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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绘画史上的“言意之辩”

⊙ 何劲松

内容提要：  禅宗绘画史上曾出现过绘画艺术能否表现人的“本来面目”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际

上是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文字观在绘画领域中的反映。一派认为绘画艺术的“言”不

能真正表达“本来面目”这个内在的“意”，另一派认为绘画艺术仍不失为认识和把

握“本来面目”的工具和途径。从时间上来讲，这场讨论上自中晚唐，下至明清，可

谓旷日持久。虽然讨论的双方最终也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但却深化了人们对绘

画艺术的本质，特别是对绘画本体论、绘画创作论和绘画鉴赏论的认识，因而有其积

极意义。

关 键 词：  禅 绘画 言意之辩 本来面目

作者简介：  何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协会主席。

一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绘画增添了取之不尽的新鲜血液。公元 1— 7 世纪是印度佛教艺

术 的 黄 金 时 期， 先 后 诞 生 了 犍 陀 罗、 秣 菟 罗 和 笈 多 等 各 种 艺 术 式 样， 且 源 源 不 断 地 传 到 了 中

国，形成了克孜尔石窟、天梯山石窟、金塔寺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

云 岗 石 窟、 龙 门 石 窟， 以 及 不 可 胜 数 的 佛 教 寺 庙。 依 托 这 些 石 窟 和 寺 庙 的 石 壁 或 墙 壁， 人 们

绘 制 了 大 量 的 壁 画， 同 时 还 在 纸、 绢 等 材 料 上 创 作 了 无 数 的 卷 轴 画。 佛 教 的 诸 佛 菩 萨 和 诸 天

罗 汉 等 形 象， 丰 富 了 中 国 人 物 画 的 题 材， 促 进 了 该 画 种 的 发 展。 特 别 是 焦 点 透 视 和 凹 凸 晕 染

法 等 绘 画 技 巧 的 传 入， 改 变 了 中 国 画“ 古 画 皆 略 ” 的 不 足， 使 人 物 造 型 更 加 准 确 生 动， 具 有

现 实 感 和 真 实 感， 并 能 营 构 同 一 空 间 由 众 多 人 物 组 合 而 成 的 宏 大 场 面， 这 是 之 前 的 单 幅 画 所

无 法 比 拟 的。 张 彦 远 在《 历 代 名 画 记 》 中 曾 做 过 统 计，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中 国 绝 大 多 数 画 家 都

画 过 佛 教 题 材 的 绘 画， 如 卫 协、 顾 恺 之、 戴 逵、 陆 探 微、 宗 炳、 张 僧 繇、 曹 仲 达 等。 如 果 从

佛 教 艺 术 的 数 量 之 多、 地 域 之 广、 规 模 之 大、 造 诣 之 深 来 看， 实 际 从 事 佛 教 艺 术 创 作 的 画 家

又 何 止 成 千 上 万。 宗 白 华 先 生 称 六 朝 到 晚 唐 宋 初 的 佛 教 艺 术 完 全 可 以 和 希 腊 的 雕 塑 艺 术 争 辉

千古 A。

后 来， 随 着 禅 宗 的 兴 起， 佛 教 绘 画 艺 术 的 整 体 情 况 也 为 之 一 变。 禅 宗 的 教 义 有 着 自 己 鲜

明 的 特 点 和 个 性，《 五 灯 会 元 》 卷 一 记 载 ：“ 世 尊 在 灵 山 会 上 拈 花 示 众， 是 时 众 皆 默 然， 唯 迦

叶 尊 者 破 颜 为 笑。 世 尊 曰 ：吾 有 正 法 眼 藏， 涅 槃 妙 心， 实 相 无 相， 微 妙 法 门， 不 立 文 字， 教

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碧岩录》第一则评唱道 ：“达磨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

而 来， 单 传 心 印， 开 示 迷 途， 不 立 文 字， 直 指 人 心， 见 性 成 佛。” 这 里“ 直 指 人 心 ” 的“ 心 ”

即 真 如、 法 身、 佛 性， 也 被 称 为“ 本 来 面 目 ”， 即“ 父 母 未 生 时 ” 的 本 来 状 态。 这 种“ 本 来

面目”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把握的，而必须诉诸直觉思维——悟。“悟”是超越经验、知识、理

性、逻辑的主观体验，是对内在心性的直接感悟，抑或是本有佛性的自然呈现。

由 于 禅 以 开 悟 为 目 的， 主 张“ 直 指 人 心， 见 性 成 佛 ”， 并 强 调“ 不 立 文 字， 教 外 别 传 ”，

A　 宗白华 ：《美学散步》，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28 页。

■ 学术专题  佛教艺术研究



097

禅宗绘画史上的“言意之辩”

必 然 贬 低 经 典， 反 对 外 在 的 偶 像 崇 拜。 在 这 种 氛 围 下， 原 先 那 些 用 于 礼 拜 的 佛 教 绘 画 逐 渐 式

微，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以 表 达 心 性 为 目 的 的 禅 画 和 受 禅 画 影 响 的 文 人 画。 关 于 这 种 转 变， 著 名 画

家 潘 天 寿 先 生 曾 做 过 简 明 扼 要 的 说 明 ：“ 自 从 佛 教 传 入 中 国， 二 千 年 以 来， 佛 教 与 吾 国 的 绘

画， 极 是 相 依 而 生 活， 相 携 而 发 展 ……。” 他 认 为，“ 唐 以 前 的 绘 画， 为 佛 氏 传 教 的 工 具 ；唐

以 后 的 绘 画， 为 佛 氏 解 悟 的 材 料 而 不 同 罢 了。”A 在 潘 先 生 看 来， 唐 之 前 的 佛 教 绘 画 和 文 字

版 的 经 藏 一 样， 是 宣 教 的 工 具 ；而 在 唐 代 禅 宗 兴 起 之 后， 绘 画 则 成 了 禅 僧 们 表 达 自 己 内 心 感

悟 的 手 段。 从 题 材 来 讲， 禅 宗 绘 画 不 仅 有 诸 佛 菩 萨、 诸 天 罗 汉， 还 包 括 历 代 祖 师、 著 名 居 士

的画像以及禅宗故事，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画像赞。B 由于禅画的重点在于“表达自己内心感

悟 ”， 所 以 它 有 一 个 显 著 特 点， 即“ 随 情 而 造 ”。 道 宣 说 ：“ 今 人 随 情 而 造， 不 追 本 实， 得 在

信 敬， 失 在 法 式。”“ 造 像 梵 相， 宋、 齐 间 皆 唇 厚， 鼻 隆、 目 长、 颐 丰， 挺 然 丈 夫 之 相。 自 唐

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C 我们看贯休、梁楷等人笔下

的祖师、罗汉像，确实是在写他们心中的感悟了。

二

“不立文字”作用于禅宗绘画，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禅宗绘画虽然汗牛充栋，围

绕禅画的像赞、偈颂数不胜数，但很多禅师却对绘画能否如实反映本体，即人的“本来面目”

表 示 怀 疑， 或 持 否 定 态 度， 即 绘 画 这 种 艺 术 的“ 言 ” 不 能 真 正 表 达“ 本 来 面 目 ” 这 个 内 在 的

“意”。

《坛经》曾记载蜀僧方辩为慧能“塑就真身”，且“曲尽其妙”，但慧能却说 ：“汝只解塑

性，不解佛性”。D 显然慧能认为塑像（理应包括画像）是不能表达人的法身、法性、佛性

或本来面目的。关于“法身”，马祖道一曾做过论述 ：“法身无穷，体无增减 ；能大能小，能

方能圆 ；应物现形，如水中月 ；滔滔运用，不立根栽 ；不尽有为，不住无为。”E 这样的“法

身”无法诉诸具体的形象。黄檗希运对这个本体的“心”也作过描述 ：“此心无始以来，不曾

生， 不 曾 灭 ；不 青 不 黄， 无 形 无 相 ；不 属 有 无， 不 计 新 旧 ；非 长 非 短， 非 大 非 小， 超 过 一 切

A　 潘天寿 ：《佛教与中国绘画》，文见《潘天寿谈艺录》，杭州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33— 134 页。

B　 “赞”是一种称颂诸佛菩萨和祖师功德的一种文体，多用韵文写成。这种文体印度佛教中就有，如马鸣的《佛所行赞》、

《普贤菩萨行愿赞》、《七佛赞呗伽陀》等。中国僧人将这种文体广泛运用于画像，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像赞”。这种像赞大

约始自东晋，晋僧支遁就写过《释迦文佛像赞》《阿弥陀佛像赞》《诸菩萨像赞》。禅宗诞生之后，这种为像作“赞”的风

气愈演愈烈，至明清时期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如唐代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就曾作过《真赞》，称“徒观纸与墨，不是山

中人”。唐代诗僧皎然也著有《洞庭山福愿寺神皓和尚写真赞》。宋代默照禅的倡导者宏智正觉写了 550 余首画像赞。宋

代临济宗高僧大慧宗杲还曾作《赞方外道友》69 首像赞，涉及到庞居士在内的 67 位居士。元代临济宗了堂惟一禅师对“自

达摩大师至归源老人，凡二十八代”祖师的画像都写了赞文，俨然是本宗的一本图文并茂的简史。明末清初临济宗僧人通

贤有《自赞》56 首，同时期的临济宗禅僧福慧给历代 109 位祖师写了 109 首《图真赞》。明末清初的黄檗宗僧人如一著有

《佛祖正印源流图像赞》，对释迦牟尼以及西天初祖至第 27 祖、东土初祖达摩至六祖慧能、第 1 世南岳怀让至第 36 世隐元

隆琦的画像都有赞词，共计 70 首，此外还有《祖师源流像赞》41 首。清僧净范作有《一花五叶图像赞》，其中包括从释迦

牟尼佛到天童密云圆悟禅师在内的 107 人的画像赞。在大量的像赞之外，还有很多画像方面的偈颂，如五代后晋僧人普明

的《牧牛图颂》等。这些赞、偈是禅宗史和禅宗思想史的宝贵资料，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禅宗绘画思想。

C　 释道诚集 ：《释氏要览》，《大正藏》第 54 册，第 288 页。

D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机缘第七》，《大正藏》第 48 册，第 358 页。

E　 《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语录》，《景德传灯录》卷 28，《大正藏》第 51 册，第 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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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名言踪迹对待。”A 这样的“本来面目”无论如何是绘画所不能表达的。《五灯会元》记

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马祖道一的法嗣盘山宝积“将顺世，告众曰 ：‘有人邈得吾真否？’众将

所写真呈上，皆不契师意。普化出曰 ：‘某甲邈得。’师曰 ：‘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

出。师曰 ：‘这汉向后掣风狂去在！’师乃奄化。”B 宝积对所有用画笔画出来的像都不满意，

原因是本体不可描绘，而普化的“打筋斗而出”是不着痕迹的比喻，反倒被他认可。

宋代临济宗黄龙派初祖黄龙慧南在真赞中说 ：“禅人图吾真，请吾赞。噫！图之既错，赞

之更乖。……谓吾之真，乃吾之贼。吾真非状，吾貌匪扬。”C 可见，黄龙慧南对丹青表达本

体是持彻底否定态度的。他的弟子仰山行伟也说 ：“直饶丹青处士，笔头上画出青山绿水、夹

竹 桃 花， 只 是 相 似 模 样。 设 使 石 匠 锥 头， 钻 出 群 羊 走 兽， 也 是 相 似 模 样。 若 是 真 模 样， 任 是

处 士 石 匠， 无 你 下 手 处。 诸 人 要 见， 须 是 著 眼 始 得。” 行 伟 还 自 题 其 像 说 ：“ 吾 真 难 邈， 斑

斑驳驳。拟欲安排，下笔便错。”D 行伟提出了“相似模样”和“真模样”两个概念，“真模

样 ” 是“ 本 来 面 目 ”， 绘 画 只 能 停 留 在“ 相 似 模 样 ” 的 层 面 上。 宋 临 济 宗 僧 人 印 肃 说 得 很 直

白 ：“法身非相，安可以泥像丹青。法界弥纶，何必造银楼金屋。”E 宋僧智愚也说 ：“道不可

传，貌不可绘。”他认为祖师“厚重如山，宽大如海。丹青有神，莫拟其踪。僧繇笔妙，难状

其迹。”F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汝州叶县广教省禅师，他强调 ：“我师之真，何用丹青。形如满

月，遍布乾坤。”他讲得很明白 ：“吾真非假，图画非真。”G 有人请宏智正觉为写真题赞，正

觉便写了“说也说不破，画也画不成”、“邈之不真，传之不神”、“像取模画，人成幻化”H

这样几句话，教人不要执着。临济宗僧人无门慧开感叹说 ：“时人不识自家佛，却向丹青画处

寻。”I

元代和明代禅僧显然继承了宋代僧人们的观点，如元初曹洞宗僧从伦在赞文中说 ：“本来

面目妍丑难评，费尽丹青莫能传写。”又说 ：“世间无限丹青手，到了终须画不成。”J 同时代

的大欣禅师在《题殷济川画》中说 ：“殷济川画达摩、宝公而下禅宗散圣者凡廿八人，并取其

平 日 机 用 摩 写 之。”“ 然 南 泉 斩 猫、 雪 峰 辊 球， 盖 其 一 时 示 人， 如 石 火 电 光， 不 可 凑 泊 ；心 思

路 绝， 语 默 俱 丧 ；况 可 以 笔 墨 形 容 哉！ 画 者 正 郢 人 误 书 举 烛， 而 燕 相 尚 明， 国 虽 治 而 非 书 意

也。”K 在大欣看来，公案、禅机、悟境也是绘画所不能描摹的。

明 僧 景 隆 认 为， 人 的“ 本 来 面 目 ”， 禅 的“ 活 卓 之 机 ”，“ 任 是 张 僧 繇、 吴 道 子， 尽 力 描

貌 不 得 ”。 可 是 世 人 却 不 这 样，“ 此 意 明 明 妙 不 传， 犹 把 丹 青 描 这 个。” 这 种 做 法 在 他 看 来 是

徒劳的，是“又将五彩画虚空，大似钵盂安把柄。”L 明僧颛愚观衡觉得，既然“本来面目自

平 常， 大 道 不 著 于 言 象 ”， 那 么 即 使“ 者 个 也 说 描 得 像， 那 个 也 说 描 得 像， 任 你 描 得 颛 愚 十

A　 希运 ：《黄檗山断际禅师传法心要》，《大正藏》第 48 册，第 379 页。

B　 《盘山宝积禅师》，《五灯会元》，《禅宗全书》第 7 册，第 150 页。

C　 《黄龙慧南禅师语录》，《禅宗语录辑要》第 142 页。

D　 《仰山行伟禅师》，《五灯会元》卷十，《禅宗全书》第 7 册，第 1119 页。

E　 印肃 ：《述普光明殿》，《普庵印肃禅师语录》卷一，《卍续藏经》第 120 册，第 568 页。

F　 《虚堂和尚语录》卷四，《禅宗语录辑要》第 519 页、第 539 页。

G　 《汝州叶县广教省禅师语录》，《卍续藏经》第 118 册，第 465、466 页。

H　 宏智正觉 ：《禅人并化主写真求赞》，《宏智禅师广录》卷九，《大正藏》第 48 册，第 81、110、118 页。

I　 《无门慧开和尚语录》，《卍续藏经》第 120 册，第 521 页。

J　 《林泉老人评唱丹霞淳禅师颂古虚堂集》卷三，《卍续藏经》第 124 册，第 558、559 页

K　 《蒲室集》卷十三，《禅宗全书》第 95 册，第 531— 532 页。

L　 景隆 ：《空谷集》，明得主编《禅门逸书》续编，第 215 号，第 20 页、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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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像，也只描得颛愚之皮肤，终不能描得颛愚之心肝五脏”A。明末曹洞宗僧人明雪说 ：“依

真 画 像 像 非 真， 从 像 显 真 真 非 实。 非 实 非 真 两 皆 幻， 难 描 老 人 真 仪 质。 要 识 老 人 面 目 么， 三

冬桃瓣随风舞，九夏霜花遍地铺。”“真仪质”如同“三冬桃瓣”、“九夏霜花”，是不可思议

的境界。所以他感叹道 ：“堪羡良工笔力精，笔笔全是此个身。虽然眉目咸相似，一点中心难

画成。”B 同期的临济宗僧人通贤在《自赞》中提出“范围模样”这一概念，不外乎也是要说

明本体不可描画，画出的一定是失去“本然”的东西。如一禅师在《画像赞》中说得更明白 ：

“描得衲僧巴鼻，失却佛祖爪牙。”他提醒人们 ：“认取山僧本来面目，勿看身上袈裟。”C 明

末临济宗僧海明也对写真画像表示不满 ：“谓是老僧像，全然都不相。若将作影响，欲赞返成

谤。” 他 觉 得“ 画 又 不 成， 描 又 不 就 ；恼 杀 丹 青， 出 吾 百 丑 ” 的 原 因 是 ：“ 无 像 之 相， 是 名 真

相。但著点染，已成别样。若得不别，不在丹青笔上。”D

有 清 一 代， 对 绘 画 艺 术 表 达“ 本 来 面 目 ” 持 否 定 态 度 的 仍 大 有 人 在。 禅 僧 迦 陵 说 ：“ 清

奇 古 怪 娘 生 面， 妙 笔 丹 青 作 么 施。 者 厮 十 分 传 得 似， 依 然 画 虎 只 成 狸。”E 浮 石 禅 师 也 说 ：

“ 从 来 本 体 难 描 画， 画 出 谁 知 失 本 然。 欲 本 然， 卓 卓 孤 峰 独 顶 天。”F 弘 瀚 在《 自 赞 》 中 说 ：

“ 是 真 非 象， 是 相 非 真。”“ 七 尺 之 躯， 堂 堂 可 羡。 踞 坐 俨 然， 阿 谁 不 见。 更 写 丹 青， 云 遮 日

面。”G 清僧正印曾作《自赞》阐明自己的观点 ：“个老橛强，到处惹人怨谤。……今被众居士

和 赃 捉 败， 描 作 人 天 模 样。 纵 描 得 十 分 像， 也 只 是 者 边 模 样。 若 论 那 边 更 那 边， 饶 是 王 维 也

描不像。”H 这里的“者边模样”指世俗世界，“那边更那边”当指彼岸世界，或指禅悟境界。

还 有 一 些 过 激 的 僧 人， 视 世 俗 文 艺 为 魔 事， 只 会 流 转 于 烦 恼 深 渊， 生 死 苦 海。 如 仪 润 在《 百

丈丛林清规正义记》中指出 ：“近日僧中，竟欲以此见长，甚或留神书画，寄兴琴棋，名为风

雅。 生 死 到 来， 毫 无 用 处。” 于 是 他 作 出 规 定 ：“ 各 宜 修 道， 不 得 检 阅 外 书， 及 书 画 等。”“ 凡

经书笔墨诗偈文字，一切置之高阁，不应重理。”I 清初临济宗道忞也制定了相关的《规约》：

“末法师僧，多不根道，稍能搦管，即从事于斯。废日荒月，惟恨揣摩之未工。苟工矣，则傲

倪当世，轻忽上流，……由是追陪俗客，衲衣空闲。身虽出家，心不染道，可不哀哉！”他要

求僧人们 :“凡僧堂寮舍一切案头，除经论禅策外，世典诗文、诸人染翰，除偈颂外，长歌短

句，一概禁绝。如违此约，连案摈出。”J

三

不过，禅宗虽然高举着“不立文字”的旗帜，但在禅宗的发展史上却始终“不离文字”。

实 际 上， 禅 宗 讲 的“ 不 立 文 字 ” 是 在 指 出 语 言 文 字 的 局 限 性， 即 语 言 无 法 准 确 地 把 握 主 体 内

在 心 性， 无 法 表 达 宇 宙 的 实 相 和 禅 悟 的 终 极 境 界。 强 调“ 不 立 文 字 ” 是 要 人 们 不 执 着 于 文

字，并不是要完全抛弃文字，毕竟语言文字还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本来面目”和语言文字的

A　 《紫竹林颛愚衡和尚语录》卷 11，《嘉兴藏》第 28 册，第 720 页、第 717 页。

B　 《瑞白禅师语录》卷 11，《嘉兴藏》第 26 册，第 792 页。

C　 《即非禅师全录》，《嘉兴藏》第 38 册，第 678 页。

D　 《破山禅师语录》卷 17，《嘉兴藏》第 26 册，第 75 页、第 77 页。

E　 迦陵 ：《宗鉴法林》卷 12，《卍续藏经》第 116 册，第 185— 186 页。

F　 《浮石禅师语录》，《嘉兴藏》第 26 册，第 611 页。

G　 《博士粟如瀚禅师语录》卷 6，《嘉兴藏》第 40 册，第 469、第 470 页。

H　 《楞严法玺印禅师语录》卷 2，《嘉兴藏》第 28 册，第 389 页。

I　 《百丈丛林清规正义记》卷 6，《卍续藏经》第 111 册，第 719 页、第 726 页、第 808 页。

J　 道忞 ：《规约》，《布水台集》，《嘉兴藏》第 26 册，第 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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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系 正 如 宋 僧 圆 悟 克 勤 所 言 ：“道本无言，因言显道。”“ 此 事 其 实 不 在 言 句 上， 亦 不 离 言 句

中。”A

为 此， 唐、 宋 以 降， 也 有 很 多 禅 僧 认 为 绘 画 艺 术 仍 不 失 为 认 识 和 把 握“ 本 来 面 目 ” 的 工

具 和 途 径。 唐 皎 然 在《 周 长 史 昉 画 毗 沙 门 天 王 歌 》 中 说 ：“ 长 史 画 神 独 感 神， 高 步 区 中 无 两

人。 雅 而 逸， 高 且 真， 形 生 虚 无 忽 可 亲。”“ 吾 知 真 象 本 非 色， 此 中 妙 用 君 心 得。 苟 能 下 笔 合

神造，误点一点亦为道。”B 所谓“感神”指的是创作主体深入观察、体验所描绘对象的内在

生命——“神”。而“合神”则是创作主体的内在性情（神）与所描绘对象的“神”相互交融，

在双向同构中完成审美创造活动。皎然指出“真象本非色”，即事物之“真”并非其外在的色

相，必须把握其内在的“神”。只要做到“合神”，笔墨语言是可以传“道”的。宋代心月禅

师 认 识 到 绘 画 的 警 醒 作 用， 他 在《 降 魔 图（ 并 序 ）》 中 说 ：“ 画 师 笔 端 三 昧， 幻 出 降 魔 图， 有

深旨焉。”所谓深旨，即“破彼幽暗，悉使开眼见明，舍邪归正”，让“观图者”“顿见善恶邪

正之念”，分清“孰为佛耶，孰为魔耶”，从而得到“自警”作用。C 慧洪说 ：“何人毫端寄

逸想，幻出百福庄严身。”D 在慧洪看来，“庄严身”是可以在“毫端”表现的。

元代禅僧清欲认为绘画可以是求道的工具，他在评价《罗汉图》时说 ：“聚沙成塔，爪画成

佛，不失为入道之渐，况精妙若此乎？”清欲强调通过绘画作品来返观自己的本心，“苟能返观

自心之体，广大悉备，四圣六凡，由之建立，三昧六通，由之发现，乾坤日月，江海山川，由

之出生，便可掩卷一笑。”E 元临济宗大慧派禅僧愚庵智及在谈绘画鉴赏时说 ：“世之览者，徒

爱其奇形怪状，精巧入神，孰究道之所存为何如耶！”应当“观其迹，究其道，自觉觉他，勿堕

声闻”，“直趣自觉圣智究竟之地。”F 智及认为，欣赏绘画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内容，而应当探究

“道之所存”，“观其迹，究其道”，直接进入“究竟之地”。天如惟则也认识到“佛不自佛，从

缘而生”，通过宗教艺术可以“令悟世间万物物物皆佛”，“使人人同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

说，以至重重无尽、互互无碍，曰理曰事周法界无一而非佛”的道理。也就是说，“一机之发”、

“一像之成”，都能够“致广远之化”。G 绘画史上，“李伯时画马，有讥之者谓 ：用心久熟，他

日必堕马腹中。于是改画佛菩萨天人之像”。赵孟頫也是如此，“松雪翁初工画马，至晚岁，惟

以书经画佛为日课，岂亦如是为戒耶！”在笑隐大欣看来，其实画什么并不重要，因为“至人转

物不为物转，华严法界事事无碍。世俗技艺，无非佛事，水鸟树林，咸宣妙法。”H

明 代 禅 僧 对 绘 画 的 作 用 又 有 新 的 认 识， 既 重 视 画 像 的 教 化 功 能， 又 突 出 了 绘 画 的“ 心 ”

本 体。 紫 柏 真 可 明 确 指 出 ：“ 夫 画 本 未 画， 未 画 本 于 自 心。 故 自 心 欲 一 画， 欲 两 画， 以 至

千 万 画， 画 画 皆 活， 未 尝 死 也。 …… 未 画 画 之 母， 无 心 天 地 万 物 之 祖。 既 知 其 母， 复 得 其

祖。”I“自心”是绘画之“祖”，“未画”是绘画之“母”，画出的“一画”乃至“千万画”

则 是 子 孙。“ 自 心 ” 是 绘 画 的 本 源， 是 艺 术 的 本 体。 他 在 分 析 吴 道 子、 李 公 麟 的 画 时 说 ：“ 唐

吴 道 玄、 宋 李 伯 时， 皆 以 画 鸣 于 世， 虽 风 致 各 臻 所 妙， 然 离 自 心 光， 皆 无 所 施 其 巧 焉。 予 以

A　 《碧岩录》第 65 册，《大正藏》第 48 册，第 165 页、第 195 页。

B　 皎然 ：《杼山集》卷 7，明复主编《禅门逸书》初编第 2 册，第 70 页。

C　 《石溪心月禅师语录》卷下，《卍续藏经》第 123 册，第 139 页。

D　 慧洪 ：《涟水观音画像赞（并序）》，《石门文字禅》卷 18，兰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 95 册，第 234 页。

E　 清欲 ：《罗汉图》，《了庵清欲禅师语录》卷 9，《卍续藏经》第 123 册，第 777 页。

F　 智及 ：《与上人所藏罗汉图》，《愚庵智及禅师语录》卷 10，《卍续藏经》第 124 册，第 372 页。

G　 天如惟则 ：《铜佛赞颂序》，《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卍续藏经》第 122 册，第 901 页。

H　 《笑隐大欣禅师语录》卷 4，《卍续藏经》第 121 册，第 246 页。

I　 紫柏真可 ：《交芦生书〈千字文〉说》，《紫柏尊者全集》卷 21，《卍续藏经》第 126 册，第 10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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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二子者，皆以道寓技者也。”A 吴道子、李公麟的画之所以达到了特别高的境界，原因在

于 他 们 都 充 分 展 现 了 他 们 的 本 来 面 目 ——“ 心 光 ”， 他 俩 艺 术 的 最 大 特 点 就 是 能 够“ 以 道 寓

技”，所以达到了道的高度。由“以道寓技”出发，紫柏真可进一步提出佛祖画像的作用在于

“即像道存”，也就是“由道影而识诸祖，由诸祖而辨道场，由道场而知天地，由天地而测虚

空，由虚空以悟自心者，可谓寻流而得源矣”。B 正因为佛教绘画让信众“寻流得源”，所以

才会有“圣人设教，大觉垂形”，借此来“开众生本有之心，熏发本具之善”。C“圣人形化

而影留，使天下后世，即影得形，即形得心，即心复性。”D 真可还将这种“寻流得源”的认

识路线概括为“善返”，他指出 ：“夫由心生形，由形生影。而善返者，由影得形，由形得心，

由心得道。”E“善返”说为绘画与“本来面目”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与 紫 柏 真 可 同 一 时 期 的 禅 僧 憨 山 德 清 也 强 调“ 心 ” 在 绘 画 创 作 中 的 本 体 地 位。 他 在《 送

仰 崖 庆 讲 主 画 诸 祖 道 影 序 》 中 说 ：“ 心 如 工 画 师， 画 出 诸 形 象。” 画 家 笔 下 的 各 种 形 象 都 是

“心”的产物，都是由“心”幻化而成。德清的观点有时有点自我矛盾，比如他一方面认为，

“ 夫 形 像 可 画， 而 神 通 妙 用， 及 度 生 事 业， 又 安 得 而 画 之 哉？”（《 送 仰 崖 庆 讲 主 画 诸 佛 道 影

序》）另一方面又认为，“欲观微妙身，故借画工手。”而且“画工与大士，同入不思议。影现

一 毫 端， 如 春 在 百 花。 于 最 微 妙 中， 全 体 一 齐 现。”（《 天 衣 观 音 大 士 赞 》） 关 于 佛 像 的 作 用，

德 清 说 ：“ 伏 以 法 身 非 相， 托 有 相 以 明 心 ”（《 造 旃 檀 香 佛 疏 》）， 即 无 相 的“ 法 身 ” 是 要 通 过

有相的绘画来显现。“今之庄严此像，匪直饬金木之幻形，实所以开自心之佛性也。”（《庐山

万寿寺庄严佛像记》）雕塑或绘制佛像的目的是要开发修道者自心中的佛性，因为“睹像教以

兴心，用庄严而表法”，通过“见闻瞻仰”，来达到“同出迷途”之目的。（《造旃檀香佛疏》）

他 强 调， 只 要“ 令 观 者 心 存 目 想 ”， 就 可 以“ 即 此 五 蕴 幻 妄 身 心， 于 一 念 顷， 顿 见 本 真 ”。

（《旃檀香如来藏因缘记并赞》）F

明 代 禅 师 除 紫 柏 真 可 和 憨 山 德 清 外， 还 有 不 少 人 对 绘 画 与“ 本 来 面 目 ” 之 间 的 关 系 表 达

了自己的看法。法杲在谈到甘塑师的作品时说 ：“甘塑师技进也，分华布彩从心写。”G 肯定

了甘塑师的作品是“心”的产物。临济宗僧古雪哲说 ：“吾佛之教，权实并行，理事无碍，故

一 瞻 一 礼， 一 香 一 华， 或 绘 或 雕， 或 塑 或 铸， 或 赞 叹， 或 恭 敬， 皆 获 成 佛。”“ 由 此 观 之， 遵

佛之训，事佛之像，成佛可立而待也，又岂特天人福报而已哉！”H 古雪哲肯定了造像是“成

佛”之道，而且是“可立而待”。释莲如在《画禅》中辑录了自南齐释惠觉至元代雪窗共 64

位 画 僧 的 事 迹， 认 为 这 些 画 僧“ 皆 僧 林 巨 擘 ”， 这 些 杰 出 的 画 作“ 盖 无 适 而 非 说 法 也。”“ 其

游 戏 绘 事， 令 人 心 目 清 凉。”I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以 画 寓 法、 以 画 说 法。 明 末 如 一 禅 师 在《 佛 祖

A　 紫柏真可 ：《送宝山庆公之姑苏访丁南羽序》，《紫柏尊者别集》卷 1，《卍续藏经》第 127 册，第 104 页。

B　 紫柏真可 ：《广诸祖道影疏》，《紫柏尊者全集》卷 13，《卍续藏经》第 126 册第 865 页。松案 ：明临济宗僧牧公也讲过类似

的话 ：“由胜相而识诸祖，由诸祖而辨道场，由道场而知天地，由天地而知虚空，由虚空以悟自心自佛，可谓寻流而获源

矣。”（《题建州浦城华藏庵募毗卢佛像》，《古瓶山牧道者究心录》卷 3，《嘉兴藏》第 28 册，第 307 页。）

C　 达观真可 ：《常熟慧日寺西方殿造像疏》，《紫柏尊者全集》卷 13，《卍续藏经》第 126 册，第 866 页。

D　 真可 ：《募写十六开士道影疏》，同上第 869 页。

E　 真可 ：《广诸祖道影疏》，《紫柏尊者全集》卷 13，《卍续藏经》第 126 册，第 865 页。

F　 本段引文分別见于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 21、卷 22、卷 34、卷 26、卷 40，《卍续藏经》第 127 册，第 518 页、第 700

页、第 794 页、第 578 页、第 794 页、第 534 页。

G　 法杲 ：《赠甘塑师》，明复主编《禅门逸书》续编第 3 册，第 42 页。

H　 古雪哲 :《募铸铜像疏》，《古雪哲禅师语录》，《嘉兴大藏经》第 28 册，第 4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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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印 源 流 图 像 赞 序 》 中 说 ：“ 昔 公 美 观 断 际 仪 像， 而 直 下 顿 醒 ；高 峰 读 五 祖 真 赞， 而 打 破 疑

团。”A 根据这些实例，如一禅师肯定道 ：“所謂色相語言，皆归第一义谛，信不诬矣。”B 如

一还说 ：“可传者影也，不可傳者心也。”“因影而会心，忘心而契道 。”C 这里的“会心”、

“忘心”和真可的“善返”说是一致的。同时期的曹洞宗僧净斯认为 ：“众生迷于声色，汩于

轮回，外逐妄境，内惑真性”，而造像可以“使人礼其相而契无相之法身，瞻其形而获无形之

妙用，不假修证，始知本来是佛。”D

禅 僧 元 贤 也 高 举“ 悬 象 以 立 教 ” 的 大 旗， 主 张“ 由 像 契 心， 优 入 觉 域 ”。 关 于“ 象 ” 与

“ 心 ” 的 关 系， 他 主 张“ 立 象 以 尽 意 ”，“ 忘 象 以 明 心 ”。 因 为“ 象 不 立 则 意 弗 尽， 象 不 忘 则

心弗明。故未有不由象而入，亦未有不忘象而得者。”元贤还说，观赏佛祖菩萨画像，不应当

“徒瞻仰于形似之间，探寻于糟粕之末”，否则便有“买椟还珠之诮”。正确的方法是 ：“因影

而求其真，因可传而行其不可传。”E

清 僧 道 霈 曾 谈 及“ 法 身 ” 与 绘 画 的 关 系 ：“ 尝 观 佛 祖 众 生 亲 从 法 身 方 现 起， 都 是 个 影 子。

而 丹 青 者， 又 于 影 上 现 影。 虽 展 转 虚 寂， 要 之 真 本 无 影， 而 影 不 离 真， 总 以 法 身 为 定 量， 惟

在智者能深自观耳。”佛祖众生已是个影，描绘佛祖众生的画像更是影上现影。但是，这个影

上 现 影 也 有 其 重 要 作 用，“ 盖 所 可 得 而 传 者 影， 不 可 得 而 传 者 非 影。 苟 有 因 其 可 传 而 得 其 不

可 传， 则 所 谓 灵 山 一 会 俨 然 未 散 者， 岂 虚 语 哉？” 通 过 画 像 这 个 影 可 以 得 到 非 影， 亦 即 本 来

面 目， 这 是 禅 宗 艺 术 观 的 一 大 进 步。 为 此， 道 霈 充 分 肯 定 像 教 的 作 用，“ 唯 赖 像 教， 以 启 迪

群迷”，“是知造佛，乃成佛之缘，不独为人天福报而已。”道霈在《鼓山诸祖道影记》中说 ：

“诸祖既往，而仪表如生，智者若能睹其影而见其形，见其形而见其心，则诸祖不先，我等不

后，即是亲依座下，亲聆謦咳，亲领棒喝，岂古今时处所能间隔耶？”F

以 上 是 禅 宗 绘 画 史 上 有 关 绘 画 艺 术 能 否 表 现 人 的“ 本 来 面 目 ” 的 大 讨 论， 这 场 讨 论 实 际

上 是 禅 宗“ 不 立 文 字 ” 的 语 言 文 字 观 在 绘 画 领 域 中 的 反 映。 从 时 间 上 来 讲， 上 自 中 晚 唐， 下

至 明 清， 可 谓 旷 日 持 久。 虽 然 讨 论 的 双 方 最 终 也 没 有 得 出 完 全 一 致 的 结 论， 但 却 深 化 了 人 们

对 绘 画 艺 术 的 本 质， 特 别 是 对 绘 画 本 体 论、 绘 画 创 作 论 和 绘 画 鉴 赏 论 的 认 识， 因 而 有 其 积 极

意义。

（责任编辑 周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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