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双林寺彩塑的艺术特色
口冯世平

摘要：山西平遥双林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寺，于1988年1月13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97年12月3日被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组成部分。寺中的唐槐、宋碑、明钟、壁画、彩塑等

都是稀世珍宝，但最珍贵的当属2056尊彩绘泥塑。寺内彩塑继承了中国古代泥塑的传统塑造方法，雕塑形

式多样，塑造技法娴熟，数量之多，构思之巧，技艺之精，令人叹为观止。双林寺无愧于“东方彩塑艺术宝

库”、“中国明代彩塑艺术博物馆”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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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寺位于山西省平遥县城西南6公里的桥

头村：

双林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寺，于1965年5

月24日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

3月10日双林寺正式对外开放；1987年8月7日

双林寺彩塑艺术馆正式成立；1988年1月13日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3日被

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组成部分。

双林寺原名为中都寺，因古时候该地属中都

邑而得名。中都寺建于何时，至今无从考证。寺内

现存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大宋姑姑之

碑”，碑文字迹模糊，但后半部分字迹依稀可辨，

“重修寺于武平二年”。宋代，取佛经“双林入灭”之

典故，中都寺更名为双林寺。

在寺内，建筑群分为东西两条纵轴线，东为禅

院，西为寺院殿堂：寺院中轴线上坐落着三进院，

由10座殿堂组成，建筑总面积3711平方米。山门

外有清代修建的硬山顶戏台1座，距山门40余

米，面北而坐。山门内，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有

天王殿、释迦殿、大雄宝殿和娘娘殿。

寺中的唐槐、宋碑、明钟、壁画、彩塑等都是稀

世珍宝，但最珍贵的当属2056尊彩绘泥塑。这些

彩塑大的高达3米，小的只有30多厘米。他们形

象生动，神态各异，造型准确。有的虎视眈眈，怒目

网睁；有的泰然自若，神情安详；有的飘飘欲动；有

的稳如泰山。静

各有千秋。彩塑

人叹为观止÷

一、选用特

从残损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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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透静，真是千姿百态，

构思之巧，技艺之精，令

，在用料方面，主要用了

当地特有的红黏土。全寺所有的塑像都是用当地

的红黏土塑造而成，它的黏性很强，塑出的像光滑

细腻，坚硬如石，质感特别强。

二、双林寺彩塑继承了中国古代泥塑的传统

塑造方法，雕塑形式多样。雕塑形式有浅浮雕、高

浮雕和网雕，还有悬塑和壁塑。双林寺70％塑像都

是用悬塑手法塑造的，泥像大都在空中悬着，观赏

时能感受到很强的立体效果。

释迦殿的彩塑运用圆雕、深、浅浮雕手法，采

取分层组合、连环壁塑形式，表现了释迦牟尼从投

胎降生到涅桀成佛以及四方传经、普度众生的故

事，殿内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转到释迦殿影

壁墙后，用圆雕手法塑造了一座渡海观音像。观音

上体裸露，侧身单腿盘坐于红色莲瓣之上，影壁上

起伏的波涛，随风舞动的衣带，与平静的观音形成

强烈的对比。

双林寺许多殿宇内，除主体泥塑外，四壁及空

中悬塑、壁塑满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限的室内

空间，使艺术主体处于众星捧月般的簇拥之中，表

现得更加突出。

三、注重塑造眼睛并使之传神。塑像的眼睛

直接用黑色琉璃珠嵌入(极少部分用黑漆点睛)，

因此经过几百年还是非常明亮，十分传神，起到了

画龙点睛的特殊效果，使观众和塑像达到了思想

感情上的交流。

四大金刚同是佛国世界的护法天神，但古代

匠师却利用不同的眼神刻画分别赋予他们不同的

性格特征。他们那震撼山岳、气吞星斗的奔腾之

势，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金刚形体中迸发出的超

人的巨大力量。但他们那传神的双目，写实与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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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结合的面部表情，并未像一般寺庙的凶神恶

煞那样，只让人感到恐惧而敬而远之。还有一个独

特之处，从一进入山门到殿檐下共计十六步，观者

每向前走四步，举目仰望，都会明显感觉其中一尊

金刚怒目而视，令人望而生畏j这种塑造之艺术特

点，正是使用了黑色琉璃珠，不但使塑像神气骤

增，而且能使其视野定位，拉近了金刚同观者的距

离，极大地增强了金刚咄咄逼人的艺术效果。我们

欣赏双林寺其他彩塑人物时．观其双目，也总能找

到一个具体观察位置和他们“悟对通神”，而达到

某种思想感情上的交流：

四、在彩塑人物身上的塑造上达到寓动于

静、静动一如的艺术效果：

自在观音右侧，站着一尊威风凛凛、怒目凝

视、身穿甲胄、虎背熊腰的武士，是佛教护法天神

韦驮：佛教谓其为四大天王中南方增长天王属下

的八大神将之一，能驱除妖魔，保护出家人，护持

佛法。唐朝以后，许多寺院都把韦驮供于天王殿中

弥勒佛身后，一些寺院还设殿专祀．平遥双林寺则

将其供于观音之前，别具一格÷这尊韦驮像．艺术

水平精湛，为双林寺一绝，无论个性、气质，均是国

内同类雕塑中少有的传神之作，曾被专家学者誉

为“全国韦驮之冠”，并被载入《中国美术大全》。韦

驮像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为韦驮静态中所表现【叶』

的运动——不动之动：从一进入殿门的位置观看

韦驮像的构图，其神情凝重，眉头紧锁，身体重心

立于左腿，右腿微曲，上身与头部正向右扭转，眼

睛却望向左方，整个身体的曲线夸张地扭成“S”

形，很像一节麻花，这是一个打破常规、极具想象

力的造型：这种违反人体解剖结构的姿态，不仅没

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相反却从这种艺术夸张变

形之中，充满了令人震撼的活力与流动感，这是由

一条从头到脚贯穿于韦驮全身的S形曲线所表现

出来的，这条曲线极富弹力和流动感，构成了韦驮

身体动态的主轴线，加之韦驮身上的飘带萦绕飞

舞，本身就是大的曲线，从视觉上也加强了动势。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目睹韦驮像，一语道H{其中

的艺术真谛：“所谓运动，是从这一个姿态到另一

个姿态的转变，⋯⋯在移动视线中，这座雕像的各

部分就如同是先后连续的时间内的各种姿态，所

以我们的眼睛好像看见了它的运动。”这尊韦驮像

通过静态表现m的运动，即“不动之动”，使它在艺

术上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在欣赏双林寺其他彩塑

人物时，几乎到处可以发现这种动感．这种静中有

动的艺术效果。

五、注重对塑像的个性刻画。全寺如此众多

的彩塑，都各具神态，无一雷同，令人叹为观止。

天王殿的四大金刚沿用古印度佛教“缠衣裸

体，执金刚杵”的形象。头至廊顶，显得高大威猛，

其体态姿势及肌肉血管的细微刻画，同现代“解剖

学”和“运动力学”相当吻合，不能不令人惊叹：

释迦殿的释迦牟尼像，佛祖袒露有臂，正中高

坐，文殊、普贤菩萨侍立左右。殿内200多尊塑像，

神态各异．他们活动于宫廷、城堡、山野、森林之

中，再现了古代社会的多种生活场面。殿影壁墙后

的渡海观音像，观音上体裸露，侧身单腿盘坐于红

色莲瓣之上，形体俊秀，处之泰然：

罗汉殿中的十八罗汉颇具宋塑风格。古代雕

塑艺术家十分纯熟地运用了写实、概括、夸张、提

炼等手法，准确地塑造出罗汉厚重有力的形体，健

美自如，惟妙惟肖的神态：他们或瘦骨嶙峋，松弛

的肌肉下看见一根根肋骨；或丰满肥硕，肌肉结实

而富有弹性，隐现跳搏的血管。在这有血有肉、栩

栩如生的罗汉群像面前，我们仿佛能感触到他们

肌肤的体温，闻嗅到他们呼吸的气息，听到他们谈

经论道的喧闹之声i

千佛殿的自在观音是观音菩萨的一种化身，

塑造风格很独特，别有一番情趣：从表情动作上

看，菩萨是那么悠闲自在，高翘右腿，闲搁右臂，露

臂赤足．衣襟半遮．十指纤细，面貌恬静，姿态舒

展，恰似一位窈窕淑女，是佛像彩塑中罕见的精

品。在千佛殿的主像自在观音左右侧塑韦驮与夜

叉立像，韦驮像极富个性特征，武中蕴文，颇具动

势，是明代彩塑中少见的艺术杰作=四周悬塑和壁

塑516尊菩萨排成五六层．或对坐讲经，或开门迎

客，或结队渡海，或独自驾云，千姿百态，归向主

尊。在千佛殿内门的两侧有30多尊栩栩如生的人

物像，他们叫供养人像：千百年来，有许多供养人

因一心向佛，在生前或去世后，被雕塑成像，陈列

于寺内。这些供养人大多有真名真姓，且是附近村

子里的普通百姓。殿门后面，两尊与真人一般的塑

像

尊

区

微

形

木和冯妙喜。两

人的神情又有所

。冯妙喜则眉头

是从面部神态、

【一样的30多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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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中祥符元年《源神碑》碑末所见

“西河任姓"家族考
口李娜娜

摘要：《源神碑》立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碑文主要记述了宋初介休洪山泉水利开发和农

商相关产业状况等。碑刻正文研究论述颇多，本文抛开正文，另辟蹊径专门对碑末的“任姓”家族诸人的职

衔进行研究探讨，以其反映当时地方大姓与当地寺院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达到补史证史的目的。

关键词：洪山村任姓职衔

《源神碑》立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戊申，是

当地僧众为了纪念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丁酉重

修安置源神塑像的神堂而立j碑刻全文收录于清光

绪时．湖北天门胡聘之所辑《山有石刻丛编》：碑文共

25列，每列61字至63字不等：1～20列为碑正文，

21～25列为人名和衔名【l】。由于立碑时间与修建时间

相比，已逾十余年：碑末所列人名，不应当仅仅是立

碑人，更有可能是修庙人和立碑人同列，以志纪念。

以往的研究者，聚焦碑文正文，据此探讨宋初介休洪

山泉水利开发、农商相关产业、公共产权等。但对于

碑末人名及衔名，则鲜有问津者。

笔者统计碑末人数，除去未计算在列．刊刻碑文

的马氏兄弟子侄4人之外，尚有64人：笔者按照自

然顺序进行了编号，见下表：64人中，除一人阙名，

无法判定僧俗之外，据名称可判定为僧人者17名，

有姓名士庶人众46人，其中任姓共有9人，占士庶

人众的五分之一弱，分布在碑刻的21、22、25列。就

姓氏人数来说，任姓多于其他各单姓人数，

根据第22列“都维那”的擘名，可知介休洪山

《源神庙》立碑活动的组织者是任密二他的衔名是“前

守大通监主簿”，表明他曾经在唐宋并州重要的官营

冶铁机构——交城大通监——中担任主簿。“主簿”

一职，在上表的任姓9人中，职衔为最高；存有衔名

的46人中，仅为中等：任密作为赋闲在家的退休官

员，被六十多人推举为“都维那”，职衔高低恐怕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笔者推断，任姓家族在洪山寺当地的

供养人，均表现得惟妙惟肖：这些塑像不仅成为后

代的艺术品，他们的衣冠饰物，也成为现代人研究

不同时代服饰发展演变的可贵资料。

菩萨殿的千手观音．结跏居中而坐，仪容丰满

端庄，神态温柔隽逸．手势千变万化，塑造得十分

纤巧而富弹性：如果不是背后伸出许多胳膊，真会

使人把干手观音看成人间一个美丽娴雅、雍容大

度的少妇．四周悬塑471尊菩萨像皆脚蹬彩云，若

静若动．多姿多彩的群像构成了一座神秘的艺术

殿堂。

还有大雄宝殿中的一组“i身佛”像、“接应

佛”像；武圣殿叶

菩萨”像；土地l

娘”像币H贞义祠

等，殿殿都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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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藏王

娘殿的“娘

婆婆”像等

双林寺彩塑虽然是佛教题材，但就每尊塑像

而言，又都是价值极高的艺术品一这些艺术品深受

华夏文化的浸染，多层面地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民

族特色与生活情渊，是佛教中国化历程的最好的

形象写照，双林寺无愧于“东方彩塑艺术宝库”、

“中国明代彩塑艺术博物馆”的称号j世界遗产委

员会对平遥的评价是：“平遥^‘城是中国汉民族城

市在明清时期的杰⋯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

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

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

整画卷：”这正是联合国教科艾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对平遥古城及双林寺的历史、文化艺术恰如其

分的评价，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平遥县双林寺彩塑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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