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密 教（Guhya-yqna）狭 意 上 是 指 佛 教 发 展 到 后

期出现的一种宗教 形 态。 学 者 将 之 划 分 为 陀 罗 尼

密 教（公 元 三、四 世 纪 盛 行）、持 明 密 教（或 持 明 乘

vidyadhqrazi-yqna，公 元 四、五 世 纪 至 六、七 世 纪 盛

行）、真 言 密 教 (或 真 言 乘 mantra-yqna，公 元 七 、八

世纪盛行)、瑜伽密教（金刚乘 vajrayāna，公元八、九

世 纪 盛 行） [1]、无 上 瑜 伽 密 教 五 个 流 派（公 元 十、十

一世纪盛行） [2]。 西藏佛学家布顿·仁钦朱 （1290-

1364）依 据 经 典 则 将 之 分 为 四 部 ：所 作 怛 特 罗 部 ，

即 事 部（kriyā） 、行 怛 特 罗 部 ，即 行 部 (caryā)、瑜 伽

怛 特 罗 部，即 瑜 伽 部 (yogq)、无 上 瑜 伽 怛 特 罗 部，即

无 上 瑜 伽 部 (anuttarayogq)，这 四 部 分 别 可 与 汉 地 五

个阶段的密法相对 应， 其 中 事 部 对 应 陀 罗 尼 密 教

和 持 明 密 教，即 所 谓 的 杂 密；行 部 对 应 真 言 密 教，

即以《大日经》为中心的胎藏密教。 而 瑜 伽 部 是 指

以《金 刚 顶 经》为 中 心 的 金 刚 乘 密 教；无 上 瑜 伽 部

是指以《秘密集会》为中心的左道 密 教。 无 上 瑜 伽

部 又 分 为 方 便、智 慧、无 二 三 部，或 称 父 续、母 续、

无二三部。

新疆是印度佛教东传的第一站，大量的文物发

现证明， 在新疆地 区 大 约 公 元 七 世 纪 前 后 已 传 入

密教。 北京大学教 授 张 广 达 和 荣 新 江 全 面 调 查 过

敦煌 藏 经 洞 所 出 两 种 唐 代 密 宗 史 料———《瑞 像 记》

和瑞像图 , 认为密宗传入于阗应在七世纪 [3]。 图像

实物也证明了密教 在 新 疆 的 传 播。 据 研 究 东 距 柏

孜 克 里 克 石 窟 仅 2 公 里 的 伯 西 哈 尔 石 窟 第 3 窟 ，

该窟正壁两端上方 表 现 有 密 宗 的 灌 顶 图， 这 是 高

昌现知壁画中仅有 的 内 容， 而 整 个 壁 画 内 容 可 能

与五佛曼陀罗或莲花部礼拜有关 [4]，其图像或许与

以《大日经》为中心的胎藏密法有关。 《大日经》的

神灵系统，在继承了晚期持明密中 的 佛 部、莲 花 部

和金刚部法的同时，已出现五佛观念。 文献记载在

唐代已有西域僧人 到 汉 地 弘 传 曼 陀 罗 密 法 的。 赞

宁《高僧传》记：“般若斫迦三藏者，华言智慧轮，亦

西域人。 大中（847-860）中行大 曼 拏 罗 法，已 受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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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千手观音图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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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为阿阇梨，善达方言，深通密语，著佛法根本。 宗

乎大毗卢遮那，为诸佛所依，法之根本者，陀罗尼是

也。至于出生无边法门，学者修戒定慧以总持助成，

速疾之要，无以超越。 又述示教指归，共一千余言，

皆大教之钤键也” [5]。 最 极 瑞 的 一 个 图 像 例 证 是 斯

坦因在丹丹乌里克掠走的一幅木板画（图 1），画面

表 现 的 是 一 尊 密 教 的 双 身 像！ 这 是 令 人 难 以 想 象

的。从画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尊三面四臂神，三面皆

呈怒相，其中左面可见有三目，二主臂之左手抚胯，

右手搂抱明妃。 另两臂上举。 以前曾有学者将之误

认为是抱小儿的鬼子 母 像 [6]。 事 实 上，仔 细 审 读 一

下现存的鬼子母图就可以发现，通常鬼子母怀中的

小孩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用布包裹的小儿，如

瑞 士 人 鲍 默 发 表 的 一 幅 出 自 丹 丹 乌 里 克 的 画 （图

2），一 种 是 攀 爬 的 幼 儿 形 象，如 现 藏 大 英 博 物 馆 的

鬼子母画（图 3）。 而这里明王怀中表现的是一个少

女形象， 头上的卷发和右手持钵向着尊神的姿态，

正是通常表现明妃向明王敬献盛血颅器的通式（图

4）。

明 王 与 明 妃 相 对 而 拥 属 于 密 教 系 统 中 晚 期 出

现的无上瑜伽密造像。公元九、十世纪，密教体系发

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金刚乘的大乐思想发展

到了极端，将之与印度教左道的女神性力思想结合

在一起，通过两性的结合，达到解脱的目的，无上瑜

伽密形成之后，首先向其周边国家传播，包括北印、

西印和西域诸地 [7]。 无上瑜伽密经典最早在九世纪

就已出现，十世纪则大量涌现。 其造像强调性力在

修法中的作用而表现为佛父佛母形，在后弘期的藏

传佛教中有大量的表现，藏文称 yab-yum。 在西藏

这种造像流行的时间主要是元代以后，藏西阿里地

区 可 以 见 到 的 最 早 的 作 品， 大 约 为 公 元 十 一 世 纪

的。汉地无上瑜伽密类经典的翻译最早为宋代法护

译《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8]。 由于这种修持

方 法 与 汉 地 伦 理 观 念 有 极 大 的 冲 突，因 此，即 使 在

十世纪，无上瑜伽密的经典在汉地已经译出，但 并

没有在民间流行起来，因此，汉密几乎不见双 身 类

图像。 对于新疆这个双身图像，斯坦因在《古 代 和

田》 中已清楚地描述了这是一 个 天 神 与 其 明 妃 的

组合， 并且提到这是西藏对特 殊 保 护 神 或 本 尊 的

常用表现手法 [9]。 事实上，这不是西藏的表现手法，

更不是新疆对西藏手法的套用。 无 上 瑜 伽 密 经 典

的藏译在十一世纪后，汉译在十世纪末。 显然，从

这幅图像的表现风格看， 通过 与 新 疆 地 区 现 存 的

其他壁画的比对， 基本可以断 定 为 公 元 九 世 纪 的

遗存， 因此， 新疆的双身画像 式 可 能 直 接 源 于 印

度，也就是说，新疆于阗地区无上瑜伽密的传 播 与

印度几乎同时， 它是中国境内 最 早 接 受 印 度 无 上

瑜伽密信仰的证明，也印证了在《大悲空智金 刚 大

教王仪轨经》 中记载的修持此 经 的 地 区 包 括 西 域

的说法 [10]。这幅双身组合像保留着印度早期双身像

中明妃侧坐于明王腿上的样式（图 5），有别于后来

藏传佛教中广泛流行的相对而 拥 的 造 型。 基 于 以

上情况可见， 新疆丹丹乌里克 这 幅 木 板 画 的 发 现

是十分重要的，可说是无上瑜伽密传入中国后，目

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幅图像，远远早于汉地及藏 区，

也是新疆地区到目前为止发现 的 唯 一 一 件 双 身 图

像， 这为我们将来进一步发现 相 关 的 无 上 瑜 伽 密

文物提供了可能， 甚至对于以 往 的 一 些 残 画 图 像

的 解 释 也 可 以 从 无 上 瑜 伽 密 的 角 度 给 予 重 新 考

虑。 由于这类资料存留不多， 本 文 只 是 以 此 为 引

言，而大量的千手观音图像，则将新疆密教信 仰 问

题的讨论空间，集中在观音秘密身形的问题上。

二

由于图像资 料 丰 富， 本 文 将 以 此 为 例 讨 论 新

疆地区对于观音秘密身形的信 仰。 笔 者 通 过 资 料

的调查得知，现存的秘密观音实物大致有：

1、柏孜克里克第 20 窟大悲变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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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柏孜克里克第 40 窟一面千手观音画

3、松 本 荣 一《敦 煌 画の研 究》记 高 昌 千 手 观

音图

4、高昌古城 K 寺藏书室甬 道 出 千 手 观 音 画

粉本（图 6）

5、 高昌时期木头沟水源附近残塔出千手观

音绢画

6、 和田达玛沟喀拉墩 1 号佛寺壁画残片千

手观音像（图 7）

7、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 2 号佛寺出千眼坐佛

木板画，编号 06CDF2：0027（共三块）

8、北庭高昌千手观音残画

9、伯西哈尔石窟千手观音壁画 [11]

10、高昌交河古城出十一面观音残画（图 8）

11、高昌 A 寺千手观音绢画

以上共 13 件， 除第 1 件无法确知是十一面还

是千手观音外， 有 8 件是千手观音像，3 件是画有

千眼的木板画，1 件是十一面观音。 这些遗迹主要

分布在高昌和于阗两地，虽 然 分 布 距 离 较 远，但 图

像样式基本统一，都是一面千手像式。 通过以上数

据大致的 结 论 是 新 疆 地 区 对 于 观 音 秘 密 身 形 的 信

仰主要体现在一面千手观音方面 [12]，并且通过高昌

古 城 K 寺 藏 书 室 甬 道 出 千 手 观 音 画 粉 本 残 片，可

以推测当 时 新 疆 地 区 对 于 千 手 观 音 造 像 的 需 求 量

是比较大的，同时粉本残 片 的 发 现，也 让 我 们 考 虑

到通过西域僧和画师的流动，这种画样可能传入汉

地。

相比于汉地观音秘密身形的信仰，可见新疆与

汉地之不同，以敦煌石窟 的 遗 存 为 例，在 敦 煌 石 窟

可见最早的秘密观音主要体现在初唐的几个洞窟，

如 321、334（图 9）、340（图 10）、331（图 11）等，都是

十一面观音像，而现存的 千 手 观 音 像，最 早 的 大 约

在五代时期（图 12）。

从佛经翻译方面看，汉文十一面观音经的翻译

要早于千手观音经。 《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最早

的译本为北周耶舍崛多所译 [13]，而千手眼观音经典

及仪轨、图像，至初唐时代始传至中国。 据《千眼千

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 咒 经》序 文 所 载，唐 武 德 年

中（618-626），中 天 竺 婆 罗 门 僧 瞿 多 提 婆 携 来 此 尊

形 像 及 结 坛 手 印 经 本，但“太 武 见 而 不 珍，其 僧 悒

而旋辔”[14]，由于没有得到认可，这位印度僧人伤心

的回去 了。 至 贞 观 年 中（627-649），另 有 北 天 竺 僧

奉 进《千 臂 千 眼 陀 罗 尼》的 梵 本，后 由 智 通 译 成 汉

文。 可知，千手眼观音的信仰应是形成于公元七世

纪。 现存千手眼观音经主要有唐代智通译《千眼千

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 凡二卷， 另唐代南

印度沙门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

尼身经》 为此经之异译。 “又佛授记寺有婆罗门僧

达摩战陀，乌伐那国人 也，善 明 悉 陀 罗 尼 咒 句。 常

每奉制翻译，于妙毡上画一千臂菩萨像并本经咒进

上， 神皇令宫女绣成或使匠人画出， 流布天下，不

坠灵姿”[15]。 虽然有皇令使之流布天下，但事实上，

没有流传至今的图像，可能说明当时对于这种古怪

的千手眼神像， 并没有真正地流行起来。 同样，虽

然十一 面 观 音 经 早 在 北 周 时 期 就 已 译 出， 但 事 实

上，在民间的流行则要 到 唐 初，这 是 古 代 壁 画 传 达

给我们的信息。 也就是说在该经译出五、六十年以

后，十一面观音信仰在汉地才流行起来。 同样的情

况也表 现 在 千 手 眼 观 音 的 信 仰 上。 千 手 观 音 经 在

初唐译出后，甚至有皇 令 让 画 样 流 布 天 下，这 种 信

仰也没 有 马 上 流 行。 据 文 献 记 载， 武 后 长 安 年 间

（701-704）重建大慈 恩 寺 时，于 阗 来 的 画 家 尉 迟 乙

僧曾绘千手千眼观音，据朱景玄《唐朝 名 画 录》记：

尉迟乙僧为 “神品下”，“乙僧今 慈 恩 寺 塔 前 功 德，

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千 眼 大 悲，精 妙 之 状，不 可 名

焉。 ”[16]乙僧的千手观音到宋代还存留于世，《宣和

画 谱》卷 一“道 释 一”记：“乙 僧 尝 于 慈 惠（恩）寺 塔

前 画 千 手 眼 降 魔 像，时 号 奇 迹，然 衣 冠 物 像 ，略 无

法 音 论 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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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仪形……（今御府所藏八，其中）：大悲像一。 ”

关于千手观音的像式，按 智 通 译《千 眼 千 臂 观 世 音

菩 萨 陀 罗 尼 神 咒 经》卷 上“次 说 画 像 法”记：（其 样

式）“谨案梵本……广十肘此土一丈六尺，长二十肘

此土三丈 二 尺， 菩 萨 身 作 檀 金 色， 面 有 三 眼 一 千

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 ”按经中所记其样式是：一

面 千 手，面 有 三 眼，千 手 各 具 千 眼，这 种 一 面 千 手

的观音样式正是新疆地区存留下来的图像，不同于

藏传佛教广泛流行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而尉迟乙

僧的千手观音画式，依据的可能正是此类经典和印

度梵本的传承，这种样式 后 来 可 能 经 汉 地，传 入 了

朝 鲜 半 岛， 元 代 汤 垕 《画 鉴·外 国 画》 记：“高 丽

（918-1392）画，观 音 像 甚 工 ，其 源 出 唐 尉 迟 乙 僧 ，

笔意流而至于纤丽”，就是说，源于 乙 僧 的 观 音 画，

到高丽时 代 已 过 于 纤 丽 了。 虽 然 当 时 的 乙 僧 在 中

原绘制了 绝 妙 的 千 手 观 音 像， 但 在 民 间 的 流 行 与

否，我 们 不 得 而 知，据 画 史 记 载，当 时 乙 僧 具 西 方

神鬼特征的绘画，可能并未获得人们的认可 [17]。 虽

然画史记有晚唐千手观音的画迹 [18]，但事实上我们

看 到 的 造 像 实 物 在 大 约 二 百 年 以 后 才 大 量 出 现 。

汉地的造像情况基本上是十一面观音像首先流行，

之后是一面千手观音，而十一面的千手观音礼拜的

流行，则是受到藏传佛教 的 影 响，晚 至 元 代 以 后 的

事了。

汉 地 的 这 种 情 况， 与 印 度 的 早 期 造 像 可 以 吻

合。 我们 现 在 看 到 的 印 度 最 早 的 观 音 秘 密 身 形 正

是十一面观音， 即砍黑里石窟 存 据 说 公 元 5-8 世

纪的十一面观音石像（图 13）。 从藏传佛教这个图

像 系 统 看，早 期 的 ，即 公 元 9、10 世 纪 的 克 什 米 尔

金铜像、藏传佛教后弘初 期 都 是 十 一 面 观 音 像（图

14、15）。 通 过 上 面 的 描 述，可 见 汉、藏 对 于 观 音 秘

密身形的信仰是一致的，首 先 是 十 一 面 观 音，然 后

才是千手观音（时代早晚有差异） [19]。 当然，具体到

像式的表现上，即对于十 一 面 的 排 列 方 式，汉 地 与

藏区有着明显的不同， 不属于一个图像传承系统，

并且藏区也似乎不见一面千手观音像。 [20]

从现存文物看，不同于汉藏对于观音秘密身形

的礼拜 情 况， 新 疆 地 区 首 先 流 行 的 是 千 手 观 音 信

仰，图 像 样 式 是 一 面 千 手，从 造 像 实 物 上 看 ，大 约

都是唐 代 的。 以 和 田 策 勒 县 达 玛 沟 喀 拉 墩 1 号 佛

寺出残画，我们可以推 测，当 年 尉 迟 乙 僧 在 长 安 大

慈恩寺画的千手观音， 也应是这种一面千手相，并

且通过 乙 僧 选 择 把 千 手 观 音 图 像 画 在 当 时 著 名 的

慈恩寺塔前这一举动来看，也说明他对于这种画样

的熟悉，这一点恰好与新疆地区存留的残画遗迹在

时代上相吻合，证明当 时 在 西 域，这 种 千 手 观 音 信

仰十分流行。 从流传下来的五代图像看，汉地系统

的千手观音像式与新疆地区的像式一致，是否可以

说，汉地的千手观音像 的 样 式 可 能 来 自 新 疆，以 尉

迟乙僧的画迹来看，可能就是来自于阗画派的。

据学 者 研 究，回 鹘 文 千 手 观 音 经，可 能 是 译 自

汉文 [21]。 于阗文译经不知译自何处何时？ 总之事实

上是，新疆地区千手观音信仰的流行要早于汉地。

千手眼观音信仰源自密教系统的持明咒密。原

始密教陀罗尼信仰发展 到 公 元 四、五 世 纪，形 成 了

形态完备的早期密教———持明密。持明咒密的神灵

系统包括陀罗尼密的佛、菩萨、金刚、诸 天 等 部，新

出现而且突出的神祇是菩萨部中的观音类、金刚部

中的金 刚 手 类 以 及 女 性 神 类。 持 明 密 的 观 音 信 仰

不同于传统的形象， 就是出现了十一面、 千手眼、

马头、 如 意 轮 等。 十 一 面 观 音 在 印 度 大 约 于 公 元

四、五 世 纪 就 出 现 了，差 不 多 同 时，千 手 观 音 信 仰

也在印度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 [22]。 从新疆地区

现存千手眼观音图像的年代看， 大多是公元八、九

世纪的， 也 就 是 说 持 明 密 信 仰 在 出 现 大 约 四 百 年

后，于新疆地区开始盛 行，其 传 承 的 途 径 还 有 待 于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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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于于阗与吐蕃的交通关系， 下面我们尝试

讨 论 新 疆 观 音 秘 密 身 形 的 信 仰 与 藏 区 的 互 动 关

系。 从对于观音秘密身形的表现方式来看，显然，

新疆， 或者说于阗地区的密教信仰几乎没有受到

西 藏 的 影 响，同 样，虽 然 西 藏 与 于 阗 保 持 着 交 通，

至少，对于千手观音的信仰方面，于阗也没有影响

到西藏。

托普鲁克墩 2 号佛寺发现有擦擦， 这是藏传

佛教信徒常用的礼拜物。 对擦擦有不同的定义，据

杰 斯 开 (Jaschke)说：它 们 是“用 土 和 水 制 作 的 佛 像

或锥状造型”[23] 。 德斯格定斯(Desgodins)认为它们

是“用粘土制作的小像”。 钱德拉·达斯(S. Chandra

Das) 认 为 是：“用 粘 土 制 作 的 用 于 供 养 的 锥 型 小

像， 它们大量地安放在塔的凸出位置。 ” 瓦特尔

(Waddell)认为它们应该是：“用 粘 土 或 者 是 在 土 中

掺 进 骨 灰，揉 捏 而 成 的 瘗 葬 用 像 或 支 提 [24]。 施 拉

根 韦 特 (Schlagintweit) [25]认 为 擦 擦 这 个 名 称 往 往 指

的是有装藏的造像，“也可以指旅行者用粘土揉捏

而成的塔形锥体”。 意大利学者图齐（Tucci）认为：

“擦擦名称的本身证明它不是藏人的发明，西藏的

语言学将该词的词源归于梵文。 更准确地说，这个

词来自于印度俗语的某种形式……这个词的原形

是 sancaka，意思是模具，实际 上，擦 擦 也 正 是 通 过

模 具 制 造 的……它 的 原 意 是 完 美 的‘形 象’或‘复

制’……擦擦的名字本身显示了它的来源是印度；

下文对最古老的擦擦的研究也将证实这一点。 它

们不仅附带梵文铭和北印度文字， 而且与在印度

尤 其 是 菩 提 伽 耶 (Bodhgaya)发 现 的 还 愿 物 极 为 相

似。 菩提伽耶的擦擦与分布在印度许多佛教圣地

类 似 的 还 愿 物 应 当 被 看 作 是 西 藏 擦 擦 的 原 型 ，西

藏 人 将 这 种 来 自 印 度 圣 地 的 纪 念 物 带 回 西 藏 ，逐

渐地， 这种早期由印度带回的泥像在西藏独立发

展起来，并开始在其本土制造 [26]。 ”从和田 托 普 鲁

克 墩 2 号 佛 寺 发 现 的 擦 擦 （标 本 06CDF2：0019；

06CDF2：0021） 样式看， 表现的是莲花手观音 （图

16），这种样式的菩萨造型，流行于藏传佛教的前弘

期和后弘期的初期，与阿里地区出的有塔和偈颂的

观音擦擦近似（图 17），但 显 然 是 以 手 托 泥、按 压 而

成，导致边缘泥土厚而圆的制作方式则与吐蕃早期

的擦擦近似（图 18）。 据荣新江的研究，于阗国灭于

1006 年。 “《宋史·于阗传》 记载 : ‘大中祥符二年

(1009 ) , 其 国 黑 韩 王 遣 回 鹘 罗 厮 温 等 以 方 物 来

献。 ’黑韩王即攻灭于阗的喀喇汗王, 再次证明公元

11 世纪初于阗国已覆亡。 ”新兴的伊斯兰王国毁灭

了可能存在的一切佛教文物，而这几件幸存的擦擦

的下限应是 11 世纪初， 可能是西藏佛教的前弘期

或后弘初期即 7 至 10 世纪， 西藏的佛教信徒通过

阿里地区带到这里的。 但擦擦的存在，并不能证明

佛教造像方面二者的互动关系，至少于阗地区流行

的一面千手观音， 几乎没有对西藏产生任何影响，

而仅见的高昌交河故城的十一面观音像式，也没有

通过于阗地区影响到吐蕃。 [27]

结 语

综上所述， 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大约在公元 7

世纪已经传入，五佛曼陀罗系统的金刚乘可能通过

别的渠道在这里弘传。 而至少在公元 9 世纪，密宗

的无上瑜伽密已在于阗地区传播，它可能直接源自

印 度，并 与 印 度 这 一 信 仰 的 传 播 时 间 相 同，这 要 远

远早于汉地的译经时间和在西藏的流行时间。 而现

存的一些于阗文文献，也证实了晚期金刚乘密教在

这里的流传 [28]，这将对于阗佛教史的研究提供 重 要

的图像与文献证据。

通过千手观音像的分析，说明新疆地区对于持

明 密 中 观 音 秘 密 身 形 的 信 仰 主 要 体 现 在 一 面 千 手

观音方面，这一主题的流行要远远早于汉、藏地区。

通 过 画 史 记 载 的 尉 迟 乙 僧 的 资 料 和 千 手 观 音 经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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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的文献看，这种在汉 地 初 唐 就 传 入 的 像 式，没

有得到传播，但在于阗地区较为盛行。 当汉地五代

开始流行这一身形的信仰时，这种观音的像式可能

直接源自于阗，或者就是乙僧传下来的粉本 [29]。 而

通过遗存的画迹和译经的回顾，再一次提醒学者在

研究中关注理论的建立与民间信仰的时差问题，即

译经的时代不能代替信仰在民间的真正流行时间。

另外， 于 阗 与 西 藏 的 关 系， 可 能 导 致 文 化 上 的 交

流，但至少在观音信仰方 面 没 有 太 多 的 互 动，新 疆

地区流行 的 一 面 千 手 观 音 像 式 没 有 影 响 到 西 藏 的

观音图像系统。

2010 年，4 月 16 至 20 日在西安参加 《中国首

届 密 教 国 际 研 讨 会》，本 人 宣 读 了 这 篇 论 文 ，得 到

日本学者田中公明的赞同。

尚 存 的 疑 问 有 两 个， 一 是 汉 地 的 十 一 面 观 音

像， 其 十 一 面 的 排 列 不 同 于 印—藏 的 纵 式 图 像 系

统，却与高昌出绢画像 式 一 致，但 二 者 的 关 系 尚 不

明确，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 二是通过双身像木

板画的尺寸，大约为 21×15 厘米 上 看，这 种 较 小 的

可移动的画板，在修持或 礼 拜 中 是 如 何 使 用 的，尚

待研究。

（作者为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注 释】
[1] 学 术 界 通 常 以 金 刚 乘 来 泛 指 密 教，事 实 上 金 刚 乘 是

密 教 发 展 到 中 期 以 后 才 出 现 的 名 称，作 为 通 称 使 用 是 在 10
世 纪 以 后。 见 吕 建 福《中 国 密 教 史》，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1995 年，第 9 页。

[2] 见 吕 建 福 ： 《中 国 密 教 史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1995 年，第 3-4 页。

[3] 参 见 张 广 达 、荣 新 江 :《敦 煌 “瑞 像 记 ”、瑞 像 图 及 其

所 反 映 的 于 阗 》,载 《于 阗 史 丛 考 》（增 订 本 ）,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8 年，第 166-223 页。

[4] 见 贾 应 逸 ：《伯 西 哈 尔 石 窟 研 究 》，载 《吐 鲁 番 学 研

究》2004 年 第 2 期。 原 文 认 为 残 画 可 能 表 现 的 是 胎 藏 界 曼

陀 罗，中 心 主 神 是 胎 藏 界 大 日 如 来。近 日 笔 者 与 贾 先 生 看 图

再 次 确 认，画 中 表 现 的 可 能 是 阿 弥 陀 佛。但 从 现 存 残 画 和 现

有 空 间 来 看，不 太 可 能 是 五 佛 曼 陀 罗 组 合，因 此 笔 者 推 测 或

者 表 现 的 是 莲 花 部 系 统 的 神。

[5] 《大 宋 高 僧 传 》卷 三 ，51-54 页 ，中 华 书 局 ，1987 年 。

赞 宁 在 《高 僧 传 》中 记 载 此 人 两 次 ，又 记 ：西 域 高 僧 满 月 传

（智 慧 轮）时 说：“释 满 月 者，西 域 人 也。 爰 来 震 旦，务 在 翻 传

瑜 伽 法 门，一 皆 贯 练。 既 多 神 效，众 所 推 钦。 ”

[6] 有 学 者 以 为 是 怀 抱 婴 儿 的 女 神，参 见《报 告》36 页。

[7] 见 吕 建 福 ： 《中 国 密 教 史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1995 年，80 页。 另 有 学 者 认 为 无 上 瑜 伽 密 及 经 典 出 现 于 公

元 七、八 世 纪 ，或 更 早 。 参 见 索 南 才 让 《西 藏 密 教 史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1998 年，10-12 页。

[8] 该 经 凡 五 卷 二 十 品。又 作《大 悲 空 智 金 刚 经》、《喜 金

刚 本 续 王 》、《喜 金 刚 本 续 》， 内 容 主 要 在 叙 述 双 修 （双 运 ）

法，及 其 他 无 上 瑜 伽 的 某 些 法 门。

[9] 参 见 巫 新 华 等 译 ： 《古 代 和 田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

2009 年，第 273 页。

[10] 该 经 反 映 了 无 上 瑜 伽 密 形 成 后 传 播 的 情 况 ，这 部

经 中 提 到 有 12 个 地 方 可 以 修 得 成 就 ，这 12 个 地 方 包 括 26
个 地 名 ，除 不 详 的 13 个 外 ，有 11 个 地 方 分 布 在 北 印 、西 印

和 西 域 等 地。 参 见 吕 建 福 前 揭 书，第 81 页。

[11] 现 在 此 画 已 无 ，只 有 切 割 痕 迹 ，依 据 的 是 贾 应 逸

《伯 西 哈 尔 石 窟 研 究》中 提 到 的 格 伦 威 德 尔 考 察 时 记 录 的 图

像。

[12] 虽 然 在 新 疆 地 区 发 现 诸 多 千 手 眼 观 音 残 画 ，但 事

实 上， 印 度 神 话 中，似 乎 没 有 相 当 于 千 手 眼 观 音 的 神 格，但

一 般 相 信 因 陀 罗 （Indra）、原 人 （Purusa）、湿 婆 （Siva）、毗 纽

（Visnu）等 诸 神 夙 有 千 眼 之 说 ，而 且 湿 婆 及 阿 鲁 纠 那 （Arju-

na）曾 有 千 臂（Sahasra-bāhu）之 称。 又《大 教 王 经》卷 九 曾 述

及 大 自 在 天 有 千 手 千 面。 现 代 印 度 本 土 也 未 曾 发 现 任 何 有

关 此 尊 之 物。

[13] 后 又 有 三 译 ，唐 玄 奘 译 本 ，题 名 《十 一 面 神 咒 心

经 》；唐 阿 地 瞿 多 译 本 ，题 名 《十 一 面 观 世 音 神 咒 经 》，载 于

《陀 罗 尼 集 经 》第 四 卷 。 以 上 皆 作 一 卷 。 唐 不 空 译 本 ，题 名

《十 一 面 观 自 在 菩 萨 心 密 言 念 诵 仪 轨 经》三 卷。 藏 文 也 有 两

种 译 本 ，其 中 之 一 系 据 唐 玄 奘 译 的 汉 文 《十 一 面 神 咒 心 经 》

转 译 而 成。 此 经 的 内 容，叙 述 佛 在 王 舍 城 耆 阇 崛 山 中，时 观

世 音 菩 萨 在 会 众 中 白 佛 ︰ 欲 为 除 灭 一 切 众 生 的 忧 恼 病 苦

等，说 十 一 面 观 世 音 心 咒，使 能 读 诵 书 写 者，除 殃 护 身。并 说

过 去 恒 沙 劫 前，在 百 莲 准 眼 顶 无 障 碍 功 德 光 明 王 如 来 所，为

大 持 咒 仙 人，获 得 此 咒，即 能 见 十 方 佛，得 无 生 忍。又 于 曼 陀

罗 香 如 来 所 为 优 婆 塞 时 也 得 到 此 咒， 由 此 而 得 一 切 诸 佛 大

慈 悲 喜 舍 诵 慧 藏 法 门 等 功 德 。 然 后 次 第 说 示 根 本 神 咒 、咒

水、咒 衣、咒 香、咒 华、咒 油、咒 食、咒 火 、结 界 、行 道 等 咒 ，及

造 十 一 面 观 世 音 像 法，供 养 念 诵 法、诸 种 成 就 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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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应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简称：“世 佛

联”）主席潘·瓦 纳 密 提 先 生 邀 请，以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刀 述 仁 副 会 长 为 团 长，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副 秘 书

长、“世佛联”执行委员张琳先生为秘书长的中国

佛教协会代表团于 5 月 20 日至 26 日出席了“世

佛联总部”在泰国曼谷为庆祝“佛陀成道 2600 周

年、泰 国 国 王 陛 下 85 岁 寿 辰、王 后 陛 下 80 岁 寿

辰、 王储殿下 60 岁寿辰” 举行的世界佛教徒大

会，泰国副僧王、太 子 妃、王 室 秘 书、总 理 府 秘 书

等要员出席了开幕式。

大 会 为 期 5 天，有 供 僧、三 大 语 系 佛 教 僧 人

诵经、燃灯、多媒体展示佛陀成道及初转法轮、皇

家学 院 学 员 毕 业、效 忠 国 家 国 王 典 礼、尼 泊 尔 佛

教音 乐 表 演、泰 国 人 偶 艺 术 表 演、泰 国 国 王 事 迹

功德展、不同信仰间对话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各种活动。 来自 中 国、美 国、英 国、德 国、法 国、日

本、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匈牙利、澳大利

亚、新西兰、马 来 西 亚、印 度 尼 西 亚、中 国 台 湾、中

国香港、韩国、尼泊尔、印度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及包括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在 内 的 国 际 组 织 的 400
多 名 代 表、佛 教 徒、专 家 学 者 出 席 大 会，大 会 隆 重

祥和，学术气氛浓厚。

刀述仁团长在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宗教局王

作安局长的贺信， 并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发表了贺

词。 我代表团一行还应邀出席了在曼谷大王宫举

行的泰国王后陛下莅临的祝寿、祈福典礼。王后陛

下还特别向刀述仁团长表示了问候， 并向中国佛

教协会代表团表示感谢。 （王 立）

刀 述 仁 副 会 长 率 团 出 席 曼 谷 世 界 佛 教 徒 大 会

法 音 论 坛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