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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的 
造型变化 
在佛教尊崇的信仰偶像中，观世音菩萨的地位 

和影响非常大，是显密两教共同重视，且特别 

敬仰的一位大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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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作十一头。当前三面作菩萨面。左厢三面作嗔面。右厢 

三面似菩萨面狗牙上出。后有一面作大笑面。顶上一面作 

佛面。面悉向前后着光。其十一面各戴花冠。其花冠中各 

有阿弥陀佛 观世音左手把澡瓶。瓶口出莲花。展其右手 

以串璎珞施无展手。其像身须刻出缨珞庄严。尔时其人造 

此像已⋯“·” 

早期的十一面观音造像就是按照这种要求完成的 ， 

像的主面与身体呈正常比例，并且与旁边或上面的小面尺 

寸相差较大，诸小面如花蕾般排列于主面之上或其侧 ，如 

同菩萨的花冠饰物。主面头上一般环置101]~面 ，最上置佛 

面，这种像式的头面排列数量 自下而上为1—1O一1。在图 

1、2、3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种造像形式。 

图一为唐代十一面观音头像，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 

馆。图二和图三是收藏于 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一尊木制 

十～面观音菩萨立像的局部 ，年代为日本的平安时代 (八 

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唐代。 

虽然 《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出现的时间很早， 

但唐代以前的十一面观音造像目前还没有发现。现在能够 

见到最早的十一面观音都是唐代风格的造像形式，而且数 

量较多。这和唐代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有关，这个时期对于 

观音的信仰和崇拜的人越来越多，特男4是由玄奘译出 佛 

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后，使得信奉十一面观音的活动 

达到了顶峰。不仅在中国各地都能见到十一面观音这种造 

像形式，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如图4、 

5、6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图四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十一面观音造像了，该 

像位于敦煌莫高窟321窟东壁北侧，是初唐时期 (t世纪) 

绘制的彩色壁画 ，高274cm，宽194cm。该像八臂十一 。 

头像排列非常特别，共分六层，每层面像数为3一l 4 l一 

2一l，第二层为一坐佛，顶层为佛面，其余为菩萨面。 

图五为唐代(／k世纪)石刻十一面观音立像，现收藏于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该像双臂十一面 头像分4层，每层 

面像数为1—5—4 1。虽然头像的安排已有了变化，但眼饰 

和手臂的造型还是遵循佛经里的要求。 

图六是位于四川安岳卧佛院45号窟左擘的石刻造像， 

该像高135cm，造像时间为九世纪 ，该像为十一面，身前 

六臂，分握法器。身后用阴线纹刻出干手。可惜的是头部 

已残缺 ，不过从剩余部分还是可以看出有三层或四层头 

像 ，最下层的三个头像较明显。第二层有四个或五个头 

像，因破损严重，很准辨别清楚了，第三层有四个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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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唐代十一面观音头像 西安碑林博物t自。 

图2奈良时代十一面观音 (8世纪 )局部。 
国3 奈良时代十一面观音 (8世纪 )侧面。 

图4初唐代十一面观音立像 (8世纪 )。 

图5 唐代十一面观音 (8世纪 )。 

图6 唐代十一面千手观音立像 (9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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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安乐一切众骂 

愿已，应时身_J 

动。+方干佛， 

界⋯⋯”这就是 

早期汉传干 

图7十一面观音 (五代一北宋 )10W~8。 

圄8宋代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 (11世纪 )。 

圈9西藏古格时期十一面观音立像 (11世纪】。 
图10 元代千军干眼观音 (16世纪 )。 

图11十—千手面观音 (17世纪)。 

图12满代干手千瞩观音 (18世纪 )。 

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干眼具足。发是 

干手干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 ．六种震 

悉放光明 ，照触我身，及照十方无边世 

F手干眼观世音菩萨的来历。 

}观音的图画和雕像绝大多数只有一头，至 

12 

于手臂贝lj有多种变化，大多数为二只大臂，有些有十八只、 

四十只乃至四十二只大臂，画有干手的则在主尊后面以扇形 

再画上千只小手，较少见多头多面的情形。图6中的造型已 

经突破佛经中规定的标准，这在唐代以后观音造像中有更多 

的体现。如图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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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是五代～北宋时期 (十世纪)的彩色麻布面十一面 

观音坐像，高14．2cm，宽98．8cm，为法国卢浮宫藏第3587 

号藏品 。该像八臂十 一面，头像分四层 ，每层面像数为 

3 5 2 1，结珈趺座。这是此像与众不同的地方。 

图8是宋代 (十一世纪)敦煌莫高窟的彩色壁画，位 

于76窟北壁中部，高210cm，宽200cm。此像为立像，八臂 

十一面，头像分四层，每层面像数为3—5—3-i，底层左右 

为嗔像，第三层中间有一尊佛立像，顶层为佛面。比较特 

别的是在眉心和八只手臂的手心各有一眼。 

图9是西藏古格王朝时期 (十一世纪)的彩色壁画， 

发现于西藏阿里地区古格遗址的东嘎石窟1号窟。该像为立 

像，六臂十一面，头分五层，分别为3-3-3-I一1，第三层 

为愤怒像，顶层为佛面，装束简洁，身躯略呈三道弯，姿 

态优美、生动。 

通过上述造像可以看出，虽然佛经规定了造像的制作 

要求，但是随着时代变化和佛教传播地域扩散，出现了具 

有不同审美观念以及融合当地文化背景的观音造像。 

从审美和观摩的角度来说，在 Ⅸ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 

咒经》中规定的造像，两侧和后面的头像位置，对于信徒 

修行佛法时观想和参拜部不方便。一般造像完成后，都安 

放在靠墙的供案或台座之上，轻易不再移动。那么两侧和 

后面的头像就很难看到，这可能是把十一面观音头像由横 

向改为纵向，层层排列的原因吧。至于层数以及头像的排 

列数，有可能是造像人根据自己喜爱来决定的。 

唐代以后，随着 《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在中 

土的渐渐没落，汉地造像就较少出现十一面观音的这 

种形式。而到了元代直至明清时期 ，随 着藏传佛教的 

兴起和发展，十一面观音又有了新的变化，较 多地出 

现了由十一面观音与干手干眼观世音合二 为一的造像 

形式 。 

图1oN元代 (十五世纪)十一面干手干眼观音，是位 

于敦煌莫高窟第3窟的彩绘壁画，高223．5cm，宽206cm。 

此像色彩丰富，衣带飘逸，神态庄严。以菩萨为中心 ，由 

干手干眼组成一个大的同心圆，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菩萨头像分三层，每层面像数为5—5—1。第三层之上有双 

手托起的如来一尊，这又是一种变化。 

图11为清代 (十七世纪)铜鎏金十一面干手干眼观音 

造像，高21．5cm。主像十一面四十八臂，头像共五层，每 

层面像数为3—3-2 2—1。该像神态凝重，庄严肃穆，体态 

雍容华贵，自若泰然。像身后周围，分布数十只手臂，各 

持法器，形成辐射状的椭圆行光环，构成象征干臂的虚拟 

景观。 

图l2为清代 (十八世纪 )铜鎏金十一面干手干眼观 

音，主像为八臂十一面立像，像后面如同背光一样，有两 

个扇形装饰物 ，代表干手干眼 头像分五层，每层面像数 

为3—3 3-卜 l，形同宝塔一样。从正面或稍侧的位置观看 

此像，每一个头像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早期观音造像的材质多为壁画和石刻，后期则出现了 

更多的材料，如木质、泥塑、丝织物、金属铸造等。而金 

铜造像在明清时期更成为主流，且数量众多。 

彩绘壁画造像的特点是 ，服饰色彩丰富艳丽。特别 

是头部，可以用不同颜色绘制出嗔面、菩萨面、佛面，生 

动鲜明。而手臂的绘制更为精彩，每只手臂握持不同法器 

在身体左右徐徐展开成扇形，动作优美，姿态各异 ，动感 

十足。可惜彩绘壁画流传至今，已很难见到完整无损的造 

像了。 

而由于重量和体积等方面的原因，金铜造像塑造十一 

面干手干眼观音时 ，手臂的造型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多做 

到四十八臂，其余的只能以虚拟的手法来表现干手干眼。 

但是立体感和质感非常强烈，且易于保存和流传。 

对于十一面观音与干手干眼观世音合二为一的造像形 

式，在藏传佛教中非常普遍。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形式， 

应该和佛教信徒的参拜有关。在 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 

经》里说，念此神咒可得十种现世果报 ；在 ((干手干眼观 

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则说念此经 

可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也许是人们祈求神灵 

保佑时，希望菩萨具有更多的法力，得到更多的庇护，而 

将两个菩萨合二为一了，这可能就是十一面干手干眼观世 

音菩萨形成的原因吧。 

通过以上这些资料显示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 

塑造信仰偶像的造像运动也是传承至今。在这一漫长的历 

史造像过程中，各个时代和不同地域风格特征的观音造像 

层出不穷，不仅造型丰富，变化多端，制作的材料和工艺 

也不尽相同，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文特 

征、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以及}土会生产力的发展，制作 

工艺水平等。这对我们了解历史、重现过去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从鉴定的角度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对各个时代和不同地域风格特征了解，对于今天鉴 

定佛教造像真伪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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