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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圣境多宝藏(之二)
——古朴梵香、婀娜多姿的辽代塑像

王建舜
(雁北师范学院北魏史文化研究所，山西 大同 037000)

内容摘要：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有29尊精美绝伦的辽代彩塑像，被人们赞誉为“辽代彩塑

艺术博物馆”。这些塑像，尤其是那些站立的胁侍菩萨和供养菩萨，个个庄严美妙、栩栩如生。它们的美主要

体现在：脸如满月的面相美；身姿优雅的体态美；华丽飘逸的衣饰美。其中，以“合掌露齿菩萨”为美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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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华严寺不仅有独异的建筑，而且还有珍贵的木刻佛像和泥塑像。尤其是下华严寺主

殿——薄伽教藏殿内的29尊辽代塑像，更是精美绝伦，被人们誉为“辽代彩塑艺术博物馆”。

化呢?一方面文化的外延是很大的，另一方

面其内涵也异常丰富。甚至可以说人们生活

的遗存都可以看成是文化，更何况有着二千

年历程的佛教，怎能不是文化呢?

3、佛教是资源。说佛教是资源，这是广

西行政学院一位教授在社科院宗教学会上

发表的一个观点。我理解他的用意是说，不

要简单的将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意识形态的

划分。唐代的一行虽然是在少林寺出家后到

天台山等地参学的一个僧人，他对于天文学

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玄奘西行求法的积极

态度、鉴真东渡百折不挠的精神，无不表现

出求实的思想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如果

我们打消了这样那样的思想顾虑，我们会发

现佛教是资源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资源。在此不需要再说明了。(2)、

旅游资源。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寺，几乎是有

山就有佛寺，有佛寺就有旅游。(3)、心理咨

询资源。只所以在丰富的资源中拈出心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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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来说，是因为佛教确实有这一其它行业不

可取代的功能。各种各样的佛事活动和特定

的宗教氛围，给人以体悟，给人以清醒。高僧

大德深入浅出的人生开示，更是直指人心，

提升人生品格。

事实上，在历史的长河中佛教在不同时

期就扮演了不同角色：在战争年代，它是一

方人民的避难所；在饥荒年代，它是一方人

民的救济所；农村中的佛寺，是一方百姓财

物的集散地；城区里的佛寺，是一方人民的

博物馆；在现代商业社会里，佛教寺院的心

理咨询功能会逐渐体现出来。在南传、藏传

佛教地区，是一方人民的文化馆和心灵的圣

地。

佛教是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佛教在

新时期建造了一个新平台，为佛教展现了新

境界，为佛教拓展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佛教

应该在这个新平台、新空间注入新内涵，展

现出新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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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是华严寺现存的最早建筑。在殿内槽当心问左右两侧四椽袱底写有题

字：“推诚竭节功臣，大同军节度，云、弘、德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荣禄大夫、检讨太尉、同政事

门下平章事、使持节云州诸军事、行云州刺史、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肆仟户、食实封肆

百户杨又玄。”右侧椽底题字：“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时建。”在此，我

们之所以引出这两条殿顶题字，一是要说明薄伽教藏殿建构的时日以及其为华严寺最早之

建筑；二是对辽代官衔之冗长称谓做一资料性展示。由第二条可知．满藏辽代文物珍品的薄

伽教藏殿是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距今已近千年之久。

“薄伽教藏殿”一名，在佛教寺庙中不多见。为什么下华严寺主殿独取此陌异之名?原来

是以其殿的实用功能而命名。薄伽为“薄伽梵”之略，汉文佛典还将其译作“婆伽婆”、“婆{：IⅡ

梵”等，皆是以音转译。这个词的汉文意思就是“世尊”。除此而外，其还有“自在”、“端严”、

“吉祥”、“尊贵”、“有德”等义。佛教之显教多将该梵词义译为“世尊”，并认定为佛的十种尊号

之一。而佛教之密教一般是将该梵词理解为“般若佛母”。从起名的当时情形看，辽之契丹人

信仰佛教，兼具显密二教，殿内多塑婀娜多姿女像，故而对“薄伽”之名的密教诠释应给予更

多的关注和思考。“教藏”之意，是指佛教经典。统而观之，通俗地说，也就是贮藏佛经的地方。

自辽中叶以来，该殿便成为华严寺的藏经殿，庋藏着珍贵的《契丹藏》579帙。

薄伽教藏殿坐西朝东，其面阔五间(25．6米)，进深四间(18．41米)。殿内中央砌有倒凹

字形包砖佛坛，佛坛沿袭唐制，宽大平整。佛坛上以三身佛或三世佛讲经说法为中心的三组

场面化的佛教塑像，总计有31尊。其中，北部和南部主佛前面的两尊小坐佛疑为后世补塑，

余下29尊皆为辽代原作，保持着独特、完整、统一的神貌和艺术风格。

佛坛上的三尊主佛在体积、质量和形制上无有差别，好似如出一辙。关于其佛名的确认，

倒是差距颇大，有解释为“三世佛”，亦有解释为“三身佛”。就“三世佛”而言，尚有“横三世”与

“竖三世”之别。《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记》中日：“因礼于药师佛坛，乃睹其薄伽

教藏，金壁严丽，焕乎如新。”既然称“药师佛”，那应该是“横三世”。又今内槽阑额上，南北二

尊主佛前皆立有明崇祯五年的小匾，上书“南正尊释迦牟尼佛”、“北正尊毗卢遮那佛”．依此

却是“三身佛”。

若是从系统和整体角度而言，我以为此三尊主佛应是“横三世”。因为中间主佛两侧塑有

迦叶和阿难两弟子像，再下两侧是文殊和普贤两菩萨像，构成了华严海会中的“华严三圣”，

与建寺取名的初衷相暗合。再者，薄伽教藏殿之北侧原本有一座大建筑——海会殿(已毁)，

亦可佐证。建大华严寺，依上下方位顺称为“上华严寺”、“下华严寺”，独“海会殿”另取别名。

其实，所称“海会”仍不脱离华严宗旨。《华严玄疏》上说：“言海会者，以深广故。谓普贤等众，

德深齐佛，数广刹尘，故称为海会。”《华严经佛记》云：“普贤等海会圣众”。上华严寺大型佛教

壁画，虽然已是明清绘制，但所铺排的内容是“七处九会”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之情景。不

难看出，表现“华严”，赞美“华严”，是华严寺一以贯之毋须特别提示的思想主题。故此，薄伽

教藏殿佛坛上的三尊主佛应是“药师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也正是佛教上所说

的“三佛同殿”。

大殿佛坛上，代表东、中、西三方空间世界的佛像庄严肃穆。他们均呈结跏趺高坐于莲台

上。片片绽开的莲花瓣，不仅为佛像增添了圣洁和尊贵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为这永恒的艺术

世界带去了永远的芬芳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三尊主佛的面相、身姿、衣饰乍看几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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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只是印相稍有差别。它们面相美好，圆润而饱满，肉髻为螺髻，微微凸起，似有似无。脸

庞上下扁平，鼻子直而短小，双唇厚小而紧闭。这种面相造型，充分显示着北方游牧民族以

雄健为美的审美意识。特别是凸而圆的两颧骨以及楞角分明的双唇和上翘有力的下颚，是面

相表现的重要特征，给人们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应该说，这是辽代佛像的典型面相。三尊

主佛身穿宽大、舒松、下垂的褒衣博带，气派非凡。舟形背光外侧为火焰纹，其内又有两轮头

光和身光，且图案饰绘网目纹和流水形环状纹，为辽代常用纹样。佛像全身着色，脚部和冠饰

又以贴金，在经历了千年的香火熏染之后，尊尊佛像皆已呈古铜色，附着着一种历史的沧桑

感和古色古香的自然古朴之风，瞻之令人心生敬仰与赞美。

大殿佛坛上的辽代塑像，最具有动人美感和审美价值的是站立的胁侍菩萨和供养菩萨。

这些菩萨塑像的美，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脸如满月的面相美；二是身姿优雅的体态美；

三是华丽飘逸的衣饰美。

佛坛所塑造的菩萨一共14尊。它们不论穿戴什么服饰，摆出什么姿态，其面相却是呈现

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脸如满月。宽阔而舒展的额头，眉间处有一个圆圆而凸起的“白毫”，双

眉细长弯曲与鼻线相连，双眼深情，眼角深陷，低俯下视，动人而传情。鼻子短小而俊俏，双唇

或启或合，厚而小，嘴角深嵌，下颔翅起。这种脸面舒展开阔，眼睛大，鼻子短小，嘴小以唇厚

的特点，和谐地构成了一幅健康而妩媚的女性美容。从面相造型效果看，辽塑菩萨像，既有唐

代的丰满圆润，注重富庶、繁荣和幸福生活在脸部的表现；也有宋代的清秀俊俏，其眉线、眼

线、鼻线、唇线和脸部轮廓均清晰、流畅，侧重在体面上用线来表达情感，用准确而丰富的线

条表现出丰满中的秀气和圆润中的俏丽。同时，流露出北国游牧民族女性在风霜雨雪吹拂下

所形成的粗糙而结实的肌肤质感与欢喜无忧的精神个性。这张张美丽动人的脸，既应当属于

永恒的佛国殿堂，也应当属于平凡而实在的世俗生活，更应当属于珍藏这份美的艺术世界。

辽代塑像的脸庞，既不同于其前的唐宋，又有别于后来的明清，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独异的美，

是佛教艺术美的典型。

佛坛上的菩萨们，皆赤足踩踏于莲台上。其身体造型合乎比例，身姿大多采用“S”形弯

曲，头部微微侧偏，双肩平直，左脚斜出，右脚直而持重，右胯凸出，形成了自然、优雅的身姿

弯曲，从而体现出优雅的体态美。它们的双手，与身体的倾斜和重心保持着微妙的和谐，或者

双手合十，举于胸前；或者一手反掌向上，一手下垂；或者一上一下互应，构成一个奥秘的表

意系统。无论其双臂、双手采用何种不同的姿态，皆表达着一种和谐，避免了呆板和千篇一律

的个性特点。这些辽塑菩萨像，在尽表女性外在身姿柔美的曲线中，又深深地饱含着健康，强

健的精神个性。假想她们就是契丹女子，她们放牧扬鞭，割草挤奶，在绿草上跳舞，在白云下

嬉闹，该会有多么美的身姿体态。辽塑所表现的健康柔美或健壮女性美，是一种保存在佛国

艺术殿堂中的历史记忆．、民族记忆和契丹女性美的记忆。

俗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独具特色的佛像服装和饰物，不仅是佛像所必需的，而

且为佛像增添了庄严华丽的美感。尤其是菩萨装饰，更富有华丽浪漫、别致而飘逸的美。佛

坛上菩萨的服饰并非一个制式，而是多种多样。就她们所穿的长裙而言，亦是花样繁多。那

些身姿婀娜的菩萨们，她们皆长裙拖脚，虽然裙体下垂感很好，再加上褶绉起伏很多，但并不

宽绰，好象是紧裹在身上一样，这样一来显得菩萨们的身材格外修长、优雅。尽管这是长裙的

共同特征，却并不改变裙式的多样化。有的长裙，两个边叠在前面中间，而且其两边和底边还

做了彩色镶边处理，显得长裙很讲究，装饰性、艺术性都很强。有的长裙，甚至在两膝部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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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叶图案，长裙底边也刺锈着图案，至华至丽。这是中间分叉的长裙。另一种长裙是在左右

两侧分叉，就好象清代流行的旗袍，也许其中正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传承关系。对于游牧民

族的女子来说，这种款式该是又美丽又方便。侧边、底边皆刺绣翻边。长裙中间并没有因少

了两边相叠而出现“空白”，此种样式的长裙，用系在胸腰处的两条自然垂下的佩带和挽于腰

胯间的绣花彩带与结来装饰，真是别出新裁。为站立菩萨平添了许多高贵无比的典雅之气。

菩萨们还喜欢在长裙外用一块上至腰间下至大腿部的整衣料附裹在臀部，然后将两头在前

边肚脐处挽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这种看似随意，意则是实用与美丽的巧妙结合。用时可以防

御大漠草原的风寒，闲时便结扎于此，真是美而妙之。劳动创造美，生活创造美的理念，同样

蕴含其中。

长裙是不同的。上衣也有差异。有的内上衣紧贴在身上，然后用一条绸带在齐胸处挽一

个结勒住。内衣从左肩斜侧而下，露出丰满的右胸。就胸带挽结而言。有的松驰，有的紧凑，

小节之处都有变化。也有的菩萨干脆就不穿内衣，只是用一条宽绸带从左肩斜搭髀间，然后

用举起合十的双手遮挡于右胸处，散发出诱人的玉体清香。佛坛南部组群中北侧最外边的合

掌露齿菩萨，即是如此。她那动人传情的面庞，弯曲优美的身姿和飘逸华丽的衣饰，使它成为

一种美的典型而在这群辽塑中独异群芳，人们依其美姿称其为“合掌露齿菩萨”，成为华严寺

辽塑的代表。大多数菩萨两臂带珠钏，腕带玉镯，胫佩璎珞。饰物多而不繁，华丽而不媚俗，

与她们华美浪漫的衣裙非常和谐地搭配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而令人难忘的衣饰美。高耸的

冠饰和梳妆的发髻也不尽相同，每一种样式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美，让人们尽情欣赏辽塑所

表现的美，了解和领悟那个已经遥远而苍茫年代中人们所创造的服饰美。

薄伽教藏殿佛坛上的辽代塑像最美者，要数这尊“合掌露齿菩萨”。关于这尊美丽菩萨造

型，流传着一个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有一个漂亮聪慧的女孩在佛诞日随家人进庙烧香，并

且许下一个心愿：为佛做点善事。后来，华严寺开始兴建，募招民工，但条件必须是男性。这

女孩觉得因缘有了，正好可以在为华严寺的添砖加瓦中了却那桩心愿。然而，人家要男不要

女，怎么办?女孩心生一计，喜从中来：女扮男装。也许是天随人愿，也许是这位女孩准备得

很认真、很象样的缘故，就在众多的应招中顺利过关。经过几个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的辛勤劳

动，大华严寺的殿宇终于盖成了。下一步，该为大殿佛坛上塑像了。就在这几年的辛劳中，这

位女孩与师兄师弟们同食一锅粥，同睡一条炕，就象花木兰代父从军打战一样，“从军十二

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也许又是因缘，这位女孩的师兄是一个泥塑世家，有一身泥塑的好手

艺。可是，当他要给佛坛上主尊佛前面塑一些胁侍和供养菩萨时，却为难了。就在这大师兄

苦苦琢磨的一个清晨，大师兄眼前总是晃动着这位“小师弟”熟悉的身影，而且是挥之不去。

因为大师兄心中的菩萨身姿，正是“小师弟”所具有的这般。说来也巧，先起了床站在地上的

大师兄，用艺术家般欣赏的眼光反反复复、好似在寻找什么似的盯着“小师弟”，而“小师弟”

在今天这种情形下，也特别不自在，满脸红霞。这样一来，大师兄愈觉得“小师弟”迷人、中看。

就在“小师弟”一边系衣扣，一边从炕上往下跳的时候，“小师弟”的上衣轻轻抖落下来，露出

了美艳玉洁的女儿身。“小师弟”在慌忙之中并没有去拾捡衣服，而是吮娇含羞地双手合十，

用双手、双臂翼护住自己的双胸。此时此地，“小师弟”身姿婀娜，肌肤光亮，满脸红晕，微侧其

首，尽现少女体态的美丽。而站在地上一直盯着“小师弟”的大师兄，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

正是他日思夜想的“菩萨身”。这幅从天而降的“美景”，就在大师兄的脑海中定格了。于是，

倾注了人间美好情感和愿望的“合掌露齿菩萨”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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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教藏殿佛坛上的辽代塑像，除了菩萨们华丽、典雅、精致和浪漫的美以外，供养童子

也表现出朴素、写实和含露真情的美，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样珍贵难得。

供养人，就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这些无论年长年幼，平凡而朴实的人们，心中都有

着一份高贵的信仰，又以自己的一份真诚努力侍奉佛事。虽然他们还未断尘缘，依然没有绝

忘世情，但是有了那份高贵的信仰和真诚努力，他们就成为一种特殊的人，兼具着两种美丽

——佛国世界庄严纯净的美和世俗社会朴素真实的美。正因如此，他们——供养人——两种

美丽的集聚者，也就成为佛教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铸就了佛教艺术一种特殊的美。
’

我们所说的供养人，准确地说应依他们的形象塑造成为“供养童子”。因为：一是他们是

以童子形出现的；二是他们身材很小，在高大的佛祖面前和菩萨面前，他们好似“袖珍人”一

般，准确而合情合理。

大殿佛坛上的供养童子总共有四位。其中，两身在北部组群，两身在南部组群，他们离佛

最近，皆在主佛的双膝之下。在庄严的佛国世界，他们没有被见外，同样享坐在清香圣洁的莲

花座上，在聆听佛祖的讲经说法中，他们表现出不同的神态和美感。他们有的正聚精会神，有

的已陷入沉思，有的似乎疑惑不解。你看，南部北侧的这位供养童子，面部舒展，目不转睛，左

臂支于右腿，右腿放下回屈，右手臂下垂莲台，全身自然，唯双眼直视，他已被佛祖的教诲深

深吸引。北部南侧的这位供养童子，也呈散姿，但紧琐的双眉和稚气的面庞，以及深嵌的嘴

角，好象他正陷入不明佛理前的痛苦回忆之中，那种情感是那样真实，那样熟悉，那样富有生

活的气息。那双含情深邃的双目，那紧琐绉起的双眉，不仅告诉我们真情与真实，同时也给我

们留下极深的印象，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什么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的“意境”和“传神”，

此之谓也。北部北侧的这位供养童子，他双目迷茫，双唇翕动，并且将左手臂高高地举起，就

象我们在小学时代课堂上经常见到的那种情景一样，他有问题要向佛祖提问了。在庄严的佛

国世界，秩序是严谨的，气氛是凝重的，一切似乎都在清规戒律下循规蹈距，所有场面似乎只

应该有一个中心，一种声音。但是，在艺术创造的世界里，这位涉世不深、初入佛门的童子，不

掩饰自己的疑惑，不掩饰自己的呆板和千篇一律，为佛教艺术带来一股来自生活的清新之

气。南部南侧的这位供养童子娴静端庄，自然而成熟。他直起腰板，挺胸抬头，两眼前视，右

手自然轻放在舒展垂下的左手上，一派“静若处子”情貌。那姿态，是一种良好教育的表现，是

一种对自己行为举止有更高要求的体现，也是一种对施教者态度与情感的无比尊重。我们可

以猜测，他一定刚入佛门，但是他的身态给人一种昭示：信仰需虔诚和坚定，我们的事业就能

成功。

四身供养童子塑像，少了一般寺庙塑像的呆板和程式化，多了世俗生活生动、真实和活

泼的情调。当你站在他们面前，你会反复地问自己：到底是艺术使生活成为永恒?还是生活

使艺术成为永恒?到底是佛教创造了人生的安宁美好?还是人生创造了佛教的安宁美好?善

哉!善哉!

薄伽教藏殿佛坛上的辽代塑像是珍贵的，美丽的。因为它珍贵才更美丽，也因为它美丽

而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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