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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图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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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藏传佛教认为 千手 千眼观音 是观音法 身 、 报身 、 化身 为 一 体的 身 相 , 极为 殊胜而 受到信众

崇信 。 千 手千 眼观音也是佛教造像艺 术家 的表现的 主要 内容之一

, 藏传佛教寺庙 存留 下 了 大量

的 千手 千眼观音造像遗存 , 这些造像各种形 质不 同 和形 态各异 加之千手 千眼观音造像 多 面 多

手 是佛教造像 中 属比较复杂的菩 萨造像 。 因 此
,
对于 大 多 数人来说对其造像样式的 了 解 不 多 ,

对图 像的识别 和 图像所蕴含的 宗教意 义 了 解不 够 深入 。 本文试图 运 用 图像 学研究方 法解读藏

传佛教千手 千 千眼观音造像的 样式和 象征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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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菩萨在藏地被认为是
“

雪域怙主
”

, 备受藏族信众的崇信 。 根据藏传佛教教义 观音菩萨曾 化显

各种身相救助众生 ,
因而有诸多观音造像样式 。 其中千手千眼观音是集观音法身 、 报身 、 化身为

一

体的特

殊的身相 。 这种造像样式因此也成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主要题材之一

。 千百年来 ,
藏族艺术家们通过

唐卡 、 壁画 、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这
一神圣的菩萨

, 试图表达藏传佛教教义所赋予其间 的宗教 内 涵 ,

留下 了大量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遗迹 。 总体上 表现出数量众多 , 形式多样 , 造像 的时间跨度较大的特

点 学术界也对此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

在今天
, 藏族佛教艺术家依然延续着这

一传统
, 为信众塑造用于供奉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 。 与此同

时 , 随着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进程 原本用于供奉 、 修行 、 祈祷的神圣宗教用品 也开始成为艺术品市场的

商品 。 以交易 和投资为 目 的 , 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引起佛教造像收藏家和鉴赏家的关注 。 罾

然而
,
无论是 以研究艺术为 目 的学界 、 或者为信仰的信众 或者是投资收藏为 目 的 的鉴赏 , 都对千手

千眼观音的造像样式了解不够深人 对
一些图像的识别模糊不清

,
甚至出现错误 。 对图像本身所蕴含的

宗教意义 以及通过千手千 眼观音造像艺术表现藏族人美学思想的分析和研究同样也不够深人 。

图像学是以美术作 品 内容的历史探究为 目
, 通过发现和解释艺术 图像的象征意义

, 揭 示图像在各个

文化体系和各个文明 中 的形成 、 变化及其所表现或暗示来的思想观念
一

种研究方法。 图像学研究方法对

作品的解释要落实在三个层次上 。 第一

个层次称为前图像志描述 解释的对象是 自 然的题材 , 这其实是

基本 的形式分析 。 第二个层次称为图像志分析 其对象是约定俗成的题材 , 这些题材组成了 图像 、 故事和

寓意的世界 ,
要求解释者需要把握不同历史条件下运用对象和事件来表现特定主题和概念的方法进行

解释 。 第三个层次称为图像学分析 , 它的对象是艺术作品的 内 在含义或内 容 要求解释者通过特定 主题

和概念表现人类心灵基本倾向 的方法的把握 。

、 名 称及其宗教意义

藏语称千手千眼观音 为
“

帕 巴坚热斯恰 东坚东 ,

”
’

意思是圣观音千手千眼 , 简称
“

恰东坚东 ,

”

( 。 藏语
“

恰
”

意为手
“

东
”

意为千 ；

“

坚 意为 眼
,

“

坚东
”

( 的意 思是 千眼 。 有时也 叫
“

帕 巴 图 杰铁钵具吉协
”

’

思思圣大悲十
一面观音 。

要了 解和掌握西藏宗教艺术就要了解西藏宗教的 教义和造像所表达 的宗教含义 。 藏传佛教造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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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增 扎西
： 藏 传佛 教千 手 千 眼 观 音造像 的 图 像学 研 究

的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 , 表现了藏传佛教的教义 。 就像玛丽琳 莱恩所说的那样
“

西藏艺术是一流的 , 最

重要的是佛教艺术 。 假如充分理解了佛教艺术的宗教寓意和高水准的艺术特质 人们就可以认识并欣赏

族 西藏艺术 。

’

根据藏传佛教教义解释 , 千手千眼观音集观音法身 、报身 、化身为
一

体 , 法相极为殊胜 。 根

‘ 据藏传佛教密宗教义解释 , 千手千眼观音象征以慈悲为核心智悲双修和佛教思想 。 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
又

音造像艺术所要表达的便是智悲双修和慈悲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思想 。 藏传佛教还认为 , 他能利益安乐一

化 切众生
, 随众生之机 ,

而满足一切愿求 千手千眼音菩萨成就大慈大悲的法门 , 众生凡有所求 , 只要
一心

称念观音菩萨圣号 观音菩萨即以千眼照见 千手护持 令其离苦得乐 称心如意 。

！
千手千眼观音是藏传佛教造像中最为复杂的造像之一 复杂的动作造型 、手执器物以及五颜六色的

色彩表达了藏传佛教教义和思想精神 。 根据藏传佛教典籍《修法宝源》中的千手观音赞
“

千手化作千轮

圣王 千眼化作贤劫千佛 ； 有求必以千种应化 观音尊者我把礼顶 ！ 千手千眼观音的千手象征千名转

轮王
, 千眼象征贤劫千尊 千手千眼观音的手掌均向上 作施愿印表示观音菩萨化作

一

千个转轮国王 以

巨大的愿力救助黎民百姓 。 而千只手上有千只 眼睛表示了观音菩萨像在贤劫时期 出现的一千个佛并以

十二度救度众生 。 千手千眼观音通体白色 , 表示未 曾被尘世间的烦恼所染 , 体色微微泛红表示对有情六

道众生事业所依恋 两脚站立表示脚踏实地利益众生。 十
一

面表示从十一地普光地开始无间断作众生事

业 。

千手千眼观音身披兽皮
,
带有六种庄严 。 六种庄严也是六种装饰

, 是藏传佛教密宗本尊所有具备的

装饰 。 这六种装饰分别是 ： 头冠 、项链 、耳坠 、 钏镯 、腋络 、腰带 , 表示既不弃也不求 身披鲜兽皮表示慈

悲为怀 下穿绫罗表示具有廉耻之心

千手千眼观音通体白色 ’ 表示未曾被尘世间的烦恼所染 , 体色微微泛红表示对有情六道众生事业所

依恋 ,
两脚站立表示脚踏实地利益众生 。 十

一面表示从十
一

地普光地开始无间断作众生事业 。 十只 这个

说法不
一

’ 也有说 只 手的 报身手表示在经过十地菩萨修行
,
最终度完一切众生而成佛 。 三十八只支手

表示应一切众生之愿望。 其余千手表示对普天之下一切众生心怀慈悲 。

二
、 常见的几种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样式

由于千手千眼观音在藏传佛教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复杂的宗教教义 , 故从图像的 自然形态上讲 , 千手

千眼观音是佛教造像中 比较复杂的菩萨像 。 他多手多面 表达了藏传佛教深奥和抽象宗教哲学思想 , 通

过具体形象将藏传佛教所特有神圣、庄严和肃穆的性质表现出来 。 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不仅与汉

传佛教中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有所不 同 ’
而且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也分为数种不同 的造像样

式 。 总体上千手千眼观音有站立式和坐式两种 , 站立式又有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即 ： 虚空王观音 、 比丘尼巴

穆式千手千眼 、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 、莲花手观 自 在 、龙树式千手千眼等 ’
坐式有救八难十

一

面观 自 在和

观音多变 自 在王 。 下面就这些站立式造像样式进行图像学辨识 。

一

) 虚空王观音

虚空王观音藏语叫 ( 又称为
“

嘉波鲁吉坚热斯恰懂坚懂

,

“

嘉伯
”

就是 国王 的意思 。 虚空王观音在藏文佛教文

献中
一

般称虚空王观音 。 关于这种样式的观音造像为什么叫做国王式千手千眼观音 据东嘎洛桑赤列先

生讲
“

千手千眼观音有多种造像样式 , 西藏拉萨大昭寺中的大悲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就是国王式千手千

眼
,
这种像也叫虚空王观音 。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认为

,
这种造像与其他千手千眼造像不 同

,
其最上层的头

以下的身体的度量是根据 国王 自 己 的站立的髙度
一

样高 。

’

也许这就是把这种造像样式叫做国王式千

口 手千眼眼的原因 。

千手千眼观音也被称为
“

帕巴 图杰钦波具吉协
”

意为
“

十一面大悲观音
”

。 千手千眼观音一定是十

一面 但十
一

面观音就不一

定是千手千眼 。 藏传佛教中每种千手千眼观音的十一

个面的 面相和排列顺序

都不尽相同 有其固定的顺序和层次 。 虚空王观音的十
一

面总体上分为四个寂静相和七个忿怒相 , 分五

个层次排列 。 这种排列组合方式是自 下而上依次按照为三 、 三 、
二

、
二

、

一

的方式排列 ； 有些学者把它称为

金字塔式的构图 。 面部颜色依次按照白 、黄 、红 、青 、红的方式 。 自下而上第
一

层的三面 藏语叫
“

咱协松
”

§ 意为根本三面 ,
三面 白色显 出 喜悦和寂静之相 , 这三面藏语叫

“

曲谷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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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法身面
； 第二层的三面为金黄色 ,

显示威严之相 ；
第三层二面为红色 为忿怒之相 , 这二面藏语 民

口

“

龙谷协
”

( 意为报身之面 第四层二面为烟云色 大意为青色 、 深蓝色 ) ,
显可怖狰狞

之相
, 这二面藏语叫

“

朱谷协
”

意为报身之面 ； 最顶层上的为上师怙主 阿弥陀佛之面 ,
族

显黄丹色 。
丨

虚空王观音造像样式 中十
一

个面及其颜色据《西藏王统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

、

又

“

寂静四面威七 面
,
十一面尊前顶礼

；
根本文面 三白 色

,
极现喜悦而 美妙

；
能息 罪业 与烦 恼 , 法 身 面前 也

诚顶礼
；
其上熟金黄 色 面

,
股怒三 面含笑容 具有寿命福 圆 满 ,

能 作增长 前顶礼
；

又上复有珊瑚红
, 能作怀

力 二面 容
；
张露牙相具忿怒

,
受 用 之身 前顶 礼

；
又上 即有作诛业

,
如烟 云 色二面容

；
极可怖畏 睁三眼

,
变化

之 身前顶礼 ； 其上上师 变化身 ,
总摄诸佛黄丹 色

； 头顶 弥 陀佛估主 作为 顶严前顶 礼 。

通常认为 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应该是
一

千只手和一

千只眼
, 但细究下来

,
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笔者查

阅大量资料 包括古今相关千手千眼观音密宗修法文本和千手千眼眼观音造像的文献典籍 发现对千手

千眼观音有许多种不同造像样式的描述 ,
不仅手和眼的数量不尽相同 , 而且千手千眼观音十一个面 的面

相和排列顺序也相异 。 国王式千手千眼有多少只手 藏文文献中 的交待太不确切 。 平措多杰在 《藏族传统

绘画技巧》 中说 , 虚空王观音 , 有
一

千
一

百 四十八只手 。 但是 他在分别叙述时又说 ： 法身手十只 , 报身手

三十八只 , 化身手
一

千 , 如此计算
一

共只有
一

千零四十八手 , 所以总数前后不一

。 虚空王观音的千手又

按法身手 、 报身手 、化身手分为 内 、 中 、 外三层 ： 内 层有十 只手 藏语叫做
“

曲古 咱恰具
”

, (

意为法身根本十手 这十只手 中每只手所结法印和所执法物不同 。 前二手在 当心合掌 右第

二手执念珠 第三手执轮
, 第 四作胜施印

,
第五持无量光佛像 ；

左第二手执白莲花 第三手执军茶利 , 第四

手执宝 , 第五手执弓 箭 。

中 间层有三十八只手 藏语称为
“

龙古恰颂具索杰
”

, ( 意为报身

支手三十八只
,
三十八手中所执法物也不 同 。 右边十九只手 , 第

一

执宝 , 第二手执绢索 第三手执钵盂 第

四手执宝剑 第五手执金刚杵 第六手执火 晶 第七手执水晶 第八手执宝弓
,
第九手执杨枝

,
第十手执白

拂 ,
第十一手执盾 第十二手执宝瓶 第十三手执斧 , 第十四手执念珠 , 第十五手执青莲花 第十六手执净

瓶 第十七手执 日 轮 , 第十八手执 白莲花 , 第十九手执稻穗
；
左方十九手 依次为 ： 第

一

手执 白 云 第二手

执军持 第三手执莲花 , 第四手执宝剑 第五手执海螺 第六手执天灵盖 第七手执念珠 , 第八手执宝丸
,

第九手执金刚村 , 第 十手执钩 第十
一

手执锡杖 第十二手执佛化身像 , 第十三手执神 龛 第手执十 四经

典 , 第十五手执轮 第十六手执佛身像 , 第十七手执果实 , 第十八手执莲花花蕊 ,
第十九手执宝

；

外层有千只手 藏语叫
“

珠古宁拉敦
”

意为化身支手千只 , 这一千只手都

作施愿印 每一 只手的手心 中有一慧眼
,
极其妙严 。

虚空王观音造像可上溯到公元 世纪 。 根据文献记载 ,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尼泊尔造像师为其塑造

了 一尊千手千眼观音并把他作为本尊 。 并且记载 了松赞干布是为了震慑地煞 顺利完成建造大昭寺的工

程而塑造 了这尊千手千 眼观音像 。 藏族历史文献 《西藏王统记 》对此做了详细描述 。

西藏拉萨大 昭寺北面主殿内 供有
一尊

“

国王式
”

千手千眼观音造像
, 这尊

“

国王式
”

千手千眼观音造

像 的特征非常明显 。 有人说大昭寺观音殿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就是松赞干布令尼泊尔造像师塑造那尊本

尊像 。 大昭寺主殿高两侧配殿供奉松赞干布 、 文成公主 、 尼泊尔尺尊公主等塑像 。

“

国王式
”

千手千眼观音

佛像在大殿北面的观音殿 内 是这座佛殿的 主尊 。 殿内 中 间的佛龛中供奉 了
“

国王式
”

千手千眼观音塑

像 , 藏语 中 叫做
“

图杰飲波让君 阿丹
”

意为具五大功德的大悲观

音 自然像 。 据说这尊造像是在松赞干布在世时 自 然天成的 松赞干布及其两位王妃去世后 化成一道光

芒隐入到这尊像中 。

二
)
比丘尼 巴穆式千手千眼

比丘尼 巴穆式千手千眼观音 ( 也

是一种比较常见 的造像样式 。 但是 ,
比丘尼 巴穆式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样式与虚空王观音的造像不同

,

有其 自 身的特点 。 藏传佛教造像按照《造像量度经》 等有关造像的论著作中所规定的度量来造像 藏传佛
§

教有数以 千计的 本尊像 每个本尊像的造型度量和要求
一种造像都有 自 己 的度量尺寸 , 造像要严格按

照其度量的规定分门别类的地造像 。 造像师造像时要按每一种本尊的修行文本 中 的描述样式而造 , 这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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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种本尊的修行文本都是有 自 己 的传承体系 。 千手千眼观音有不同 的造像样式 是于每种造像所遵

循的法门的不所致而非随意创造发挥 。

族 根据藏传佛教密宗修行的文本 《宝源修法三百》 的记载 ,
比丘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是印度 比丘 巴姆

所传承的千手千眼观音修法的 中的本尊形象 。 通常藏传佛教把觉沃杰阿底夏所传的观音法门和丘巴姆

所传观音法门称为藏传佛教大悲观音两大印度传承。 从藏传佛教造像的量度 、造像类别及基本特征上来

讲 比丘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的与国王式千手千眼大致相同 。 他们的差别主要在于面部 的表情 、

色彩和手执物等细节上。 首先是面相的 区别 。 比丘尼 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为十
一

面 总体上分为九个寂

静相和
一

个忿怒相再加上师阿弥陀佛像 分五个层次排列 ,
自下而上依次按照为三 、三 、三 、

一

、

一的方式

排列 也是金字塔式的构图但是与 国王式的不
一样。 第

一

层主面有三面 其中居中的面为 白 色 主面两边

的两面分别是右绿左红
；
第二层面有三面 , 分别为 中绿 、 右红 、左白 ；第三层有三面 ,

分别为中红 、 右 白 、 左

绿
；
上述几个面都是静息面相 眉 目 细长 面带微笑 ； 第四层一面 青面獠牙 ,

三只怒 目 圆睁 红色头发上

竖 , 显威猛之相
；
第五层也就是顶部有一面 ’ 为红色头顶有顶髻

；
梵行者之相 ’ 无装饰 。

根据《宝源修法三百》 的记载 ,
比丘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 的的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八手 也叫主八手

；

分第一双手当胸合掌 , 右第二手执数珠 ,
第三只手作施愿之法印 并中不断滴下甘露 消除饿鬼饥渴之

‘

苦
,
第 四只手执法轮

；左第二带枝叶的金色莲花 第三只净瓶
,
第 四手执弓 箭 。 第二部分手为支手

,
共九

百九十二只手 。 这些手与虚空王观音的大致相同 。

“

其余九百九十二只手只手施愿印 如莲花
一

般柔软 ,

每只手的手心上都有只
一

眼 。 手的向上高不过主尊的顶髻 下不过主尊之膝盖 光脚站立在莲花座上
,
身

披兽皮 , 带有六事庄严 。

,

三
) 莲花手观 自 在

莲花手观 自 在藏语叫坚热斯吸美恰 但从这个名称看 另
一

种站立式

的一面二臂的莲花手观音相同 。 莲花手观 自 在是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 但是这种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比较

独特 也不是很常见 。 莲花手观 自在最有独到特点是面相和十一面的排列方式 。 根据藏传佛教密宗修行

的文本《宝源修法三百》的记载 。

“

莲花手观音为具有千手千眼 通体白色 日 皓月 , 颈部为青色 ； 主面白 色 ,

主面之上包括在左右耳朵背部分布有六面呈寂静之相 六颜色分别为蓝 、 黄 、 白红 、 绿 、 深红
；
其上有三个

愤怒面 ,
分别为红色 、 黑红 、深蓝色

； 头顶之上有阿弥陀佛像 。 十一个头面都有颈脖
’

。 我们不难发现 , 莲

花手观 自在的头面的图像特征与前述千手千眼有很大不 同 其最大特点在于面相和十
一面的排列方式 ,

莲花手观 自在十一面不是五层 只有 四层 第一层面叫 主面为 白色 第二层面六面 六面都是寂静面相
,

第三层有三个面 ,
三面为愤怒面相 , 第四层是阿弥陀佛 。 其十一面的排列为 一

、 六 、 三 、

一 其构图不是我

们熟悉的金字塔式 而是一种橄榄球式 。 其次是 与前述两种造像样式不同十
一

个头面都要带颈脖 , 其中

第一

层主面的颈部是青色的 。 这就让我们 自然而然地想到有一种观音 叫做青颈观音 。

莲花手观 自 在千手有两部分 , 第
一部分十二手 , 也叫主十二手 ； 分第一双手当胸合掌

,
右十手依次执

数珠 、 弓 、轮 、剑和三叉戟 左十手依次执金莲 、 弓 、瓶 、经书 、禅杖。 第二部分手为支手 共九百八十 只

手 。 每只手作施愿印 , 如莲花
一

般柔软 , 每只手的手心上都有只
一眼 。 手的向上高不过主尊的顶髻 , 下不

过主尊之膝盖 ； 赤足站立在莲花座上
,
也有结跏趺坐式的 。 身披兽皮 , 带有六事庄严 。 这些造像特点与前

述的虚空王观音基本一致。

四 龙树式千手 千 眼观音

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是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造像 。 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与

巴姆式千手千眼观音很相似 , 但在细节两种造像有 区别 。 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其特点也在手和面相之

上 。 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的也有十
一

个面 分五层 根据藏文大藏经《丹珠尔 》中印度阿阇黎龙树造 阿底

夏与仁青桑布翻译的 《千手千眼观音修法 〉 己载 第一

层面有三面
, 中间为主面 白色 有三只眼睛 , 主面

右面绿色左面为红色 此三面面带微笑
；此三面之上 有三面 中间的面绿色 右面为 白色左面为红色 ； 此

三面之上 有三面 中间为红色 , 左面为绿色右面为 白色 ；
此三面之上有一忿怒面

,
青面獠牙 黄色头发上

竖 。 以上共十面
, 象征般若十度 最上层为班底噶花色的 比丘式面 , 露出脖颈以上头部 头有发髻 。

”

总体上看 , 龙树式千手千眼的头面的排列方式 、 图像特征与前述巴姆式千手千眼很相似 ： 十一面分

§ 为九个寂静相和
一个忿怒相再加上师阿弥陀佛像 分五个层次排列 , 自下而上依次按照为三 、三 、三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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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方式排列 也是金字塔式的构 图 。 主要区别在于其面部的颜色的不同 另 外
,
龙树式千手千眼 的头带

脖颈 这一点与其他样式都不同 其他的千手千眼的除了主面以外似乎都不露出脖颈 。

从造像的饰品等方面龙树式千手千眼与其他几种千手千眼样的式也是大同小异 ,
区别不大 。 根据藏 务、

文大藏经《丹珠尔 》中印度 阿阇 黎龙树造 阿底夏与仁青桑布翻译的《千手千眼观音修法 〉 记载 ：

“

龙树

式千手千眼观音通体白 色 身上发出 光芒 , 带有各种庄严
； 下身着班扎勒嘎 一种 印度所产的布料 所制

红色天衣 ,

…… 身披黑色哇如兽皮饰以各种珠宝庄严 , 尤其饰以七种天神之殊胜珠宝的装饰 。

”

化
龙树式千手千眼的千手分三部分 。

“

第
一

部分为前八手 此八手中 前二手在当心合掌 ,
左第二手执

白莲花右第二手执念珠 , 左第三手执军茶利右第三手胜施印 ’
左第四手持法轮右第四手执 弓箭 。 第二部

分各右手分别持如意宝珠 、化身佛释迦牟尼佛像 、 宝镜 、水晶手镯 、 战斧 、 盾牌 、 宝瓶 、
白 拂 、 无宝 、 水晶 、施

依印 、 天杖 、 金刚杵 、 宝剑 、 钵盂 、 金刚索套 、珠宝等 左手分别执葡萄盛器、 莲花座无量光佛像 、 宝箧 、 宝

木 、无量宫 、 右旋海螺 、禅杖 、 箭宝 、 宝铃 、 天灵盖天杖 、铁钩 、宝矛 、莲花 、 五彩云朵 、宝法印 、经书 、 青莲花

等 。 第三部分外层手 每只手作施愿 印 如莲花一般柔软 , 每只手的手心上都有只
一

慧眼
, 极其妙严

三
、 千手千 眼观音造像 的 分类 及 其量度

藏传佛教造像都是一定的分类和量度 , 造像一定要严格按其量度进行设计和铸造 ,
不同 分类的造像

具有不同的造像量度 。 这种关于佛教造像分类和量度学问放在藏族十明学的工巧明学 中举行专门 的学

习 。 按照藏传佛教造像分类 , 藏传造像有八大分类 。 虚空王观音 、 比丘尼巴穆式千手千眼 、 龙树式千手千

眼观音 、 莲花手观 自 在和龙树式千手千眼都是属 于菩萨像 。 但是在菩萨类中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又在菩萨

造像中单独成为
一

个体系 。 主要是因为千手千眼观音头部有 多面和身体有多手的特征与其他菩萨的度

量不 同 有
一

个独立的 度量。 以虚空王观音为例 ,
其造像度量是应为

“

从十
一 面顶髻端部开始往下的量

度依次为 顶髻的如意珠顶半指 , 顶髻
一

指 ； 发际二指 面部 四指 第二层 面的 发际为二指 , 面部六指 ；
第

三面的发际为四指 ,
面部为八指 ；

第 四面的发际为六指 ,
面部为十指 ；

第五层主面发际为 四指 面部为十

二指 颈部为 四指
；
心间一面加四指 也有不加 四指的 )

；
从一直往下到脚跟的量度与其他造像的量度一

样 。

’

宽度的量度
“

十一面顶部无量光佛的顶髻珠顶为半指 顶髻一指
；
发际半指 面三指 ；

二层面发际

二指 ,
面四指 三层发际为二指 , 主面 中 间的 面

, 译者注 五指到三指 , 左右两边的面为二指到 四指 ； 四层

面主面发际为三指 ,
面为八指 左右两面各为 四指 ；

五层面主面发际为四指 ’ 面十二指 主面 ) , 左右两面

各六指与腋下画过的线相平 ； 左右两侧的化身面层层相叠 打线 的方法与时轮 时轮金刚 画法
一样 无

论有多少层面 都按从下往上依次以 主面和侧面的三分之一

的量度递减就可 以 。

” 手画法是
“

从心窝

上六指 , 再向左右横量十二指至两腋 ,
以此处为点 ( 此点 的准确位置是 向上三指到肩 头 , 向 下三指到 腋

窝 ) 各 自 向 外 以五十指 四个面长多点 为半径画 出 圆环
,
要画得使所有手 ,

无论如何伸展亦不可出此 圆

环之外 分布 自 然
,
形成扇状 。

’

按照多面观音的造像量度和诸面的排列 、量度 、 色彩和表情 , 诸臂的排列 、 量度 、手印 和所持的法器 。

四 、 千手千 眼观音观音的来历传说

千手千眼是观音菩萨在 曾发愿救度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
观音在救度雪域众生

过程中 ,

一时心生懈怠之念 由 于愿力 的作用使其头和身体化成碎片 , 阿弥陀佛将其碎片收和加持成十
胃

一面千手千眼观音 。 藏族古代文献《西藏王统记》记载了这一故事 ：

“

观音菩 萨 发愿救度众生
,
立誓让有情众 生 包括地狱中饿鬼脱 离 六道轮回之苦 得安 乐之身 ,

心 离 苦

恼
, 并最终解脱而 入菩提正道 。 要使三界六道 中 的所有众 生得到 解脱谈何容 易 ,

尤其是要教化雪 域藏地
口

的 有情 , 需要使用 各种方 法
, 才 能使其登 于安乐 之地 。 观音菩萨 心极疲劳 , 所以 暂住心 于心性休息之三摩

地中 。 观音菩萨 从布达拉山顶放眼观察此雪域有情时 ,
发现得安 乐的 百分之一 于是心极烦 闷 。 突然 生起

欲 自 求寂默之想 。 由 于 愿力 的缘故 观音菩 萨 的 刹 那 顷 裂成为 十 瓣
, 身 体也碎成千 片 。 这 时即祷请无量光

如来 。 无量光佛把观音菩萨 头手 的碎片 收合 成为 一束 ,
无量光佛说 ： 善男 子

,
勿 生苦恼 。 汝头裂为 十 片 ,

加持成为 十 头 。 此十 头面
, 即十 波罗 密 。 此上再加阿弥 陀佛加持 , 成十 一 面

”

。

“

十 一面 中 坐弥 陀
, 广作息 匁

增怀诛业
, 赞礼尊者观世音 。

”

汝身 如莲 瓣 , 裂为 千片 ,
加持成 为干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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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族人把观音菩萨说成是在雪域藏族的救世主。 是佛教观音文化的同一现象
,
就是观音信仰本土

化表现 。

五 、小 结

虚空王观音 、 比丘尼 巴穆式千手千眼 、龙树式千手千眼观音 、莲花手观 自在和龙树式千手千眼造像

是藏传佛教观音造像的主要内容
’
通过图像学研究方法解读藏传佛教千手千千眼观音造像艺术图像样

式和象征意义 。

要 了解和掌握西藏宗教艺术就要 了解西藏宗教的教义和造像所表达的宗教含义 。 千手千眼观音是

观音 中最殊胜的观音 他利益
一

切众生 , 满足三界六道一

切众生的愿望和请求 救度众生 。 观世音菩萨发

心生出千手千眼 ,
以利益安了一切众生的广大誓愿 并应时身上具足千手千眼 。 随着众生的根机

一

切应

于如来的息灾 、调伏 、敬爱 、钩招的五部法 能满足一切终生愿望 。 对信仰佛教的造像者来说
, 千手千眼观

音所涵盖的宗教教义是它们创作造像的主要灵感源泉和动力 , 也是造像不断延续和传承的主要原因 。 对

普通信众来说它们对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顶礼膜拜的主要原因也是造像所具有 的宗教教义 。 包括千手

千眼观音在内 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传达着极高 的美学境界 ’ 这是因为精美的造像所要表达的智悲双修

和慈悲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思想 是藏传佛教将大智
、
大悲结合起来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的具体体现 ,

而

这一思想是与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思想是相
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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