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4

2019 年第 6期世界   文化宗教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鱼篮观音图像探微

⊙ 金延林

内容提要：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观世音菩萨造像也渐次在华夏大地兴起并迅速发展。就佛教造像

而言，观世音菩萨可谓诸多造像题材中形式最多样、本土化特点最明显的题材之一。

在本土观音造像中，鱼篮观音较为明显的体现出了中国本土化艺术特点及世俗化造像

倾向。本文从鱼篮观音信仰与马郎妇观音信仰的发展和演变谈起，进而以典型的造像

为例，对两种菩萨造像的本土化特点分别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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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教造像艺术一直是人们了解佛教最为直观、最为有效的媒介之一。佛教造像包含雕塑、

绘 画、 版 画、 刺 绣 等 多 种 艺 术 形 式， 也 正 是 通 过 这 些 艺 术 形 式 展 现 出 来 的 场 景 和 形 象， 使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观 音 菩 萨 这 位 佛 教 神 祇， 并 清 晰 地 在 中 国 本 土 观 音 造 像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见 证 并 接

受 的 了 观 音 菩 萨 从 威 猛 丈 夫 化 身 为 身 姿 婀 娜 的 女 性， 进 而 演 化 并 确 立 为 以 白 衣 斗 篷 为 装 扮 的

各种女性形象。

中 国 观 音 造 像 的 本 土 化 经 历 了 从 初 传 时 期 对 外 域 造 型 样 式 和 造 型 手 段 的 借 鉴 与 挪 用、 本

土 化 创 作 时 期 和 本 土 化 谱 系 和 样 式 形 成 等 几 个 不 同 的 阶 段。 除 了 佛 教 经 典 之 外， 本 土 观 音 感

应 故 事 为 诸 多 的 观 音 菩 萨 形 象 提 供 了 蓝 本。 早 期 的 观 音 感 应 故 事 出 现 在 东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而

这 些 感 应 故 事 的 作 者 多 是 当 时 较 有 影 响 的 士 族 文 人， 如 刘 宋 时 期 尚 书 令 傅 亮、 曾 任 刘 宋 王 朝

太 子 中 书 舍 人 的 张 演 等。 此 类 感 应 故 事 一 直 延 续 到 20 世 纪 初。 在 诸 多 类 似 本 土 应 验 故 事 中，

涉及鱼篮观音的有 17 世纪周克复编撰的《观世音经咒持验记》和僧人弘赞编撰的《观音慈林

集》A。

在这些感应故事中，观音菩萨为了普度众生化身为种种形象，从 10 世纪开始，在中国开

始 陆 续 出 现 了 观 音 菩 萨 化 身 为 身 着 白 衣 的 夫 人 救 度 世 人 的 故 事， 而 白 衣 观 音 这 一 形 象 的 出 现

无 疑 是 受 当 时 妇 女 服 装 的 影 响 而 产 生 的， 自 此， 白 衣 装 扮 的 女 相 观 音 菩 萨 便 越 来 越 被 受 众 接

受， 并 最 终 成 为 众 多 观 音 造 像 的 基 本 造 型 特 点 被 固 化 和 沿 用 了 下 来。 这 一 造 型 特 点 一 直 延 续

到 后 来 盛 行 于 元 明 两 代 的 各 类 观 音 造 像， 其 中 也 包 括 手 提 鱼 篮 的 观 音 菩 萨， 甚 至 一 直 延 续 到

清 代（ 即 便 当 时 的 观 音 在 面 容 上 已 经 从 一 位 中 年 妇 女 演 化 为 老 妪 的 形 象 ）。10 世 纪 之 后， 出

现 了 如 此 多 的 女 性 形 象 的 感 应 故 事， 并 且 在 图 像 表 现 上 也 越 来 越 多 的 选 择 以 女 性 形 象 入 画，

此 两 者 之 间 绝 对 不 是 巧 合。 于 君 方 认 为， 从 10 世 纪 开 始， 观 音 感 应 故 事 中 以 女 性 形 象 出 现，

在 图 像 上 也 同 样 现 女 相 这 一 特 点， 是 因 为 早 期 女 相 观 音 创 作 可 能 是 根 据 某 人 在 观 音 示 现 时 所

见的景象和亲身经历这种异象之人，自己创作或者是请画师根据其描述而代为创作的，“女相

观音像一旦广泛的流行，自然会有更多人在梦境或者脑海中看见观音示现女相”B。

A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 191 — 192 页。

B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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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印 度 佛 经 中 的 观 音 三 十 三 相 到 中 国 本 土 的 观 音 三 十 三 应 身， 观 音 造 像 在 中 国 诸 多 造 像

艺 术 中 成 为 最 受 欢 迎 的 造 像 题 材， 且 长 久 不 衰。 在 诸 多 的 本 土 观 音 菩 萨 造 像 中， 最 具 世 俗 化

特点的本土观音造像，莫过于鱼篮观音菩萨了。

“鱼篮观音则是较为复杂的女性观音像，通常又称作‘马郎妇观音’。”A 鱼篮观音和马朗

妇 观 音 经 常 被 认 为 是 一 个 化 身 的 两 个 故 事， 故 此， 在 历 代 观 音 造 像 作 品 中， 常 常 将 这 两 个 菩

萨 的 化 身 像 作 品 混 淆。 而 在 中 国 传 统 的 观 音 三 十 三 相 中， 却 又 分 别 将 鱼 篮 观 音 和 马 郎 妇 观 音

列为第十身观音和第二十八身观音。

鱼 篮 观 音 的 传 说 及 相 关 的 应 验 故 事 在 宋 代 便 已 出 现 了， 这 在 诸 多 文 献 资 料 中 均 有 显 现。

如， 北 宋 黄 庭 坚 写 有 六 首 赞 颂 观 音 菩 萨 的 诗， 第 一 首 的 结 尾 写 道“ 设 欲 真 见 观 世 音， 金 沙

滩头马郎妇”B；宋代寿涯禅师写有马郎妇观音的词作《渔家傲·咏鱼篮观音》“深愿弘慈无

缝罅，乘时走入众生界，窈窕丰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C；宋代另一位

僧 人 释 普 宁 也 写 有 一 首《 鱼 妇 观 音 赞 》：“ 提 起 活 鱍 鱍， 马 郎 亦 被 惑。 度 生 虽 愿 重， 那 知 成 败

缺。”D 宋代诸如此类的鱼篮观音诗词还有很多，大多是当时的僧人所作。从以上材料可见，

在宋代便已将鱼篮观音与马郎妇观音合为一体了。

此后，关于鱼篮观音的史料记载见于《新元史》：“普颜幼给事北平王，授石城县达鲁花赤，

以治称。后宿卫仁宗潜邸，帝一见器之，补东宫必阇赤。及即位，拜监察御史，纠劾无所惮。

狃儿坚元帅亦剌思受赇，普颜承诏鞫之，正其罪。正旦纠朝仪，有二品而立于一品班首者，普

颜斥使退，其人不从，即劾罢之。上行幸次大口，问宰相：‘御史七品，普颜散官正八，何也？’

对曰：‘初仁当尔。’乃特授承事郎，擢佥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司事。陛辞，赐鱼篮观音像”。E

清 代 学 者 俞 正 燮 对 于 鱼 篮 观 音 的 起 源 有 着 另 外 一 种 观 点， 他 认 为 鱼 篮 观 音 是 由“ 盂 兰 ”

的谐音讹传而成的。他在《癸巳类稿》卷一五的《观世音菩萨传略跋》中写道：“鱼篮观音则

由 俗 人 伪 传。 佛 说 七 月 十 五 日 救 面 然 饿 鬼。 面 然 者， 观 音 变 相， 以 附 目 连《 盂 兰 盆 经 》。 盂

兰盆者，正言盂兰婆那，言救饿如解倒悬，而俗讹鱼篮。”F 俞正燮认为“鱼篮观音”最初应

该是“盂兰观音”，“盂兰”一词在梵文里的意思是“倒悬”，用以形容世人现世生活的痛苦状

态。 由 于“ 鱼 篮 ” 与“ 盂 兰 ” 两 者 发 音 相 同， 而 古 汉 语 中 用 同 音 或 者 音 近 的 字 来 通 用 或 假 借

极 为 常 见， 故 此“ 盂 兰 ” 误 作“ 鱼 篮 ”， 所 谓“ 鱼 篮 观 音 ” 是 后 人 的 以 讹 传 讹 的 结 果， 而 后

人又根据“鱼篮观音”的字面意思强行与马郎妇传说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同一个故事系统的。

然而，通过如上所举的文献材料看来，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成立。

在 中 国 古 代， 关 于 鱼 篮 观 音 的 民 间 传 说 多 发 生 在 沿 海 地 区， 虽 然 故 事 发 生 的 地 域 和 所 涉

及 的 主 人 公 存 在 着 诸 多 差 异， 但 其 故 事 内 容 则 基 本 相 同， 大 概 说 的 都 是 一 位 身 着 破 衣、 手 提

鱼 篮 中 年 妇 女， 救 度 社 会 底 层 民 众 的 应 化 事 迹。 若 非 要 将“ 鱼 篮 ” 与“ 盂 兰 ” 联 系 在 一 起，

则 似 乎 失 去 了“ 鱼 篮 观 音 ” 这 一 中 国 本 土 观 音 的 原 有 意 义。 笔 者 认 为， 鱼 篮 观 音 信 仰 的 产 生

与 其 地 域 特 性 和 信 众 生 活 环 境 息 息 相 关， 正 如 南 方 盛 行 的 妈 祖 信 仰 以 及 各 地 盛 行 的 地 域 特 点

鲜明的宗教信仰一样。

A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 419 页。

B　 （清）纪昀等编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13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18 页。

C　 唐圭璋：《全宋词》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 213 页。

D　 （清）纪昀等编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13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年版，第 644 页。

E　 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八十九，民国九年（1920）天津退耕堂刻本，第九 A、十 B。

F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第 5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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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宋 代 开 始， 观 音 造 像 逐 渐 趋 于 世 俗 化： 先 是 观 音 在 性 别 上 基 本 确 立 为 女 相； 服 装 特 点 上

也 越 来 接 近 于 世 俗 夫 人 的 装 扮 —— 这 在 白 衣 观 音 形 象 上 体 现 的 最 为 典 型。 鱼 篮 观 音 的 从 宋 朝

兴 起， 至 元 朝 日 渐 兴 盛， 到 元 末 至 明， 与 马 郎 妇 观 音 的 传 说 逐 渐 合 并 为 同 样 的 故 事， 讲 的 都

是 观 音 菩 萨 为 了 普 度 众 生 而 化 身 为 美 丽 的 女 子， 让 当 地 原 本 不 信 佛 法 的 人 们 在 限 定 的 既 定 的

期限内背诵《法华经·普门品》。女子许诺自己将嫁给能背诵此品的人。第二天，可以背诵的

人达到二十余人；女子又让他们一夜之间背诵《金刚经》。第二天有十人达到了这个要求；女

子又让他们在三天内背诵《法华经》，最后只有姓马的男子通过。女子履行自己的承诺——与

马 郎 拜 堂 成 亲， 然 而， 却 在 洞 房 花 烛 之 夜 突 然 病 逝 并 马 上 腐 烂。 下 葬 后， 经 神 人 点 化 的 马 郎

及众人才知道这是观音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而舍身弘法。

有关于马郎妇的文献记载有很多，内容则大同小异。从最初的延州妇人到后来的马郎妇、

鱼 篮 观 音， 这 些 故 事 虽 然 在 部 分 细 节 上 多 有 不 同， 其 大 致 内 容 却 基 本 吻 合。 最 早 记 载 延 州 妇

人这一故事的是中唐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此条也被收录在《太平广记》卷一百一。《续玄

怪录》卷五《延州妇人》云： 

昔延州有妇人，白晰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钾昵荐枕，

一无所却，数年而及。州人莫不悲惜，共晾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疼于道左。大历中，忽有

胡僧自西域来。见墓 , 遂跌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

夫也，以其无属，故痊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

之欲无不构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

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A

南宋释志磐撰著 、初刊于咸淳七年（1271）的《佛祖统纪》, 该书卷四十一“（唐）宪宗

元和四年”目下则如下记载： 

马郎妇者出陕右，初是，此地俗习骑射，蔑闻三宝之名。忽一少妇至，谓人曰：“有人一夕通

《普门品者》，则吾归之。”明旦，诵彻者二十辈。复援以《般若经》，旦通犹十人。乃更授《法华

经》，约三日通彻，独马氏得通，乃具礼迎之。妇至，以疾求止它房，客未散而妇死，须臾烂坏，

遂葬之。数日，有紫衣老僧至葬所，以锡拨其尸，挑金锁骨谓众曰：“此普贤圣者，悯汝辈障重，

故垂方便。”即凌空而去。B

然 而， 在 古 代 文 献 中 也 有 将 马 郎 妇 观 音 与 延 州 妇 人 合 二 为 一 的， 此 类 文 献 中 较 早 的 记 载

出于北宋叶廷硅的《海录碎事》。该书卷十三上《马郎妇 》条云：“释氏书：昔有贤女马郎妇 ,

于 金 沙 滩 上 施 一 切 人 淫。 凡 与 交 者 , 永 绝 其 淫。 死 葬 , 后 一 梵 僧 来 , 云 ” 求 我 侣“。 掘 开 , 乃

锁子骨。梵僧以杖挑起 , 升云而去。”C 元释觉岸撰成于至正十四年 《释氏稽古略》卷三中，

更 直 言 马 郎 妇“ 观 世 音 也 ”。D 而 明 代 宋 濂《 鱼 篮 观 音 画 像 赞 》 序 中， 在 交 代 鱼 篮 观 音 的 来

历时便是沿用了这种说法，讲的就是“马郎妇”的故事： 

A　 （唐）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12 页。 

B　 《大正藏》第 49 册，第 380 页。

C　 《大正藏》第 49 册，第 380 页。

D　 《大正藏》第 49 册，第 8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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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按《观音感应传》唐元和十年，陕右金沙滩上有美艳女子，提篮鬻鱼，人竟欲室之。女曰：

“妾能授经，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余，辞曰：“一身岂堪配众夫，请赐

《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半数，女又辞，请易《法华经》，期以三日，唯马氏子能。女令具

礼成婚，入门，女即糜烂立尽，遽瘗之。他日有僧同马氏子启藏观之，唯黄金锁子骨存焉。僧曰：

“此观音示现，以化汝耳。”言及飞空而去。A

以 上 几 则 故 事 所 描 述 的 内 容 大 致 相 同， 有 关 于 延 州 妇 人 的 记 载 显 然 早 于 马 郎 妇， 而 化 身

为女子救度众生的也分别表述为“锁骨菩萨”“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宋濂所选的是当

时比较流行的《观音感应传》，在原有的马郎妇故事的基础上，加上了后世创作鱼篮观音是最

为 常 见 的 标 志 性 道 具 ——“ 提 篮 鬻 鱼 ”。 而 我 们 可 以 相 信 宋 濂 关 于 鱼 篮 观 音 的 表 述 并 非 首 创，

这在元人的绘画作品中可以找到例证，如赵孟頫所作的《鱼篮大士像》。

关 于 鱼 篮 观 音 的 传 说 和 记 载 多 自 民 间， 有 说 此 故 事 发 生 在 唐 代， 有 说 发 生 在 宋 代， 更

有 说 发 生 在 元 代。 如 按《 鱼 篮 宝 卷 》 的 记 载， 鱼 篮 观 音 的 故 事 发 生 在 宋 朝 时 期 的 提 表 海 门 县

（今江苏境内）有个叫金沙滩的地方，这里有数千户人家，以打猎捕鱼、偷盗做贼、屠户射禽

为 生。 由 于 他 们 罪 孽 深 重， 玉 皇 大 帝 令 东 海 龙 王 水 没 金 沙 滩。 此 事 被 观 音 大 士 得 知， 大 士 向

玉皇大帝请愿往金沙滩劝化凶徒，如不能使他们回心从善，观音大士愿意承受责罚。

最 初， 观 音 菩 萨 化 作 一 位 又 老 又 丑 又 穷 的 卖 鱼 婆， 沿 街 叫 卖 却 无 人 理 睬。 后 来， 大 士 化

作 一 位 身 材 窈 窕 的 美 少 女， 便 引 来 了 无 数 围 观， 其 中 有 当 地 最 恶 的 马 二 郎。 观 音 菩 萨 为 度 化

众生，先是以美色引诱、后又在晴天寺教众人颂持《妙法莲华经》。女子承诺她将嫁给能在一

个月内背诵《莲华经》的人。后来，马郎在观音菩萨法力的帮助下，腹内玲珑，“熟背莲经如

泻 水 声 音 响 亮 面 从 容 ”。 在 新 婚 之 夜， 大 士 向 众 恶 人 诉 说 了 她 的 真 实 身 份 和 来 意， 并 告 诫 大

家 诵 经、 吃 素、 行 善， 定 可 避 免 此 地 化 为 汪 洋 的 灾 难。 而 后， 卖 鱼 女 子 香 消 云 散。 马 郎 找 来

画师，绘制了鱼篮观音的画像，挂在家中供奉。B

相 对 于 妙 善 公 主 拒 绝 婚 嫁， 马 郎 妇 观 音 却 以 许 诺 婚 嫁 为 条 件， 但 是 到 最 后 菩 萨 也 没 有 与

人 发 生 肌 肤 之 亲， 而 是 以 香 消 云 散 为 这 段 教 化 故 事 画 上 了 句 号。 她 先 以 美 色 诱 惑， 尔 后 却 让

对 方 无 法 如 愿 以 偿， 这 是 马 郎 妇 观 音 和“ 延 州 妇 人 ” 的 不 同 之 处。 而 延 州 妇 人“ 淫 乱 ” 和 马

郎 妇 的“ 以 身 相 许 ” 之 间 有 着 共 同 之 处： 都 是 菩 萨 以“ 性 ” 作 为 善 巧 方 便， 以 传 法 度 人 的 例

子，而此类事例在显密大乘经典中都有体现。

马 郎 妇 故 事 蕴 含 着 佛 教 的 方 便 设 教 的 道 理： 为 诱 引 众 生 发 心 向 佛， 佛 教 多 随 方 顺 缘， 应

机 变 现， 以 教 化 解 脱 之。 对 于 为 爱 欲 缠 缚 的 男 女 也 是 如 此， 佛 或 菩 萨 多 先 顺 从 其 愿， 进 而 因

势利导，于欲海中为众生开辟出一条生路，超度至彼岸。明梅鼎祚编《青泥莲花记》“观音化

倡”引《韵府续编》说：“观音大士昔于陕州，化为倡女，以救淫迷。既死，埋之。故如金锁

不断。”C

菩 萨 开 悟 以 体 证“ 不 二 ” 为 特 色， 在 这 种 状 态 中 可 行 种 种“ 恶 业 ” 而 不 是 禅 定， 这 也

正 是 为 什 么 维 摩 诘 居 士 入 青 楼 酒 坊、 范 五 逆 重 罪 而 不 染 的 原 因。 延 州 妇 人 和 马 郎 妇 的 故 事 也

体 现 了《 维 摩 诘 所 说 经 》 中 所 言“ 凡 菩 萨 或 现 作 淫 女， 引 诸 好 色 者， 先 以 欲 钩 牵， 后 令 入 佛

道”D。

A　 （明）宋濂《宋濂集》卷五十一，芝园后集之一，《鱼篮观音像赞》，《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本，第四 B。

B　 《鱼篮宝卷》，民国八年（1919）上海翼化堂书坊藏本，第 1 页。

C　 （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一《记禅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3 页。

D　 赖永海编著：《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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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造像创作无疑是中国佛教美术的最热题材，各个时期皆有新的样式和新的造型出现。

然 而， 仔 细 分 析 中 国 本 土 观 音 像 的 创 作 不 难 看 出 其 在 造 型 方 面 的 发 展 趋 势 —— 菩 萨 的 面 容 逐

渐 老 年 化： 早 期 观 音 造 像 阶 段 的 北 朝 时 期， 如 北 魏、 北 周 时 期 的 观 音 像， 其 造 型 多 为 幼 稚 清

纯 的 少 女 形 象； 到 了 隋 唐 时 期， 体 态 渐 趋 丰 满 且 婀 娜 多 姿， 嫣 然 一 位 韵 味 十 足、 颇 具 风 姿 的

少妇形象，“观音菩萨”这一词汇在这一时期一度成为了美丽女子的赞美之词；宋元时期，观

音 形 象 越 来 越 趋 向 于 沉 着 练 达 的 中 老 年 妇 女 形 象。 在 宋 代 及 以 后 的 诸 多 观 音 感 应 故 事 以 及 一

些 笔 记 小 说 中， 观 音 菩 萨 经 常 是 以 老 夫 人 的 形 象 出 现。 关 于 这 种 现 象， 有 敦 煌 研 究 学 者 认 为

是 社 会 综 合 因 素 在 一 位 宗 教 神 祇 身 上 的 集 中 体 现“ 这 种 变 化 绝 不 是 佛 国 世 界 的 自 为 之 变 而 正

是中国封建社会‘衰飒正摧颜’，是它的经济日益衰颓、政治日趋腐朽、想象力日渐枯竭的社

会现象，在一个神像身上的反映”。A

在 诸 多 表 现 鱼 篮 观 音 的 绘 画 中， 以 元 代 著 名 画 家 赵 孟 頫 的《 鱼 篮 大 士 像 》 最 为 著 名。 如

果 不 是 题 记 和 大 士 手 中 的 念 珠， 观 者 很 难 把 这 样 一 幅 传 统 的 仕 女 画 作 品 看 作 观 音 菩 萨 造 像，

事 实 上， 这 也 是 中 国 古 代 很 多 观 音 应 身 像 都 存 在 的 问 题。 图 像 的 概 念 性 和 定 式 性 认 知， 把 观

音 菩 萨 的 形 象 锁 定 为 几 种 固 定 的 样 式 和 特 定 的 环 境 之 中， 在 诸 多 的 观 音 信 仰 形 式 中， 类 似 鱼

篮 观 音、 马 郎 妇 观 音 这 类 的 信 仰 具 有 很 强 的 地 域 性， 在 不 了 解 这 些 宗 教 经 典 和 传 说 故 事 的 背

景下，解读无题跋的造像艺术作品确有一定的难度。

赵 孟 頫 的《 鱼 篮 大 士 像 》 延 续 了 白 衣 观 音 的 衣 着 形 式， 大 士 身 着 素 衣， 脚 穿 草 履， 手 提

鱼 篮， 深 情 肃 穆。 这 幅 画 采 用 了 中 国 传 统 的 仕 女 画 的 表 现 手 法， 具 有 典 型 的 元 代 仕 女 画 的 艺

术特点。细观这张画，所表现是一位中年妇人的形象，并没有诸多记载中所说的妩媚与惊艳，

而 是 庄 严、 沉 稳、 慈 祥 的 妇 人 形 象。 自 元 以 降， 鱼 篮 观 音 便 成 为 了 中 国 艺 术 家 最 热 衷 于 表 现

的、典型的中国本土化的观音形象。

鱼 篮 观 音 在 明 代 极 为 流 行， 尤 其 是 在 沿 海 地 区 更 为 兴 盛， 这 在 大 量 传 世 的 明 代 鱼 篮 观 音

造 像 作 品 可 见 一 斑。 朱 明 王 朝 时 期， 鱼 篮 观 音 与 另 一 种 中 国 本 土 观 音 菩 萨 信 仰 皆 因 万 历 皇 帝

的生母李太后的缘故，常常融合为一体。1586 年 7 月 7 日，李太后所住的慈宁宫突然有瑞莲

开放。两天后，皇宫中又绽放珍奇的莲花，1587 年，李太后在梦中受经，名曰《佛说大慈圣

九莲菩萨化身度世尊经》。为纪念此事，神宗在国都北京的慈寿寺立一造像碑，正面雕刻九莲

圣母像，背面刻有“瑞莲赋”，叙述上天因感其母后的仁慈而降祥莲的事情。碑上所刻的九莲

圣母就是李太后，用以象征李太后就是九莲观音转世，也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万历丙子，

慈 圣 皇 太 后 为 穆 考 荐 冥 祉， 神 宗 祈 嗣， 卜 地 阜 成 门 外 八 里 建 寺 焉。 寺 成， 赐 名 慈 寿， 敕 大 学

士 张 居 正 撰 碑。 时 瑞 莲 产 于 慈 宁 新 宫， 命 阁 臣 申 时 行、 许 国、 王 锡 爵 赋 之。 碑 勒 寺 左 寺 有 永

安 寿 塔， 塔 十 三 级， 耸 云 中。 中 为 延 寿 殿， 后 为 宁 安 阁， 阁 扁 慈 圣 手 书。 后 殿 奉 九 莲 菩 萨，

太后梦中菩萨数现授太后经，乃审厥象，范金祀之。”B1589 年和 1594 年，神宗又分别在圣

安 寺 和 慈 恩 寺 各 立 一 座 造 像 碑， 这 三 座 石 碑 的 拓 本 现 今 仍 有 保 存。 所 谓 九 莲 菩 萨， 就 是 以 九

种 方 式 与 莲 花 息 息 相 关， 即 心 生 莲 花、 性 见 莲 花、 眼 见 莲 花、 耳 听 莲 花、 鼻 闻 莲 花、 口 吐 莲

花、首出莲花、身坐莲花、脚踏莲花。

现存一幅万历丁亥年（1587）所刻的鱼篮观音画像碑拓本。画像中，菩萨右手提篮、左

A　 史苇湘：《再论产生敦煌佛教艺术审美的社会因素》，《敦煌研究》，1989 年第 1 期。

B　 （清）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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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撩 裙 衫， 徐 步 走 在 盛 开 的 莲 花 之 中。 眼 睛 低 垂、 侧 脸 转 向 左 下 方 的 善 财 童 子。 从 碑 上 铭 文

可 以 看 出， 这 是 为 了 纪 念 李 太 后 宫 中 瑞 莲 开 放 这 一 祥 瑞 事 件 而 刻 的， 碑 拓 上 还 有“ 慈 圣 宣 文

明肃皇太后之宝”的题记（封三图 1）。此图与收录在《观音慈容五十三观》中的鱼篮观音同

出 一 稿， 不 同 的 是， 前 者 衣 着 华 丽， 这 自 然 是 为 了 附 和 李 太 后 的 身 份 而 有 意 为 之。 而 后 者 则

身 着 补 丁 衣 服， 与 上 文 中 鱼 篮 观 音 的 身 份 更 为 符 合。 北 京 慈 寿 寺 鱼 篮 观 音 画 像 碑 上 所 刻 的 鱼

篮 观 音 造 像 在 当 时 被 广 泛 流 传， 虽 然 碑 上 题 记 中 注 明 此 画 作 是 李 太 后 亲 手 所 绘， 然 而 比 较 以

上两图后不难发现，画像碑上锁刻绘的原稿也是出自明末著名佛教画家丁云鹏之手。

在 整 理 和 刻 印《 嘉 兴 藏 》 期 间， 为 了 争 取 皇 室 的 支 持 和 赢 得 皇 家 的 资 助， 道 开 禅 师 曾 给

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写过一封上疏，并将丁云鹏所绘的观音献给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

上疏的落款是明万历乙酉（1585）。正是由于道开的推荐和他呈给李太后的观音像打动了李太

后， 使 的 丁 云 鹏 有 机 会 为 慈 寿 寺 九 莲 菩 萨 画 像 碑 和 鱼 篮 观 音 画 像 碑 创 作 线 稿， 这 也 许 就 是 丁

氏自中年之后频频出现以九莲观音和鱼篮观音为题材创作的缘起。

明 代 鱼 篮 观 音 造 像 的 主 要 造 像 特 点 如 下： 仪 态 端 庄， 面 容 慈 悲， 衣 着 朴 素 且 衣 袖 变 窄，

身形瘦弱，手提鱼篮、赤脚（封三图 2）。在绘画作品中，明代鱼篮观音像与莲花联系在一起

的 图 式 一 直 延 续 到 明 末 清 初， 在 诸 多 的 鱼 篮 观 音 造 像 中 均 可 见 到。 在 皇 家 制 式 之 外， 鱼 篮 观

音 的 画 像 在 明 代 呈 现 为 各 种 不 同 的 样 式。 在 沿 海 地 区， 观 音 灵 验 故 事 频 频 出 现， 为 鱼 篮 观 音

造 像 的 创 作 提 供 了 更 多 的 文 本 依 靠。 在 诸 多 明 清 画 家 中， 丁 云 鹏 是 创 作 鱼 篮 观 音 最 多 的， 丁

氏对鱼篮观音创造性集中体现在净瓶鱼篮观音和披肩缨络鱼篮观音中。

在净瓶鱼篮观音这幅作品中，观音菩萨手持鱼篮，脚踩在倾撒甘露的净瓶上，璎珞飘举。

鱼 篮 观 音 不 再 如 先 前 的 农 妇 造 型， 而 是 以 高 居 云 端 的 慈 容 显 现。 从 瓶 中 涌 出 的 甘 露 水 呈 现 出

祥云的形状，在水流的尽头站着正在戏水的善财童子。画家将观音菩萨的典型法器 -- 净水瓶

与鱼篮并置在一起，如此便避免了对此鱼篮观音的误读。（封三图 3）

披 肩 缨 络 鱼 篮 观 音 是 丁 云 鹏 所 绘《 观 世 音 菩 萨 三 十 二 像 大 悲 心 忏 》 中 的 另 一 幅 鱼 篮 观 音

像。 在 这 幅 图 中， 鱼 篮 观 音 依 然 是 手 提 鱼 篮， 所 不 同 的 是， 在 衣 着 方 面 有 些 宋 人 的 影 响， 一

改 惯 常 的 连 襟 大 衣 而 为 披 肩， 裙 摆 飘 举 漏 出 其 下 的 璎 珞 配 饰。 在 忏 文 中 可 以 看 出， 此 图 表 现

的是鱼篮观音：“夜静水寒金鳞不饵，此於何来得自船子。纵之可逝操亦可求，在一指间其价

难酬。”A 在这幅作品中，观音菩萨左手轻撩衣裙，右手提着鱼篮，回头看着正在下拜的善财

童子。（封三图 4）在画面中出现善财童子，是这一时期观音像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受善财童

子 五 十 三 参 的 影 响， 明 朝 的 观 音 画 像 中 经 常 会 出 现 善 财 童 子， 有 时 候 还 会 有 龙 女 的 胁 侍， 或

者善财童子与龙女胁侍观音菩萨左右。

鱼 篮 观 音 由 于 以 手 提 鱼 篮 为 标 志 而 比 较 好 辨 认， 而 马 郎 观 音 与 正 常 的 古 代 仕 女 或 者 妇 人

形 象 无 异， 所 以 可 能 有 很 多 实 际 上 是 在 表 现 马 郎 妇 的 观 音 像 被 误 认 为 了 普 通 意 义 上 的 仕 女 画

了。

在 明 代 出 现 的 诸 多 成 套 的 观 音 化 身 像 中， 鱼 篮 观 音 被 排 在 第 十 身、 马 朗 妇 观 音 则 被 排 在

了 第 二 十 八 身。 这 说 明 了， 虽 然 很 多 应 验 故 事 中 往 往 把 两 种 形 象 的 观 音 混 淆， 而 在 艺 术 表 现

中却分别予以了阐释。

在丁云鹏所绘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大悲心忏》和胡应麟辑刻的《观音慈容五十三现》中，

有 多 幅 表 现 鱼 篮 观 音 的 图 像。 前 者 有 一 幅 马 朗 妇 观 音 像， 所 绘 的 是 一 位 坐 在 蒲 团 上 的 年 青 女

子， 手 持 数 珠， 侧 脸 面 相 右 手 边 的 老 者。 这 位 老 者 有 可 能 是 此 方 土 地 神， 像 是 正 在 向 菩 萨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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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着外面求婚者背颂经典的情况。（封三图 5）因为在传统的佛教美术作品中，古代的艺术家

喜 欢 将 主 尊 放 大 而 将 次 要 人 物 做 微 缩， 这 样 也 是 为 了 凸 显 主 题 人 物 的 高 大 和 修 行 的 层 级。 这

幅 作 品 的 布 局， 显 然 是 受 了《 鱼 篮 宝 卷 》 一 类 文 学 作 品 的 影 响 创 作 的。 画 中 所 题 的 忏 文 似 乎

与 画 面 中 马 郎 妇 的 故 事 并 无 关 联。 这 也 正 是 明 代 观 音 像 的 特 点 之 一， 不 熟 悉 中 国 本 土 观 音 像

谱系和本土观音信仰的人，是很难解读画面中的故事的。

在《 观 音 菩 萨 三 十 二 大 悲 心 忏 》 中， 还 有 一 幅 笊 篱 鱼 篮 观 音 像， 所 表 现 的 应 该 也 是 鱼 篮

观 音。 图 中， 观 音 菩 萨 右 手 提 竹 篮， 里 面 放 着 数 柄 笊 篱； 左 手 拿 一 柄 笊 篱， 正 前 方 有 一 名 童

子正在合十礼拜。（封三图 6）这也是受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故事及图像的影响。同样，这幅图

也带着一首忏文：“明月在天清风满袖，手携笊篱盛水不漏。水动珠圆空转靡由，我欲从之有

觉无修。”A 这是观音大士借助笊篱盛水不漏而说法和劝解众生的意思，其中含义颇似水月观

音。

在 中 国 历 代 佛 教 绘 画 作 品 中， 传 世 的 马 郎 妇 观 音 作 品 非 常 少， 这 即 与 信 仰 的 地 域 性 局 限

有 关， 也 与 马 郎 妇 观 音 没 有 明 确 的 标 志 性 有 关。 正 如 我 们 前 面 所 说 的， 鱼 篮 观 音 和 马 郎 妇 观

音 在 源 头 上 是 一 致 的， 只 是 在 不 同 的 地 域 以 不 同 的 形 式 予 以 呈 现， 并 且 在 漫 长 的 观 音 信 仰 的

发 展 中， 形 成 了 各 自 鲜 明 的 特 点， 又 由 于 本 来 就 是 一 个 观 音 菩 萨 化 身 为 平 常 妇 人 或 者 美 貌 女

子 的 形 象 而 救 度 众 生 的 故 事， 所 以， 不 可 能 在 画 面 中 把 菩 萨 表 现 的 如 何 华 贵、 高 大。 朴 素 的

外 表 和 平 实 的 画 面 布 局， 很 难 让 观 者 产 生 是 观 音 应 身 像 的 联 想， 故 此， 在 历 代 美 术 作 品 中，

若无题记则很容易被忽略并被视为是普通的仕女作品了。

无 论 是 鱼 篮 观 音 还 是 马 郎 妇 观 音， 皆 是 因 为 其 故 事 植 根 于 民 间， 都 是 反 映 观 音 菩 萨 以 民

间 妇 人 的 形 象 显 现 并 度 化 众 生， 所 以， 以 其 流 传 群 体 而 言， 更 多 的 还 是 在 民 间。 又 因 为 故 事

所 反 映 的 是 与 捕 鱼 相 关， 其 信 仰 最 盛 的 地 域 多 在 沿 海 或 者 江 河 流 域， 类 于 浙 江、 闽 南、 广 州

等 地。 从 流 传 至 今 的 作 品 来 看， 以 民 间 艺 术 形 式 呈 现 的 鱼 篮 观 音 和 马 郎 妇 观 音 造 像 居 多， 其

中 除 了 绘 画 作 品 外， 明 代 以 后 还 有 大 量 的 瓷 器、 雕 刻 作 品， 这 都 是 鱼 篮 观 音 信 仰 持 久 兴 盛 的

表现。

（责任编辑 王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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