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传佛教迄今已有 13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的佛教经

典、寺庙建筑、雕塑、绘画等，成为凝结着我国民族文化艺术修养和智慧结晶的

宝贵财富。而藏传佛像艺术更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显著的地域特征，包括寺庙

造像、壁画、唐卡、金铜佛像等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

佛像艺术中的瑰宝。然藏传佛教信奉的神祇众多，造型多样，题材丰富多彩，材

质有泥、石、木、金、铜等，以金铜观音造像最具代表性。

“观自在”则是唐代高僧玄奘所译的观音名称，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表示

大智能，显示其达到完全“自在”地“观”察事理无碍的境界；二是表示大慈

悲，菩萨应机赴感，寻声救苦，从心所欲，了无障碍。佛教宣扬“常乐我净”四

德，即永恒、恬静、自在和清净。佛教《华严经》和《法华经》等记载，观音具

备六根大圆通智，能变现 32种化身，救“八种苦难”、“十四无畏”。

在佛教造像中，观音菩萨的像最为常见、种类最多，变化也大；而且，文化

内涵丰富，艺术价值极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说：“是观世

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这正是指观音具有庄

严妙曼、无比稀有的美的造像而言。从南北朝到元、明、清，一尊尊精美绝伦的

观音造像令人叹为观止。

近年来，藏传金铜观音像的持续增值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但是，藏传金

铜观音像究竟有哪些品类？哪些特点？如何正确认识其收藏价值、艺术价值？这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藏传金铜观音像艺术造型及收藏鉴赏等基本知识，对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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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的造像形式、常见题材、造像艺术特点进行讲解，分析了不同时期和地域的

藏传佛教观音金铜造像艺术风格，归纳了其收藏原则。适合于宗教、艺术、文物

等方面的爱好者、收藏者阅读。希望通过阅读本书，可欣赏到异彩纷呈的藏传佛

教观音造像艺术，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2012年 11月于北京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美术在中国也随着掀起波澜壮阔的浪涛，形成中

国美术史上璀璨辉煌的一页。佛教美术所包括的范围甚广，就雕塑与绘画作

品中，佛菩萨像为其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虽然历代创作风格随着时代而演

变，然而所有的佛菩萨像皆有一共同点，便是外形力求庄严静美，以表达那

内在慈悲和智慧，才能令信徒产生景仰，令观者引起共鸣。是故历代创作伟

大佛菩萨像的艺术家们，不但技艺手法高妙，而对佛家内涵的深义，尤贵能

领会，故其作品能光芒万丈，独步古今。

在佛像与菩萨像的创作中，其外貌容颜之端庄肃穆，大致相差较少，但

其衣冠及装饰却大异其趣，菩萨像之衣饰、发型、姿态、手势、璎珞等均较

佛像更富于变化。而所有菩萨像中，更以观音菩萨形象变化最繁，式样最

富，名称最多，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受民间的信仰，流行最广阔。

观音菩萨，为佛经中经常描述的一位菩萨，菩萨本为菩提萨埵的省称，

意为觉有情，有勇猛求菩提之义，又译为开士、高士、大士等，为未成佛而

求佛果的大乘众，其果位仅次于佛乘，而且有助佛度众生的本愿。

观音菩萨，为观世音菩萨之省称，旧称光世音、观世音，新译曰观世自

在、观自在。称“观世音”者，其含义为“观世人称彼菩萨名之音而垂救。”

所谓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名观世音。

至于称“观世自在”者，其含义为“观世界形象能自在无碍，对苦恼众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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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拔苦与乐。”所谓“于事理无碍之境，观达自在，故立此名，又应机往

救，自在无关，故以为名，前释就智，后释就悲。”观音本作观世音，唐人

避太宗李世民名讳，故只称观音，后世遂沿用至今。

观世音菩萨，有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于过去无量劫中，已经成等正觉，

而为“正法明佛”，为了发大慈愿力，济度众生，故仍现菩萨之身。又将于

未来现成佛之相，当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灭度之后，观音菩萨将成佛，号

“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可知观音在过去未来皆是佛，现菩萨相，只是为了方

便度众。

观音菩萨是中国佛教徒所崇敬的菩萨中流行最广的一位，所谓“家家弥

陀佛，户户观世音”，可见其受信仰之普遍，但是演成这种盛况，是唐以后

的事。在隋以前，佛教徒景仰观音菩萨并不太普遍，在绘画或雕塑的作品中

观音题材亦不多见。一方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只是在吸收酝酿

的时期，还未到完全融和而发扬光大的时期，另一方面与当时流行的经典有

关，有关观音菩萨形象仪轨之经典，还未大量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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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藏传佛教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藏传佛教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具有浓厚藏族文化特色的大乘显密佛教，以藏

文或藏语传播。其在中国的分布主要为西藏、青海、内蒙古、甘肃、四川西北部

的藏部、蒙古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地区。在国外的分布以不丹、锡金、

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等地为主。藏传佛教教派众多，寺

院组织和学经制度都很严密，有比较完善的三藏经典。另外，非常讲求用美术弘

扬佛法，留存有大量的佛像艺术品，尤其是单尊的金铜佛像，其流布之广，数量

之大，令世人叹为观止。

藏传佛教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佛教”

始于 7世纪中叶。传说藏王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赤尊公主（密宗） 和唐朝文成

公主（大乘佛教） 后深受影响，开始建寺译经（大昭寺和小昭寺） 信奉佛教，使

佛教在西藏地区广为传播。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密宗）。9世纪

中叶，西藏地区大肆兴苯（苯，当地原有的苯教，也做本教） 灭佛，使藏区的佛

教遭到极大破坏，“前弘期”随之结束。10世纪后半期开始，佛教重新在藏区复

兴，并逐渐发展壮大，进入了“后弘期佛教”阶段。此时，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

藏传佛教才正式形成。在藏区，佛教为外来教派，一直受到当地苯教的攻击和排

挤。在与苯教的长期斗争中，佛教还吸收了苯教特有的一些教义、神祇和仪式。

在教义上大小乘兼容，以大乘为主，且大乘中显密修具备，尤视密宗为其精髓，

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形成独具特色的“藏密”。这也是藏传佛教有别

于汉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藏传佛教中有八位菩萨最为常见：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观世

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除诸障菩萨、虚空藏菩萨。然而在藏传佛像的

造像中呈现的观音造像也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有马头观音、千手观音、十一面观

音、圣观音、四臂观音等。四臂观音与十一面观音像的数量最多，明清宫廷就铸

造了大量造型绝伦的四臂观音像。

藏传佛教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观音造像也是风格各异、种类繁多。因

藏传佛教分为显宗和密宗。因此显宗观音像的形态一般为慈悲、和善之姿。密宗

观音像大都显得威严、愤怒，有的三头六臂；有的手持各种兵器；有的系着人头

骨璎珞，身后燃烧着火焰；有的拥有着美丽而温柔的女神———女神一身赤裸，腰

系璎珞，姿态柔美舒展。如布达拉宫的金刚大威德像，九颗牛头层见叠出，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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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兵器，八个健足威踩群妖，怒目而视，其表情与性格通过动与静，刚与柔，

善与恶的强烈对照，更为鲜明突出。另外，在观音造像的形象方面，藏传佛教与

汉地佛教也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在观音的形象塑造上，藏传佛像也具备“三十

二相”和“八十种好”的相好特征。此外，藏传观音造像受到印度、尼泊尔等地

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具有高鼻、尖腭、细腰的特点。

第一节 藏传佛像艺术的发源

佛像的材质有金、铜、石、玉、木、漆、陶瓷、泥塑等多种，其中以金铜佛

造像最受人们欢迎。所谓金铜佛造像，一般指铜质鎏金的佛教造像，但实际未鎏

金的铜佛像，也往往被收藏爱好者归入金铜造像的范围中。金铜佛造像起源于印

度，东汉时期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全面发展的时期，西域与中

原的僧侣交往频繁，许多西域佛像随着僧侣们的背囊抵达中土。现藏于日本东京

永青文库的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 437

年） 的韩谦造鎏金铜佛坐像，就是南朝

佛教造像的典型，它是目前所发现纪年

最早的小型鎏金铜佛像。隋唐两朝，南

北统一，国富民强，佛教造像也进入了

成熟期。唐武宗“会昌灭法”及此后的

五代战乱使佛教传播遭受挫折，佛像也

随之走下坡路。宋代时期南方禅宗得到

大力发展，宋代佛像注重于写实，其题

材大多以罗汉与祖师为主，当时曾出现

了大量的五百罗汉、三百罗汉、十八罗

汉像等。

元朝时期，西藏地区归属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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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藏传佛教传入内地，并在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广下迅速发展，大量蒙、藏民

族的金铜佛像和制作工艺也传入中原，使自唐之后沉寂多时的金铜佛像艺术得以

复苏，并得到长足的发展。明清时期藏传佛教继续在中原流行，其造像艺术也深

深影响着汉传佛教的造像。汉式造像以佛像和观音像居多，形象端庄稳重，藏式

造像则仍是题材繁多，制作精良。藏式造像又可分为内地铸造和西藏铸造两类，

西藏铸造的有黄铜造和红、黄铜并用的，整体造型古拙抽象。而以永乐款、宣德

款为代表的内地官方造像虽说也是以西藏造像为模本，但铜材和鎏金用料讲究，

做工更为精细，造型规矩写实，形态普遍富于动感，且题材丰富，让人赏心悦

目。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因国力强盛及皇帝对佛教的推崇，不仅产生大量

造像，做工也很精良。自明清以来，藏式造像已成为宫廷造像的主流，其影响和

波及面也很广，而且近代以来损毁得较少。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仅清乾隆一

朝鎏金佛像就收藏有几万件之多。北京雍和宫也收藏有几千件清代宫廷藏传佛

像。散落在民间的小型金铜佛像就更不计其数，现拍卖市场上常见的一般也都是

明清时期的藏式官方金铜佛造像。

第二节 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

从世界宗教艺术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藏传佛教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藏传佛教

在欧美的传播，更可看出这种趋势。但藏传佛教有它本身的特点。

从总体上讲，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藏传佛教在国内和国外是一个迅速发展

的趋势。

1、从国内讲，十多年来藏传佛教东渐向沿海地区发展，向港、澳、台发展，

甚至向内地发展。四大佛教圣地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五台山几乎成了汉

传、藏传为一体的道场。五台山上已有几座藏传佛教寺院，其他三座道场中，信

仰藏传佛教的信徒络绎不绝。沿海地区、内地和港澳台许多老板、社会名流皈依

了藏传佛教，一些城市的居民也开始信仰藏传佛教。有的地方已建立了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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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如香港的铜锣湾就有青海省玉树噶举派公保活佛的寺院。电影明星李连杰

成为西藏活佛的弟子，他相信轮回之说，说死后要葬西藏。

现在，我国政治比较开明，宗教信仰的环境比较宽松，限制较少，国务院也

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信仰和正当的宗教活动受到法

律保护。有了这样的社会条件，藏传佛教伴随着它的普世性，发挥利乐有情，普

度众生的精神，在解脱人们的思想迷茫，拯救受伤心灵方面将会显示重要作用。

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人走上坐禅静修之路，以求消除身心疲惫之痛苦，陶冶心

情，调养身体，延年益寿。

2、从藏传佛教发源地青藏高原来看，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还

有内蒙古、新疆部分地区的广大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千百年来信仰藏

传佛教，西藏、青海又是宏佛的中心地区。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落实

了宗教政策，宗教信仰受到保护，寺院恢复开放，宗教教职人员可以入寺诵经，

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得到满足。作为藏传佛教特殊的

轮回转世和活佛信仰得到国家的认可，灵童的寻访认定和活佛转世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寺院的学衔制度得到重视。现在的寺院，旧有的经过维修、扩建、地盘扩

大、面貌一新。入寺的僧侣和转世活佛，虽然有定额控制，但一些大寺院僧侣数

量大都突破了规定，有的超过几百名以上（当然与寺院民改前对比，还不到其三

分之一）。历史地讲，现在的藏传佛教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

当今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生活丰富、各民族群众

生产生活不断提高。这一方面为各种宗教包括藏传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另一方面，多少年来封闭阻塞的青藏高原交通日益发达，高原与内地的距

离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拉近了。不论是寺院宗教人员，还是信教群众，受到多

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宗教和多元文化信息的影响，他们在考虑

自己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同时，仍然保持对自己宗教信仰的虔诚不

二。而且盲目性将会减少，理性将会增强，将会更加重视今世，既遵从宗教道

德，又在从事各种利众活动，充分发展自己。同时，宗教世俗化则是必然的趋

势，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僧人、活佛在学习佛典，弘扬佛法方面，在理性化，世

俗化的道路上做出新的贡献。

3、从藏传佛教在国外的情况看，就上述情况即可看出藏传佛教在过去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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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间，不仅东渐，传播到了国内沿海地区和内地，而四、五十年来，更加迅速

地传播到了欧美各国。今后这种传播的速度将会更快，洋人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会

越来越多。洋活佛不仅有了几位，今后的转世传承也会固定下来。洋僧侣将会成

批地走进寺院。各式寺院、坐禅中心、研究机构，也会越来越多。国外的藏传佛

教研究成果已异常丰硕。欧美成了藏传佛教第三次弘法的一个崭新的地区。

注：本材料源自黄维忠所著《佛光西渐》、杨曾文主编的《当代佛教》以及

各种网络和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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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明清藏传观音信仰与观音造像



观音菩萨被誉为西方三圣之一，自印度密教传入西藏，并形成了别具一格、

独具特色的观音信仰体系，对西藏地区老百姓的宗教信仰观念影响深远，涉及日

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而观音信仰与观音造像之间关系不可分割，毋庸置疑，观音

信仰助推着观音造像的发展与演变，观音造像如同“图腾崇拜”，为信徒所瞻仰、

祈福、保护。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于观音菩萨的信仰

观念开始发生改变，而这种信仰

观念的改变必将带来观音造像的

某些“突破”。正是基于这样的

视角，探讨在我国明清时期藏传

佛教观音信仰的主要表现特点，

呈现为世俗化、神秘化、本土化

的风格，并着重分析在观音信仰

影响下这一时期一些富于代表性

的观音造像的艺术特点，以期为

明清时期藏传观音信仰与观音造

像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一点

奉献。

虽说藏传佛教最早何时传

入西藏，在学术界乃至佛学界仍

难以定论，众说纷纭，难以界定。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乃

至整个中国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观音信仰，从显宗观音信仰

体系的构建，经历了密宗化观音信仰的沿革，构筑了一整套深入人心、挥之不去

的以印度密宗为主体的观音信仰系统，从而使之成为藏传佛教信仰系统中的“主

宰”，对西藏佛教文化和藏族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影响，以至于多

数藏族同胞认为观音菩萨是其祖先，藏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公认为观音菩

萨的“代表”，而藏族人心中的圣地布达拉宫同样被视为观音菩萨的神殿，观音

六字大明咒的地位更是难以匹敌、至高无上。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西藏地区之

影响力、辐射力和广泛性是何其深入！当然，观音信仰不能仅介乎于“心之所

向”，行动上必须有所呈现，为此，观音造像在信仰的支配下得以繁荣、发展、

明清藏传观音信仰与观音造像 8



价值·传承 ———明清藏传观音金铜造像艺术考辨

演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观音信仰的方式与特点也在岁月的流淌发生改变。而

本文正是探讨明清时期藏传观音信仰的具体表现特点，并以一些经典的观音造像

来呈现观音信仰与观音造像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明清时期藏传观音信仰与观

音造像方面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观音信仰是大乘佛教领域最流行的一种信仰形态。这种信仰形态在两千年的

发展历程中，与宗教、哲学、艺术、民俗、伦理、文学等文化形态相互交织，彼

此影响，构成一种厚重而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既在

佛教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对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文化

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观音信仰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领

域。遗憾的是，从总体上来看，有关观音信仰的研究在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学

术界历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这方面的

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涌现，虽然还显零散与薄弱，但也不乏一些深刻的理论剖析和

精到的史实考证，为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值得我们认真总

结。这里，我们从中国大陆学术界、台港学术界、国外学术界等三个方面，对现

有的观音信仰研究进行宏阔性的综述与分析。

1、观音信仰分为三大体系，即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

和中国民间的观音信仰。前两者均是有经典依据的正规的佛教信仰，其中藏传佛

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属于大乘密宗范畴，它以各种真言、印契和与之相关的思想等

宗教义理与规范为突出特征，在整个藏传佛教体系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传

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属于大乘显宗范畴，在义理上涵盖了汉传佛教最基本的内

容，在实践上代表了汉传佛教最基本的表现形态。民间观音信仰体系属于民间信

仰、民间宗教的范畴，它最突出的特征是没有经典的依据，不同时代、不同地

区、不同层次的人士均可对其进行任意发挥，所以这种信仰体系在外在表现形态

上显得纷繁散乱，在内在义理上同正规佛教的经典说教在许多方面相违背，从而

呈现出一定的异端性。三大体系的观音信仰，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2、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五个阶段。中国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传播历程可划

分为五个阶段：一、从三国到东晋十六国为初传期，其显著特点是称观音为光世

音，所修法门只是称念观音圣号以求救苦救难，尚未形成完整的观音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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