了很多寺塔，铸造了无数的佛像。这些改革措施使整个西藏社

会很快实现了人心稳定，经济繁荣。雍正十年 （1733年），鉴于西藏形势

好转，雍正皇帝派军护送因噶伦内乱后驻锡噶大惠远庙的第七世达赖喇嘛

返回西藏。

    在军事方面，他要求清朝中央政府削减在西藏的驻兵，一为减少皇库

支付；二为减轻西藏老百姓的负担。雍正皇帝颁赐诏书：“贝勒颇罗a输

诚效力，唐古特之兵亦较前气壮，今北京极多兵力驻扎拉萨，未见多用。

因此留兵500名，两名官员，另两名官员等返回。”。清朝原来在西藏的驻

兵为2000名。

    在对外关系方面，他缓解了与边界不丹的紧张关系。他用兵调停不丹

内乱，使不丹 “派使臣向文殊估主世间主人大皇帝和吉祥大地之自在主人

大法王（颇罗鼎）进贡呈书”，⑩从而建立了不丹向清朝皇帝和西藏地方政

府逢年进贡的制度。

    颇罗鼎在西藏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给西藏社会带来了繁荣和稳定，他

本人也因此赢得清朝中央政府的信赖和支持，先后被封为贝子、贝勒、多

罗贝勒；乾隆四年 （1739年），被封为郡王。

  颇罗鼎掌管西藏地方政务前后达19年之久。他执政期间，不仅促进 汽
了西藏社会的安定、生产繁荣，更加强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 附

系，开创了驻藏大臣会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新纪

元。在西藏社会繁荣稳定的时期，颇罗鼎从遥远的西藏送佛像到雍和宫供 录

奉，恭贺，正表现了他长期以来忠于朝廷、顾全大局的一片忠心，反映了 、

清乾隆时期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亲密的君臣关系。 月．压

    综上所述，雍和宫供奉的释逛牟尼佛说法像和三叶冠观音菩萨像，都．时狐．
是清朝西藏地区制作的精美的佛教艺术作品。虽然这两尊造像不过是清朝毓脚戳肠

西藏佛教造像中比较流行的两种仿古样式和题材中的两件实例，但是它们，锡画下

却有着一般仿古作品不具备的优胜特点和文物价值：它们做工精细，形象 ？

生动，风格鲜明，是清朝西藏同类题材和风格中最为突出的两尊造像；它

们都带有确切的制作年代，这种年代标记对我们研究清朝藏传佛像艺术仿

古风气的形成与发展，鉴定同类仿古题材和样式造像的年代具有十分重要

的参考价值；它们都是由当时统领西藏军政大权的西藏郡王颇罗鼎从远在

万里之遥的西藏送到雍和宫供奉的，反映了清乾隆时期清朝中央政府和西

藏地方的亲密关系；另外，这两尊佛像都是在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时送到雍

和宫的，是雍和宫由雍正潜邸改为喇嘛庙的重要历史见证。

  （本文是我与雍和宫管理处马兰同志合作撰写的，经她同意，收入本239
书附录中。）



  Aft （七）明朝北京几丸藏传佛像艺木遗存
  霍 ，．北京智化寺藏式风格造像
  乡 智化寺是明朝正统年间兴建的一座汉传佛教寺庙，寺中有些塑像具有    术 月’勺’J尤’月洲J一刁‘了，一“/1X="7 件’人I }C UP _T̂  ̀J’田” “ 门匕～印、7可门
    冬 典型的藏式风格，是明代汉传佛教对藏传佛像艺术接受和认同的重要见

  食 证。
    令 智化寺位于东城区禄米仓胡同，始建于明正统九年 （1444年），正统

月而巨 十一年 （1446年）建成，历经五百余年风霜，今天基本保持了明朝建筑

一嵘狐．风貌。1961年国务院将它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中现
m"卿有大智殿、如来殿、大悲堂、转轮藏殿等建筑，但由于 “文革”期间的破

  ，嗯岁；坏，只有转轮藏殿和如来殿两座殿堂保持着旧有的供奉面貌，藏式风格造
    令 止’、几’兰罗’井刃℃兰刃’了二军’‘’一二布「”丫万三二二丫！．万厂’，＿’一长．、＿了万士

        像亦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殿堂中。其中，转轮藏殿保存佛像较多，此殿位于

        中轴线上大智殿前西侧，殿内置有贮藏佛教大藏经的八角轮藏一座，因此

        得名转轮藏殿。转轮藏由三部分构成，下为须弥座，上奉毗卢遮那坐佛一

        尊，中为藏经之经柜，是转轮藏之主体。经柜共有8面，每面有45个放

        置经书的抽屉，横数35个，竖数9个。每个抽屉朝外之立面上浮雕一尊

        佛像，这样经柜一面即有45尊佛像，8面即有360尊佛像。佛像姿势及

        艺术风格完全一样，枷跌坐姿，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头饰螺

        发，上身着袒右肩架装，下身着长裙，裙褶露于胸前，衣纹立体感很强，

        写实自然。面部宽平，宽额高鼻，大耳垂肩。躯体壮硕，肩宽腰细。佛座

        为双层莲花座，莲瓣肥硕，莲瓣尖部饰有卷草纹饰。这些特征同永宣宫廷

        造像比较，汉化的成分明显增多了，面部更接近汉地的审美和流行的样

        式，衣纹更为写实，莲瓣的样式更加宽肥。另外在经柜两侧之立柜和顶部

        之出檐上也有密教题材的雕刻，出檐上雕大鹏金翅鸟，鸟嘴衔龙，立柱上

        自上而下依次雕菩萨 （或金刚）、宝马、狮、象，两两相对。每面以菩萨

        和金刚的更替相区别，即一面为菩萨，其邻面即为金刚，这样八面即有八

        大菩萨和八大金刚。这一装饰是藏密惯用的 “六擎具”的装饰题材。联系

        到轮藏顶部的大日如来像和殿顶的五方佛咒语，这个转轮藏虽为贮藏大藏

        经之用，其雕刻内容则表现了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以八大菩萨为眷属，八

        大金刚为护法的密教曼陀罗世界。由此内容看它的艺术风格为藏式就不足

        为奇了。（图169, 170)
            如来殿在大智殿后，有七下两层，上下层中央各有一组大佛塑像，下

  ，才。 为释逸佛与金刚密迹、梵王，L为法身佛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卢舍那佛和  240      /;o‘ I-rx=1,I+ J}r77w “少、‘一” 一／“’“刁 ’jl‘’油’狸川‘口尸、7l.-J VI+I   G7 I'll VII 1I1+
        应身佛释迎牟尼佛，上下层侧壁供有泥质模印佛像近万尊，所以此殿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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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9 北京智化寺转轮藏殿转轮藏上部

万佛阁。此殿的佛像属藏式风格者以日公的毗卢遮那佛最为明显。毗卢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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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装，露着右肩，右肩有架装 攘黝黝瓢黝姗襟巍黝淤、呼嘿飞浦耀羚．．． 麟翻洲姗

一角反搭其上，为汉地的习惯 酬哪鄂黯1瓣撇瀑靴麟蒙撇撇霭，硒撇洲漏黝葱．妇 嘛两矿

做法。下身着长裙，衣纹流畅毅撇黔鬃一一蘸薰默一一）！一立翼粼儡少曝耀赘11 lit' M,璐 令
自然，也体现出成熟的汉地技 髓缨黝籍｝｛彝茶爆纂君麟浦撇‘ 军黝一逻嘿舰30- K

法。佛像躯体壮硕，宽肩胸 V,颧撇戮 工彝默潺耀黝r、＿姗毓份：I I Iowa

阔，腰部略有收分，现出伟昂 翔黝嘿翼撇翼黝撇撇撇 臀 ｛｛滋耀娜．麟

脱俗之豪迈气势。躯体上还有 哪蘸 1 C41}渤才  i黝鸳缴  } -I'黝飞   I

装饰，胸前是繁褥的缨路，手 ．摄粼曝撇黔撇黝缨哑叭瞥臀一’一.  't I罕一 A=

腕、臂和脚躁有花形训饰，为粉臂耀黝黔瓤撇麟淤哪“赢‘叭沪
典型的藏式装饰风范〕

    上面讨论的藏式造像分别 图17(）北京智化寺转轮藏殿 241
是佛装和菩萨装两种类型，代 转轮藏上浮雕佛像



        表着藏式造像常见的两类题材。这两处造像雕刻时间应与寺庙建时一致，

    截 算是有较具体的雕刻时间。因此，它们基本可作为正统时北京藏式造像标

  经 准模式，对研究明朝北京藏式造像之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佛 ‘W-'I-2r:yI’入”’WI几叨wJ刁‘小na,4tV,lL I}}...L̂a:又x"17生又i'7口’LU o
    像 2．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上的浮雕佛像

  荃 五塔寺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东，长河北岸。始建于明初，原名真
    术 一‘F!‘，1-y-’-iU/J}r-7.FL1 J/I 4-J'"VI /JNe   I-}7 J-IU/-I-o  )kP)t= J  7J’”’/4}'C7 3}k
    冬 觉寺。清雍正时因避雍正皇帝）1fIL真讳，改名 “大正觉寺”。因寺内有一座

  食 金刚宝座塔，其形制为方形金刚宝座上耸立五座小塔，所以俗称五塔寺。
    令 寺中殿堂在20世纪初全部被毁，现在惟有金刚宝座塔独存。

月（期卜 关于金刚宝座塔的建造年代，文献只记载了建成年代，为明成化九年

．;1}粗．   (1473年），现在塔座正面的券门上有一块纪年石额，上面刻有 “救赐金

碾姗裁卿刚宝座塔”、“大明成化九年十月初二日造”题字。但对塔的始建年代却没

  嗯哪尹妇有明确的记载。关于它的始建年代，目前所见有三种不同的记载和说法：
    令 ’‘二厂泣了一二丫一兮一／一厂丫一‘一，一、“’．牡一 ’“＿二长一”＿几一’二、’几一“吮了侧．叹夕一～．’

        一种是 《清凉山志》的记载，说金刚宝座塔建于明永乐初年，是为印度高

        僧室利沙所建的墓塔；⑩一种是 《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一书所说，称

        此塔建于明永乐元年 (1403年），其上兰查体梵文是青海的热贡艺人所

        绘，永乐皇帝看了非常高兴，还亲笔书写了赞文；⑩一种是 《少林访古》

        一书所记，称此塔建于明永乐时，是为印度高僧桑揭巴辣所建的墓塔。⑩
        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金刚宝座塔仿印度菩提伽耶塔（释迎牟尼佛成道处塔）形制而建，由一

        个正方形金刚宝座和丘座方形密檐式小塔构成。金刚宝座内部用砖砌筑，

        外表包以青石。座的下部是一个束腰形台基，台基＿L分层雕有各种纹饰：最

        底层刻古印度兰查体梵文一周，内容为佛教吉祥颂；往仁是台基束腰部位，

        上面刻摩尼宝珠、金刚柞、轮宝、狮、象、孔雀、大鹏金翅鸟、宝马等，其中五种

        动物雕刻最为突出和生动，据密宗造像仪轨规定，它们分别是大！I如来、阿

        闽佛、阿弥陀佛、宝生佛和不空成就佛的坐骑；束腰之仁整齐地雕刻五排浮

        雕佛像，每排均挑出短檐，檐头刻出筒瓦勾头、滴水和檐子；短檐下是佛完，

        每排11完，每完坐佛一尊，每完之间又以石柱相隔。宝座的南北两面正中

        各开一圆形拱门，拱门的弧形券面＿f_刻大鹏金翅鸟、龙女、摩揭鱼、飞马、象、

        狮，这些内容通称“六罕具”。进人拱门，里面是一个方形过室，过室中心有

        一个方形塔柱，塔柱四面各开一佛完，每皂皆供一尊佛像。过室顶部，有蟠

        龙藻井。在过室南面两侧各设44级石阶，盘旋而L,直达宝座顶部的罩亭。

        罩亭为琉璃仿木结构形式，它的南北也各开有一个券门，出券门即到金刚宝

        座的顶部。（图171)

  242 宝座顶部四周有护栏围绕，L面耸立五座方形塔，皆为密檐式，分踞
        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中央塔 13层，高8米，其余四塔皆 12层，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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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1 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外景

                          明成化九年 （1473年）建成 六

米。根据佛教密宗仪轨，这五座塔分别代表密宗金刚界的五方佛主，即东 附
方阿闽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和中央大日如来。

从整体来讲，这五座塔又表示密宗的“五大尊一坛法·”五塔上的浮雕内容与 录
宝座大体一样，基座下面两层分别是卷草、轮宝、金刚柞与各种坐骑，它的四
二一、、 ～ ‘二＊、币- ,J4 ate. 、 ，、二一 ，一。，，、。。 。二，、、、，＿一、 令
面各开一完,完内高浮雕佛像一尊，佛完左右又各浮雕一胁侍菩萨和宝树，月亩‘

佛完券门上也雕“六Y具”题材。基座之上四面皆重檐相叠，檐与檐之间为口尹'．

并列的佛免，各完内雕坐佛一尊。由于五座塔皆呈方锥形，每座塔的每个侧兹M

面由下至一仁渐窄，所以各个侧面上的佛A数也由下至上递,n .值得注意的骂犷
是，在中央大塔的基座上，还雕有一双由莲花瓣承托的大脚印，称“佛足”。 令

佛足比常人略大一些，足心向外，其两侧刻有八宝图案。根据佛教早期艺术

表现形式，它象征的应当是释迎牟尼佛涅架的意义。

    在金刚宝座塔的各种雕刻题材中最为突出的是佛像的雕刻，整座宝塔

共雕有佛像1561尊，它们在宝座和五座小塔上分层排列，错落有致，宛

若一个佛陀的世界。佛像题材主要是五方佛，即大日如来、阿弥陀佛、不

空成就佛、宝生佛和阿阖佛。它们的形象特征基本一致，皆螺发高髻，枷

跌端坐，身披袒右肩裂装，惟以所结手印不同而相互区别。它们所结手印

依次为智拳印、弥陀定印、与愿印、施无畏印、施与印和触地印。佛像的 ，，，I}11V}/7 F7 7-一”‘J'J̀I"l.l～一”‘ J4u’一’一‘NUiuL、一’一‘’‘“ J一’一’一’4-v}“一’一. 1,L’刃、  "' 243

风格都是非常典3的藏式造像风格，与永宣造像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是



        体态略显丰臃了一些。（图172)

    截 一
    传 赢赢斌赢蘸赢赢赢巍涵赢瑞赢蘸蘸蘸
    佛 la '̀'麟幽臀哪瑙哪酬卿弊婴绷置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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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2 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上浮雕佛像

            通观整个金刚宝座塔，可谓建筑宏伟，形制独特，雕刻精美，题材丰

        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它既是我国优秀的建筑艺术遗产，又是一

        件巨大的雕刻艺术精品，同时它的建筑、雕刻形式与内容又蕴藏和象征着

        丰富而深邃的宗教思想，反映了占代‘！，印两国和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和

        友好往来的重要史实，体现厂我国r划弋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优秀

        品质。

            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于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1980年在此建立五塔车文物保管所，1982年正式对外开放；

        1987年10月改名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3．明朝西藏大喇嘛班丹札释及其雕像

            班丹札释是明朝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曾住持北京护国寺。

            护国寺毁于 “文革”期间，原址在今西城区护国寺大院11号，东临

        护国寺东巷。地以寺名，寺以地显，至今一些老人对它仍记忆犹新。该寺

        始建于元大德时 （1297-1370年），由元朝水相迁克说故宅改建而成，原

  244 名大崇国寺。明宣德四年 （1429年）重修后改名大隆善寺。成化九年



(1472年）赐名大隆善护国寺。建寺以来，一直是北京重要的喇嘛庙，对

连接汉藏、汉蒙和蒙藏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寺毁以后，寺中文物散落各

处，多少人为之叹息！1998年夏，笔者去法源寺参观时，偶然在寺中毗

卢殿后的西配殿中发现了护国寺移来的三尊木雕喇嘛像，其中的主尊便是

班丹札释大喇嘛。

    班丹札释，《明史》里无其传，《明实录》载之也甚略，他的事迹从北

京护国寺 《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释寿像记》残碑可知一些大概。他是大

宝法王哈立麻的徒孙，哈立麻之徒昆泽思巴的弟子。明永乐年间，明成祖

召大宝法王进京，班丹札释作为陪同首次来到内地 （南京），成祖授以

“僧录司右阐教”。洪熙元年 （1425年）又受封为 “净觉慈济大国师”。宣

德元年 （1426年）又受其师大乘法王昆泽思巴派遣，晋京 “贡方物，贺

万寿圣节”，又受封为 “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十年 （1435年）宣宗救

修北京护国寺，修完后，赐予居住。景泰三年 （1452年）又获 “大智法

王”封号。他学识渊博，曾于正统 ！二年 （1447年）对 《圣胜慧到彼岸

功德宝集揭》对照梵文进行校对，并雕版付梓流通，这就是朱字版 《圣胜

慧到彼岸功德宝集褐》，是仅晚于永乐年朱字版大藏经的又一部藏文雕印

佛典。居京期间，他还作为助缘功德主参加了北京西郊法海寺的兴建， 汽
《法海禅寺》碑阴记载了他的名号，曰：“弘通妙戒普慧善应辅国阐教灌顶 附

净觉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札释。”他一生往返于内地和藏区，迭受成祖、

仁宗、宣宗、英宗和代宗五代帝王宠重，为明朝 “远夷率服，边境无虞”， 录

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
    班丹札释像高约3米，结枷跌坐，光头，身着架装，像表面w漆。它 月．压

原供于护国寺影堂内，一直被人们误以为是明成祖的谋士姚广孝 （道衍禅．叱濒

师）像。据 《寿像记》碑文记载，明宣德十年 （1436年），班丹札释弟子橇甜熬黔

在其生前，“聚议合财，雕造师之寿像，期以安奉寺之祖堂，’o另外，这尊阅翻夕
像从护国寺移至法源寺后进行修补时，从其头部发现了藏文《陀罗尼经 令
咒》，由此可以确定为班丹札释寿像无疑。主尊两旁的木雕像应是班丹札

释的侍者或他的两大弟子。

          （‘、）略谈汉藏佛像艺木的 区别

    汉传佛教造像艺术指流行于我国汉族地区，具有鲜明汉文化特色的一

种佛像艺术形式。西汉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2年）佛教正式传人我国，

佛像艺术亦随之传来。到东汉中晚期我国便出现了造像活动，正式揭开了245
中国汉地佛像艺术发展的序幕。从那以后，历朝造像不断，高潮迭起。在



        近两千年的发展史上，汉传佛教造像艺术一方面执著地追求佛教理想主义

    截 精神，一方面又受到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影

  鳍 响而不断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南北朝造像清赢飘逸；隋唐造像
    佛 “！，IIU'I1471又Iti’土J̀ti山11.1�,目”“”，、幽饥“利-iu-TIq A -W I11}- I曰撇酬嫂’r曰iri思14,
    依 典雅端庄；宋代造像朴实自然；明清造像浅显媚俗。佛像艺术这种外来的

  些 艺术形式，经过我国千百年社会的不断熔炼和改造，逐渐脱离印度的色    术 ‘/I}/1/J-V f  }SJ t"J}4 L}’N T'1} T} NJ'I'-IlIM-7//J"I,+队七f   A}:TUIIJ/41 -J-I'/--H4 l}
    冬 彩，而向着中国民族化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

  食 部分。
    令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是流行于藏传佛教传播区域的佛教造像艺术形式。

月暇巨 藏传佛教肇始于公元7世纪初，开始主要在今西藏、青海等藏族人聚居地

．耀狐．区传播，元朝时随着西藏归附内地中央政府，开始为内地汉、满、蒙古等

碾姗.   -一些民族接受，并在内地一些地方传播开来。藏传佛像艺术与汉传佛教造
  ，哪鲜 像风格明显不同，它是在印度等外来艺术的基础上不断融人藏民族审美观
    令 ？’‘’二二芍 丫＿‘：丫宁’二二泞二泣‘：二 ：、丁了一 下万 ：＿二二‘一义 二万几丫 了万

        念、思想信仰和艺术表现手法而逐步形成的，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

        J性特色。

            很多佛像爱好者和收藏者都非常关注汉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造像的

        区别，在此我就顺便谈谈我的看法。汉传佛教造像与藏传佛教造像在题

        材、风格等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题材上。汉传佛教造像题材主要是汉传佛教崇奉的一些神

        抵，一般包括佛、菩萨、明王、罗汉、护法、高僧大德等六大类，在佛教

        派性上属于显教的崇奉，其类别比较简单，常见种类也不是很多；藏传佛

        教造像题材则主要是藏传佛教崇奉的一些神抵，类别比较复杂，种类繁

        多，一般可分为上师、秘修本尊、佛母、佛、菩萨、罗汉、空行护法七大

        类，在佛教派系上皆属于密教的崇奉。

            第二，在形象特征上。汉传佛教造像造型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一面二

        臂的造型，形象慈善、温和，其中的明王和护法类中也有多面多臂者，但

        形象并不像藏式造像那么夸张而显得十分恐怖；藏传佛教造像在形象特征

        上与汉传佛教造像就大相径庭，造型大多比较复杂，忿怒形象的造像明显

        居多，如其中的密修本尊、佛母和空行护法像大多是多面多臂的形式，造

        型奇特，形象恐怖，而这类造像也是藏传佛教最为崇拜的，是其特色所

        在。

            第三，在流传时间与地域上。汉传佛教造像约开始于东汉中晚期，至

        今有近2000年的流传历史，流行的地域主要是我国汉族聚集地区，当然

        后来也影响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藏传佛教造像始于公元7世纪初的

  ，，， 西藏吐蕃王朝时，后来也为蒙古、汉、满等民族接受，流传地域包括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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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青海、内蒙古大部分和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山西、北京等部分



地区。

    第四，在艺术风格上。汉传佛教造像受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艺

术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风格比较多变，但是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接近汉

族人审美的汉化模式，外来的艺术因素保留不多；藏传佛教造像也受时代

政治、经济和藏民族审美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风格上也具时代、地域

和民族特性，但是比起汉地造像，它在总体E保留的印度艺术成分要多一

些，造像讲究量度和仪轨，对印度艺术有许多继承和保留。

    第五，在接受外来艺术粉本上 汉传佛教造像主要接受的是印度显教

流行期 （1-7世纪）的键陀罗、马土腊和岌多等几种造像风格和手法；

而藏传佛教造像主要受印度密教期 （7-12世纪）的东印度、尼泊尔、斯

瓦特、克什米尔等几个艺术流派的影响，接受不同外来艺术风格的影响，

对汉藏佛教造像总体风格的形成起厂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在用材及制作工艺上。汉传佛教造像所用材质较多，常见有金

属铸像、石雕像、泥塑像、木雕像等，各种材质的造像都有一定的影响，

可谓百花齐放；而藏传佛教造像所用材质也有多种，但历史上最盛行的是

铜镀金造像，可谓一枝独秀。

  第七，在宗教功用上〕汉传佛教造像一般是作为信徒供奉膜拜的对 汽
象，而藏传佛教造像除了供信徒礼拜外，最主要的用途是作为观修的对 附

象，即所谓的修 “本尊”，藉以达到 “即事而真”的修行目的，这也是藏

传佛教宗教实践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录

    上述七点差别都是从艺术表现而言。归纳起来，影响这些差别的内在 、    I ‘饥左jJ”泪尸儿理、。厂卜认伪””G。r-A crI W-!e }}n’sri ̂} J .L-} is }} } u J r j ,ice 令
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各自不同的外来艺术影响；二是各自不同的佛教月．压

派系和崇尚；三是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只要抓住这三方口r嘟．

面，我们就可以更深人细致地分析、研究汉藏佛像艺术各自的特点以及它毓翻测篇

们之间的区别所在〔 嘱翻尹
    注释： 今
    ①②参考台湾圣严法师 《印度佛教史》、台湾葛婉章发表在 《故宫文物月刊》上相关文章,

        以及L宏伟著 《尼泊尔民族志》

    ③原名 ((Travels of Tibetan Pilgrims m the Swat Valley))，加尔各答，大印度学会，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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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利玛·藏语H译，汉译 “铜”

    ⑧工世襄著：《霖饰录解说》第77一78贞，文物出版社，1998｝一第2版

    ⑨ 工＿布查布译汁：《造像R度经》，南京金陵刻经处雕印

    ⑩多v那他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1983 't一中国佛教协会印行 247
    ⑧⑩《清实录》卷2《世宗宪1}帝实录》



              0多长夏仲·次仁望杰著，汤池安译：《颇罗湘传》第83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裁 酬颇vI"传》第756 R
    传 ⑩（明）释镇澄著·《清凉山志》卷3，中国｝‘店，1989年
    佛 ⑩丹曲著：《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第182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

  老 、温玉成著一《少林访占》一第402。一音k"zLiL;WI,一 1999'4-
    术
    答
    食

    令

谚
    令

  248



            图 版 目 录

    依次为：图版编号、名称、时代、质地、尺寸、收藏地或出土地。

    彩图

    彩图1．松赞干布 14世纪 木胎泥塑 高130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彩图2．文成公主 14世纪 木胎泥塑 高 110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彩图3．释迎牟尼佛8岁等身像 7世纪 铜镀金 高200厘米 西藏小昭寺

    彩图4．释迎牟尼佛 12岁等身像 7世纪 铜镀金 高 180厘米 西藏大昭寺

    彩图5．观音菩萨神变图 7世纪 木雕 西藏大昭寺

    彩图6．大日如来 7世纪 摩崖造像 高730厘米 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

    彩图7．观音菩萨 8-9世纪 铜镀金 高 15.5厘米 故宫博物院

    彩图8．战神 8世纪 黄铜 高21.5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田
    彩图9.莲花手菩萨 8世纪 黄铜 高 18.2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彩图10．金刚萨睡菩萨 11-12世纪 黄铜 高23.5厘米 首都博物馆 版
  彩图11.莲花手菩萨 11-12世纪 黄铜 高11.5厘米 首都博物馆 目
    彩图 12．四臂观音菩萨 11-12世纪 黄铜 高23厘米 首都博物馆

  彩图13．度母 11-12世纪 红铜 高11.5厘米 夏景春 录
  彩图14．大日如来 11-12世纪高82厘米铜镀金首都博物馆 令
    彩图15．金刚萨睡菩萨 11-12世纪 铜镀金 高27 8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月．压

    彩图16．上乐金刚 11-12世纪 木雕彩绘 高14.8厘米 宁夏拜寺口西塔天．尹翩．

宫出土 ．．簇瑙

    彩图17．释迎牟尼佛 11-12世纪 麻织画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 ，鞠幽赞哪

    彩图18．阿阉佛 13世纪 黄铜 高42厘米 国外私人 哟c尸

    彩图19．释迎牟尼佛 13世纪 铜镀金 高250厘米 西藏萨迎南寺

    彩图20．释迎牟尼佛正面和背面 13世纪 铜镀金 高11.3厘米 国内私人

    彩图21．无量寿佛 13世纪 黄铜 高22厘米 天津文物公司

    彩图22．金刚萨睡菩萨 13世纪 铜镀金 高30厘米 白塔寺管理处

    彩图23．金刚萨睡菩萨 13世纪 铜镀金 高31.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彩图24．供养菩萨 13世纪 壁画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

    彩图25 观音菩萨 13世纪 青铜 高45.2厘米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

    彩图26．观音菩萨背面

    彩图27．大成就者毗瓦巴 13世纪 壁画 云南晋宁观音山

  彩图28．文殊菩萨 元大德九年（(1305年） 铜镀金 高18厘米 故宫博物院 249
    彩图29．文殊菩萨莲花座底盖上铭文



              彩图30释迎牟尼佛 1342-1345年 大理石 北京居庸关云台

  截 彩图31·释迎牟尼佛 1271-1368年 青田石 高13.8厘米 上海松江西林塔
    传 出土

  停 彩图32.释迎牟尼佛座底铭文

  茗 彩图33·金刚手菩萨‘29“年石刻 高‘30厘米飞来峰石窟第”完
    术 彩图34．黄财神 1282-1292年 石刻 高200厘米 飞来峰石窟第7完
    冬 彩图35．萨迎祖师与释迎牟尼佛并坐说法图 1306-1307年 《啧砂藏》扉画
  食 彩图36．释迎牟尼佛15世纪铜镀金高19.5厘米夏景春
  令 彩图37·大日如来 16世纪 铜镀金 高44厘米 国外私人

  月．压 彩图38.噶玛巴 15世纪 铜镀金 高19厘米 夏景春

口p期月． 彩图39．金刚持 15世纪 铜镀金 高20厘米 国内私人

．．簇姗鉴． 彩图40．大白伞盖佛母 14-15世纪 铜镀金 高 25厘米 国外私人

铡泌    .樱 彩图41一 佛二菩萨 1391-1427年 壁画 青海瞿昙寺隆国殿

  翼尸 彩图42．菩萨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 145厘米 青海省博物馆
    令 二二 二’丁：’，，、．二立二 ＼二。丫，‘：一＿＿二 ．二‘艺货 ’二止几’一’二＿”了二一厂’“二

              彩图43．金刚萨睡菩萨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21.5厘米 首

          都博物馆

              彩图44．金刚萨睡菩萨头部

              彩图45．金刚萨睡菩萨背面

              彩图46．金刚萨坪菩萨莲花座上铭文

              彩图47．金刚萨睡菩萨莲花座封底

              彩图48．思维菩萨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 21.2厘米 中国文

          物交流协调中心

              彩图49．大成就者毗瓦巴 明永乐 （1403-1424年）铜镀金 高33厘米 首都

          博物馆

              彩图50．金刚手菩萨 明宣德 （1426-1435年） 铜镀金 高20.8厘米 西藏

          布达拉宫

              彩图51．那若空行母 15世纪 铜镀金 高26厘米 夏景春

              彩图52观音菩萨 15世纪 铜镀金 高24.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彩图53．药师佛 明景泰元年 （1450年） 铜镀金 高8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彩图54．地狱主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23.2厘米 西藏布达

          拉宫

              彩图55．吉样天母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21厘米 西藏博物

          馆

              彩图56．四世班禅 17世纪 铜镀金 高40.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彩图57．普贤菩萨 17世纪 铜镀金 高30厘米 首都博物馆

              彩图58．长寿三尊 18世纪 黄铜 高23厘米 夏景春

              彩图59 狮吼观音菩萨 17世纪 铜镀金 高 18厘米 首都博物馆

              彩图60 四臂观音菩萨 清康熙25年 （1686年） 铜镀金 高73厘米 故宫博

          物院

  250 彩图61·弥勒菩萨 清雍正（1723-1735年） 铜镀金 高24厘米 夏景春
              彩图62．弥勒菩萨背面



    彩图63 弥勒菩萨莲花座正面

    彩图64．弥勒菩萨莲花座背面铭文

    彩图65．弥勒菩萨莲花座封底

    彩图66．金刚勇识佛 清乾隆 （1736-1795年）黄铜 高 19厘米 国内私人

    彩图67．金刚勇识佛背面

    彩图68 金刚勇识佛莲花座正面铭文

    彩图69．金刚勇识佛莲花座背面铭文

    彩图70．大轮金刚手 清乾隆 （1736-1795年） 红铜 高50.5厘米 故宫博

物院

    彩图71．摩利支佛母 清乾隆 （1736-1795年） 黄铜 高 17厘米 首都博物

馆

    彩图72无量寿佛 清康熙52年 （1713年） 十漆夹丝 承德外八庙溥仁寺

    彩图73．财源天女 18世纪 彩塑 高140厘米 青海塔尔寺九间殿

    彩图74．文殊菩萨 17-18世纪 黄铜 高180厘米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立民族

博物馆

    彩图75．白度母 18世纪 黄铜 高16厘米 内蒙占博物馆

    彩图76．无量寿佛 17-18世纪 铜镀金 高71.4厘米 蒙古人民共和国

    彩图77．马头金刚 17-18世纪 铜镀金 高 18厘米 夏景春

    叔r川，。司”““『，“ r1: A--} r.{ 田    彩图78 马头金刚莲花座封底 QJ

    彩图79.释迎牟尼佛 10世纪 红铜 高22 8厘米 印度巴特那博物馆 版
    彩图80 文殊菩萨 11-12世纪 铜镀金 高26厘米 西藏某寺

    彩图81．释迎牟尼佛 591年 青铜 高45.7厘米 美国克利富兰艺术博物馆 目

  彩图82度母7-8世纪红铜高34.6厘米 日本新田氏 录
    彩图83．释迎牟尼佛 12世纪 铜镀金 高27.2厘米 西藏某寺

    彩图84．半枷坐思维菩萨 8-9世纪 黄铜 高14.3厘米 故宫博物院 叠
    彩图85．释迎牟尼佛 8-9世纪 黄铜 高15.8厘米 国外私人 月颐用压

    彩图86弥勒菩萨 8世纪 黄铜 高16.8厘米 日本新田氏 ．抓瓢翻．

    彩图87．不空成就佛 8世纪 黄铜 高49厘米 日本新田氏 翩翻积孺

    彩图88．莲花手菩萨 10-11世纪 黄铜 高82厘米 日本新田氏 锹蔗撇犷

  彩图89.黑财神 11-12世纪 白铜 高14厘米 夏景春 奋
    彩图90．白度母 18世纪 铜泥金 高125厘米 北京雍和宫

    彩图91．释迎牟尼佛及其莲花座封底 （包底法） 15-16世纪 铜镀金 高

18.5厘米 国内私人

    彩图92．三世佛及其莲花座封底 （剁底法） 清乾隆 18年 （1753年） 铜镀金

  高23厘米 北京白塔寺塔刹出土

    彩图93．释迎牟尼佛 清乾隆 10年 （1745年） 黄铜 高62厘米 北京雍和宫

    彩图94．三叶冠观音菩萨 清乾隆 川年 （1745年） 白檀木 高 110厘米 北

京雍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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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尺尊公主 14世纪 木胎泥塑 高 105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图2赤松德赞 17-18世纪 铜镀金 高21.5厘米 首都博物馆

  截 图3.莲花生 15-16世纪 铜镀金 高14.5厘米 夏景春
    传 图4．赤热巴巾 17-18世纪 铜镀金 高20厘米 首都博物馆

  停 图5.菩萨 ：-8世纪 石雕 高140厘米 西藏查拉鲁甫石窟
    丁 图6．观音菩萨神变图 7世纪 木雕 西藏大昭寺

    术 图7观音菩萨造像碑 7-8世纪 石雕 高120厘米 西藏普兰
    鉴 图8.菩萨 7世纪 摩崖造像 高400厘米 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
  食 图9．文成公主礼佛图7世纪石刻青海玉树勒巴沟来自汤惠生先生文
    o� 图 10．释迎牟尼佛说法图 7世纪 石刻 青海玉树勒巴沟来自汤惠生先生文

  月．卜 图 11．释迎牟尼佛 7世纪 石雕 高24.5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口户缺．． 图12莲花手菩萨 8世纪 黄铜 高13厘米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拼赞灿． 图13．宝生佛 8-9世纪 黄铜 高13厘米 国外私人

II rM 娜 图14．释迎牟尼佛 4-5世纪 木雕 新疆和田附近出土

  ；哪尸’ 图15．释迎牟尼佛 8-9世纪 红铜 高42厘米 新疆和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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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图16．狮子 8世纪 石雕 高 165厘米 西藏山南赤松德赞墓前

              图17．观音菩萨正面和背面 8-9世纪 铜镀金 高14.5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图18.释迎牟尼佛正面和背面 8-9世纪 铜镀金 高25.6厘米 西藏布达拉

          宫

              图19骑羊护法 8世纪 黄铜 高21.5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图20．马头明王 8世纪 黄铜 高20.5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图21一 佛二菩萨 8-9世纪 黄铜 高16厘米 日本新田氏

              图22．阿底峡 15-16世纪 铜镀金 高 17.5厘米 夏景春

              图23．三大依估主 11-12世纪 黄铜 高25厘米 夏景春

              图24．释迎牟尼佛 11-12世纪 黄铜 高11.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25．弥勒菩萨 11-12世纪 黄铜 高14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26．不空成就佛 11-12世纪 黄铜 高15.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27．阿阖佛 11-12世纪 红铜 高15.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28．释迎牟尼佛 11-12世纪 红铜 高14.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29．不空成就佛 11-12世纪 黄铜 高38.2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图30．文殊菩萨 10-11世纪 铜镀金 高54.5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图31．二佛 11-12世纪 砖雕 高 18厘米 宁夏一百零八塔出土

              图32．释迎牟尼佛 12-13世纪 麻织画 内蒙古黑水城出土

              图33.空行母 12世纪 壁画 甘肃榆林窟

              图34．释迎牟尼佛 13-14世纪 黄铜 高 16.5厘米 国内私人

              图35．释迎牟尼佛封底
              图36。绿度母 13世纪 黄铜 高17.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37．大日如来 13世纪 黄铜 高26厘米 国外私人

              图38．大日如来 13-14世纪 黄铜 高25.4厘米 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

              图39．金刚亥母 13世纪 黄铜 高33厘米 夏景春

  252 图40.阿M佛 13世纪‘铜镀金 高30厘米 国内私人
              图41．释迎牟尼佛 13世纪 铜镀金 高31厘米 夏景春



    图42．大成就者毗瓦巴 13-14世纪 铜镀金 高18.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43.释迎牟尼佛 13-14世纪 黄铜 高13.5厘米 天津文物公司

    图44．阿阉佛 13世纪 铜镀金 高21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45．度母 13-14世纪 铜镀金 高32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46弥勒菩萨 13世纪 铜镀金 高28厘米 天津文物公司

    图47．萨迎·贡噶坚赞 15-16世纪 铜镀金 高19厘米 夏景春

    图48．五方佛 13世纪 壁画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

    图49．四臂玛哈噶拉 13世纪 壁画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

    图50．喜金刚 13世纪 壁画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

    图51．释迎牟尼佛 13世纪 石雕 甘肃马蹄寺藏佛洞

    图52．释迎牟尼佛 1362年 青铜 高 19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53．释迎牟尼佛莲花座后部铭文

    图54．无量寿佛和不空成就佛 13世纪 壁画 云南晋宁观音山

    图55八思巴 15-16世纪 铜镀金 高21.5厘米 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

    图56释迎牟尼佛 元至元二年 （1336年）黄铜 高21.5厘米 故宫博物院

    图57．居庸关云台 1342-1345年 砖石 高约10米 北京昌平区

    图58．持国天王 1342-1345年 石雕 居庸关云台

    图59．广目天王 1342-1345年 石雕 居庸关云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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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0.尊胜佛母 1282-1292年 石雕 高108厘米 飞来峰第845完 w

  图61绿度母 1282-1292年 石雕 高120厘米 飞来峰第76完 版
    图62．无量寿佛 1282-1292年 石雕 高260厘米 飞来峰第77完

  图63．释迎牟尼佛说法图 1306-1307年 《债砂藏》扉画 目

  图64.释迎牟尼佛说法图1306-1307年 《债砂藏》扉画 录
    图65. 世佛 1292年 石雕 高约250厘米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

  图66．泉州清源山碧霄岩三世佛旁题记 生
    图67．广目天王 15世纪 铜镀金 高67 8厘米 日本新田氏 月甲加压

    图68．四臂观音菩萨 巧世纪 铜镀金 高31厘米 首都博物馆 ．五舰】．
  图69四臂观音菩萨 15世纪 铜镀金 高31厘米 夏景春 赢翻纵孺

    图70释迎牟尼佛 15世纪 铜镀金 高23厘米 日本新田氏 跳孤瓜乒

  图71弥勒菩萨 巧世纪 铜镀金 高23.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奋
    图72．弥勒菩萨莲花座后铭文

    图73．文殊菩萨 14-15世纪 铜镀金 高31厘米 国外私人

    图74．白度母 15-16世纪 黄铜 高20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75虚空藏菩萨 15-16世纪 壁画 西藏阿里托林寺白殿

    图76．释迎牟尼佛 15世纪 彩塑 高 19.5厘米 西藏阿里古格白殿

    图77．无量寿佛 15-16世纪 黄铜 高 18.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78.尊胜佛母 16世纪 壁画 百南丽江

    图79．空行母 16世纪 壁画 云南丽江

    图80．金刚手和黑财神 15世纪 壁画 青海瞿昙寺

  图81．四臂文殊菩萨 明永乐（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20.8厘米 中国 253
文物交流协调中心



              图82．绿度母 明宣德 （1426-1435年） 铜镀金 高 19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截 图83·二臂玛哈噶拉 明永乐（(1403-1424年） 铁 高20厘米 故宫博物院
    传 图84．释翅牟尼佛 明永乐（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19厘米 中国文物

  停 交流协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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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茗 图85.释迎牟尼佛明永乐（1403-1424年）铜镀金 高27.6厘米首都博
    术 物馆
    鉴 图86．金刚萨la 明宣德（1426-1435年） 铜镀金 高26厘米 首都博物馆
  食 图87．绿度母15世纪铜镀金高30厘米 天津文物公司

  令 图88·大喇嘛班丹札释 明宣德10年（(1435年） 木雕 高约150厘米 北京
  月．医 法源寺

口砂朔． 图89．千佛 明成化 （1465-1487年） 石雕 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
．峨任鳃鉴． 图90无量寿佛 明万历 （1573-1619年） 铜镀金 高21厘米 西藏博物馆

腮泌羚掣 图91．金刚持 明正统元年 (1436年） 铜镀金 高16.5厘米 首都博物馆

  I ,W 图92.释迎牟尼佛 15世纪 铜漆金 高63厘米 天津文物公司

              图93毗卢遮那佛 明正统 （1436-1449年） 木雕 高约200厘米 北京智化

          寺万佛楼

              图94 四臂观音菩萨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 18.7厘米 西藏

          布达拉宫

              图95．二臂玛哈噶拉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22.8厘米 西藏

          布达拉宫

              图96金刚持 明永乐（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22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图97喜金刚 明永乐（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82厘米 西藏萨迎寺

              图98 马头金刚止面和背面 明永乐 （1403-1424年） 铜镀金 高 20.5厘米

            西藏布达拉宫

              图99．四世班禅头部

              图100四世班禅后部

              图101.L师 17世纪 铜镀金 高18厘米 夏景春

              图102.迎理迎尊者 17世纪 铜镀金 高14.5厘米 夏景春

              图103.善金刚 18世纪 铜镀金 高20厘米 夏景春

              图104．无量寿佛 17世纪 铜镀金 高21.5厘米 夏景春

              图105大威德金刚 18世纪 铜镀金 高16.5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106．无员寿佛 17世纪 黄铜 高17厘米 夏景春

              图 107.释迎牟尼佛成道相 17世纪 黄铜 高 14.5厘米 夏景春

              图108释迎牟尼佛成道相 11-12世纪 黄铜 高14.5厘米 美国洛克菲勒

              图109释迎牟尼佛说法相 17世纪 黄铜 高69厘米 故宫博物院

              图110．弥勒菩萨 17世纪 铜镀金 高18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111．药师佛 清康熙21年 （1682年） 铜镀金 高20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112 药师佛莲花座正面铭文

              图113．药师佛莲花座背面铭文

  254 图114.宗喀巴 清康熙(1662-1722年） 铜镀金 高16.5厘米 夏景春
              图115．无量寿佛 清康熙 (1662-1722年） 铜镀金 高53厘米 夏景春



    图116．三世章嘉国师 18世纪 铜镀金 高11.5厘米 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

    图117．雍正册封三世章嘉国师诏书 清雍正12年 （1734年） 北京雍和宫

    图118．宗喀巴 清雍正 （1723-1735年） 铜镀金 高31厘米 夏景春

    图119．故宫梵华楼外景

    图120．故宫梵华楼二楼六品佛供奉旧貌

    图121．阿秘特尊者 清乾隆 （1736-1795年） 黄铜 高 14厘米 中国文物交

流协调中心

    图122．阿阉佛 清乾隆 （1736-1795年） 黄铜 高14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123．弥勒菩萨 清乾隆 (1736-1795年） 黄铜 高13.4厘米 国内私人

    图124．持网佛母 清乾隆 (1736-1795年） 黄铜 高 16.2厘米 国内私人

    图 125．无量寿佛 清乾隆 （1736-1795年） 铜镀金 高21厘米 国内私人

    图126．无量寿佛 清乾隆50年 （1785年） 铜镀金 高80厘米 国内私人

    图 127．释迎牟尼佛 清乾隆 （1736-1795年） 黄铜 高69厘米

    图128．释迎牟尼佛 清乾隆26年 （1761年） 黄铜 高26.5厘米 故宫博物

院

    图129 释迎牟尼佛 9-10世纪 黄铜 高26.5厘米 故宫博物院

    图130．文殊菩萨 17世纪 红铜 高26厘米 故宫博物院

    图131．绿度母 清乾隆 （1736-1795年） 铜镀金 高34厘米 首都博物馆

    图132．四臂玛哈噶拉 18世纪 铜镀金 高18厘米 首都博物馆 uv

    图133．颐和园智慧海上镶嵌的无量寿佛像 琉璃 清乾隆（1736-1795年） 版
    图134．妙音佛母 18世纪 彩塑 高150厘米 青海塔尔寺九间殿

    图135．四臂观音菩萨 18世纪 铜镀金 高35厘米 夏景春 目
  图136．绿度母18世纪铜镀金 高100厘米西藏扎什伦布寺 录
    图137.尊胜佛母 18世纪 铜镀金 高19厘米 国内私人

    图138．释迎牟尼佛 18世纪 铜镀金 高约22厘米 首都博物馆 全
    图139．持国天王 18世纪 铜镀金 高约22厘米 首都博物馆 月即期色

    图140一 世哲布尊丹巴 18世纪 铜镀金 蒙古人民共和国 ．瓜泛巍刀．

    图141．文殊菩萨 17世纪 铜镀金 高25厘米 首都博物馆 赢翻粼孺

    图142金刚手菩萨 18世纪 铜镀金 高21厘米 夏景春 O

    图143．阿弥陀佛 17-18世纪 铜镀金 高25厘米 夏景春 奋－
    图144．释迎牟尼佛 7-8世纪 青铜 高62.4厘米 印度那格帕提南洲

    图145．不空成就佛 8-9世纪 青铜 印度那烂陀寺出土

    图146．不空成就佛 10世纪 青铜 高43厘米 日本新田氏

    图147．不空成就佛 11-12世纪 黄铜 高60厘米 印度巴特那博物馆

    图148弥勒佛 11-12世纪 红铜 高22 2厘米 美国洛克菲勒

    图149．莲花手菩萨 12世纪 铜镀金 高20厘米 尼泊尔国家博物馆

    图 150．度母 7-8世纪 铜镀金 高32.1厘米 日本新田氏

    图151．金刚手菩萨 9世纪 红铜 高约24厘米 国外私人

    图152.莲花手菩萨 11-12世纪 铜镀金 高53厘米 国外私人

    图巧3．半枷坐思维菩萨 8世纪 青铜 高川.7厘米 日本新田氏 255
    图154．释迎牟尼佛 8世纪 青铜 高约巧厘米 国内私人



              图155．观音菩萨 6-7世纪 青铜 高38.2厘米 日本新田氏

  截 图156.释迎牟尼佛 8-9世纪 青铜 高20.7厘米 日本新田氏
    传 图157．释迎牟尼佛 8-9世纪 黄铜 高14.5厘米 北京雍和宫

  垮 图158．宝冠释迎牟尼佛 8世纪 黄铜 高31.1厘米 美国洛克菲勒

  茗 图‘59.弥勒佛“世纪黄铜高‘”·”厘米 日本新田氏
    术 图160.半枷坐观音菩萨 8世纪 黄铜 高15厘米 日本新田氏
    冬 图161．西藏铸造的大成就者像及其封藏内膛 15-16世纪 铜镀金 高12.3厘
    决 米 初征

    JAo 图162．宗喀巴 18世纪 纯金 高18.5厘米 夏景春

  月．卜 图 163．阿阔佛及其封藏 15世纪 铜镀金 高47厘米 故宫博物院

口尹撇，． 图164．释迎牟尼佛背光后墨书题记

．．峨那留． 图165．三叶冠观音菩萨背光后墨书题记

，瞥泌侧畔 图 166.释迎牟尼佛 8-9世纪 黄铜 高 16.5厘米 故宫博物院

  娜尸 图167．莲花手菩萨 11-12世纪 高29.2厘米 铜镀金 国外私人

              图168．观音菩萨 清乾隆17年 （1752年） 白檀木 高93厘米 故宫雨花阁

            图169．北京智化寺转轮藏殿转轮藏上部

              图170．北京智化寺转轮藏殿转轮藏上浮雕佛像

              图171．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外景 明成化九年 （1473年）建成

              图172．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r浮雕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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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藏传佛像艺术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门类，就其博大而言，它涉及西

月即抽卜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科技、对外关系等诸多领

．iRA．域；从其精深来说，它蕴藏在多种文字的历史文化典籍之中。因此，要把

} 它弄个清楚明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每个人只能择其冰山一角来进行

  别哪鲜 突破。本书就是一本侧重藏传佛教造像鉴赏方面的书，也算是我十多年来
    今 、－一 ‘＿‘厂仲亡 ．1．‘＿“贡“一”‘、‘1．卜一小一’‘’‘一‘一” 一11．一“‘一2’卜

        学习和观摩大量藏传佛教造像实物的一些体会，若能为初学藏传佛教造像

        艺术者起到一点引导作用，那便是笔者期盼的主要目的和愿望。

            本书今天能与读者见面，除了自己的努力外，离不开社会各界领导、

        老师和朋友的关心、支持与帮助。在此，我要逐一向他们表示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所在的单位— 首都博物馆各位领导和同事们。我

        从1992年到首都博物馆保管部工作，负责铜佛像的保管和研究。十多年

        来，通过保管、陈列和清理等各项工作，我对馆藏铜佛像的数量、种类、

        时代分布、风格等情况获得了全面的认识，为我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各位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分不开，与

        同事们的友好合作分不开。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马希桂、张宁、韩永、崔

        学谙、关宏德等馆领导和先后给予我帮助的保管部叶渡、武俊玲、杜欣、

        刘晓梅、柳桐、韩英、杨宝杰、胡星、邢鹏，照相室的祁庆国、梁刚、谷

        中秀等同事。

            其次，我要感谢全国文博界的一些领导和朋友。从 1990年至今，我

        或因出差，或因外出讲课和鉴定佛像等机会，多次到国内收藏佛像的单位

        考察佛像，先后观摩了数万尊佛像，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对我的研究有

        极大帮助。在此我也要向这些单位以及提供帮助的领导和朋友表示深深的

        谢意，依次有：

            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 范世民 范庆柱 杜勇中

            北京雍和宫管理处 南军 马兰 李立祥

          北京文物公司 〔羞一习 温桂华 姚作岩
  ，‘。 北京艺术博物馆 赵秀珍 李晓 靳彦乔
  260               - 14, U／‘、IV -114 }p                       ìC /7 -% 丁/L              171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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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德外八庙管理处 蒋秀丹 李专

    辽宁省文物商店 纪兵 赵常琳

    天津文物公司 杜显武 张守敬 赵强

    青海省博物馆 张永溪 李志信 付平

    广东省博物馆 莫鹏 朱小燕

    上海博物馆 徐汝聪 许引

    厦门文物店 张金颗

    再次，我要感谢宗教界和学术界的一些师友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

院副院长那仓·向巴昂翁活佛、教务长丹迥·冉纳班杂活佛多年来对我一直

十分关爱，我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每次都得到他们耐心、圆满的解答，

对我学业帮助极大。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先生、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先生

是我一直心仪的学界前辈，我与二老虽无师生之缘，但是池们的学识和学

风一直是我学习的典范，特别是多次得到二老直接或间接的称赞，对我有

莫大的鼓励。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金申先生、中国藏学中心熊文彬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谢继胜先生、故宫博物院王家鹏先生，这些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各自

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形式，我从他们

那里都得到了不少教益。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后

熊文彬先生，本书付梓前得到他认真审读，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本书

避免了一些错误。 记

    之后，我还要感谢收藏界的朋友们。有夏景春先生、初征先生、马鸣 、

欣先生、刘扬先生等。他们不仅拥有丰富而又各具特色的佛像收藏，而且月．压

各自还具备了较高的鉴赏水平和独特的鉴赏经验。通过与他们交往，我受．r舰．

益良多，特别是使我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本书中的许多佛像图徽翻酬黔

片便是来自这些收藏界朋友的无偿提供。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呱喃尹
    最后，我还要感谢华文出版社社长吴修书先生、副社长关岳i}la女士、 今

三编室主任赵培和先生和编辑杜鸿才先生，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是

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读者见面的。在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今天，他们在出

版上的独具慧眼和开拓精神，特别是对我的特殊关怀、支持，令我感佩至

深！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长期以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在我

的老家耕耘那一亩三分地，从不轻易地向儿子报忧；我的伯父净慧法师虽

然宗教事务繁忙，但还是时常惦记我的学习和工作；我的岳父母视我如己

出，在生活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这个远离父母的游子得到了安 ，‘，w，’阵工4p杏不 4  7ti /u V7 .' I工I+八 ”” ’人“勺～ 1一 ’州／、'T I' 4 v+1，1-4创 I "  261

慰和寄托；还有我的妻子陶聪不仅承担家务，我的所有文稿也全部由她录



        入，为我付出甚多。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藏 社会各界对我的这些支持和帮助都铭刻在我内心深处。今后我将加倍
    传 ＊二 、-t,，、，二二＿，、，＊二.p；、。；。二＊
    17 努力，争取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回报大家。    体 力刀，甲举叭又/4N’儿井f1 "J从现1=! 7 x八不。
    像 此外，本书所用佛像图片来自各种渠道，有博物馆提供的，也有个人
    艺 ；。、二。 、，、，，，‘，，、.1,，二、1-, 11F -T-、占二 、、二‘匕，二二 、口二
    vr 提供的，还有从国外图录中翻拍或扫描下来的。对书中所用图片，我尽量    术 -4}C’万目“’气’M／八N／’国'J'”WIJ 7 u从7} 7W’门、目“。,' J“”川/1J LJ厂‘，7- CG I.里
    鉴 注明出处，有些确实不知出处的，只好暂付缺如。书中图片大部分征得了
    食 二、，I 1T 3J= A, l1- -1= A  !  r-1 -,-} 、。二工、、二、、、丫／、，＊ -,1 .I, 49L ldb Alb Ad, .1L"

        原物收藏单位或个人同意，但由于本书付梓前工作繁杂，对少数佛像的收

000“位‘个人恐有“’请收“位或个人‘现后与我联‘。
    令

  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