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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菩萨像大多数取自于幢幡的幡身部分，并没有将画像所在的幢幡做出完整的展示。
由于幡身一般都呈长条形，因此上面多是绘制单尊画像，几乎占满了整个幡身。
    由于审美习惯的原因，相信多数读者都会对书中收录的一组颇具印度风格的画像产生特别的感受，
画像里的菩萨发辫披肩，上身裸露，细腰长臂，笔直的双腿看不见膝关节，而双脚显得异常强壮甚至
有些生硬。
据记载，这几件幢幡在发现之初便出自同一个包裹，可见是缘于某种原因而制作的成套作品，风格如
此地近似也就很正常了。
书中还有一件《观世音菩萨像》，给人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既是侧面像又是以行进姿态示现的画
像难得一见。
    佛画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即类型化。
不只上面提到的成套的印度风格的幢幡如此，本套书收录的其他本土风格的画像同样是成套出现，貌
相、构图、服饰等大同小异。
不过这种成套的类型化创作特征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雷同，而是源自佛画创作以及民间画工创作的特
殊背景。
首先，佛画的创作必须严格遵循相关佛典中所记载的仪轨，不可能像后来文入画家那般任意发挥——
一个是礼佛供奉之用，一个是怡情悦性之用。
所以，唐代敦煌的菩萨画像即便是极富世俗人物的韵致，它理应遵循的仪轨仍然是很严格的——这也
就是为什么佛画绘制时往往得依照事先准备好的粉本范式。
其次，民间画工的创作往往师徒相授，各自沿袭和承传着本门本派的技艺路数，再加上各自拥有着较
为固定的征画信众，因此，佛画的面目相似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当然，一定程度的程序化是宗教艺术共通的特性，而敦煌的佛教造像艺术之所以让后人无比景仰，恰
恰在于当时的画工们以虔诚的心态、细微处的精妙手法化解了类型化的弊端。
而且印证书中的菩萨画像，是否还可以这样讲：程序化的仪轨对于画工而言，与其说是创作上的制约
，倒不如说是菩萨庄严法身得以显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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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刚菩萨像　　该幅菩萨像除了前文所陈的系列风格之外，最引人注意的莫如双目的造型和绘制
。
面部以及裸露的身体被涂成青铜色，而杏仁般的双眼，纯白底上点了漆黑的瞳仁，而异常强烈的色彩
对比，自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对眼睛的表现方法尤其类似印度风格，不妨将之与该国不少用白银镶嵌眼部的金铜像做一对照。
　　菩萨上半身完全赤裸，腰际到脚部缠着平滑的红黄蓝相间的布条，上面覆盖着的天衣，疏疏落落
地修饰着五瓣状的白色小花，似乎给金刚菩萨的威严化入了另一种别样的妩媚。
　　菩萨右手执金刚杵。
金刚杵，又叫做宝杵、降魔杵等，原为古代印度之武器。
由于质地坚固，能击破各种物质，故称金刚杵。
在密教中，金刚杵象征摧灭烦恼之菩提心，为诸尊之持物或修法之道具。
金刚杵也象征如来金刚之智慧大用，能破除愚痴妄想之内魔与外道诸魔障碍。
金刚杵的材质，有金、银、铜、铁、石、水晶、檀木、人骨等多种质料，大小八指、十指、十二指、
十六指、二十指不等。
形状以独股、三股、五股最为常见，分别象征独一法界、三密三身、五智五佛。
　　观世音菩萨像　　一般的菩萨像多以静态呈现，像这一幅从动态一面捕捉菩萨风姿的作品还比较
少见。
　　图中的观音正在缓缓迈出右脚，左脚将起未起，妙在给人留有想象的空间。
身体随着步子斜扭、前倾，腰部向前探出，肩膀向后微缩。
而左右手臂的刻画更为传神。
左手绕到身后，伸向下方，牵引着卷曲飞荡的飘带；右手掌托莲花蕾，并向后上方举起，似乎就像托
着发饰一般。
画师利用娴熟生动的线描，以及相应的着色技术，如橙红相叠的衣褶，蓝色的天衣，最终将观音菩萨
娴雅轻盈的妙姿呈现于观者，直如真人一般正在缓步走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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