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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水市博物馆馆藏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

天水市博物馆有一座十一面观音造像，本为

天水水月寺的传世品。水月寺原为陇右名刹，据

传创建于隋初，重建于唐会昌元年（841年）。

“文革”破四旧时从大殿墙角下出土了这尊十一

面观音鎏金铜造像，疑为唐武宗灭佛时所埋。

该造像高81厘米，造像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四

层七宝台，上层为十一面观音立像（见图1）。

整件造像由青铜铸造，浑身鎏金，显得高贵典

雅。菩萨头戴天冠，生六臂十一面。以前误以为

其十一面呈3、4、1、2、1排列，其中9个菩萨头

像分4层布于主面的天冠之上（见图2、图3）。

最近笔者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对照相关经典发

现，该尊造像的头像排列并非如此。正面能看见

的菩萨头像共分4层排列，第一层中央为主面，

其左、右耳际各有一面，共三面。第二层共四

面。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是主面宝冠中的阿

弥陀佛结跏趺坐像，此尊应不在十一面之列。

第四层有2面。第五层有1面。因此，该造像正面

能直观看见的面相排列为3、4、2、1，共十面，

和十一面之数有差。但观其背面我们可发现，

菩萨背面有隼突出，应是插背光所用，可惜背

光不存。在其主面的头正后方，有一不规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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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似为裝藏之处，方孔的缺块大小

正好可置一个小菩萨面，由此推测，

此处应该还有一面。无论是《十一面

观音神咒》，还是《十一面观音神咒

心经》，其对十一面观音面相排列的

记载其实出入不大，即“其像作十一

面。当前三面作慈悲相。左边三面作

嗔怒相。右边三面作白牙上出相。当

后一面作暴恶大笑相。顶上一面作佛

面像。”由此可知，观音当后应该有

一“暴恶大笑”面，这与此造像的形

制不谋而合。所以，该十一面观音造

像的面相排列应该是4、4、2、1，共

计十一面。

菩萨的六臂在身体两侧分3层排

列，其中最上面两手向上托举似有持

物；中间两手虚合掌，双拇指并竖，

两食指弯曲如勾型，结为秘密真性如

意珠印；下方两臂下垂，拇指与中指

相捻，结灭恶趣印（见图4）。观音

主面慈祥和善，她身披天衣，下身着

裙，挂饰璎珞，腕带臂玔，据有菩萨

造像的种种庄严[1]。这是古代天水地区

发现的密教十一面观音信仰繁荣的珍

贵实物资料。

二、汉传佛教密教与十一面观音经典

汉 传 密 教 经 典 传 入 内 地 的 时 间

很早，早期密教多属真言咒语（或称

“ 陀 罗 尼 ” “ 总 持 ” ） 性 质 。 三 国

时，竺律炎译《摩登伽经》，支谦译

《无量门微密持经》，都很有名。这

些咒术的应用范围很广，诸如息灾、

求祥、安家、治病，驱鬼役神、降龙

祈 雨 ， 无 所 不 能 。 除 了 持 咒 它 还 兼

取火祀、占卜、星象等法术[2]。西晋

图2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 图3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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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帛尸梨蜜多罗就精

通咒术，他在建康翻译了

《大灌顶神咒经》。东晋

太元六年（381年），昙无

兰在扬州花了十五年的时

间翻译了《咒时气病经》

《 请 雨 咒 经 》 等 许 多 神

咒。至唐代，阿地瞿多译

《陀罗尼集经》，佛陀波

利从印度带来《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等。以上这些

都属于“杂密”，体系性

的“纯密”是由善无畏、

金刚智、不空等人传入中

国的。此三人中以善无畏

来中国最早，他于开元四

年（716年）抵达长安，之

后他们分别翻译了《大毗

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

《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

经》《金刚顶一切如来真

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

等大量密教经典。至此，

“纯密”也就是真正意义

上的汉传佛教密宗才产生
[3]。

密 教 十 一 面 观 音 信

仰的法脉其实在整个“纯

密 ” 构 架 形 成 之 前 已 经

在中国普遍流传。早在北

周武帝时期，耶舍崛多与

阇那崛多在长安首先译出

《 佛 说 十 一 面 观 音 神 咒

经》。据崔致远《唐大荐

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

和尚传》记载：“神功元

年契丹拒命，出师讨之。

图4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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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诏藏依经教遏寇虐。乃奏曰：若令

摧伏怨敌，请约左道诸法。诏从之。

法师盥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场，置

光音像行道。始数日，羯虏睹王师无

数 神 王 之 众 。 或 瞩 观 音 之 像 浮 空 而

至。犬羊之群相次逗挠，月捷以闻。

天 后 优 诏 劳 之 ， 曰 ： 蒯 城 之 外 兵 士

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睹观音之

像 。 醴 酒 流 甘 于 陈 塞 。 仙 驾 引 纛 于

军 前 。 此 神 兵 之 扫 除 。 盖 慈 力 之 加

被。”此虽文人漫谈，不足全信，但

由此可以看出，在唐代初期，十一面

观音信仰在上层社会已经广为流传，

其 修 持 仪 轨 已 初 步 成 型 。 从 初 唐 到

开 元 年 间 三 大 士 到 达 中 国 建 立 “ 纯

密”，就相差百余年，那么据此推测

在开元三大士尚未到达中国前二三百

年间，十一面观音法早已在中原地区

存在了。

进 入 唐 朝 ， 密 宗 观 音 信 仰 进 入

高潮时期，各类观音经典的翻译层出

不穷，来华印度僧人尊法、智通分别

译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千啭陀罗尼

观 世 音 菩 萨 咒 》 《 观 自 在 菩 萨 随 心

咒》《清净观世音菩萨陀罗尼》。同

时，十一面观音经典也大量翻译。初

唐时期，阿地瞿多和玄奘先后分别译

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和《十一

面神咒心经》。又过了约一百年，在

唐玄宗天宝年间，不空翻译《十一面

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通

过十一面观音相关经典的翻译可以看

出，随着密教观音信仰的发展，十一

面观音信仰出现了两个高潮：第一次

是北周时期，以保定四年（564年）天

竺僧人耶舍崛多翻译《十一面观音神

咒经》为主要标志，把十一面观音经

典引入中国；第二次高潮是唐代，曾

四度翻译十一面观音经典，把十一面

观音信仰推向了高潮。[4]

三、十一面观音的形象

十 一 面 观 音 ， 别 名 大 光 普 照 观

音，密号慈愍金刚，是密教六观音之

一。在胎藏界曼陀罗中，她位列苏悉

地院[5]，是密教“六大观音”之一，但

其形象在我国佛教题材中出现的时间

似乎较晚。虽然早在北周时期有高僧

就已经翻译出了十一面观音经典，但

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十一面

观音造像。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十一

面观音的形象在我国大量出现的时期

应该在唐代初期。

唐代是我国密教观音信仰的高潮

时期。当时，在各种经典的支持下，

十一面观音的形象向多元化发展。国

内外现存各时期的十一面观音形式多

样，有绢画、壁画、石雕、铜造像、

木雕等各种形式，其中尤以敦煌莫高

图5   敦煌莫高窟321窟十一面观音经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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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出现的形象最为丰富。如敦煌莫高

窟第321窟东壁北侧就有十一面观音

图，她十一面六臂，立于双树宝盖之

下莲花之上，一手提净瓶，一手持杨

枝。两旁有二菩萨侍立（见图5）。除

此之外，现存的唐代十一面观音单体

造像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据传出土于

陕西宝庆寺而散见于海内外的高浮雕

十一面观音石造立像，出土于河南荥

阳大海寺的六臂十一面观音石造像，

扬州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石造像和上

海市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铜造像。国

家博物馆的李翎先生曾撰文对十一面

观音像式做过专题研究，他对123件分

藏于世界各地的十一面观音造像的年

代、臂、面数量进行了详细的列表统

计[6]。通过对其表中内容的统计对比

可以看出，十一面观音造像大约最早

产生于后笈多王朝时期，目前世界上

现存最早的十一面观音造像发现于坎

黑利石窟41号窟，造像时间大约为5-6

世纪。我国所发现的早期十一面观音

造像为初唐时期，多出现在敦煌莫高

窟，如334、321、331、340等窟中均

出现了十一面观音形象。从造像的形

制看，十一面观音造像吸收了印度所

出现的两种观音类型，即印度西部的

二臂观音像式（坎黑利样式）和印度

北部的六臂观音像式。二臂十一面观

音造像出现最早，也最流行，初唐时

期首先在敦煌莫高窟321窟出现了六臂

十一面观音，盛唐时期首先在四川安

岳地区出现千手十一面观音造像。因

此，从观音手臂数量发展来看，十一

面观音的手臂数量有从少到多的发展

趋势。在唐代中晚期，十一面观音信

仰走向了高潮，出现了2臂、4臂、6

臂、多臂等各种十一面观音造像。从

姿态来看，坎黑利石窟41窟的十一面

观音造像为立式，坐像首先出现在初

唐时期敦煌334窟，从此以后，这两种

姿态成为普便应用的十一面观音造像

姿态。

从 十 一 面 观 音 的 面 相 排 列 情 况

来看，早期造像面相排列方式比较灵

活，其依各种经典记载和仪轨的不同

而 各 有 差 别 ， 但 总 体 上 只 有 一 个 主

面，其余各面点缀于主面之上，最上

一面为佛面。[7]如敦煌莫高窟321窟壁

画上十一面观音面相排列为3、5、2、

1。太原天龙山第9窟十一面观音面相

排列为1、9、1（见图6）[8]。东京国

立美术馆藏高浮雕十一面观音立像的

面相排列为1、5、4、1。敦煌莫高窟

第14窟壁画上的十一面观音面相排列

为3、5、3。11世纪以后十一面观音造

像的面部排列趋向一致，即常见3、

3、3、1、1式排列。除了面相排列不

同之外，其十一面的表情及各手的印

契、持物也并不相同。据依耶舍崛多

译《佛说十一面观音神咒经》记载，

十一面观音“前三面作菩萨面，左三

面作瞋面，右三面似菩萨面，獠牙上

图6   天龙山第九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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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背后一面作暴恶大笑相，顶上

一面作佛面，每一面都各戴华冠，冠

中各有阿弥陀佛像。其左手持澡瓶，

瓶口出莲花，右手串璎珞，作施无畏

印 ， 即 屈 手 上 举 于 胸 前 ， 手 指 自 然

舒 展 ， 手 掌 向 外 ” 。 不 空 三 藏 所 译

《十一面经》则记载其为四臂，“右

边 第 一 手 持 念 珠 ， 第 二 手 作 施 无 畏

印；左边第一手持莲华，第二手持澡

瓶”。

四、陇右地区的十一面观音信仰

十 一 面 观 音 信 仰 作 为 唐 代 汉 传

佛教密宗观音信仰的内容之一，其愿

力和法力都非常之大。更重要的是其

信仰不仅满足了“即身成佛”的宗教

需求，而且满足了红尘众生的世俗诉

求，受到了世俗众人的欢迎和认可。

据 《 佛 说 十 一 面 观 世 音 神 咒 经 》 ：

“时，观世音菩萨白佛言：‘世尊，

我有心咒，名十一面。此心咒十一亿

诸 佛 所 说 ， 我 今 说 之 ， 为 一 切 众 生

故，欲令一切众生念善法故，欲令一

切 众 生 无 忧 恼 故 ， 欲 除 一 切 众 生 病

故，为一切障难灾怪恶梦欲除灭故，

欲除一切横病死故，欲除一切诸恶心

者令调柔故，欲除一切诸魔鬼神障难

不起故。”在十一面观音信仰的因缘

中不仅包含了诸如“念善法”“恶心

者 令 调 柔 ” “ 一 切 诸 魔 鬼 神 障 难 不

起”等加持修行的弘大法力，还包括

诸如“欲令一切众生无忧”“除一切

众生病”“除一切横病死”等对世俗

众生的关照。[9]根据大唐天竺三藏阿

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四》的记

载 ， 信 仰 十 一 面 观 音 将 得 “ 十 种 功

德、四种果报”，即“身常无病；为

十方诸佛忆念；财物饮食充足；破一

切怨敌；使众生生慈心；蛊毒热病不

能侵；刀杖不能害；水难不能漂；火

难不能焚；不受横死”等十种功德。

“临命终时见十方无量诸佛；永不堕

地狱；不为一切禽兽所害；命终后生

无量国”等四种果报。这些现实的利

益果报，正是吸引信徒趋之若鹜的原

因之一。此外，十一面观音广开方便

之门，其以不同面相度化各类有情众

生 ， 唐 代 慧 沼 《 十 一 面 神 咒 心 经 义

疏》说：“十一面者，前三面慈相见

善众生，而生慈心大慈与乐。左三面

嗔面见恶众生，而生悲心大悲救苦。

右三面白牙上出面见净业者，发希有

赞劝进佛道。最后一面暴大笑面见善

恶杂秽众生，而生怪笑改恶向道。顶

上佛面或对习行大乘机者。而说诸法

究竟佛道故现佛面。”所以，十一面

观音不同的面相体现了不同的因缘，

而每一种因缘便是一种特殊的法门，

以不同法门度化不同众生，自然被广

大信众乐于接受。

此 外 ， 三 藏 法 师 不 空 西 行 陇 右

很可能对该地区十一面观音信仰的风

行 起 了 推 波 助 澜 的 作 用 ， 据 《 高 僧

传·不空传》记载：“（天宝）十二

载敕令赴河陇。节度使哥舒翰所请。

十三载至武威住开元寺。节度使洎宾

从 皆 愿 受 灌 顶 。 士 庶 数 千 人 咸 登 道

场。”从记载可以看出，盛唐以后密

宗信仰进一步与政治紧密结合，甚至

很 多 掌 握 军 政 大 权 的 大 吏 希 望 通 过

“灌顶”使自己及其军队在与敌的战

斗 中 获 得 加 持 力 ， 重 演 半 世 纪 以 前

“ 神 兵 ” 却 敌 的 美 梦 。 天 宝 十 二 载

时，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并兼任河

西节度使。作为陇右地区最高地方行

政长官祈请不空三藏赴河陇，而玄宗

更 以 隆 重 而 正 式 的 形 式 “ 敕 令 （ 不

空）赴河陇”，这说明上到最高统治

者、下到地方政要和士庶百姓都依附

宗教，而国家恰恰通过控制主要宗教

人物来加强统治。不空西行河陇，必

自东都洛阳西行长安，沿关陇大道翻

关山，经天水至河湟地区，这是丝路

古道入河湟的主要通道，他一路走过

的地方也会受如武威“士庶”同样的

礼待和追捧。

总之，陇右地区曾经是汉传佛教

密宗从西北传入所经的一大站，这里

很早就有密宗信众的坚实基础。不空

赴河陇则以不争的史实证明这里有丰

厚的密宗信仰土壤。敦煌莫高窟中大

量出现的十一面观音壁画和天水市博

物馆馆藏的这尊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

像，是陇右地区十一面观音信仰流行

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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