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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B1_B1_c34_633822.htm 双林寺 三晋大地，古代寺庙星

罗棋布，其中平遥古迹双林寺堪称艺苑奇葩，彩塑名扬海外

，素有“古代雕塑博物馆”之誉。 双林寺，位于山西省平遥

县西南六公里桥头村。双林寺原名“中都寺”，其地本为中

都故城所在，因之得名。中都寺创建年代很早，因古文献记

载失详，难以确考。寺中现存最古之碑为北宋大中祥符四

年(1011)“姑姑之碑”。年代久远，字迹模糊，第二十行“重

修寺于武平二年”尚可辨认。“武平二年”(571)乃北齐年号

，既是重修，其创建年代必早于此。即使从北齐算起，中都

寺至今也已历经一千四百多个春秋了。中都寺当时为一方胜

境，庙貌雄伟，香火隆盛，游人不绝，曾建有“七重楼阁，

高可望省”，可惜毁于火灾，原阁础石至今犹存，直径一米

有余，足证其规模之大。约至宋代，中都寺改名双林寺。据

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涅之地为古代天竺拘尸那城跋提河

旁沙罗双树之间，尔时佛在双树之下，头北面西，右胁而卧

，圆寂升天，四边双树顿开白花，称为“双林入灭”。宋以

后，寺中曾住有尼姑，故有“姑姑之碑”及“贞义祠”等遗

迹，盖与纪念尼姑有关。 双林寺建筑，历遭一千数百年的风

雨兵灾之患，庙貌渐即倾圮，虽然历代皆有修葺，但到元末

，已到了“殿楹损壤，厅廊倾颓”的地步。因此，明朝景泰

、天顺、弘治、正德、隆庆年间以及清道光、宣统年间都曾

大规模地重建或重修，现存庙宇已全为明代和清代建筑了。 

双林寺坐北朝南，庙群占地面积约为一万五千平方米，内分



东西两大部分。西部为庙院，沿中轴线坐落着三进院落，由

十座殿堂组成。前院为释迦殿、罗汉殿、武圣殿、土地殿、

阎罗殿和天王殿；中院为大雄宝殿和两厢的千佛殿、菩萨殿

；后院为娘娘殿和贞义祠。东部为禅院、经房等(现为小学校

所用)明代时于寺庙外围建一周高大的夯土包围墙，上置箭垛

，外观颇似一座小城堡。 进入拱券形山门，正北第一座殿为

天王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明间檐下挂一竖匾，书“天

竺胜境”四字，笔力遒劲。前檐置五铺作斗拱，如意头假昂

。明间置板门，次、稍间置窗。屋顶悬山式，屋脊正中琉璃

宝顶上有明“弘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题记，乃明代重修

时所置。天王殿廊檐下塑四大金刚，每尊约高三米，一字排

开。这些佛的护法力士形象已突破一般金刚凶恶可怖的造型

程式，采用了写实的造型手法，加之空间中宏大的架式和大

块的形体，使人感到他们具有人间武士的亲近感，同时又具

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武气魄。 天王殿内，天冠弥勒菩

萨结跏居中而坐，帝释、梵天胁侍左右。南墙倒坐四大天王

，北墙两侧为八大菩萨。殿中塑像风格都较写实，人物造型

生动。尤其是四大天王，高达三米之多，分别手持琵琶、宝

剑、蛇和伞，各自护卫东南西北。四大天王手中所持物件，

按佛教《圆觉经》中“四轮”之说，为土、金、风、水。因

佛经在中国长期流传，又附会为“风调雨顺”，清代翟灏所

著《通俗篇》引王业燕《阁知新录》说，凡寺门内四大天王

，各持一物，暗喻“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穿过天王

殿，北面坐落着释迦殿，同两厢罗汉殿、武圣殿、阎罗殿和

土地殿组成第一进院落。释迦殿是本寺主殿之一，面阔五间

，进深三间，栏额普拍枋出头，檐下无斗拱。明间置门，正



中匾额书“灵鹫遗风”四字。屋顶悬山式，满布灰瓦，整个

建筑风格质朴简洁。 释迦殿内，释迦牟尼正中高坐，左右胁

侍文殊、普贤，是本殿主要塑像。殿内四壁运用圆雕、深、

浅浮雕手法，采取分层组合、连环壁塑形式，表现了佛教创

始人释迦牟尼从投胎降生到涅成佛以及四方传经普渡众生的

佛传故事。二百多尊人物形象身份不同，神态各异，活动于

建筑、山石之间，构思构图绝妙，令人叹为观止，颇富有我

国民间艺术的传统特色，释迦殿影壁墙后塑一座渡海观音，

是双林寺彩塑中的精彩之作。观音用圆雕手法塑造，单腿盘

坐于红色莲瓣之上，整个身形突出壁外，神情安详自若，与

背景上波涛汹涌的海浪形成强烈对比，具有静中有动的艺术

效果，观者无不称奇。 释迦殿两厢各为四间悬山式建筑，因

在殿内隔墙，又分为罗汉、武圣、阎罗、土地四个小殿。罗

汉殿内塑十八罗汉，是难得的艺术珍品，他们略与真人等高

，分塑于观音两侧。这些罗汉像比例适当，解剖准确，形体

厚重，造型优美，一个个神采奕奕，颇具个性，古代艺术大

师运用纯熟的传统彩塑技巧，使这些罗汉塑像达到了呼之欲

出、若闻其声的艺术境界，被人们称之为“神品”。武圣殿

正中关羽坐像为清初所塑，气势威然，神态逼真。四壁满布

悬塑，为关羽生前事迹，内容有“桃园结义”、“怒斩华雄

”、“斩蔡阳”、“水淹七军”等，人物高约四十厘米，造

型生动，设色艳丽，观之饶有兴味。阎罗殿内地藏王菩萨居

中而坐，左右塑十殿阎王和判官，各像皆挺然危坐，肃穆森

然。佛经称地藏王为四大菩萨之一，统领地狱，拯救诸苦。

此殿即按佛经中“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的说法构思并

塑造的。土地殿所塑土地像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管理，山川郊



社之神，旧俗祭祀土地可保五谷丰登。土地像被塑成一长者

形象，慈祥、忠厚。左右侍从为金童玉女，令人感到亲切可

爱。 释迦殿两侧有钟楼和鼓楼东西相对，钟楼上现有明代嘉

靖年间大铜钟一口，击之声闻数里，余音不绝。中轴线上第

二进院落为正北的大雄宝殿和东西厢的千佛、菩萨二殿，布

局较为宽敞。大雄宝殿乃明初重建，是全寺中最高大的建筑

，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六椽，“侧脚”、“生

起”较明显，设一步前廊，四周檐下五铺作斗拱一圈，柱头

、补间铺作各一朵。梁架结构整洁合理，颇合法制。斗模门

窗装修及屋脊吻兽皆为典型明代风格。殿内主像为“三身佛

”，两侧是文殊、普贤坐像。三身佛前有铁铸包泥“接引佛

”迎门而立。这些塑像经清代重新妆绘，较其他殿塑像略有

逊色。殿内还有明代所绘壁画《礼佛图》，惜于民国初年为

白粉所盖，从1982年洗出的局部中，尚可窥到壁画一斑，线

描挺拔，设色艳丽，尚有元代遗风。东侧千佛殿，悬山式建

筑，面宽七间。 殿内彩塑达五百余尊，占全寺四分之一。主

像为自在观音，面相恬静妩媚，姿态舒畅自然。左右侧塑韦

驮和夜叉立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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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内四周为悬塑和壁塑，

五百菩萨分为五至六层，或驾祥云，或骑异兽，与主像联系

照应，浑然一体。窗台和门两侧还塑有供养人像三十多尊，

这些塑像造型非常写实，他们的衣冠饰物是研究明代服饰发

展演变的可贵资料。 菩萨殿在中院西侧，正与千佛殿相对，

主像为千手千眼观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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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会使人把千手观音看成人间个美



丽娴雅、雍容大度的少妇。四周悬塑四百多菩萨，皆脚登彩

云，作行进状，大有衣纹飘动，满壁生风之感。这众多的形

象，艳丽的色彩，生动的造型，构成了一座古代雕塑艺术的

殿堂。千佛、菩萨二殿外檐墙上尚残留少量明代壁画，绘供

养菩萨等，为明天顺五年(1461)的作品。 娘娘殿为全寺中轴

线上最后一座建筑，建于明正德年间，单檐歇山顶，面阔五

间，进深三间。殿内“送子娘娘”塑像系根据民间传说所塑

，清代曾重妆。前檐墙内有清代壁画“送子图”，娘娘殿东

侧小殿为贞义祠，内塑“睡姑姑”和“药婆婆”塑像，乃民

国年间重塑。娘娘殿和贞义祠内塑像、壁画制作年代较晚，

艺术水平般。 双林寺，是座历史悠久的佛寺。寺中的唐槐、

宋碑、明钟以及古代建筑、彩塑和壁画，都是稀世珍宝。尤

其是寺中两千多尊彩绘泥塑，更令人称道不已。它们继承了

我国唐代以及宋、辽、金、元彩塑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写

实的风格，是我国明塑中的佼佼者。这些彩塑形神兼备，艺

术价值极高，能够完好保存至今，实乃艺术史一大幸事。 千

佛殿的韦驮像，在全国同类题材作品中，这尊塑像可谓之精

品，备受海内外识者交口称誉，说他刚中有柔，武中蕴文，

威而不悍，机智勇猛，浑身是力，身如强弓等等。概括之约

有三点：双重性格的深入刻画；夸张变形身躯表现力度；面

部表情高度传神。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韦驮像的艺

术特色，使这个人物具有性格特征而活了起来。此外，还有

一项重要因素应强调指出，即韦驮静态典型中所表现出的运

动不动之动，这也是韦驮像之所以取得生动气韵，达到传神

效果，在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由于是寺庙中的

圆雕，观赏的最佳视点被巧妙地安排于一进殿门的位置，这



既是由于当时宗教活动的形式所限，以符合人们的观赏习惯

。从此视点看韦驮像的构图，其身体重心基于左足，下肢朝

前站立，从腰部开始，由头部带动整个上体躯干向右侧扭曲

，这种扭曲程度，已极大地超出了人体生理所允许的限度，

很像节麻花，但人们从整体气势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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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一种强大的力度和动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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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驮右臂握拳下垂，肘部向外部伸出，让人感觉肌

肉紧张，充满力量。左臂抬起，同右臂形成对比（手部已残

，原来似握金刚杵)。韦驮整个身躯外轮廓构成一个略带倾斜

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由左手、右手肘部和足部三个突出点

形成。由于这个锐角三角形的顶点在下部并呈倾斜状态，给

人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微妙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感，因而也增加

了这尊塑像的活力和行动感觉。 此外，我们通过对韦驮像的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一种时间的节奏性和动作的连续性。韦

驮腿部动作为正面站立，身体重心立于左腿，右腿放松微向

外伸出，这种姿态是符合为佛站岗护法的特定身份的，但这

样处理，般极易被塑造得呆若木鸡。 双林寺韦驮高明之处，

就在于匠师不落俗套，打破了一般程式的限制，使韦驮上身

向右扭曲，左臂抬起，似乎发现了捣乱不法的妖魔，正欲振

臂大呼而击之，用上身的动作打破了下肢的静立呆板，形成

了连续性的第二动作。而最为精彩的是韦驮眼神与头部方向

的反向关系。按照人的自然生理动作，头部向侧面扭转时，



眼珠总是转向同一方向，即头部向左侧扭转，眼睛必向左侧

看，头向右侧扭转，眼珠也必然向右侧转动。这不但在方向

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时间上也处于同一节奏。而韦驮眼珠位

置的处理恰恰又打破了这种常规，其头部、身躯皆向右扭动

，而眼睛却偏偏望着相反的左方。这样，在时间上就又增加

了一个节奏。如果我们试着模仿一下韦驮像的动作和眼神，

就能体会到这确实是神来之笔。我们纵观韦驮整个身姿，从

下肢的稍息站立，到上肢的扭转和头部的扭动，再到眼珠的

反向转动，在时间上形成了三个动作节奏，极大地增加了动

作的连续性韦驮塑像的“不动之动”产生了。这一艺术真谛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早有深切体会：“所谓运动，是从这一

个姿态到另一个姿态的转变，⋯⋯因为在移动视线的时候，

发现这座雕像的各部分就是先后连续的时间内的姿态，所以

我们的眼睛好像看见它的运动”。这是对韦驮塑像动感的绝

好说明。 这些作品的创造者，我国古代不知姓名的民间艺术

大师们，世代相传技艺，勤于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具有十

分深厚的艺术功底，双林寺彩塑就是他们各骋奇思、惮精竭

虑，倾注心血和汗水，创造出的不朽艺术杰作，有许多达到

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称为艺术神品当之无愧，，

双林寺文物精英，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

造才能，蕴含有极为丰富、可供借鉴的营养，认真批判地继

承这笔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研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艺术

成就，对今天的新美术创作或许能有某些启示作用。相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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