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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汉图像的“世态相”和“野逸相”

于　亮

（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五代两宋时期出现的“世态相”和“野逸相”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罗汉图像，折射出这一时期特殊的国家宗教观
念和社会文化形态，以及罗汉图像与宗教世俗化以及罗汉信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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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汉的梵文是 ａｒｈａｔ，ａｒａｈａｔ，巴利文是 ａｒａｈ
ａｎｔ，ａｒａｈａｔ。在早期的印度宗教文化中，罗汉是描述
已经觉悟和解脱的圣人的共享词。佛教引用来形

容修行已经断除贪、嗔、痴而达到觉悟、解脱的圣

者。阿罗汉具有杀贼、不生、应供三义。《翻译名义

集》云：“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贼破。复次

阿罗汉一切漏尽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又

阿名不。罗汉名生。彼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

法华疏云。阿
&

经云应真。瑞应云真人。悉是无

生。释罗汉也。或言无翻。名含三义。无明糠脱。

后世田中。不受生死果报。故云不生。九十八使

烦恼尽。故名杀贼。具智断功德。堪为人天福田。

故言应供。含此三义。故存梵名”（《翻译名义集》

卷一）［１］。杀贼之意指阿罗汉能断除三界见、思之

惑。得阿罗汉果位者可证入涅?，而不复受生于三

界中，为不生。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智德圆满，应

受人天供养。

在小乘佛教中，佛亦称罗汉。《杂阿含经》中

记：“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如来。

应。等正觉未曾闻法。能自觉法。通达无上菩提。

于未来世开觉声闻而为说法。谓四念处。四正勤。

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八道。比丘。是

名如来。应。等正觉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

分别道。说道。通道。复能成就诸声闻教授教诫。

如是说正顺。欣乐善法。是名如来．罗汉差别”
（《杂阿含经》第三卷第七十五）。但是佛不需要通

过闻法，而是靠着自己的修学、观察、思维和正觉四

圣谛真理而解脱的。佛具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知见一切法之性相，成就等正觉之圣者。但罗汉在

佛的教导下，证觉缘起与四圣谛真理，一层一层修

行，以获得佛证得的真理。

四世纪以后，大量的佛经被译出，有关罗汉的

事迹得以流传，罗汉由住世护法待弥勒下生的身份

开始发展为独立信仰，从单一的罗汉信仰到十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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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信仰等多种面貌。罗汉人

数纷乱，在诸经中记载的数目也不相同，《
'

一阿含

经》中记载人数更是多样，经中甚至多达八万四千

罗汉之说“比丘八万四千众，尽得罗汉心解脱”（卷

一）。《法华经》也提出万二罗汉说“一时佛住王舍

城耆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皆是阿

罗汉”（序品）。《佛说阿弥陀经》和《法华经》中共

同记载了千二五人数，“一时佛在舍卫国癨树给孤

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罗

汉”（卷一）。“尔时千二百阿罗汉心自在者作是

念”（《妙法莲华经》卷四）。《入大乘论》最早提出

了十六罗汉，“又尊者宾头卢。尊者罗
(

罗。如是

等十六人诸大声闻。散在诸渚。于余经中亦说有

九十九亿大阿罗汉。皆于佛前取筹护法住寿于世

界。”《入大乘论》是坚意菩萨创造，其时正值大乘

佛教开始兴盛，对于十六罗汉的如何产生并没有

记载。

《四分律》中记载佛曾经两次度过十大比丘，虽

有确切姓名。但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

法住记》的十六罗汉及其居住地有准确的记载。十

六罗汉居住的地理分布象征着罗汉为了护法，而散

诸四方。《法住记》以弥勒信仰为基础，以供奉罗汉

的方式，广种福田，布施。

公元２世纪，庆友尊者（难提密多罗）在师子国
（今锡兰）即将涅?，涅?前向信众讲授《法住记》，

以安抚大众。经文讲述世尊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

阿罗汉并眷属，守护佛法，并使施者得以回报，又将

十六罗汉的法名和住址告诉了大众。以及通过供

养十六罗汉，而可以得到罗汉的帮助，并讲述了供

养罗汉的具体方法。“诸仁者若此世界。一切国王

辅相大臣长者居士。若男若女发殷净心。为四方

僧设大施会。或设五年无遮施会。或庆寺庆像庆

经幡等施设大会。或延请僧至所住处设大福会。

或诣寺中经行处等。安布上妙诸坐卧具。衣药饮

食奉施僧众。时此十六大阿罗汉。及诸眷属随其

所应分散往赴。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凡众密

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

《法住记》中提出了“及敕其身与诸施主作真

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经文中“福田思想”和

“布施精神”来源于大乘佛教中所倡导的救世思想。

《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云：“修行大乘种种事

业。先施一切衣服饮食。房舍卧具病瘦医药令心

安乐。然后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行大乘种种事

业。以是义故六度彼岸布施为门。四摄之行而为

其首”（卷四）。大乘佛教的“上求菩提，下化众生”

及自利、利他的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布施精神

（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六度波罗蜜多中的布

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六种教法，布施

是其实践的开始，般若是最终目的。《法住记》中所

强调的“布施精神”和“福田思想”与大乘佛教具有

相当的一致性，十六罗汉信仰的思想基础来源于大

乘佛教。布施精神和福田思想的大乘佛教思想通

过十六罗汉的信仰而得以传播。

十八罗汉的出现是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多了

两位罗汉，目前在佛教的文献中没有找到任何记载

十八罗汉的文字，确切可考的文献出现在北宋时

期，苏轼为前蜀张玄画的罗汉图所题的《十八大阿

罗汉颂》，但是画史中对张玄的罗汉图记载并没有

十八罗汉图传世，苏轼所题《十八大阿罗汉颂》中详

细地记载了其所见张玄十八罗汉，“蜀金水张氏，画

十八大阿罗汉。轼谪居儋耳，得之民间。海南荒

陋，不类人世。此画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见师

友，及命过躬易其装标。设灯涂香果以礼之。张氏

以画罗汉有名，唐末盖世擅其艺。”［２］１４５－１４８其后苏

轼在元符三年（１１００）在宝林寺见贯休绘十八罗汉
图并题《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

八大阿罗汉》一文赞，两文中所记十八罗汉与《法住

记》记载的十六罗汉有所不同，在题张玄颂文中的

十八罗汉与《法住记》在顺序上有所不同，其颂词中

并没有十八罗汉的具体名字。台湾学者陈清香通

过深入研究，在《罗汉图像研究》中指出张玄十八罗

汉图中多出的两位罗汉是迦叶和军徒钵叹。［３］４２－４３

为贯休所赞的十八罗汉人名顺序与《法住记》相同，

但多了第十七尊者庆友和第十八尊者宾头卢，多出

的第十八尊者宾头卢和第一尊者宾头卢跋罗堕

相同。

在十八罗汉中常有降龙、伏虎罗汉［４］，佛经中

对于罗汉降龙伏虎的事迹没有记载，但佛经中降龙

的典故较多，早在佛陀时代就广为流行，伏虎的在

佛教典籍中却鲜有记载，伏虎的典故形成较晚，《太

平广记》中有宾头卢以诗偈的方式点化为虎所困之

人，间接收服老虎，具有伏虎的意味。亦可能是受

五代时期流行的“丰干和尚乘虎入松林”故事的影

响而定型。苏轼在元丰四年所作《应真罗汉记》中

记载其得见“元丰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余将往岐亭。

宿于团封，梦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诉。明日至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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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过一庙，中有阿罗汉像，左龙右虎，仪制甚古，而

面为人所坏，顾之惘然，庶几畴昔所见乎！”［２］１６３罗

汉的降龙伏虎形象，是表现高超的神通，其涵义是

降伏住人心的贪、嗔、痴、恨四戒。降龙伏虎出现在

十八罗汉里并非一致，有时是降龙尊者或伏虎尊者

单一出现，有时是降龙伏虎二者合一尊者出现。十

八罗汉的组合呈现多样化：一、迦叶和军徒钵叹，

二、庆友和迦叶，三、庆友和玄奘，四、降龙罗汉和伏

虎罗汉。虽然关于十八罗汉的信仰没有佛教典籍

为支撑，但是其图像产生由画家和文人参与，造成

十八罗汉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并被广大信众所

认可。

五百罗汉在佛经中较为常见，佛教典籍当中记

载较多，具有完整的宗仪史事，下文将根据典籍当

中的几种常见记录分别说明：最早记载五百罗汉事

迹是后汉时，康居国三藏康梦祥译出《佛说与起行

经》，其后这一说法便开始流行。两晋时期，竺法护

的《佛五百弟子自说本经》，以及《增一阿含经》《毗

奈耶杂事》《四分律》《五分律》等相继译出，关于五

百罗汉的传说更为清晰地被世人所知。《贤愚经》

中另有一种五百罗汉的说法，佛曾经渡化五百盲乞

人，后这五百盲乞人证得罗汉果（《贤愚经》卷六），

但这一说法与其它经文中五百罗汉在一定意义上

不是同一组罗汉。佛涅?后，佛的弟子们担任了佛

法的结集和传播的工作，佛教共有四次结集，除了

第二次结集参加的罗汉为七百人数外，其余三次结

集参加的人数全是五百罗汉。

中国流传天台山的方广寺是五百罗汉驻锡之

地，唐文宗在天台山福田寺兴建了五百罗汉殿。五

代两宋，五百罗汉信仰迅速蔓延，天台山成为五百

罗汉信仰的主要地点，史书记载吴越王钱氏曾在天

台山方广寺铸五百罗汉。雍熙元年，宋太宗敕造罗

汉像五百十六身，奉置于天台山寿昌寺。《苏东坡

全集》和《苏轼文集》中的《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

《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也记载了五百罗

汉信仰的史实。两宋以后，各地均建五百罗汉殿，

粉本多来自于天台山石梁桥的五百罗汉。

唐会昌法难影响，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开始变

得纷乱，罗汉信仰也走向低潮。安史之乱，唐僖宗

避乱进入蜀地，大兴庙宇。“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

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

……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

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

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

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

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绅雕塑者不与焉。像

位繁密，金彩华缛，何庄严显饰之如是……。”［５］大

型佛教寺庙建设，信仰场所集中产生。佛教寺庙中

壁画和造像的制造，需要大量的画家，中原画家随

之进入四川，成都成为画家汇聚之地。《益州名画

录》中记述：“蜀因二帝驻跸，昭宗迁幸，自京入蜀者

将到图书名画，散落人间，固亦多矣。”［６］１９２蜀地的

道释画蓬勃发展，其中善画罗汉者不胜枚举。许多

寺院绘有罗汉壁画，便利信徒礼拜，或家中藏有罗

汉画，以备罗汉供的仪式使用。《宣和画谱》中记载

唐卢愣迦为大圣慈寺作画并有十六罗汉图被北宋

御府收藏。“乾元初，尝于大圣慈寺画《行道》，僧

颜真卿为之题名，时号二绝……今御府所藏，十六

大阿罗汉像四十八”。［７］６７五代两宋时期画家们创作

大量罗汉作品，多是为了民间和皇室的罗汉信仰等

宗教活动而作。苏东坡家藏有十六罗汉图，其弟苏

辙夫妇生日时，家中张挂前蜀张玄十八罗汉像设

供，祈年集福。苏轼的文集中大量记录了罗汉显灵

的事迹，多是发生在他亲近的人身边的事迹。或其

外祖父程公遇蜀乱，得遇十六罗汉施钱；或其家中

设茶供，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等。罗汉

具有神通性，频频在灾难中得以显现消灾等情节，

在宋人的文章笔记中俯拾即是。如蔡绦在《铁围山

从谈》中记：“开宝寺灾，殿舍既雄，人力罕克施。鲁

公时尹天府，夜帅役夫拯之，烟焰属天矣。睹一僧

在屋上救火状，亟令传呼：“当靳性命，不宜前。”僧

不顾，处屋上，经营自若。俄火透出，屋坏，僧坠于

烈焰中。人愤其不韪，快之。则又见在他屋往来不

已。益使传呼：“万众在是，犹不可施力，汝一僧讵

能撤也？”又不听，则复坠。如是者出没四三。竟晓

火熄，人谓是僧必死。于是天府吏检校寺众，则俱

在，无一损。独于福胜阁下一阿罗汉像形面焦。汗

珠如雨，犹流未止，故俗号“救火罗汉”。［８］《图画见

闻志》中也记载了贯休所画罗汉用于祈求降雨的神

迹，“尝
)

所画水墨罗汉，云是休公入定观罗汉真容

后写之，故悉是梵相，形骨古怪。其真本在豫章西

山云堂院供养。于今郡将迎请祈雨，无不应

验。”［９］４７６两宋时期，皇家的认可和参与，更使罗汉

信仰走上了高峰，并被冠于“应运罗汉”的称号。开

宝年间，宋太宗因得遇王齐翰的十六罗汉图而十六

天后登基的事迹广为流传。“王齐翰，建康人，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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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李后主为翰林待诏。工画佛道人物。开宝末，金

陵城陷，有步卒李贵入佛寺中，得齐翰所画《罗汉》

十六轴，寻为商贾刘元嗣以白金二百星购得之，赍

入京师，于一僧处质钱。后元嗣诣僧请赎，其僧以

过期拒之，因成争讼。时太宗尹京，督出其画，览之

嘉叹。遂留画，厚赐而释之。经十六日，太宗登极，

后名应运罗汉。”［９］４７９《佛祖统记》中记载宋熙宁年

间国家通过设罗汉斋而祈求降雨。统治者希望通

过对罗汉的供养和祭祀，使国家能得到更多的帮

助。“十年。夏旱。上于禁中斋祷甚虔。夜梦神僧

驰马空中口吐云雾。觉而雨大霪。敕求其像得之

相国寺阁第十三尊罗汉。诏迎入内供养。宰相王

皀以诗称贺曰。良弼为霖孤宿望。神僧作雾应精

求”（《佛祖统记》卷四十五）。大量的文献记录显

示，在五代两宋期间，罗汉信仰广泛地流行于社会

各阶层。通过对罗汉供养和布施可以得到果报的

现实利益思想促使了罗汉信仰的流行，成为当时宗

教信仰的主要组成部分。

佛经中对于罗汉有“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

常凡众”（《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一）的描

述，给予罗汉形象的创造有了很大空间，中国画家

便在早期的高僧画和流传于中国的梵僧像基础上，

加以变化，创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图像风格：一

种是以传统中国固有的道释画风格变化，贴近人民

生活的“世态相”罗汉画；另一种是以梵僧和胡僧的

形象而创造的“胡貌梵像”的“野逸相”罗汉画。

“野逸相”和“世态相”的异同并非单纯风格内部的

自在演变，其兴衰流变常常与其文化环境的某些变

化，产生相为因果的互动现象。

五代时期，南唐前、后蜀两地经济发达，帝王又

喜爱绘画，建立画院，大量画家移居于此，金陵、成

都两地名家荟萃，空前繁荣，成为五代时期绘画重

地。南唐（９３７年 －９７５年）三帝皆好文艺，虽然国
祚只有短短３９年，对于文化艺术的建设，却在各国
之首，国都金陵，六朝以来便是具有独立特色的文

化艺术重镇。蜀地佛教绘画的兴盛源于安史之乱，

唐僖宗避乱，在此地兴建大圣慈寺，卢楞伽、赵公佑

等中原画家进入蜀地。随后在五代，孙位、贯休等

画家也进入蜀地，在中原画家长期的影响下，西蜀

也形成了独立的地域性绘画体系。这种现象的产

生来自于唐代中央政权的瓦解，地方政权的独立自

治。唐文化为中心的体制消解，使得各地区发展出

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区域画风。［１０］蜀地的庙宇兴

建，促使大量画家集聚于此，并以道释画见长，风格

多样，或作吴家样，或作周家样。罗汉图像没有经

典仪轨的约束，给予画家充分的创作自由。从风格

样式上，也存在着多样性，以张玄为代表的“世态

相”罗汉图和以贯休为代表的“野逸相”罗汉图为

两大主流风格。

五代两宋时期的罗汉图作品，由于传世数量的

有限性。根据对《益州名画录》（成书于１００６年）、
《图画见闻志》（成书时间不详，书中记录了唐会昌

元年至宋熙宁七年期间绘画的发展）、《宣和画谱》

（成书于１１２０年）三本宋代时期的书画著录和相关
文献的记载等背景资料进行梳理，能客观对张玄、

贯休的罗汉图风格和当时罗汉图像变化进行分析

对比，展现同时期罗汉图像的发展流变及对后世的

罗汉图像的影响。

晚唐五代时期，在蜀地聚集了大量道释画家，

其中善画罗汉者不胜枚举，如：卢楞伽、李癉、赵德

齐、高道兴、范琼，陈浩、彭坚、张南本、左全、赵德

玄、杜驤龟、张玄、赵忠义、杜宏义、杜敬宏、杨元真、

丘文播、丘文晓、韩虬、李籾、杜敬安、杜子琼、王齐

翰、左礼等，都参与了成都当时寺庙壁画的创作，并

留下了大量的罗汉画。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画家

中一部分是同一家族。《益州名画录》《图画见闻

志》《宣和画谱》中记载善画罗汉的道释画家族有

以下五族：（一）赵公佑、赵温其、赵德齐三代，（二）

左全家族，（三）张玄、张景思、杨元真，（四）丘文

播、邱文晓兄弟，（五）杜子环、杜敬安父子。以上五

族家族中，但以罗汉画而盛名，惟有张玄一族。

张玄（生卒年不详），简州金水人（今四川茂

县）。前蜀武成年（９０８－９１０）期间以画罗汉而声名
显赫。“张玄者，简州金水石城山人也。攻画人物，

尤善罗汉。当王氏偏霸武成年，声迹喧然，时呼玄

为“张罗汉”。荆湖、淮、浙，令人入蜀，纵价收市，将

归本道。”［６］１９４《益州名画录》是目前最早记载张玄

的文献。

《图画见闻志》中云：“张玄，简州金水石城山

人，善图僧相。画罗汉名播天下，称金水张家罗汉

也。”［９］４７５《宣和画谱·卷第三》记载：“张元，简州

金水石城山人。善画释氏，尤以罗汉得名。世之画

罗汉者，多取奇怪，至贯休则脱略世间骨相，奇怪益

甚。元所画得其世态之相，故天下知有金水张元罗

汉也。今御府所藏八十有八：大阿罗汉三十二，释

迦佛像一，罗汉像五十五。［７］７１《苏轼全集》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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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亮：论罗汉图像的“世态相”和“野逸相”

苏东坡得见张玄罗汉图，并有《十八大阿罗汉颂》题

识流传，让我们对张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蜀金

水张氏，画十八大阿罗汉。轼谪居儋耳，得之民间。

海南荒陋，不类人世。此画何自至哉！久逃空谷，

如见师友，及命过躬易其装标。设灯涂香果以礼

之。张氏以画罗汉有名，唐末盖世擅其艺。今成都

僧敏行，其玄孙也，梵相奇古，学术渊博。蜀人皆曰

此罗汉化生其家也。”［２］１４５－１４８可见北宋时期张玄的

罗汉图仍然具有较高的声誉。

但可惜张玄并无画迹存世，对于张玄的罗汉画

风，我们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来推断。《益州名画录》

中记载了与张玄有家族关系的张景思：“张景思者，

金水石城山张玄之裔也。思之一族，世传图画佛像

罗汉。景思王氏永平年，于圣寿寺北郎下，画降魔

变相一堵，见存。”［６］１９８与张玄道释画有关的还有杨

元真，“杨元真者，石城山张玄外族也。攻画佛像罗

汉兼善妆鉴。当王氏武成中，善塑像者，简州许侯、

东川雍中本二人，时推妙手。今圣与寺天王院天王

与部署、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天长观、龙与观、

龙虎宫，并雍中本塑。大圣慈寺炽盛光佛、九曜二

十八宿、华岩阁下西畔立释迦像，并许侯塑，皆元真

妆。肉色髭发、衣纹锦绣，及诸禽类，备著奇功，时

辈罕及。今四天王寺壁画五台山文殊菩萨变相一

堵，元真笔，见存。”［６］１９８既然同属于张玄族人，风格

必定相似，否则便没有相提并论的必要。那么，张

玄的罗汉画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让入蜀的人们皆不

问价求购其画？

《宣和画谱》将张玄与贯休进行对比，归结出

“世态相”与“野逸体”为两大风格。“张元，简州金

水石城山人。善画释氏，尤以罗汉得名。世之画罗

汉者，多取奇怪，至贯休则脱略世间骨相，奇怪益

甚。元所画得其世态之相，故天下知有金水张元罗

汉也。”［６］１９４由此可见，张玄是代表着传统道释画风

的罗汉画，其人物形象接近人间相。而当时罗汉画

其罗汉造型多以奇怪，至贯休则更脱尽世间相，创

造了异于人间相的野逸相。《益州名画录》与《图

画见闻志》都记载，张玄是人物画家，并且擅长画僧

像，作为职业人物画家，对于人物的结构和形象会

有很好的把握。如此推理，张玄在人物画上所取得

的心得与技法必定影响到其罗汉画的画风，使得张

玄笔下的罗汉有世间人之仪态，更接近世人的形

象。这在佛教典籍中也有体现，在罗汉信仰当中，

“罗汉”有住世护法之意，而且经常化成不同人间角

色，或许是罗汉教义的广为人知，也使得张玄的罗

汉画受到世人追捧。《益州名画录》中关于张玄罗

汉画的风格，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张玄者……前辈

画佛像罗汉，相传曹样、吴样二本。曹起曹弗与，吴

起吴栋。曹画衣纹稠叠，吴画衣纹简略。其曹画，

今昭觉寺孙位战胜天王是也；其吴画，今大圣慈寺

卢楞伽行道高僧是也。玄画罗汉，吴样矣。今大圣

慈寺灌顶院罗汉一堂十六躯，见存。”［６］１９４由此看

来，卢楞伽是至德年间（７５６—７６１）的画罗汉名家，
而且他曾经跟随吴道子学画，尽得吴氏的简笔线描

之法。根据黄休复的叙述，我们可将张玄一派画风

追溯到吴道子一脉。而且上文提到，《益州名画录》

中对于杨元真的风格描述也很是详尽，对于人物的

肤色、毛发、衣纹的刻画等颇为精妙，由于其对于塑

像用色较多，所以可以推测其在罗汉画像上亦施

色。综上所述，张玄“世态相”罗汉图与当时的信仰

时尚有很多关系，加之用笔特色，迎合了时人趣味，

使其蔚然成风。

宋代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俗”文化

开始泛滥，而统治阶层对“俗”的重视，宫廷对市民

趣味的接纳，画院画家的风俗情结以及绘画审美受

众的大众趣味等因素构成了宋朝时期对俗文化的

认同。宋代罗汉画也越来越多体现出一种世俗的

审美趣味，罗汉形象人性化成分增强。相传李公麟

曾经画过这种世俗形象的罗汉画，并被称之为龙眠

式。没有画迹传世。明朝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

了李公麟五百罗汉图，但此记载没有可靠性。所谓

的龙眠样，极有可能是后人通过明清书画文献虚构

出来的。在没有准确图像的前提下，通过对画史的

考察，对龙眠样进行分析，《画继》记载李公麟，“士

夫以谓鞍马愈于韩，佛像追吴道玄，山水似李思

训，人物似韩，非过论也。”［１０］７０７这与《益州名画

录》中的张玄条“玄画罗汉，吴样矣”［６］１９４的记载相

似，说明其二人所用技法是一脉相承的。如此，龙

眠样是在吴道子、张玄的基础上，形成重视形式、写

实的精神以及简约的风格特征。

北宋时期罗时期汉图像流传作品甚少，文献记

载更为疏寥，只能以少数北宋道释画予以观察。宋

代的传统道释画家与五代有所不同，由于画院的存

在，使得道释画家亦分为宫廷画家和民间画家。北

宋宫廷绘画在宋神宗以后过多地注重山水以及花

鸟这类题材，而道释画被抛弃成为冷门，所以这个

时候的罗汉画家角色大都由人物画家、山水画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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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担当。梳理画史，可以得知北宋画过罗汉的主要

画家有孙知微、王齐翰、武洞清、李时泽、成宗道、赵

长元、刘国用、严博文、钱易、王述等人。邓椿《画

继》记载：“成宗道，长安人，工画人物，兼善刻石。

凡长安壁传吴笔，皆临摹上石。其迹细如丝发，而

不失精神体段，有所集吴生三清像与左右侍卫，宛

如吴作。”［１１］７１５从这一点记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道

释画，沿袭的是写实细致的画风。郭若虚在《图画

见闻志》当中记载关于曹仲玄的画法是一改吴道子

的笔法，改用细笔。［９］４７６以上可以看出，北宋初仍然

以吴道子为宗，只是用笔更为细劲而已。究其原

因，在于宋初以来，陆探微、顾恺之与吴道子一样受

到推崇，使得沿用吴道子笔法的传统大为减弱，所

以宋时代的罗汉画，制作原则在吴道子与张玄之

上，以写实、精细、简约细致的风格，形成了宋代特

有的风貌。

随着时代的发展，南宋时期罗汉画家逐渐减

少，北宋中期崛起的山水画无形之中对罗汉画产生

了影响，使得罗汉画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转变。

画史中记载曾经画过罗汉的南宋画家有刘松年，而

刘松年又是山水、人物、界画无所不攻，不能算作是

专职的道释画家。根据《图绘宝鉴》记载，“刘松

年，钱塘人，清波门，俗呼为暗门刘，淳熙画院学生。

绍兴年待诏。师张敦礼。工画人物山水神气精妙

名过于师。宁宗朝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院人中

绝品也。”［１２］关于罗汉画，记载不甚明确，要想获得

其罗汉画笔意，尚需考察其人物画与山水画的发

展。曾有文献记载，刘松年曾仿李公麟《西园雅集

图》，［１３］暗示刘松年的人物画风应该是师从李公

麟。观其画迹，也能显示出李公麟的白描技法。南

宋之后的山水，逐渐呈现出景多于人，并且人在画

面中逐渐成为配角的布置现象，这对于罗汉画的发

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此时的罗汉画已经不单单是

只画罗汉，在罗汉之后增加一些背景已经成为流行

趋势。刘松年曾有《罗汉》三轴流传于世。该作品

赋色妍丽，勾勒精谨，层次分明。已经不像之前北

宋或者更早时期的罗汉画，没有太多背景描绘，而

是极尽描绘罗汉周遭的岩石以及植物等，已经彻底

将罗汉融于周遭景物当中，并且突出其内在精神状

态。这一图像现象的出现，也是南宋时期所独有的

现象之一。

不能否认，罗汉图的流行是因为罗汉教义对当

时民众影响的日益增大。在五代两宋期间，因为罗

汉信仰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通过对罗汉供养和

布施可以得到果报的现实利益思想促使了罗汉信

仰的流行，成为当时宗教信仰的主要组成部分，这

亦是罗汉图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历来画种与题

材的流行，与皇家的喜好密不可分。宋代皇帝们对

于山水和花鸟题材的偏好，使得画院的画家们将帝

王嗜好带入罗汉画像的创作当中，所以刘松年等宫

廷画家们的罗汉图整体更为和谐，更有层次，与当

时盛行的山水和花鸟的整体风格接近。虽然民间

画家的风格来源于对宫廷绘画的追随发展，但民间

画匠们的作品与大众宗教信仰需求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亦可认为是大众品味与时尚，画面更多呈

现戏剧化效果，装饰性更强。石守谦曾经指出，职

业画家与民间罗汉画家有着非常清晰的分际点，民

间罗汉画家比宫廷画家的色彩更为缤纷，而宫廷的

罗汉画家更在意画面的和谐以及层次的如何

变化。［１４］

贯休（８３２～９１２），字德隐，号禅月。婺州（浙江
金华）兰溪登高里人（今属游埠镇），俗姓姜。《宋

高僧传》中记载其贯休时年七岁便投圆贞法师出

家，为其童侍。日读法华经千言，过目成诵（赞宁

《宋高僧传》卷三十）。昙域在《禅月集后序》云：

“先师为童子时，邻院有童子法号处默，皆年十余

岁，时同发心念经，每于精修之暇，更相唱和。渐至

十五六岁，诗名益着，远近皆闻”（昙域《禅月集后

序》）。贯休一生云游四方，交结极广，因而其生平

充满传奇色彩。唐代乾宁（８９４～８９７）初年，曾谒吴
越武肃王钱。昭宗天复年间（９０１～９０４）入蜀，备
受蜀主王建父子礼遇，为贯休建龙华禅院，署号“禅

月大师”，并常呼之为“得得来和尚”。梁乾化二年

（９１２）圆寂，时年八十一。蜀主王衍为贯休行官葬，
塔号“白莲”。其诗文等被弟子昙域禅师汇编《禅

月集》，原为三十卷。然其文集五卷已佚，余诗集二

十五卷。后明代毛晋为其所撰补遗一卷。

贯休在诗歌、书法、绘画艺术上成就卓然，所创

造“野逸相”罗汉图更是独树一帜。《益州名画录》

记载：“禅月大师，婺州金溪人也。俗姓姜氏，名贯

休，字德
*

。天复年入蜀，王先主赐紫衣师号。师

之诗名高节，宇内咸知。善草书图画，时人比诸怀

素。师阎立本画罗汉十六帧，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

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蕃貌梵相曲尽其态，或问之，

云休自梦中所观尔。又画释迦十弟子亦如此类，人

皆异之，颇为门弟子所宝。当时卿相皆有歌诗，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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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亮：论罗汉图像的“世态相”和“野逸相”

其笔唯可见而不可得也。太平兴国年初，太宗皇帝

搜访古画日，给事中程公牧蜀将贯休罗汉十六帧为

古画进呈。”［６］１９９《宣和画谱》也曾记载称他的罗汉

画“黝然若夷獠异类，见者莫不骇瞩”。贯休这种高

颧深目的奇异罗汉形象，更加加深了罗汉的神秘

性，使其神格化。贯休所作的罗汉画外形古怪，蕃

貌梵相，笔法也比较简洁、狂逸，但并不顺应当时人

们的审美，画史中记载其作品多水墨画，兼淡设色。

贯休创作的罗汉图像多呈形骨古怪，变化多

端，胡貌梵像的特征，文献中记载其形象来源于梦

中，《益州名画录》记载：“师阎立本画罗汉十六帧，

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蕃貌梵

相曲尽其态，或问之，云休自梦中所观尔。”［６］１９９《宋

高僧传》中也云其每作画前必祈梦“休善小笔，得六

法。长于水墨，形似之状可观。受众安桥强氏药肆

请，出罗汉一堂，云：‘每画一尊，必祈梦得应真貌，

方成之。’与常体不同”（卷三十）。其目的是为了

表现自已的非同一般而故意将其作品神秘化。贯

休罗汉图的神秘色彩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图画见

闻志》中记载贯休罗汉图被用于祈雨等宗教活动

中。“尝睹所画水墨罗汉，云是休公入定观罗汉真

容后写之，故悉是梵相，形骨古怪。其真本在豫章

西山云堂院供养。于今郡将迎请祈雨，无不应

验。”［９］４７６翰林学士欧阳炯奉蜀王之命为贯休作《禅

月大师应梦罗汉歌》。可见其当时地位之高，影响

之大。

“西岳高僧名贯休，高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

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帧大绡泥高壁，闭

目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

笔。高握节腕当空掷，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

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悴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

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骨似伏犀头骨粗。一

倚松根傍岩缝，曲绿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同

声，瞌睡山童欲成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支颐

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

卧象低垂鼻，崖里老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

苔藓文中晕深翠。硬节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

长。绳关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落叶

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履不曾拖，笋织

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

涯，五七字诗一千首，大小篆字三十家。唐朝历历

多名士，萧子云、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

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多

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事事精。瓦棺寺

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最

是人间为第一。”［６］１９９－２００通过对上文的解读，我们

可以得知贯休在创作过程中的笔法简洁、狂逸。画

面中罗汉处于山水丛林中，每个罗汉及罗汉形象以

外的山童、老猿等事物也都各具神态。苏东坡在元

符三年（１１００）所撰《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
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文中对所见贯休罗汉图

的叙述，没有张玄所撰的《十八阿罗汉颂》清晰，我

们没有能从中得到作品风格及作者的背景资料。

如今所传贯休作品或摹本，多藏于日本：宫内

厅本十六罗汉图，东京根津美术馆所藏十六罗汉

图，京都高台寺所藏十六罗汉图，清凉寺本十六罗

汉本。以下对这四组罗汉图进行比较分析，寻找贯

休“野逸相”罗汉图的风格特征。

一、宫内厅本罗汉图其中三幅作品有“西岳僧

贯休作”款识，但据日本学者长光敏雄的考证，认为

三幅作品的款识大小不一，推测是后人添加上去

的。陈清香在《罗汉图像研究》一文中将宫内厅本

与苏东坡《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和明代紫柏

大师《贯休所画罗汉画记并赞》中对贯休罗汉的赞

语进行对比，发现二者之间较吻合。并指出宫内厅

本与杭州圣引寺旧藏贯休原作石刻，有多幅相

似。［３］４４－５２但是铃木敬先生在其《中国绘画史》中通

过对贯休绘画细致分析，认为“禅月罗汉的传播，只

能推测是由刻石而来。或许是《画继》卷三所见，像

成宗道等工画、工刻石的人所传下的。例如长安的

壁画有将传为吴道玄笔的画临摩刻石的，其传神程

度据说丝毫不爽。如此由刻石制作模本，或再据之

以刻石，辗转模制，结果贯休罗汉图甚至传到广州

光孝寺，到清初终于声名大噪。”［１６］１１８－１１９如此，这组

罗汉图只能是后代（明代以后）按照石刻的摹本。

二、东京根津美术馆所藏《十六罗汉图》，传为

贯休的手笔或摹本，相貌是现梵形，衣褶处的用笔

明快磊落，面部与双手的用笔较为细致。有学者根

据这一特点推断，画法类似石恪的《二祖调心图》，

属于五代宋初才出现的笔法，并且颇有一定的江浙

传统意味，推断为是禅月式罗汉的最古样本。

三、高台寺藏《十六罗汉图》，历来被研究者们

所重视。这十六幅罗汉图皆传为贯休的设色罗汉

图。在这十六幅中，画面上皆有“泉涌寺尊”，根据

这一现象，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当中多推测认为这些

罗汉图是泉涌寺开山祖师俊
+

所携回。［３］１９７此本画

９５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总第９０期）

面丰满，但在人物造型夸张上比宫内厅本弱化，陈

清香等学者认为或可为南宋作品。

四、清凉寺所藏十六罗汉图，是目前认为年代

最早的作品。此画据传是由入宋的
,

然和尚于雍

熙四年（九八七）自宋归日时，与木造释迦像等一起

带回日本。因有明确的舶载时期，且制作年代也差

不多在九八七年左右，为北宋初之作品而一直被学

界关注。然而据《任和寺御日次记》建保六年（一

二一八）戊寅条载，十一月十日戊寅，子刻，除木造

释迦像外，绘像十六罗汉等尽烧毁。［１５］２６１－２６２日本学

者高崎法子通过大量认为该本虽非
,

然和尚携回

的原作，但为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中期的作品较

可靠。

贯休“野逸相”风格的产生与其地域性以及其

所处的时代有着重要关系。樊波先生在《中国画艺

术专史·人物卷》一书中认为，“透过题材和内容，

往往可以探知到某一时期的文化心态、审美取向以

及风格酝酿的种种可能性……五代时期的画家文

化视野和题材面都比较狭窄，因而从整体上看，绘

画风格面貌也相对单一。但就画家个体而言，由于

偏爱某类题材，就造成某种特殊的风格样式，而且

还使得这种风格往往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

越是集中于某一类题材，其风格特征就会表现得更

加鲜明，主观色彩也会变得更加强烈。这种情形在

贯休和石恪的人物画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他们人物

画所具有的‘野逸’风格显然是与其题材选择密切

相关的。”［１７］

五代以后，两种风格的罗汉画所呈现的独特面

貌，逐渐导致宋代罗汉画坛分成二大主流：一派是

直接承袭贯休画风的，比较脱离世间相，呈现古怪、

变形、野逸的，称之为“野逸相”的罗汉画；另一派罗

汉画风，自然是指张玄“世态相”一派，画风是容貌

线条温和，和世间人形象颇为相似。宋代画家在原

有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具有文人色彩或是僧人墨戏

的不同面貌。张玄的“世态相”风格，在宋代包括宫

廷画家，如刘松年，而浙江宁波地区专门以外销商

业化为主的宁波画派，都可视为张玄“世态相”延

伸。贯休“胡貌梵像”造型古怪的形象，出现在禅

画中。

两宋罗汉画创作者对市井文化趣味的吸收和

某种程度的迎合，使得两宋罗汉画审美的大众趣味

得到彰显。就罗汉画的赞助形式来说，两宋时期已

经产生了一些细微但具有根本性的变化，市民阶层

当中一些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开始介入罗汉画市

场，市民阶层本身的兴盛以及他们对罗汉画的审美

需求也对绘画的大众审美趣味起了一个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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