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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路菩萨”与“莲花手”

——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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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

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

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

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

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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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流行以后，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

萨的造像组合，逐渐取代了释迦牟尼、帝释和梵天的

组合，尤其是观音菩萨，在佛教盛行地区可谓始终是

一个重要的崇拜对象。在中国佛教的两大系统：汉

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信仰中，观音菩萨都是一个重要

神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其地位几乎超越

了佛。随着佛教信仰的民间化，在内地，观音的崇拜

演变为对观音娘娘的民间信仰；在藏区，观音则成为

雪域的保护神，而执掌政权的藏王成为观音在现世

的化身。 ．

藏传佛教造像于6～7世纪出现了一种或立或

坐姿的持莲花菩萨，其流行区域之广、延续时间之

长，几乎在西藏的每一处寺院都可见到。佛教图像

志中，对于持莲花菩萨的造像，尤其是立姿像，一般

多称之为“莲花手”，即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目前

所知确定年代最早的实物是阿里地区“观音造像碑”

上的石刻莲花手图像、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附近的

崖刻，二者都是吐蕃时期的遗存。此类造型特征是

立姿，左手持莲花，右手施与愿印。

印度学者B·巴达恰利亚在《印度佛教图像志》

有关“无量光”的内容中谈到“莲花手”这个概念时

说：“在禅定中的无量光，被设想为西方极乐世界的

教主，主管贤劫，但他自己不行动，而是他的助手

——莲花手菩萨，负责行动和创造”。显然，莲花手

的职能是代无量光行佛事的，即当观音依本尊佛无

量光的旨意行事的时候，就是“莲花手”。因此巴氏

说：只要说到代表无量光在人间救度的观音菩萨，使

用的名号就是“padmapani”，即莲花手，而不用

“Avalokitesvara”，即观世音。

尼泊尔有一则关于“莲花手”的传说：有一头大

象想要去摘池塘中的莲花，不幸滑进烂泥中，这头大

象痛苦地大喊并祈祷那拉衍那①。这时正在丛林中

的圣观音听到了求救声，马上变成那拉衍那的样子，

将大象从沼泽中解救出来，为表达感激之情，得救的

①那拉衍那(Narayana)，为毗湿奴的一个身形。

[收稿日期】2006—01—27

[作者简介】李翎(1966一)，女，辽宁大连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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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将采得的莲花献给观音。观音则将莲花献给了

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要他将莲花献给他的本尊

无量光佛。观音将整个故事告诉了无量光佛，为了

赞扬观音的慈悲行为，无量光佛让他永远持有莲花，

继续做有利于众生的事。从此以后，观音就以“莲花

手”而著称。

而《大乘庄严宝王经》等观音类经典所宣示的

“莲花手”概念，只是一种泛称，它指示的是现各种身

形的观音⋯。

通过以上的材料及对相关经典的梳理，笔者认

为藏传佛教中“莲花手”的概念基本上可以确定，即

“莲花手”是观音的一个称号，这一称号来自他的宗

教职能。其职能总的来说有二：一是“除六道三障”，

即救度六道众生脱离轮回之苦，如《大乘庄严宝王

经》等观音类经典所宣示的各种身形的观音。二是

救“人道”的观音，即在未来佛尚未降世之前，于“人”

间救度的菩萨，这时的“莲花手”是一种特指，指示观

音为西方教主无量光佛的助手，代替无量光佛于

“人”间行佛事。然而，两种职能的“莲花手”观音，只

限于称号，并不具有特别的图像意义，因此佛典中出

现的“莲花王”、“莲花手”等，是观音的一个名称而非

特指某一造型样式，“莲花手”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

造像样式，而是就宗教意义而言对观音的一个称号，

“莲花手”本身不具有图像意义。从佛教图像学意义

上讲，只要是持莲花观音以具体的样式出现时，这位

“莲花手”或“莲花王”就会具有与供养像法相应的图

像学名称L 2|。

“莲花手”观音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从造型规律

上说，吸收了印度传统艺术中的姿态，如各种样式的

坐姿和动感的立姿，尤其是手印，本身就是印度文化

中最为古老的而又最具魅力的一种，在密教，甚至在

佛教出现以前，手印的意义已经形成，而7～8世纪

流行的密教成就法则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所以传人

西藏的各种持莲花观音，其手印、姿态的意义是十分

明确的，在分析样式的变化时，不能简单地从造型艺

术的角度说是造像者对于样式的选择而导致的变

化。

事实上，藏传佛教，尤其后弘期流行的“莲花手”

观音具有多种成就法，每一种供养像，依据不同的成

就法而有不同的称号，因此，本文依据现有实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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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持莲花观音的造像中确定出3个功能体

系的5个身形，而见于文献最早的名称则可能是汉

文佛经提到的香王观音，这种像法是尚处于持咒密

法阶段的供养像，不同于藏地后弘期流行的成就法

供养像。从样式的定型时间看，早在7～8世纪，这

些观音类型可能在印度都已形成，并于前弘期传人

西藏，而在后弘期广泛流行。具体如下：

(一)洒甘露、救“六道”观音

1、香王观音，跏趺坐姿，右手施无畏印(或与愿

印)，左手持莲。

2、空行观音，游戏坐姿，左手持莲花，右手下垂

施与愿印，成就法造像必有胁侍，下有鸟像，头冠上

有无量光佛。

3、如意轮观音，半跏趺坐，左手持莲花，右手支

颐，思维相。

(二)无量光的助手、救“人道”观音

即：世间尊观音，各种坐姿，手势同上，成就法像

既有单尊，亦有具胁侍像，而以单尊成就法像居多。

头冠上有法金刚或无量光。

(三)可以代表无量光佛的观音

即：金刚法观音，呈跏趺坐姿，左手持花，右手当

胸承花头，坐骑为孑L雀(有的省略)，特殊的标识是头

戴五佛冠，以代表此身形是由五佛共同化现。观音

的这一样式只流行于后弘初期，后期不见。

图像意义：香王、空行、如意轮观音表示救六道

众生；世间尊代表无量光的助手，救人道；法金刚意

义较为特殊，在观音化身中只有此身可以代表本尊

无量光佛。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莲花手”的概念，包含了诸

多观音的供养身形，从图像学意义上考察并辨识他

们，对于佛教造像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在此讨

论的汉藏持莲花观音像之比较，所使用的“莲花手”

概念，是宗教学意义上的泛称，指的是以上各种像法

之持莲花观音，目的在于将这种流行的各种持莲花

观音身形，与内地所谓的“接引菩萨”作一个形式与

内容上的比较，以梳理观音在汉藏两种文化体系中

其造像样式的演变。

藏传佛教“莲花手”这一名称的使用，在不严格

的图像志论述中已十分流行，说明其造像数量之多、

信仰之流行。而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在内地佛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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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观音名号中，鲜见“莲花手”这一名称，无论其持

花与否，最通用的就是“观音菩萨”。然而，通过笔者

的分析，发现汉地持莲花的观音中，在样式及功能上

与藏传佛教之“莲花手”相似的一种身形，为唐代以

来流行的“引路菩萨”。以下介绍几幅代表作品：

第一幅：唐代，现藏大英博物馆，斯坦因绘画第

47号。样式为：菩萨左手持莲花，上系小幡——引

导死者往生的标志，右手持柄香炉，在其身后是一贵

妇小像。在画的右上角有榜题，前面文字不清，只余

“引路菩”三字。

第二幅：晚唐至五代，现藏英国博物馆。样式

为：菩萨持小莲花和幡。画左上角榜题：“引路菩萨

一躯”。

第三幅：五代，现藏英国博物馆。斯坦因绘画第

46号。菩萨持大幡，无花。头冠上有化佛无量光。

第四幅：五代，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第1765号。

样式为：菩萨右手持大幡，无花。左上角书写：“女弟

子康氏奉亡夫薛诠，画引路菩萨壹尊一心供养”。

第五幅：五代至北宋，现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

馆收藏。此画于1906至1909年间为伯希和从敦煌

莫高窟掠走。样式为：菩萨左手持大幡，画面右上角

有榜题框，无字。从菩萨头冠上的化佛，可辨认出是

无量光，因此断定此菩萨是观音菩萨。

第六幅：五代至北宋，现收藏于法国吉美国立东

方美术馆，此画与前者同时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

掠走。画面与上同，但方向相反。

以上6幅作品基本可以认定为观音的“引路菩

萨”身形，图像学特征是：菩萨头上有化佛(据此可以

确定此菩萨为观音)，手中必持有莲花。或代之以引

路长幡。

通过6幅年代不一、样式有变的引路菩萨像，可

以得出以下的认识：唐代作为持莲花观音的标识：莲

花，还清楚地表现在菩萨手中，引路长幡只是一个很

小的符号附着于莲花上。五代(或宋)以后，随着净

土信仰的进一步流行，菩萨手中的引路幡变大，而莲

花消失。这时“莲花手”的原始意义不见了，净土信

仰中“接引菩萨”的意义，凸显出来。

汉地自东晋以来，一些文化精英结社倡行死后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①；7～8世纪，即隋唐之际，净土

宗作为佛教一个宗派，理论及崇拜仪式上更加系统

化，使往生思想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文化现象。按

佛经所说，当人命终时，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就会有

菩萨下临接引死者西去佛国。所以唐宋之际，佛教

图像上出现了极多的描写西方净土盛境的“西方三

圣”，同时，另一种图像样式也在汉地产生，即由佛、

菩萨接引死者往生的“接引图”，这时往往是三圣同

时出现，据佛经说，观音是“手持金刚台”与阿弥陀佛

及大势迎接往生的众生②。而进一步出现的图像，

即是本文讨论的样式：以单尊菩萨样式出现的“接引

菩萨”。这位负责接引亡魂的菩萨，从画面上的榜题

看，在当时(自唐代以后)就称之为“引路菩萨”。而

这个引路菩萨，从图像上看，通常在菩萨的发髻上出

现有化佛无量光像，而这正是观音菩萨的标识，因此

这个“引路菩萨”自然就是“西方三圣”中的观音了。

接引众生往生西方，除了教主无量光佛外，菩萨

身份的还有大势至菩萨。但为什么供养像中只以观

音的身形出现呢?笔者认为首先是由于观音菩萨的

大悲心，使人们自然想到这个接引者应是观音。另

外据《大正藏》第12册刘宋置良耶舍所译的《佛说观

无量寿经》，在讲说十六观之“观音观”时．描述了观

音作为接引菩萨的身相特征：

(观音)臂如红莲花色．有八十亿微妙光明。以为

璎珞。其璎珞中，普现一切诸庄严事，手掌作五百亿

杂莲花色，手十指端，一一指端有八万四千画，犹如

印文，一一画有八万四千色，一一色有八万四千光，

其光柔软普照一切．以此宝手接引众生。

通过佛经，首先可以确定，“引路菩萨”是据“观

经”以宝手“接引”众生而来的一个观音称号，而这个

身份的观音，从宗教功能上看等于“莲花手”，即观音

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是在人间行佛事的神。所以

比照前文，可以说“引路菩萨”属于救度“人道”的观

音系统，可能是前弘期由印度传人西藏并盛行不衰

的“世间尊观音”身形在汉地的变体。

初唐就在壁画、石刻造像中流行的持莲花菩萨

①白莲社，源于东晋慧远所创之结社念佛，东晋太元九年(384
年)．慧远入庐山，住虎溪东林寺。四方求道缁素望风云集。元兴元年
(402年)七月，集慧永、慧持、道生、刘遗民、宗炳、雷次宗等123人．
于东林寺般若台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精修念佛三昧．以期往生西
方。以寺之净池多植白莲，又为愿求莲邦之社团，故称白莲社。其后
追随者渐多，开净土教兴盛之端绪。唐末宋初．尤为盛行。

②见上引<观无量寿经》之第十四观：“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及
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
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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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虽然样式上与藏传佛教的“莲花手”基本相同，但

从未有学者使用这个称号。这一来自印度而盛行于

藏传佛教造像中观音的称号，虽然见于汉文译经，却

只被用于西藏的佛教图像志讨论中。内地传统上只

称其为“观音”或“菩萨”。在净土信仰流行以后，这

一观音身形则演变为引导死者往生的“引路菩萨”，

因此，在内地与藏传佛教“莲花手”称号对应的造像

可能属于“引路菩萨”。

本文的结论是：持莲花样式的观音在汉藏供养

系统中，呈现为不同的图像学特征，表现了不同的信

仰习惯，但所代表的宗教功能却基本一致。与藏传

佛教造像中观音成就法身形相对应，这种手持莲花

的观音在内地，到晚唐发展成为往生观念中的引路

菩萨。作为“莲花手”功能的观音，在引路菩萨的图

像样式中，最初依然保持了传统的持莲花标识，即左

手持莲花，只是在莲花上端缀有一个小小的冥幡，正

是这个象征死亡的小幡，标示了持莲花观音在汉地

造像样式与功能上的细微变化。于是观音由西方极

乐佛国教主的助手——持莲菩萨，变为负责接引死

者往生西方极乐佛国的“引路菩萨”。其图像特征

是：手持莲花引导跟随他的死者走向佛国，在他所持

的莲花上，系有一个飘扬的冥幡，这是他作为引路菩

萨的标识。这个图像进一步的发展是：作为引路菩

萨，幡的标识性比莲花更为突出，“人道”救主“莲花

手”观音，原本标识性的莲花退居次位甚至消失，只

以手持冥幡为标识，于是救度人道的世间尊观音

(“莲花手”)，在内地净土宗的盛行下，脱胎出一种新

的图像样式：持幡引路菩萨。五代时，引路菩萨的样

式基本定型，其特征是：菩萨身形，头冠上有无量光

化佛，一手持长柄香炉，一手持一长杆，长杆上缀着

一面迎风飘摆的大幡。原本作为观音标志性的持物

——莲花，在这种新样中完全消失了。

“引路菩萨”这一职能的明确，使持莲花观音原

本的标识——莲花，在这种宗教功能指示下，转换为

体现内地传统丧葬活动中的冥幡，从而成为观音这

一新的身形的标识。如此，“引路菩萨”观音，作为西

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

极乐，其宗教职能几乎等同于藏传佛教图像系统中，

“人道”救主“世间尊”的作用。观音的这一个内地样

式，也成为印度观音造像传人后，在诤土信仰流行下

出现的一个变体，类同于藏传佛教流行的“莲花手”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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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l—Guiding Bodhisattva’’and“Padmapani’’

Li——Ling

(China’S National Museam，Bering 100009，China)

Keywords：Avalokitesvara Belief soul—guiding Bodhissttva Padmapani

Abstract：Among the exquisite paintings on silk banners discovered in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some have been assigned the title

”the Soul—guiding Bodhisattva”．Through analyses of their iconographic features．it is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at such”Soul—guiding

Bodhisattvas’’belong tO one typology of the Avalokitesvara’S manifestations．The religious function of this Bodhisattva is to act as an

aide to the Amitabha by leading the souls of the deceased towards life in the Pure Land of the West．The motive of”Padmapani”is

also very popular in Tibetan statuary．The author investigation has proved that although the formal representation and title of this

“Padmapani”are different．both”the Soul—guiding Bodhisattva”of the Han population and the Tibetan’’Padmapani’’coincide in

terms of their religious function：they are different ieon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in different religious branches of the same

Avalokitesv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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