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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5_99_E7_9F_A5_E8_c34_509753.htm 根据藏族人的观点，

人类所有的知识可以分为五类，称为五明。五明又分大五明

和小五明。大五明包括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明

。工巧明是指工艺学，医方明指医学，声明指声律学（或特

指梵文语文学），因明指正理学，即逻辑学，内明指佛教哲

学；小五明包括在大五明之内，指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

，戏剧学和星象学。这样共有五明五科（小五明）十种学问

。 工巧明里的三种工巧是根据身、语、意三者不同的工巧技

能而有所区别。身之工巧主要是造像，诸如描绘佛陀画像，

菩萨画像，制作佛塔之类的圣器，也制作日常生活用品；语

之工巧包括对佛教经文的释读和诠注以及诸如歌唱、乐曲、

音调、咒语等等；意之工巧指头脑对宗教方面或其他方面的

所有知识的感受力是无止境的。 身之工巧所做的各种工艺品

中最上等的被认为是佛教造像，其中包括雕塑和绘画。这些

造像根据佛陀所现的三身分为三类：一是法身，用诸如坛城

、法轮、佛塔和”擦擦“袖珍小佛像雕塑等等的法物表示；

二是受用身，用一些带有法结、丝饰衣袍的各种身饰、头饰

的神灵造像表示；三是变化身，用没有佩戴饰物的神灵形象

表示，例如穿僧衣的释迦牟尼像。这些宗教艺术雕像被认为

是最上等的艺术品，因为这些雕像主要供信徒崇拜。同时，

由于崇拜者认为宗教艺术造像体现了他们的修习功德，因而

他们可能通过宗教艺术造像而进入善业功德之中。善业功德

思想活动的结果，就是在佛徒的心中生出对佛法的极大热诚



。宗教艺术品是信徒崇拜的象征物，信徒通过崇拜这些象征

物来获取善业功德。因此，只有将这些作为崇拜对象的宗教

雕塑和绘画按照规定的尺寸、比例准确地制作出来才合乎要

求，也是宗教艺术品制作中最重要的注意事项。如果宗教艺

术品没有按照规定的尺寸比例制作，那么艺术家以制作艺术

品而获得的善业功德就可能因为艺术家错误的制作尺度而损

失殆尽。除此之外，一件不成比例或制作粗糙的宗教艺术品

还会削弱崇拜者对佛法的忠诚，因为佛教神灵对崇拜者的佑

护是与崇拜者对佛法神灵的忠诚程度相互对应的。对佛法神

灵缺乏忠诚的结果，使得崇拜者不能获得佛法、神灵的佑护

。只有对佛陀的教义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崇拜者或观众才能

正确地理解象征佛法的宗教艺术品的真正内涵。崇拜者或观

众有了正确的认识，他才能逐渐清楚地理解宗教题材的艺术

品的用途，并能将宗教艺术品与单纯的艺术品区别开来。例

如，观众可以分辨出一尊猴子雕刻仅仅是为了装饰桌子。 所

有的宗教艺术品都被统称为”古松突丹“（可以理解为佛像

、佛经和佛塔－－译者注）。藏语的“丹”意思是支持、支

撑，但这个词用作宗教内容方面时，英语中却没有相对应的

同。“丹”的宗教含义是帮助崇拜者记忆或回忆起宗教艺术

品的象征所在，即宗教艺术品所代表的真正的佛或神灵。因

而丹为神佛所依。举例来说，所有表现佛、神灵或圣者的雕

塑像皆属于古丹（对神佛身体的记忆）；所有的文字著作皆

属于松丹（对佛语的记忆）；与宗教修习直接相关的所有物

品，如佛塔、坛城等等皆属于突丹对佛之思想、意念的回忆

。 此外，还有一些为特殊的目的而制作的宗教艺术品。例如

，一个修习者根据个人的修习实践的需要委托艺术家制作神



佛像，委托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整个神灵体系中选择一位神

灵作为委托制作的对象，由这位神灵来帮助修习者完成修习

。假如为了修习佛法而求得长寿，佛徒就会祈请专司寿延的

神灵；佛徒要寻求弃除妨碍修法的痴障，他也许就要委托艺

术家雕塑一尊白度母的雕像。还有一些雕塑像或画像是在人

死之后制作的，如无量寿佛就是人死了以后广为制作的佛像

之一。人死之后所制作的佛像，称为”杰达“。应用于某些

特殊的场合或目的的神佛名称及其各自的作用，在经乘和密

乘的经典中都有记载。但是，应该明确的是，并没有一个严

格、刻板的规则来限定某个神灵的造像仅仅是为了一个特殊

的目的，那些没有记载在经典中，针对某种特殊场合，有专

项职司的某些神灵相互之间也可以适当地相互混用；具有单

项职能的神灵也可用于其职能以外的目的。交叉混用的结果

使得委托人有较大的选择余地，自然，神灵最初的神职在人

们的观念中也起了很大变化。 就宗教绘画来说，除了与神佛

像的主体身像直接相关的细节外，艺术家还要考虑主体以外

的整个装饰背景。这包括风景，画面活动的生物以及一些装

饰物品，诸如太阳、月亮、星辰一类的天体以及其他能使观

众产生愉悦的装饰。但是，整个装饰背景中的某些细节部分

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们还具有潜在的含义，是画面所绘的

神或上师喇嘛的心智成就的一种象征性表现。这种抽象的心

智成就的象征图案可能是树木、花朵或其他什么东西。象征

图案应全面地整体地反映上师的心智成就，不能从每一根线

条，每一道笔触寻找上师的成就。如果那佯就不会保留艺术

家个人的创造。同时，也没有任何著作列举这些背景细节究

竟代表什么，一个人对大量的象征图案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



所具有的解释象征图案的能力，只有在他对佛教有了透彻的

认识之后才有可能达到。因而，有一部分人对象征图案作了

大量的、貌似合理的解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听众能明白他们

所讲的意思，可是在实际上，这部分人只不过是经常自我编

造一些所谓的理论和原则来曲解佛法和宗教文化，我在这里

以十分谨慎的态度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个初步的解释。 假如

某人将两位艺术家同一题材的作品加以比较，两件艺术品的

尺寸比例应该完全吻合。但是，艺术品所有的装饰背景，诸

如象征图案、衣饰以及其他细节完全根据艺术家个人的能力

进行创作，有完全自由的选择余地。两件相同题材的艺术作

品之间的差异是属于艺术家个人的发挥和创造，其中并不含

有任何宗教内容。宗教艺术作品的群像比单独的神、佛像要

多一些。这些群像或者同见于一件艺术品之中，或者分别制

作，总起构成一组艺术品。有关群像或独像的艺术品的分类

规则变化很多，但从方便分类的角度，可以将这些规则分为

三类。第一类包括诸如本生、上师传记、福田群像等内容的

艺术品，其中描绘了众多的神灵。 画面（或雕塑）神灵的次

序与确切位置，艺术家是根据记载这些神灵数目和次序的秘

密经典来安排的，并非随意创造。第二类宗教艺术品表现的

也是具有传记、本生性质的神灵，这类神灵也可以分组描绘

。但是前两类神灵的主体，无论是独像还是由诸独像构成的

群像都归入第三类。第三类神像是艺术家只根据施主的委托

与选择而制作的宗教艺术品，由于没有一个绝对的、严格的

划分标准，也就不可能确切他说明某一组神灵为什么要归入

这一类而不归人那一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最近几年在

西方出现了一股修习禅静热。但无论怎么说，修习这个词的



外延被扩大了。因为这个原因，宗教艺术造像在修习实践中

所起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随便地找来一尊神

佛像，并立即进行与该佛像所司职能有关的专项修习，这样

修习是很不容易的。假如某人要虔诚地修习佛法，循序渐进

的，也是最基本的，首选的方法是控制自己的意念。为了做

到这一点，初学者要练习意念的凝集力。他可以将意念集中

于小石块、木棍或一尊佛像上进行练习，也可以用一尊释迦

牟尼像作为凝集意念的对象。然后，初学者可以将意念准确

地凝集在观修对象的任何一处细部，并将修习对象的形体特

征保留在记忆里。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双重的目的：第一

，通过意念凝集一处的练习，可以训练初学者使意念集中一

物的技能，为今后正确的修习打好基础；第二，观看神、佛

像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获取善业功德的途径。当然，如上

文指出的那样，制作神、佛像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并不仅

仅是为了修习才制作佛像。 只有在初学者掌握了使意念凝集

一处的技能之后，为了在成佛的道路上有所前进，就可以正

式开始修习了。在初级修习阶段，并没有指定修习者要将意

念凝集于放置在他面前的实体佛像上，这样做是因为修习者

不能依靠实在的人体感官的帮助而达到三摩地。在通往成佛

的路上，主要的修习是观察修，或称观修，由观修到空之修

习和安住修（心不外散、刻意内向，思考、反省已获知识）

。对实体的佛像或在意念中”构筑“的佛像的观修，仅仅是

整个修习实践的一部分。如果有读者想对佛教的整个修习实

践作一准确和全面的了解，那么，他只有通过学习经乘与密

乘的经典和前人对这些经典所作的诠释；通过接受那些有修

习实践经验的上师的指导，才能对修习问题有一个透彻的认



识。 佛教的修习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就

不做进二步的探讨了。百考试题编辑整理"#F8F8F8"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