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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约在西汉之际（公元纪元前后），至今已有 2000 年左右。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王派使臣伊存到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跟着伊存学浮屠经

（佛经）。 

 

《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 64 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金人身材高大，背后有日月光，从群臣得知西域有佛，于是派遣

使者前往印度取经，并绘制佛像。 

 

晋袁宏《后汉纪》记载： 

 

 “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

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 

 

这是佛像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载。从考古发现来看，较早的佛像有乐山市麻浩汉崖墓的坐佛像，为东汉时雕刻。 

2001 年丰都镇江槽房沟第 9 号砖室墓出土青铜摇钱树一段树杆，上铸有佛像，高发髻，右手施无畏印。 

 

树座侧面一侧阴刻隶书“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公元 125 年），这为确定佛像的铸造时间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此佛像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时代最早且有明确纪年的佛像。 

 

至十六国时期，出现不少金铜佛教造像。此后，佛教造像在中国繁荣起来，并逐步摆脱印度造像的影响，形成

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 



 

中国著名的石窟很多，艺术成就很高，著名的四大石窟分别是：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

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以下仅就中国佛教雕塑的艺术成就的两大要点来谈。 

 

 

▲乐山市麻浩汉崖墓的坐佛像 



 

▲丰都镇江槽房沟第 9 号砖室墓出土的摇钱树 

 



一、纯净、典雅的美——麦积山石窟造像 

 

或许有人认为，唐代的佛教雕塑艺术最繁荣，成就最高。 

 

在笔者看来，中国佛教雕塑艺术成就最高的在南北朝，而不是唐代。 

 

杰出的作品可见于北齐（如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和西魏等时期。 

 

南北朝佛教雕像的形象清瘦、秀雅，体现出了佛菩萨智慧的、超逸脱俗的气质与风度，呈现出“秀骨清像”的特点，

而唐代的佛教造像的形象较为丰满、雄健。 

 

“秀骨清像”的风格是魏晋玄学在艺术领域中的表现。 

 

玄学崇尚老庄思想，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有无、本末等，崇尚虚无玄远的“清谈”，但亦是融合了佛理。 

由此，魏晋士大夫形成的审美趣味是尚“清瘦”“脱俗”。 

 

“秀骨清像”的风格能在佛教造像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亦是根植于佛教本有的清净无为、诸法空寂、无染出世的

理念的缘故。 

 

离开魏晋时期的佛教造像，“秀骨清像”的风格很难得到充分表达。 

 

“秀骨清像”的佛教造像之精品很多，以下仅讨论数件。 

 



 

 



 

 

 

▲麦积山石窟第 44 窟主佛像 

 

麦积山石窟第 44 窟正壁主佛像，西魏造，高 1.6 米。据考证是武都王元戍仿母亲（西魏皇后乙弗氏）的形象所作

的佛像。 

 

佛像结跏趺坐，头上做右水涡纹高肉髻，右手作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 

 

内穿僧祗支，胸前系结，外披通肩袈裟，肉髻、胸前、衣裙上见有残存彩绘痕迹，胸前袈裟呈淡青绿色；  

袈裟自然下垂，衣褶如花瓣般层层叠叠，盖过双膝，覆于佛座前，衣褶飘逸，曲线优美而富有动感。 

 

佛像整个面部结构呈鹅蛋型，圆润饱满；眉目细长，嘴角微扬，微笑隽永，双目微微下视，仿佛是在俯瞰众生，体

现了佛陀内心的清净无染、宁静祥和、慈悲睿智、无住自在。 

 

整个佛像庄严静美、清秀典雅。此造像被认为是麦积山西魏造像中最为杰出的塑像。 

 



 

 ▲麦积山石窟第 133 窟第 9 龛小沙弥 

 

麦积山石窟第 133 窟第 9 龛小沙弥，北魏时造，身高不足一米，孩童模样，袈裟略显宽大，头微微下低，可爱的脸

庞略带稚气，清秀脱俗，细眯双眼，眉梢和嘴角都挂满了甜甜的微笑，令人忍俊不禁。 

 



麦积山石窟第 121 窟有一组北魏菩萨和弟子造像，身高均为 1.25 米，弟子的头顶是高螺髻，菩萨扇形髻。 

两者身体轻倚，均是一正一侧而立，弟子的双手合掌。 

 

他们头侧向一起，思绪共振，面带甜蜜的微笑，仿佛是领会了深妙的佛理而会心地笑，充满喜悦。 

 

他们犹如在悄悄耳语，故被称为“窃窃私语”。 

 



 

▲麦积山石窟第 121 窟菩萨和弟子像  

 



 

▲麦积山石窟第 127 窟北魏菩萨像 

 

以上所讨论的麦积山石窟佛教人物造像都是面带着甜美而又清净无染的微笑，极为出彩，比肩西方蒙娜丽莎的微笑，

被人们誉为“东方的微笑”。 

 

类似的造像还有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 

 

这批出土的佛菩萨造像中，有一尊蝉冠菩萨像，手部、脚部皆已缺失，但堪为经典。 

 

此像是北魏晚期至东魏时造，高 113 厘米，圆雕立像，石灰石质，曾施以彩绘。 



 

头戴宝冠，冠正中装饰的蝉纹，冠旁宝缯垂肩。上身穿僧祇支，下身穿百褶长裙。 

 

颈戴项饰，双肩搭帔帛，身饰复杂的璎珞。面相方圆，额前发呈花瓣形，长目细眉。 

 

嘴角微微上扬，充满纯洁的笑意，双目眯成两道弯弯的月牙，亦散发着笑意，似乎每个细胞都在微笑。 

神态清越，清秀拔俗。感觉到的不是菩萨的崇高，而是亲和力。 

 



 



 

▲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蝉冠菩萨像 

 

二、由写实体现的庄严美——易县辽代三彩阿罗汉像 

 

一般来说，中国艺术重“写神”，对于人物、景物的真实的形体，中国的艺术家做了简化，不像西方艺术那样注重

人物、景物的形体结构和光影，不像西方艺术家那样写实，注重客观性。 

 

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的作品《大卫》，通过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年轻男子

的裸体形象，雕像体魄健美，肌肉紧张而饱满，神情坚毅，雕刻出了大卫富有旺盛生命力的英雄形象。 

 



 

▲大卫 

 

河北保定市易县所出的辽代三彩等身阿罗汉像是中国古代具有写实主义风格雕塑中的翘楚。 

 

这批阿罗汉像出自易县的一个小山洞，原来总共有 16 尊，民国初年被盗窃出卖至国外。 

 

因为盗卖和运输的缘故，其中 3 尊被损坏了。现在已知下落的有 11 尊，在 6 个国家的 9 个博物馆中收藏。 

 

这批阿罗汉造像人体比例恰当，形体结构准确，形象逼真，表情生动，且每尊像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栩栩如生，

可谓“传神写照”。 

 

德国汉学家贝尔契斯基当时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地要盗买这批阿罗汉像就是因为它们的容貌逼真，在中国罕见。  

正如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如此描写当时的情景： 

 



 “这样的东西我从未见过。看着我惊奇的表情，他们（指古董商）面露得意之色。当时，我们称这

种塑像为僧侣，尽管有着传统的修长双耳，塑像仍具有明显的肖像特征。”  

 

塑像的形象应该是以真人为模特而塑造，但塑像的精神境界之深邃又完全超出了常人。 

 

我们也可以推测，塑像是以高僧大德为原型而塑造，所以雕像才能表现出修行者脱俗的、深沉的气质。 

 

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其它雕塑，这批塑像具有更多的写实主义成分，但不是简单地机械地模拟真人，而是经过雕塑家

的概括处理。 

 

令人震撼的是塑像所展现的精神世界，融入写实的手法只是手段而已。 

 

所以，这批具有写实主义风格的塑像与西方的写实主义雕像又有不同。 

 



 

▲大英博物馆藏易县阿罗汉像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易县阿罗汉像 

 

大英博物馆藏易县阿罗汉像，高 103 厘米，为禅坐像，双手合于腹前。 

 

此阿罗汉像内着绿彩斜襟圆领长衫，外披褐黄彩袈裟，间以浅土黄色条纹，条纹间杂着米白色花饰，条纹并以绿彩

描边。 

 

衣纹流畅，衣褶自然。面部、前胸、双手留白，呈米白色，头发处施以绿彩。 



 

脸型方圆，面相端庄，五官匀称，双眉紧锁。双目微微低视，透露着慈悲。 

 

嘴角略微上翘，暗含着微笑，表现出了阿罗汉处于禅悦中的形象。 

 

神情深邃玄妙，仿佛是在体验甚深的道之本体，或是在体验寂灭之涅槃，并散发着彻见了真理的自信。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易县阿罗汉像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的易县阿罗汉，高 104.8 厘米。 

 

形象为一端坐老者，左手握经卷，右手提袈裟于胸前； 

 

面容消瘦，嘴角肌肉松弛，眉头紧锁，目光微微朝下，专注而又坚定，似乎洞察一切； 

 

神情凝重，却又显得慈悲、安详，惟妙惟肖，生动传神。 

 

 

▲美国纳尔逊 -阿特金斯博物馆藏易县阿罗汉像 

 

结语 

 

中国佛教雕像艺术成就极高，将佛教圣者所具有的清净、自在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佛教对究竟理则的详细开示，对甚深禅修境界的开显，特别是佛教对心性的深入揭示，都是长于儒道文化的，中国

的雕塑艺术家在制作佛教雕塑时不得不把佛菩萨清净、深邃、自在的内心境界的表达放在重中之重，可以说，佛教深

化了中国艺术雕像所要体现的心灵境界。 

 

正如在禅宗心性论的影响下，宋明的儒学和道学都有深化心性的倾向。 

 

没有佛教之心灵境界的注入，很难想象中国艺术中能出现这些杰出的艺术作品。 

 

本文讨论了中国艺术中的两种风格：纯净、典雅的美和由写实而体现的庄严美。 

 

这些佛教造像是印度文化与中国艺术结合的结晶，与印度的佛造像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它们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是

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美的经典，它们是中国化的，富有中国特色。 

 

它们的艺术成就毫不逊色于印度的佛教造像和西方的经典雕塑。 

 

中国佛教雕塑的艺术成就，在中国雕塑艺术成就中，乃至世界雕塑艺术成就中，应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中

国佛教雕塑艺术对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贡献。 

 

我们中国能出现这些杰出的雕塑作品，我们应该感到自豪。 

 

这些艺术成就一半的功劳应该归功于那些不知名的雕塑工匠（其实是艺术家），因为佛教之心灵境界再怎么甚深、

微妙，中国佛教高僧的气质再怎么高尚，也需要有才华的雕塑家用雕塑这一载体去呈现。 

 

在绝大多数的审美体验中，是不夹杂着欲望的。佛教的精神体验也是如此。 

 

禅宗说人的心性是本来清净无染的，所谓圣者即是安住在这无染之心性上的圣人。 



 

艺术与宗教有着共同的功用，即澄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从物欲中抽离。 

 

当我们沉醉于这些中国佛菩萨雕塑艺术精品中，与佛菩萨纯净的微笑合一，此刻，我们的心无欲无求，住于恬静之

中。 

 

此心境既是审美的，也是宗教净化的。佛菩萨纯净无染的心境、佛菩萨清越脱俗的美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佛教

美育之境界、途径与功用在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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