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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西夏藏传佛教洞窟及其 图像属性探析
＠

——以西夏官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沙 武 田

［ 摘要 ］ 敦 煌 石窟 西 夏 洞 窟 壁 画 中 的藏传 佛 教 图 像是 受 １ １  １ ３世 纪新译密 续经 典 影 响 下 的 题材
， 在 艺

术 风格和表现形 式上 与 敦 煌本地 传 统壁 画 有 明 显 的 区 別
。
此 类壁 画 图 像在 洞 窟 中往往是 汉 藏共存 、

显

密 共 融 ， 集 中体现 出 西夏佛 教
“

圆 融
”

的 特 点
， 无疑 是理 解西 夏佛教 的 重要 内 容 。 借 助 西夏藏传 佛教 的 大

背 景 和黑水 城藏传 文献 ， 判 断 敦煌 西夏藏传佛 教 洞 窟及 其 图 像 的
“

官 方佛教
”

系 统属 性 ，
或 许 对我 们理 解

敦 煌 西夏 洞 窟有
一 定 的 启 示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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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 ０世纪 ３ ０年代石滨纯太郎 、 聂历 山 提 出 西夏佛教 的
“

系统性
”

的看法和假设之后？
，
史金波在

研究西夏佛教时承袭 了这
一

基本观 点 ？
，
新近索 罗宁 的研究 ，

把西夏佛教
“

大系 统
”

正式分为 以
“

汉

传
”

背景为 主 的
“

官方佛教
”

系统和 以
“

藏传
”

背景 为主 的
“

民 间佛教
”

系统 ，
而且

“

官方佛教
”

和
“

民 间佛教
”

在不 同 时段有融合
“

汉
” “

藏
” “

显
” “

密
”

的现象和 特征？
，
最终形成西夏佛教

“

汉藏结合
” “

显 密 圆融
”

的 基

本特征⑤ 。 此观 点对我 们今天理解敦煌石窟西夏洞 窟壁 画艺术有一定 的 启 示意义
，
值得关注 。

但到 目 前为止 ，
在探讨西夏佛教 的

“

系统性
”

问 题时 ， 学界关注 的 主要是黑水城文献 ，
忽视 了 相 关 图

像 。 敦煌石窟群 中保存有 丰 富 的西夏洞窟及壁画 艺术 ，
其 中 受藏传佛教影 响 的

一

批洞窟最具西夏 的 时

代特色
，
也最 引 人注 目 。 如 何认识这

一批洞窟及其 图像与西夏佛教 的关系
，
阐释其 图像属 性

，
并利 用这

些 洞窟及 图像重新检讨西夏佛教 的
“

系统性
”

问 题
，

显然很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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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敦煌西夏 洞 窟
“

官方佛 教
”

系 统 判别

齊夏佛教
“

大系 统
”

可分为 以 汉传 佛教为主的
“

官方 佛教
”

系统 和 以藏传佛教为金 的
‘ ‘

民 间 佛教
”

系

统 ，二者之间有相互
６

融合
” “

圆融
”

的
？—面 ，但区 ■别也是明显的 ， 这一判定是基于对黑 水城发现的西夏汉

文和西夏文经典 反相应货 印 施记 、发愿文 、功德记等记载 ，但是如果面对内專同样羊甯的敦盤石窟 ，情况

又会如何 ？

（

一

）敦煌西夏洞窟的
“

系统性
”

归属

敦煌石窟群〇中 保存下来的 西夏洞窟 及其中 的 彩塑和壁画艺术 ，

ｄ直 以来是从事西夏学 、
敦煌学 、

藏擎、艺术史等领域研究 的专家学者解读西夏绘画艺术和理懈西夏佛教的 重要 的形象史资料 ，

．属于一手

的 考＃实物资料 特别 是对ｆ西夏芑术史研究者而言 ，
如此丰富 的 洞窟壁画 艺术 ，

可 以 和黑水城 、拜寺

沟方塔 、宏佛塔等西夏遗迹 出 土的艺术品 相Ｓ补充
，
共同 构成宝贵 的 西夏艺术史资料 库 ，

敦煌石窟群虽然保存有数甍较为庞大 、 内 容和题材也较为丰富 的西夏壁画艺米 ，但是因 为没有更多

的 文献和本地进土的写本相 印证 ， 因此对于西夏
＇

时期 的敦煌佛敦诸多问题如僧 人 、寺 院 、 经典 、汉传和藏

传 佛教 的关 系 、 僧人修行方式等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 ｓ 因 为 以莫髙窟西夏洞窟为主的 壁画 ， 相较唐五代

朱时期 而言题材大大简 化 ，画面极为 简略 ， 多半是简 化后的净土式经变 ：画 ， 画面结构 与画面人物组合雷

同 ，且讲求相 ．互对称 的经变画画面 的完：全统一性
， 投有变化 。 此类经变画画面总体 的 图像元素显 示均 为

净土类经变画 （ 图 １
） ，即 以西方净土变为主 的题材 ａ 另有 个别洞窟 出 现文殊变 、普贤变 、行道的药师接 引

像
、
密教多臂观音 行脚僧 、过去七怫等题材与以上简 化的净土变相搭配 ， 部分洞窟 的净土变 以净水中 的

行道式供莽菩萨来表现 ，屑于净土变的极 简处理方式 ，还有晃全以千 佛的 形式市局于生覚 四壁的更加简

化 的洞窟 ＾？

图 １ 英 高窟 第 ３ ７ ６窟 北壁 净 土 变

以上壁画 题材和绘画 形式的 洞窟 ，是西夏时期莫高窟洞窟的主体 ，旦均是重修重绘之前的各代 洞

窟
，洞窟壁 画的艺术风格特征并不十分明确 。 这ｈ时期在莫高窟新建的洞窟有第 ３

、 １ ４ ９ 、
４ ６ ５窟 ，

北 ７７窟 、

第４号塔 、慈氏塔 ，改建的洞窟有第０ ５、 ４６ ４窟 ＆ 这趣 ：窟塔内 的壁画：题材和 占Ｓ体 的箇化净生变为 ：主 的洞

？地ＫＷ＊石窝聲》 ＇隹麟 ：敦，域Ｋ＃凳裔裏 、西千 ？■肩亀ｆｌ ：窟 、稱树衡翁算、寒千 怫現 觸 ５ 攀聊

雜辨雜 个鹿 、

一？
＇麵翁 ，＿昌＿氣

ａ Ｊｉ編篇塞菌Ａ集愈＃在肅鐘表 ：ｆｅ长繼傭查朦魏？



敦煌？夏藏传佛教 洞窟及其图像属性探析一以西戛智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

２１ ３
－

窟奇全不 ＿ ，
各自 绘有特 征明显的痉变画或其他图像 ， 其 中第 ４６ ５窟壁画题材与玄术 风格属于典型的 藏

传密救图像 《

敦應石窟群 中 属 宁厨夏的 洞窟 ，数畺上以 寞富窗最多 ，
占绝对主体位查ｓ？此 如何界定莫窗窟商夏

涧 窟在西夏．佛教
“

大系统
”

中 的 归属 ，是理解敦焊西夏石窟費：
建的关键 。

事实上这个问 题并不难解决 ，若按索罗 宁对西夏佛教
“

系统性
＂

的 定义和 划分 ， 以 上 以汉传显教壁画

Ｓ材为主的 骞高窟西蕙涧窟， 无挺腾ｆ西夏的
＊＂

貧方佛教
”

， 只有第 ４６ ５窟似有例外 ，但第 ４ ６ ５窟的间题非

常 复杂 ，需要单独讨论 。

有了对寞高窟西夏洞窟佛教
“

系统性
”

的
“

官

方 佛教
”

归属 ，再来看敦煌石窟群 中 的其他石窟 ，

似 乎 也简单 明 了 。 莫裔窟是整个 河西 石 窟 的 ＊

体 ，在西夏时期也不例外 ＆
五个庙虽 然在第 １窟 出

现 了藏传密教 坛城 图
、
第 ３窟有真实名 文殊造

？

像 、

第４：窟出现护法 的晦Ｍ造像 ，低其纖体以汉传佛教

图像为主 ， 又词 属沙州 （今敦煌 ）境 内 ， 因 此径可归

入西夏的
“

宫方佛教
”

系统 瓜州 （今西安
）的东千

佛洞 （西复对期的接 引 寺 ）和榆林窟 ， 虽然在有 些

洞窟 出 现较 多 的藏传密教 图像 ，
但是这些洞 窟均

呈现出汉藏共存 、显密共融 的情况 ，而且总 体上在

洞 窟 中是 以 汉传佛教 图像为 食 ；
另 外 ，榆 林窟 第

１ ３
、
１ ４ 、 ２ ６等西夏重修的 洞 窟 ， 题材 内 容完全与莫

高窟汉传佛教 洞窟相 同
；
若苒考虑 到 瓜州是西夏

的西平监库司 所在 ， 从榆林窟第 ２９窟真义 囿师鲜

卑智海供养像 （ 图 ２ ） 、 第 ４窟 各壁经变画和坛城曼

荼 罗下部出现 的多身上师 、 国师供养像 ， 东千 佛洞

第 ４窟 以 上，师像 （或国 师 、 帝师 ） 为主尊的 情况

（ 图 ３
） ，
第 ５窟興师像的 出现 ， 可以认为 瓜州 的西夏

洞窟中更多受到
＊

ｔ方佛教
”

的影响 ， 应归入西夏的
“

官方佛教
”

系统 ｓ

图 ３ 东 千佛 洞 第 ４窟现狀

图 ２ 榆林窟 第 ２ ９窟真 义 国 师供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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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门 昌 马石窟全是汉传佛教 图像 ， 同 属西夏
“

官方佛教
”

影响 下 的产物 。 酒泉文殊 山 石窟 虽然在后

山 万佛洞 出 现 了坛城曼荼 罗 图像 ，
但是窟 内 主体是汉传的弥勒上生经变画 和 西方净土经变画 及本生 因

缘故事 画
，
又有上师供养像

，
因 此 同 属西夏 的

“

官方佛教
”

系 统 。 甘州 的 卧佛寺 和凉 州 的感通塔的 营建维

修工程 ， 均 是官方行为 ， 毫无疑 问 属 于
“

官方佛教
”

体系 。

整体来看 ，
以敦煌石窟群为主 的西夏河西佛教主体上是 以

“

官方佛教
”

为 主 ， 这也符合学者们通过黑

水城文献研究对西夏佛教
“

系统性
”

判别 的结果 。

以上判别 的结果伴随着如何对待洞窟 中 藏传佛教 图像的 问 题
，
因 为西夏 的

“

官方佛教
”

基 于汉传佛

教 ， 但在敦煌和河西 的石窟 中似乎有些 出 入 ，
必须充分考虑 其 中 藏传佛教 图像的存在 。

（二 ）敦煌西夏洞窟藏传佛教绘画的
“

系统性
”

判别

就 目 前 已知 的资料和 学界 的研究来看
，
敦煌西夏洞窟 中 的藏传佛教绘 画

，
主 要保存在莫高窟第 ４ ６ ５

窟 、 ４号塔 ， 榆林窟第 ３ 、 ４ 、 ２ ９ 、 ２ ７ 、 １ ０窟 ， 东千佛洞第 ２ 、 ４ 、 ５ 、 ６ 、 ７窟 ，
五个庙第 １ 、 ３ 、 ４窟 。 另有文殊 山 后 山 万

佛洞 、前 山 千佛洞 和 万佛洞 ， 数量总体上有 限 。 更加需要注意 的是 ， 在 以上有 限 的洞 窟 中 ， 壁 画题材与艺

术风格往往是汉藏共存 、显 密共融 ，
洞 窟 中 浓厚 的

“

圆融
”

思想
，
初步彰显了 这些洞 窟 的 营建仍然属 于西

夏
“

官方佛教
”

的背景 。

不过 ， 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 、 榆林窟第 ３窟 和东千佛洞第 ４窟 以较为纯粹 的藏传佛教 图像布局全窟 ， 其他 洞

窟 中 的藏传佛教 图像并不 占 主流
，
仅是搭配诸多 汉传佛教 图像共存于 洞窟 当 中 。 因 此判别这三所洞 窟

的 系统归属 问题显得很有必要 。

以藏传佛教 图像最集 中 、最典型 的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 为例
，
据考证

，
窟顶是据 《金 刚顶经 》 （ 又名 《初会

金 刚 顶经 》 ，
简称 《真实摄经 》 ）绘制 的金 刚界五佛

，
图像系统来 自 尼 泊尔 ①

； 主室东壁
，
正 中 门 上为大威

德金 刚 ， 北 侧马 哈嘎 拉即大黑天神 ， 南侧 上铺独髻母 ， 下侧 为大黑天宝帐怙主 和吉祥天女 ， 共 同组成宝帐

怙主 三兄妹护 法 ，
是据 《 吉祥喜金 刚 集轮甘露泉 》 而来② ；

主室 正壁 即西壁三铺 ，
中 间 为上乐 金 刚双运

身
，
又 称胜乐王佛 、 上乐王佛

， 阮丽考订为俱生上乐金 刚 ，
南 侧为胜乐 金 刚

， 阮 丽考订为 上乐金 刚
，
北侧 为

金 刚 亥母
，
相 关典籍有 《胜乐 本续 》 《识续 队 阿布达那 》 等 ； 主 室北壁三铺

，
中 间喜金 刚双身像

，

西侧残
，

阮丽复原为上乐金 刚 ， 东侧 上乐金 刚眷属 身或上乐金 刚 系
一

种 ， 据宋法护译 《 佛说大悲空智 金刚 大教 王

仪轨经 》 （ 又作 《大悲空 智金刚经 》 《 喜金 刚 本续 王 》 《喜金 刚本续 》 ）绘制 ； 主室 南壁三铺 ， 中 间 密集金

刚双身像
，
奥 山 直 司 和 阮丽考订为黑 阎 摩敌③ ，

东侧 大幻 金 刚双身像
，
西侧大力金 刚双身像

， 阮丽考订为

上乐金 刚 。
？

至于洞 窟整体 的研究 ， 黄英杰认为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 图像来 自 西夏时期
“

现 已不存 的 个别译师传规
”

教

法 ，
就其图像特征而言 ，

其 中 既 有 噶举派 的 内 容
，
也有萨迦派的影子 ，这正是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各派共弘

并存现象 的 反 映 。

⑤ 陈 庆英研究指 出 ：

“

萨迦派 和 噶举派 的教法在西夏传 播时 的这种交错和配合
，
至 少

说 明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 的萨迦 派和 噶举派等派 别
，

还不像后来那样强调教 派之 间 的 判别
，
因 此从现在

①阮丽 ： 《 敦煌石窟曼荼罗 图像研究 》 ［
Ｄ

］ ， 中央美术 学院２ ０ １ ２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５ ４页 。

② 参见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 ： 《 吉祥喜金刚 集轮甘露泉 》 ［
Ｚ

］ ， 台北 ： 故 宫博物 院 印行 ，

１ ９ ８４年 。 沈卫荣 ： 《 西藏历史和佛教的

语文学研究 》 ［
Ｍ

］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年 。

③ 黑 阎摩敌在 《 黑 阎摩敌本续 》 （Ｋｙ ｉ

ｊ

ａ
ｙ
ａｍａｒ

ｉ

－

ｔａｎ ｔ ｒａ
） 、 《成就法 鬢 》 《 究竟瑜伽鬢 》 （Ｎｉ

彳
ｈｐ

ａｎ ｎ
ｙ
ｏ
ｇ
ａｖａ

ｌ ｉ） 中均有相关的 记载 。

④ 参见 奥山 直司 ： 《 敦煌第 四 六五窟》壁 画 —

》 ， 《 密教 図像 ＞
１ ３

，１ ９ ９ ４年 ， 第 ２ ４— ３ ２页
； 《 敦 煌第 四六 五窟》壁画

Ｔ 二 》 ， 《 密教学研究 》 通号 ２ ７
，

１ ９ ９ ５年
，

第 １ ５ １
—

１ ６ ３页 。 谢 继胜 ： 《 敦煌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壁 画双身 图像辨识 》 ［
Ｊ

］ ， 《 敦煌研究 ＞
２ ０ ０ １年第 ３

期 ， 第 １
一

１ １ 页 。 霍巍 ： 《 敦煌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建窟 史迹再探 》 ［
Ｊ

］ ， 《 中 国藏学 ＞ ２ ０ ０ ９年第 ３期 ， 第 １ ８ ７
—

１ ９ ４页 。 林怡惠 ： 《 敦煌莫高窟第 ４ ６ ５

窟 图像 结构之分析 》 ［
Ａ

］ ， 载敦煌研究院编 ： 《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 教艺术研究 》 ［
Ｃ

］ ， 兰州 ： 甘 肃教育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２年 ， 第 ４ ４ ９

一 ４ ６２页 。 阮丽 ： 《 敦煌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曼荼罗 再考 》 ［ Ｊ ］ ， 《 故宫博物院院刊 ＞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４期 ， 第 ６ １

— ８ ５页 。

⑤ 黄英杰 ： 《 从藏传佛教看敦煌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佛教艺术 》 ［
Ａ

］ ，

载敦煌研究院编 ： 《 敦煌 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 ，

第 ４ ４７页 。



敦煌？夏藏传佛教 洞窟及其图像属性探析一以西戛智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

２ １ ５
－

所见到 的史料来说 ， 在西夏茁朝还没有见到有关藏传佛教的 教派矛盾 的记载，？按照 阮丽 的研究 ，奠高

窟第 ４６ ５窟是 以无上瑜伽部密教 图像为茧要题材的洞窟 ，
通过对本尊僂及其眷属身份的辨识 ， 发现 洞 窟

生题应 ；是上乐金刚 ， 中心土坛的五层圆轮结构是上乐金刚坛城 ， 因此其主尊只可能是上乐金刚或金刚亥

母 ， ． 又 以金刚亥母的可能 性为 大ｓ 整体上讲 ４ 第 ４ ６ ５窟是 以金 刚亥母为 中心 （ 图 ４ ） ，并配有几种本尊而形

成 的 一个坛城 ，在 图
、

像上属 噶举派传承 ４ 桐窟整体坛城的单构 和观 想 、 修法 的仪轨与上乐金 刚供养仪轨

ｆ上 乐金刚 ５Ｓ昧 ＞
，

（ Ｃ ａｋｒ ａｓａｍ ｖａ ｒａｓ ａｍ ｄｉ ｄｈ ｉ ）所记相
＇一致 ａ

璆 葛 体观察 ， 第 ４ ６Ｓ窟獨像蕞 ．在 《金 刚顶

图 ４ 莫 高 窟 第 ４ ６ ５窟 后 室 金刚 亥母坛城

图 ５ 榆林窟 第 ３窟 主 室

榆林窟第３窟其中的藏传佛教 图像 （ 图 ５ ）及其相应的经典为 ： 南壁东铺的顶嚳尊胜佛母曼荼 罗 ，
出 自

法天译汉 文本 《 佛说
一切来来 乌瑟腻沙最胜 总持经 》 以及法军和 巴哩译 师所 译藏文本 《

一切如来顶＃

？＿聚襄 ：
：

《大乘 玄 ［
Ｊ

］ ，ｉ雜学＿禽＞ ３０：００＃＾３親 ，象１３ ８
—

ｌｌｌｌ＿苒 《質寘犬乘玄霜帝尊 ［
ＪＬ ＣＷ藥大

麵＿ ：攀嚼 ，藥Ｓ
—

：鱗

＊
，

：

｛魏售，

悔物瞻賓！
幼 １舜鲁《氣籮６ １

—麵露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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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胜陀 罗尼 仪轨 》 ；
北壁东铺的 摩利 支天曼荼 罗有可能据天息灾译 《佛说大摩利 支菩萨经 》 ，

但 同 时也

可能 受 到 了
３部藏文成就法集即 《 百五十成就法 》 《 成就百法 》 《成就法海 》 及西夏文 《

圣摩 利支天总

持 》 诸文本 的影 响 ； 北壁西铺的 金 刚界曼荼 罗是据 《初会金 刚顶经 》 而来 ； 南壁西铺的 恶 趣清静曼荼 罗

是据其根本经典 《 恶趣清静怛特罗 》 和宋法贤译 《佛说大乘观想曼 拏 罗净诸恶趣经 》 ， 同 时受到 西夏译

本 《 如来应供真实 究竟正 觉
一

切恶趣令净威德王 释 》 《 吉 有 恶趣净令本断纲 》 的影 响 ； 南壁西铺上方的

五护 陀罗尼 佛母有西夏译本 《佛说守护 大千 国 土经 》 可供参考 。

①

学界对东千佛洞 第 ４窟缺乏研究 ，
该窟残破严重

，
诸多 图像或残或模糊

，
但洞窟 中 以上师 （或 国 师 、 帝

师 ）作为 主 尊 的现象 ， 明 显是西夏
“

官方佛教
”

的产物 ， 在黑水城唐卡 中 有类似的 图像出 现 ， 第 ４窟在东千

佛洞 的存在 ， 可 以认为是西夏
“

官方佛教
”

的典型代表 。

以上洞 窟 中 出 现 的藏传佛教 图像及其所据经典文本
，
明 显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
而这些 图像和文本

能 够在河西地区 的各石窟寺得到如 此精彩而 完美 的呈现
，
说 明其传播渠道是畅通的

，
整体判别这些洞 窟

的 图像系统归属 ，
无疑是

“

官方佛教
”

的产物 。

（三 ）小结

以上敦煌石窟群 中 藏传佛教 图像与黑水城 出 土 的涉及藏传 密教文本的关系 不是十分紧 密 ，
这或许

是黑水城与瓜沙地区 的 区别所致 ， 或者是敦煌地方传统佛教影响 的缘故 。 但考虑 到 黑水城与瓜沙地区

在西夏时期地缘上 的关联 ，
结合黑水城文献

“

印施记
” “

发愿文
”

反 映 出 来 的地方与西夏 中 央
“

官方佛教
”

的 紧 密关系 ， 可 以认为影 响黑水城 的藏传密教 ，
也必然会影 响到 瓜沙 地区？ 。

因 此
，
在这里我 们把敦煌石窟群 中 的藏传佛教图像归入西夏佛教

“

大系统
”

中 的
“

官方佛教
”

系 统
， 不

仅与洞 窟 中 汉藏结合 、 显 密 圆融 的情形相 符
，
也与黑水城西夏佛教文献 的整体性关系相 一致 。

二
、 洞 窟 中 藏传佛教 图 像与 藏传 密 法之关 联

有 了对敦煌洞 窟藏传佛教壁 画 图像西夏
“

官方佛教
”

基本判别
，
接下来需要讨论敦煌洞窟藏传佛教

图像与相关藏传佛教 密法文本之 间 的关联 ，
进而探讨这些洞 窟藏传佛教 图像的选择原 因 、 与汉传佛教 图

像 的搭配关系 、 图像与修行者 的关联 、 图像 的 思想 与功能 ， 最后讨论这些洞窟 中 的藏传佛教 图像在西夏
“

官方佛教
”

中 扮演 的 作 用 和 相应 的 地位 。 在这里我 们仍然 以具有典型藏密 特色 的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 和 藏

传佛教 图像 占据主导地位 的榆林窟第 ３窟 为例 进行分析
，
其他汉藏关系 明 显 的 洞窟 的官方佛教系 统属 性

则 不在此作专 门 辨析 。

（

一

）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

据 阮丽 的研究 ，
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 的整体 图像结构 近似于

一幅 立体 的唐卡
，
壁 画 的配置方位与观想

次第有直接 的对应关系 ， 这样 的 图像配置 ， 是为 上乐 金 刚曼荼 罗观想次第 的需要而设计 的 ， 与流行于

尼 泊 尔纽瓦 尔的 《 上乐金 刚三三昧 》 供养仪轨相 吻合 。 整体设计突 出 了修行者在窟 内 观想 、供养 、 行忏

悔 、 礼敬 、 行灌顶 ，
最后即身成佛 的过程 ，

思 想性缜密
，
功 能 突 出

，
应是流行于西夏时期 的 噶举派行密法 的

一处坛场③ 。

综合 以上 因 素 ，

一

定程度上说明 该洞 窟 的 营建设计和 思想上 的独特性 ， 有西夏藏传佛教 密法强烈 的

①贾维维 ： 《 榆林第 ３窟壁画研究 》 ［
Ｄ

］ ， 首 都师 范大学 ２ ０ １ ４年博士学位论文 。

② 谢继胜 先生认 为黑水城唐卡与敦煌藏传佛教 洞窟 图像 之间关系密切 。 谢继胜 ： 《西夏藏传佛 教绘 画一黑水城 出土西夏唐卡研

究 》 ［ Ｍ ］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１年 。 谢继胜主编 ： 《 藏传艺 术发展史 》 上册
“

西夏藏传佛 教绘 画
”

 ［ Ｍ ］ ， 上 海 ： 上海书 画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０年 。

③ 阮丽 ： 《 敦煌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曼荼罗 再考 》 ， 《故 宫博物 院院刊 ＞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４期 ， 第 ６ １
—

８ ５页 。



敦煌？夏藏传佛教 洞窟及其图像属性探析一以西戛智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

２ １ ７
？

实践性仪轨的需求所在 ， 符合从■水城藏传密法文本中看到的西夏人轻理论重实修的特 点 从这
一

点来讲 ，第 ４６ ５裔痙为爾夏肘期沙 州地方佛教界为 藏传佛教齊法修 习 的镲要而专门膏建的
一处场所

， 但

我 们似乎还不 能轻易将其Ｉ
Ｑ

．入西夏 的
“

民间佛教
”

系统 因为 如此规模的 道场 ，恐 怕 不是一个 人甚至几

个 人 能 够完成 的 ８

—定是一个地方的佛教集体 ．事业的结果 ，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仍可归属子寶地
ｉ ＜ ｓ

＆方 佛

教
”

系统
＋

１Ｅ因 为第祁 ５窟的设计思想 、 经典依据 、 图像粉丰来源 、功 能仪轨 出 自 藏传佛 教密奉系统 此被称

为
“

秘密寺
”

， 崖面位ｆ寞高
＇

窟的最北端 ，远离南 区 的汉传佛教 洞窟群 ＾在洞 窟的结构 上也 留 出 了 足够Ｓ

间的前室 （ 图 ６ ） 以方便仪轨的 施行 ｃ 另在第 ４ ６ ５窟崖面周 围出 现 了几处瘗窟 ｉ其中位于窟下 侧的北指窟

是多人合葬窟 或有配合窟 内曼著罗的意味 ，如果把第 ４ ６ ５窟整个理解为一个立体 的坛域 ， 则 周 围 ：！屋窟

出 现．人骨的 丧葬窟 （ 图 ７ ）
， ，
ｉ￡是坛城外讀 八大尸 林的体 现 ８

图 ７ 莫 高 窟 第 ４ ６ ５窟所在崖 面

而第 ４ ６ ５窟基本上没有出现汉传 的 图像 ，
与西夏佛教常见 的汉藏共存 、显密共融的特点大相径庭 ：

，

地 作劇 Ｊ
］ ， Ｃ西藏翁ｆｅ｝細ｆ输１■

，
愈３３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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庳该是代表西真官方佛教 的藏传 密教僧人们 ，
选择在最两边的 沙州 ，

． 给藏传佛教莓我
一

处理想的 展示空

间和卖践场所。 同 时洞 窟 中未有供养人画像 ，只有黑帽帝 师供养像 ，不仅强 化了 洞倉修行实践场所的 性

赓 ， 也潰晰地，表明了桐震营建＿ 官：

：
穿臂儀 ｓ

洞窟中上乐金刚曼荼 罗有多铺 ， 从现存的 西夏时期 的众多上乐金刚修法 的文献和唐卡可以想见 ，当

时 的上乐金 刚修法在西寘王爾是＿常盛行 的 并
＇

不Ｍ限乎民 间 ４ 现 存的 西夏文献中有类上乐金刚修法 内

容的述有 《依貪禅上乐轮方便智 慧 ，

变迁运遣玄义 》 ＜

＇

貪祥上乐轮大十二佛 Ｗ八名 》 《 吉祥上乐轮中有身

入定粟捂要方解经颂 》 Ｃ貪祥上乐轮中有身人定次第 》等 。 除这些文献外 ，
现存的关于上乐金刚本尊坛

域 的西夏绘画也有不少 ，仅 黑水城＾ 处就 坶土有 ９幅 描绘上 乐余刚坛城的唐卡 ，宁夏贺竺县宏佛塔 出：土

１

幅 ，拜寺 ０ 欢塔抵土：

１幅 ，这 几处佛塔均 归当地官：Ｔ寺院所属 ，因此显然非 民间私人性质 的藏 品
一定是

官方＿齡 的佛塔裝藏品＋

（二 ）榆林窟第３窟

据贾维维的研究 ， 榆林 窟第 ３窟 的 图像结构表现 了两种主题 ： 中原 内 地汉传 佛教观念与 １ ０世纪末以

降的 藏传佛教新译密续主题 ，可 ．看到
“

华严
” “

净土
”

和密教五方 佛这三种信仰 的凸 显 ，顶髻尊胜佛母、 摩

利支夫 、 ．金＿界曼荼罗 ３７尊 、恶趣清静曼荼罗 ４ １尊 、 五护 佛母和不空嬉索观資五尊等均是 《金 刚顶经 》

“

五方佛
”

引 领下 的瑜伽密 续 ．本尊 ？而东壁 中铺 的八塔变 、 东壁南 北两侧 的五十—面观奢经变和十ｍ

面观音经变 、南北壁中铺的二铺现无量寿 经变像 ，西壁ｎ南北的文殊变和普贤变 ， ｎ上维摩诘經变 ， 均是

显教的 图像 ，
整个洞窟汉藏结，合 、显密共存 ９． 综合考察 ，

该洞 窟的设计有强烈 的荐ｔ：
、度亡 、灭罪的功能 ＊

最终要表达的是往生西方净土的 思想 ｓ 除了 洞窟泾变的图像体现之外 ，窟顶具 ．有强 烈装饰意味的
“

祥禽

瑞兽
＂

图像 （ 图 ８ ） ， 也具有配合引 导亡者往生净土的功 能意义

图 ８ 榆林窟 第 ３窟 顶 边饰 图 案

固此 ，该洞窟 整体Ｂ像结构虽然有浓．厚的藏传佛教密教色彩 ，但其核 心 思想还是唐五代以来汉传 佛

教 的 净土往生观念 ，
也是西夏社会强烈 的净 ！ｔ思想和信 仰 的 实体 体现 ＾

“

总体 来说 ， 以榆林 ３窟 为代表的

西夏石窟密 教题材壁画 ｙ是西寘民众在河西走廊地Ｋ原有造像传统的基础上 、融合本民族信 仰倾 向和东

？ 贾學翁
＇

？＜榆林
－

寒８繼藥輝厭衰＾黧＾ 疾寓 ^

． 邢摩＃ 、妙溥斷 ＜爲州 ．橡雜窟第纖二－净土鸾：
舂 《

较翁之麟研麵利 》 １Ｃ 】 （第 救韋

－ 榆林窟第＿ｓ十
一ｒｆｆ■

警雜膏＿倉ＵＰ像ａ＃ 》 ［
ａ

］ ，輕之鋼ｆｔ輿蠢－Ｋ華 窗身 ｓ
ｓｍｓ％象ａｓｈ

３ ４ ９
页 。



敦煌？夏藏传佛教 洞窟及其图像属性探析一以西戛智方佛教系统为视角 ？

２ １ ９
？

印度图像传承体 系而对佛教艺术作 出 的余新阐释 ，与
＇

五代宋之前的敦煌石亩密教造像相 比 ，具有风格鲜

明 的 艺术特征 ， ？…
？这些密教题材仅是在特定时代背蠢

＇

下被赋予全ｆｆ的 图像志 特征 ，
而在宗教 内 涵 和

图像功 能方面则和其他
１

显教
’

题材—样 ，在
‘

净土信仰
’

体系 内 的各种忏悔 、 葬礼和荐亡法会仪式中得到

圆融统一 ｓ适应了唐宋 以 来 中原 内地较为盛行的
４

信 仰性／仪轨性
’

佛教的 发展形态＾ 这样 ，榆林 窟第 ３

廣属
．宁西夏

“

官方佛教
”

系统是役有Ｉｔ问 的
，
有研究者甚至推测此洞窟 的营建或其功癦主与戛仁宗可能

有卖系 》 ＿

榆林窟弟 ３窟钮食的深厚的 唐五代宋佛教义理思患的 内涵 ，让我 们看到了 西夏人在运用新译密续经

典及相应的 藏传佛教图像来 阐释汉传佛教 思想时 的娴熟技巧 ， 煞泰没有汉藏佛教之 间 的隔膜 ，没有显密

的 障碍 ， 也没有
８

官方／民 间
”

的 Ｋ ．别 ，相３；之 间龕度的统
一

和
＇

融合 ｔ实是我 们理解西置佛教处理汉藏关系

的重要实例 ， 也表明 在瓜州有
ａ

画融
”

汉 藏 、 显 密佛 教 的西夏高僧大德莫体 指导 了洞窟 的营建 ^

（这 ）西夏藏传密法文本与图像的实际运用

西夏的 藏传佛 敦绝典数量可观 ， 史金波先生对黑水城等地 出土 的文献做 了详细统计 ，数纛有近百种

之多Ｉ

黑水城藏传佛教密法仪轨 、等文本文献 ，

牮合黑水城唐令等绘画 ．

＊
■ 包括宁夏境 内拜寺

沟 方塔 、 宏佛塔 、

一

百零八塔等 出 土 的各类

绘画 ， 以及以敦煌石窟为 主的河西石窟寺院

所见的 西＾：藏传佛教 图像 ， 可知有
一部分确

实 反 映 出 文本与 图像相结合的 情况 ＾ 其 中

较为常见 的是有关大黑天的 文本 ．，如 《大黑

根本咒 ．》 的西夏写本 ■

｛大黑赞 》 实是大黑天

形象 （ 图 ９ ）的描述文字氣 另如￥ ２ １ ４
《亲诵

仪 》 、 ￥ ２ ３ ４ 《 多闻 天 陀罗 尼 仪轨 ＞ （实为 、

《 多

闻天施食仪轨 》
？

：
？ ，与酋真各地发现 的毗沙

门天芏并八大马Ｍ图像的 形象描述 ，基本上

是吻 合的 金刚亥母造像在西夏较为多

见 ，黑水城文献中有关金 刚亥母修 习 仪轨的

文本雙少翁 １ ６种 另：有西夏译本 ｛ 如来应

供真 实究竟正觉
一切 恶趣令净 威德王释 》

《
舎有恶趣净令 本断纲 》 ｔ是藏文本萨迦缝

祖扎 巴坚赞所 撰的 Ｃ具 ？

＇

香祥净治恶趣续总

义 》 的西夏文译本 ，
应该与西蓖 出现 的恶趣

猜净曼荼 罗图像有＾
■

隹的关联 ５

．

 ？
■

？入
ｒ

－ －

＾＾

Ｉ－

０＾＊． ．？— ． ＿ －

图 ９ 莫 高 窟 第 ４ ６ ５窟 大 黑 天 图 像

雜 寳维维 ．Ｅ ＜揄林第ｓ慶鐵减

參 答静 ： Ｉ褕林窟第＿龙十
一

翁千擊赃鑛瘦的谓像选 丝绸之蠡 ．蠢癲 ｛第３懲 動韵一 ３４ ９：Ｋ赛

？ 参鳥薦金纖“西夏孽？藏＃像笼蓊 ＞ （ｔ ）ｍ ， 《 西蔵食学學报） ２加＿？纖 ，爾ｎ

＃ 緣 ；Ｓ屬 １＜ 西雀：
Ｖ纘通时代 ：

：

？大黑我神纖拜考鷄水蛾文
Ｉ

献一＾魏释食树．隊鑛 ｆｉ
ｔ，太 ：鎮八Ａ赞１貪中办 ＞Ｕ：］ ，玉翁３

！
纖

；＜ 
賢

着ｉｆ馨ｉ ［
ＣＪ

］
（＿＿Ｕ：雜古籍 １８臟 鱗， 第 １Ｓ ３

—ｍｗ＊
此据 氏＿ 《两夏馨數文献与嘗細食Ｈ １２Ｓ

—

１ ４ＳＫ
５

＃ｆｌ

＇

＊；ｆ ［
Ｊ

］ ，

雜 寶＿＿ｔ榆林第３繼蠻謂ｆｆ輿

？Ｓｔｏ ：

＃ ＜
ｉ 
ｓ＊＊ｉ

，

ｗ｜ｌｉ
＇

ｆｆｙｇ
｝ ［Ｍ ］

，
４ ｆｃ＃ ｉｒ＊２ｒａ＃ＦｒＳｓ？ ， ３

．？ａ ？ｔｔａ＃ 

；？

氏：箸 ＜ ｗ复條敎史齡智補虛縦食ｈ建＾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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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结

通过 以上 的讨论可 以看到 ，
西夏佛教在对待和运用藏传密法 的 图像时 ，

其实有着相 当 丰 富的 文本支

持 。 从榆林窟 、 东千佛洞及五个庙洞 窟 中 汉藏共存 、 显密共融 的现象
，
说 明其核 心仍然受 到敦煌地 区唐

五代 以来汉传佛教和 本地传统佛教 思想 的影 响 。

三
、结 语

敦煌石窟群所在 的瓜沙地 区是西夏统治 范 围 内 的最西区域
，
这里 的佛教艺术传统到 西夏时期 已 是

渊 源流长
，
莫高窟 、 五个庙 、榆林窟 、 东千佛洞等 多处洞窟 中 藏传佛教特征 明 显 的坛城曼荼 罗 图像的 绘

制 ， 从表面上看是代表西夏
“

民 间佛教
”

藏传佛教 系统影 响 的表现 ， 但是这些 图像在 洞窟 中 往往是汉藏共

存 、 显密共 融 ， 经西夏人最拿手的
“

圆融
”

手法 的处理 ，
我们 在榆林窟第 ３窟 、 第 ２ ９窟 ，

东千佛洞 第 ２窟 、 第 ５

窟 、 第 ７窟
，
五个庙第 １窟等洞窟 中 与其说看到 了藏传佛教 密法 的 实践 ，

倒不如 说是瓜沙地区 的西夏人受

唐五代宋 以来佛教传统思想 的影 响
，
借 用这一时期新译密续 主题的 相 关题材和 图像

，
完 成和 实现作为佛

教信仰 者不变 的信仰 目 的 和往生净土 的需求 。 仍然体现了 作为 西夏佛教 主流 的官方佛教意味 。

敦煌石窟群洞 窟 图像结构 中 浓厚的 华严 、 净土 思想 ， 结合像榆林窟第 ２ ９窟 、 榆林窟第 ４窟 ， 东千佛洞

第 ５窟 、 第 ４窟
，
莫高窟第 ４ ６ ５窟

，
文殊 山 后 山 万佛洞 西夏帝师／国 师／上师供养像的 出 现

， 更是体现 了西夏

佛教 的
“

官方佛教
”

色彩 。 以此属 性定位敦煌石窟群 中 的 西夏洞窟 ，
才 能最终理解 以莫高窟为 主 的那些

西夏重修 、重绘 的汉传佛教题材 图像洞窟 的性质 ， 也可 以最终解释长期 以来西夏学界 、 敦煌学界 、 艺术史

界对这一批洞窟研究 困 惑 的瓶颈所在 。

［
本 文责任 编辑 张 宁

］

［作者简介 ］沙 武 田 ，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人文 社会 科 学 高 等研 究 院 副 院 长 ， 教授 ， 教育 部 青年 长江 学 者 （ 西

安７ １ ０ １ １ 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