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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三尊像的信仰转换及其图像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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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形式造像主要属于释迦信仰系统!其组合像式为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两旁胁侍%在佛

教由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中!观音三尊式造像向阿弥陀信仰系统转变!其组合像式为阿弥陀佛居中!观音与势至两旁胁侍%观

音在两个不同信仰系统的三尊形式造像中转换的同时!其自身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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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印度的三尊形式造像#是印度佛教艺术为

表现宗教崇拜主题而确立的一类特殊的-偶像式.

对称模式#

(!)也是印度早期三尊形式造像中较为流

行的一类' 在这一模式中#作为偶像的佛#以其高

大的形体与庄严的相貌形成了视觉的中心#而侍立

左右的菩萨以及其他圣众#均将观者的目光引导至

中心偶像身上#从而强化了一种-向心式.的视觉效

果' 正因如此#三尊形式造像在印度经久不衰#且

对佛教所传之处的造像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像多为释迦信仰系统中

释迦&观音与弥勒的组合' 而在观音信仰由印度向

中国的传播中#观音三尊像又向阿弥陀信仰系统中

阿弥陀佛&观音与势至的组合转变' 随着观音胁侍

身份在两个信仰系统中的转换#其自身的图像特征

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像

有关印度观音信仰起源的时间&地点和原因#

国内外学术界说法不一#未成定论'

(%)$" I$B然而#从

相关文献与实物资料可知#印度的观音造像最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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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三尊式面貌出现的#其组合样式为释迦牟尼

佛居中#观音与弥勒胁侍两旁的释迦说法图像' 这

一研究在日本学者宫治昭的+涅?和弥勒的图像

学,一书中有集中体现' 宫治昭先生曾对犍陀罗

H& 例三尊式造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的结论

是%在犍陀罗三尊形式造像中#主尊为释迦的居多#

而弥勒与观音的组合则是三尊形式中二胁侍菩萨

的主流'

(A)%!B他说%-大概以释迦佛为中尊&弥勒和

观音为二胁侍菩萨的犍陀罗三尊形式#在犍陀罗美

术的后期大量制作' 笈多朝以降#印度境内佛三尊

像的基本形式得以存续并发展.'

(A)%%B I%A&另外#发

现于印度阿旃陀石窟约 ! IA 世纪和 H IC 世纪的

两组观音三尊式造像#也都是释迦佛居中#弥勒&观

音立于两旁'

(H)!HH I!H$还有#据+大唐西域记,载#在

佛陀当年成道的地方#有一座佛寺#-外门左右各有

龛室#左则观自在菩萨像#右则慈氏菩萨!即弥勒菩

萨"像' 白银铸成#高十余尺.'

($)可见#在印度早

期造像中#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两旁胁侍

的三尊式说法图像不仅较为固定#而且持续时间

长#流行范围广'

对于这一组合盛行的原因#李利安先生认为%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释迦牟尼已经灭度的期间#

观音被看作是救度这个世界的主#弥勒则是未来救

度这个世界的主' 二者一现在#一未来#同为释迦

牟尼的继承者.'

(%)B$宫治昭认为%-犍陀罗三尊形

式的二胁侍菩萨是以梵天&婆罗门与帝释天&刹帝

利两两对立的古代印度世界观为背景的#将释迦菩

萨寻求菩提的形象和救济众生的形象#即2上求菩

提3和2下化众生3这菩萨信仰根本性的两个侧面

分别以弥勒菩萨和观音菩萨的尊格来体现#二者具

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A)%%B不管作何解释#有一点是

明确的#那就是%印度早期的三尊式造像所反映的

观音信仰主要是属于释迦信仰系统的'

##二#观音三尊像信仰系统的转变

虽然释迦&观音与弥勒的三尊式说法图像在印

度较为固定#而且持续时间长#流行范围广#但在宫

治昭的考察中#还是有一例有铭文的三尊像表明其

中尊为阿弥陀佛#左胁侍为观音' 这就证明了阿弥

陀信仰在印度的存在#只不过并不流行罢了' 种种

迹象表明#至少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熟知的

-西方三圣.组合在印度三尊形式造像中非常少见'

但这种现象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却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

相关资料表明#在佛教初传我国的一段时间

里#观音在以释迦与阿弥陀为主尊的三尊形式造像

中同时并存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如在炳灵寺西

秦建弘元年!H%&"的第 !CB 窟第 C 龛中#现存有我

国最早有题名的无量寿佛三尊塑像' 在这三尊像

左侧绘一释迦立像#题记-释迦牟尼佛.#立像右侧

绘一胁侍菩萨#题记-弥勒菩萨.#左侧为建弘元年

的榜题' 有趣的是#在这铺图像中#弥勒菩萨仍为

释迦的胁侍#而与之对应的另一胁侍菩萨却被纪年

题记所代替' 而这一未被绘出的菩萨很有可能就

是观音菩萨' 曾有学者认为#在现存炳灵寺十六国

时期未有造像题名的佛三尊像中#应该有释迦三尊

像#且在这一组合中#释迦与弥勒均已出现并有明

确的榜题' 这一特殊的例证#说明约在东晋十六国

时期#我国观音造像同时并存于释迦三尊与阿弥陀

三尊组合之中#但其信仰的分量已经明显偏向了后

者' 对此#西方三圣为塑像#释迦三尊为画像且只

绘二身的情形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 另#据+历代

名画记,卷五记载#东晋大雕塑家戴逵!A%C IAB%"

就-曾造无量寿木像#高六丈#并菩萨.' 在敦煌莫

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年与题记的观音画像出现在西

魏大统四&五年的第 %K$ 窟#此窟北壁中部通壁绘

七铺说法图#其中北壁东起第一铺为一佛二菩萨组

合式说法图#图下方正中有发愿文一方#明确表明

是无量寿佛说法图' 另外#该窟东壁门南&北对称

地各画一铺大型说法图#均为一佛四弟子四菩萨的

组合#其中门北说法图中榜题尚依稀可见' 据早期

石窟记录可知#其主尊为-无量寿佛.#佛右边内侧

为-无尽意菩萨.#外侧-观世音菩萨.$左边内侧

-文殊师利菩萨.#外侧-大
#

志菩萨.' 弟子四身

分别题名-阿难之像供养时.&-摩诃迦叶之像.&

-舍利弗之像.&-目连之像3#由此可知#这也是一

铺无量寿佛说法图'

(C)这两幅图被认为是在整个北

朝莫高窟仅有的两幅无量寿佛说法图'

(")上举三

例#说明魏晋以来有明确记载与题记的观音画像#

已经是阿弥陀三尊像中的主要成员了' 其原因自

然与阿弥陀经典在我国的翻译与阿弥陀信仰的流

行是分不开的' 因为#从中国的译经史来看#体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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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信仰的经典早在东汉末就已传入中土了'

(K)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在观音的四类三尊式组合中#

阿弥陀三尊组合是从汉地 $ 世纪初开始的#其造像

来源是+观无量寿经,'

(H)!HH I!HK

##三#三尊式造像中观音图像特征的演变

由于从印度到中国#观音三尊式造像的信仰系

统发生了变化#所以观音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相应

的变化' 而这一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一般用来判断

佛像尊格的冠饰与持物上'

在犍陀罗释迦三尊形式造像中#观音有着较为

固定的图像特征#即头戴敷巾冠饰#手持华与莲

花!未开或开敷"' 唯独前文所提一例有铭文的阿

弥陀三尊像#研究这一造像的布拉夫认为其中的观

音头上有化佛#可能只是一个楔形的卡子#但这并

不能确定' 该观音左手持未开的莲花' 这说明在

犍陀罗三尊式造像中#观音化佛的图像非常少见'

但在笈多时期的萨尔纳特地区则出现了一定数量

头戴化佛冠的观音单尊像#

(B)同时#该地区有观音

的三尊形式造像中#观音却少见化佛冠的图像特

征' 在阿旃陀石窟的佛三尊像中#观音多与法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所述图像特征相符#头前有化

佛#只不过手中持物除莲花外#还有水瓶&数珠' 在

卡乃里#佛三尊像中观音头前除化佛外#还有多数

是佛塔#手中持物还是莲花&水瓶&数珠' 纳西克和

卡罗拉地区的三尊像中#观音头前有化佛#手持莲

花或数珠'

上述资料说明在印度贵霜王朝到笈多王朝这

段时间里#观音在三尊形式造像中的图像特征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则主要体现为化佛冠的

出现以及持物种类的增多' 化佛的出现一方面说

明观音在图像特征上与阿弥陀信仰发生了关系#但

另一方面又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问题%

!!"上述资料所反映的佛三尊像中#与观音对

应出现的另一胁侍大都被指定为弥勒菩萨' 这就

说#在观音三尊像的发展中#观音在图像上具有了

阿弥陀系统中的特征#但与其对应出现的菩萨却不

是大势至#而是释迦信仰系统中的弥勒$

!%"马图拉有弥勒戴化佛宝冠的高浮雕#卡乃

里的观音则多头前有佛塔' 说明#一般被认为与观

音相关的化佛有时出现在弥勒造像中#而与弥勒相

关的佛塔则又出现在观音造像中$

!A"从持物来看#在犍陀罗#观音持华或是带

茎采下来的莲花#笈多王朝以后则是大地生长出来

的莲花!开敷或未开"' 但在阿旃陀和卡乃里#一直

是弥勒持物的水瓶#则成为观音的持物' 这些问题

表明#观音三尊形式造像不仅在印度流行时间长#

地域广#而且其作为胁侍菩萨成组出现的对象基本

都是弥勒菩萨' 正因为这两尊菩萨关系甚为密切#

所以二者的图像特征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就可能

存在相互借用#相互替换的现象' 也就是说#至少

在笈多王朝之前#印度三尊像中观音和弥勒的图像

标识并不是固定的'

再来看中国早期佛教美术中观音的图像特征'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魏晋以来有明确记载与题记的

观音画像#已经是阿弥陀三尊像中的主要成员#其

组合对象也主要是大势至'

(H)!HC但从图像特征上

看#进入阿弥陀信仰系统的观音标识还是经历了一

段由模糊到明确的演变过程' 首先#还是表现在化

佛冠上' 从炳灵寺&莫高窟&云冈等早期的观音组

合图像看#观音冠上无化佛的图像曾长期存在#在

随后的发展中#有化佛与无化佛的观音图像同时并

存的时间则相当长' 其次#表现在观音的持物上'

观音手持莲花的图像特征在中国早期的造像中继

续保持#但也有一些变化' 其痕迹是%H 世纪的造

像中#除保持持莲花的基本特征外#多持莲蕾或桃

形物' 自 $ 世纪中期开始#观音图像有了突破性发

展' 据金申先生对山东博兴北魏太和年间十二件

金铜观音造像的统计#其中有 " 件左手持净瓶&$ 件

左手持披帛#而 !% 件造像的右手均持莲蕾'

(!&)AC可

见#净瓶与莲花作为观音的持物在此时已经广泛被

应用' 而北齐时代观音的持物相对减少#多以施无

畏印和与愿印的形式出现'

(!&)AB至 C 世纪初期#一

手持杨柳#一手提瓶的-杨柳观音.像开始出现#现

存较早的实例为西安历史博物馆藏萧梁普通二年

!$%!"造像'

(!!)在隋代出现的较少的几件阿弥陀整

铺金铜造像中#观音的持物则有念珠!出土于河北

唐县#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隋代阿弥陀三尊像"&莲蕾

!!B"$ 年西安南郊东八里村出土#现藏西安博物院

的隋开皇四年董钦造阿弥陀佛鎏金像"&宝瓶和经

书!上世纪初出土于河北赵县#现藏于波斯顿博物

馆隋开皇十三年的范氏造阿弥陀佛鎏金铜象"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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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从敦煌莫高窟看#直至隋代#才在第 %"C 窟

南壁说法图中#出现了头戴化佛冠#右手持柳枝#左

手持净瓶的观音像' 至此以后#唐代的观音三尊式

造像&画像中#观音的图像特征则基本固定#即头戴

化佛冠#手印与持物则有以下几种%!!"两手均结

印$!%"一手持净瓶#一手结印$!A"一手持柳枝#一

手结印$!H"一手持莲花#一手结印$!$"一手持净

瓶#一手持杨枝$!C"一手持净瓶#一手持莲花$!""

一手持杨枝#一手持莲花$!K"一手持杨枝#一手持

插有长颈莲花的净瓶' 也就说#从印度到中国#观

音在三尊形式造像中的图像特征既有继承#又有变

化' 当观音与弥勒的图像标识在印度波罗朝得以

固定下来的时候#中国的观音图像标识在约同时期

的唐代也基本固定了下来!当然此后的观音造像&

画像中图像标识缺失的例子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

数量较少"' 从此#头戴化佛冠#手持莲花&杨枝&净

瓶或执手印的图像特征基本成为中国后世佛教美

术中观音的-标准像.'

(!A)

-三尊式.作为一种经典像式#在印度及中国佛

教美术史上均有着重要的地位' 而释迦&观音&弥

勒与阿弥陀&观音&大势至则是观音在释迦信仰系

统与阿弥陀信仰系统中的-三尊式.经典组合' 我

们理清了观音在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发展线索

中#作为胁侍菩萨的身份在释迦信仰系统与阿弥陀

信仰系统中的转换#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在图像特征

上的诸多变化' 而对观音造像的三尊形式及其图

像演化的考察#不仅是从事观音图像研究必不可少

的环节#而且会将我们的视野引入更为广阔的天

地' 例如敦煌壁画中观音所处-说法图.对观音三

尊模式的继承与发展#大型阿弥陀经变&观音经变

中三尊模式的应用#以及其中观音图像特征的渊源

和流变等#均将是今后有待研究的很有意思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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