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五百罗汉之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五百罗汉之谜>>

13位ISBN编号：9787543065758

10位ISBN编号：7543065754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武汉出版社

作者：云一

页数：445

字数：4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五百罗汉之谜>>

内容概要

《全彩五百罗汉之谜》由云一编著，以罗汉为开端，从介绍罗汉起源一直到佛教的宗派传承，洋洋洒
洒间。
带出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八百罗汉的相应解释，最后具化为佛陀、菩萨、僧信、与佛结
缘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佛教人物。

作者通过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和一个个佛教典故来深入浅出地诠释深奥佛法的传布、佛教宗派的发
展与传承。
本书对大量的资料进行了筛选，精心构建了一座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的通向佛法之桥。

《全彩五百罗汉之谜》分为罗汉入门、佛陀与菩萨、佛法的传布、佛教宗派传承、佛教人物五个章节
，以此框架，用流畅生动的语言系统地介绍了有关罗汉、有关佛教的基础知识，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佛
教知识的图景，非常适合于想要了解佛教的初学者，也能使资深的佛教学者受到启发，从中有所体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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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1.罗汉的含义　　罗汉的观念起始于印度，但对罗汉的信仰则形成于中国。
罗汉信仰的兴起与确立，在很多佛典中都有记载，但总的来说，还有赖于中国罗汉造像艺术的渲染与
推动。
因此，可以说罗汉信仰与罗汉造像作为一种宗教观念与物质形态并存的文化现象，完全是中国化的产
物。
　　罗汉又称阿罗汉，意译作“杀贼”、“应供”、“不生”等。
“杀贼”即杀一切烦恼之贼；“应供”则谓到达阿罗汉果位，已然断灭一切能导致生死流转的“有漏
”法，身心清净，应受人天供养；“不生”即是说阿罗汉已进入永恒不变的涅槃，不复生死轮回。
　　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行所获得的最高果位。
小乘佛学认为修到罗汉境界，就已经断尽三界烦恼，灭除见、修二惑，永远解脱轮回。
因此，阿罗汉果位，又可称为“无极果”或“无学果”，表示已到达极点，所学已尽，再无可学之处
。
但在大乘佛教中，罗汉远非最高果位。
至高无上的当然是佛，其次是菩萨，然后才是罗汉。
在大乘佛教中，罗汉的职能是常住世间不入涅槃并护法弘法。
　　据说，一位小乘佛教徒修行，可能达到高低不同的四种成就。
每一种成就叫一个“果位”，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学位。
这四种果位是：初果，名为“预流果”（音译须陀洹），获得了初果，在轮回转生时就不会堕入“恶
趣”（指变成畜生、恶鬼等）；二果，名为“一来果”（音译斯陀含），得到此果，轮回时就只转生
一次；三果，名为“不还果”（音译阿那合），得到此果，就不再回到“欲界”受生而能超生天界；
四果，是“阿罗汉果”，受了此果，表示诸漏已尽，万行圆成，所做已做，应办已办，永远不会再投
胎转世而遭受“生死轮回”之苦。
得此果位的人，就称为“阿罗汉”，简称“罗汉”。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证得罗汉果呢？
传说古代印度次大陆的弥兰王曾经特别问过那位在佛经中著名的那先比丘，是不是在家居士也有可能
成为阿罗汉，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那先比丘告诉他，须具备一个条件——居士成为阿罗汉那一天，如果不当天出家，就有死去的危
险。
因此，成阿罗汉果的全是和尚。
　　佛教经典，特别是早期佛典中，提到过许多罗汉，释迦佛著名的十大弟子，即摩诃迦叶、舍利弗
、目犍连、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阿那律、优婆离、阿难、罗睺罗都是修得阿罗汉果位的圣者。
而中国佛教艺术作品中流传广泛的却是大乘佛教中其职能经过改造的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以及五百罗
汉等。
　　02.罗汉概念的演变　　罗汉概念的由来，最早见于汉末支谦所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一心
之道谓之罗汉。
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已免忧苦，存亡自在。
”　　《佛祖统纪》有关阿难证得阿罗汉果的记载，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蕴：“迦叶入定以天眼观，阿
难一人烦恼未尽，手牵令出。
阿难思惟诸法，求尽残漏。
定力少，故不得道。
后夜欲过，疲极偃息，仰卧就枕，霍然即悟。
”　　这里所指的便是那种断除轮回，诸漏已尽，六通具足的罗汉圣者。
这是典型狭义上的“罗汉”，大多指佛陀弟子中的得道者，这是罗汉最早的意义。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罗汉”的意义有了新的衍生，即得道高僧也被称为罗汉。
《洛阳伽蓝记》载云：“（菩提）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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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方志》也称琼州沙门智俨为“罗汉”。
此时的罗汉，大多作为佛陀的侍者出现，如凿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至孝明帝正光四年
（523年）的龙门宾阳洞，在宾阳洞中就刻有两位罗汉随侍三尊坐佛。
　　随着大乘佛教的逐渐兴起，“罗汉”的含义及其地位便有了相应的变化，西晋竺法护（266—313
）所译《弥勒下生经》和稍晚昙摩难提所译《增一阿含经》皆有相关记载：“尔时世尊告迦叶曰：吾
今年已衰耗，向八十余。
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
云何为四？
所谓大迦叶比丘，君徒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睺罗比丘。
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须待弥勒出现世间。
”　　由上可以看出，早期小乘佛教中独善其身，“存亡自在”的阿罗汉，至此已接受了佛陀的嘱托
，不入涅槃，常住世间了。
这是小乘罗汉由“自了汉”转小向大，成就阿罗汉的开始。
　　类似的经义亦见诸东晋时译《舍利弗所问经》：“如来告天帝释及四大天王云：我不久灭度，汝
等各于方土护持我法。
我去世后摩诃迦叶、宾头卢、君徒钵叹、罗睺罗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
”至此，小乘圣者的罗汉已经被明确地赋予了“流通佛法”的使命，因而大乘菩萨的色彩更为明显。
　　03.罗汉造像的出现　　自二三世纪，中国佛教造像初兴，三四世纪石窟艺术崛起以来，雕塑的题
材总是以说法佛像，或交脚弥勒菩萨像等为主尊，而石窟壁面上，或施以佛传故事、本生经变、维摩
法华经变等题材，或以千佛飞天、伎乐供养天等为装饰，而有关“罗汉”这个题材的创作，在这一时
期还是相当少见的。
　　但是就文献所载，最早在四世纪便有人画罗汉像了，东晋时代的戴逵曾经画“五天罗汉像”，或
许五天罗汉不是后世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的其中之一，也不是释迦世尊在世时的弟子比
丘之一。
但既以罗汉为名，最起码也是指道德修持已有成就者，或是高僧，或是善知识者；他们可能是汉人，
也可能是西域人。
　　公元四世纪，宾头卢罗汉的信仰已悄悄流布。
如东晋高僧道安便曾图画供养宾头卢尊者。
南朝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年）僧法愿、法镜也曾图画圣僧（即宾头卢）像，梁武帝也曾祈请愈疾
。
唐代高僧道宣在所写的《道宣律师感通录》中，记载了当时有座宾头卢圣僧像立房供养的事。
宾头卢的罗汉造型以“头白眉毛长、形甚庸陋”为特征，虽屡有画造宾头卢供养的文献记载，但南北
朝以前的实物遗例，却是一件也没有发现。
现存年代较早的罗汉像实物，应是甘肃张掖金塔寺石窟西窟内中心柱北面龛上的几尊佛弟子像。
其像有坐姿也有立姿，均顶上光圆，五官秀丽，表情亲和，身着通肩大衣，紧密贴身，带着浓厚的秣
菟罗式样，是北凉时代（397—440年）的作品。
　　北魏以后，罗汉像创作渐多，依其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石窟位置，而展现出不同的类型。
归纳之，有如下数种：　　第一，侍佛二比丘——迦叶阿难像。
在释迦世尊坐像的左右两旁，创作了一老一少二比丘，以为侍者。
此种题材在北朝后期便相当兴盛，如甘肃麦积山石窟的北魏窟、敦煌的北周窟、响堂山的北齐石窟都
有相当传神的老少佛弟子像。
　　第二，涅槃变相中哭泣的弟子。
麦积山石窟在北魏时代已有涅槃变相，在立体的卧佛身后塑作出几位身量较小的佛弟子像，作悲哀哭
泣的神情。
敦煌北周窟428窟的壁画上，也出现涅槃变相。
　　第三，十大弟子像。
典型代表是云冈第十八窟，洞壁四周以圆雕和浮雕雕出十大弟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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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弟子的头部是圆雕，上半身为浮雕，下半身则没入石壁中，每个弟子的头部造型均不相同，很能
表现不同个性的罗汉特征。
　　第四，经变或说法图中的听法比丘。
如龙门石窟寺北壁西侧有浮雕菩提树和罗汉。
　　第五，供养图、礼佛图中引导贵人的比丘，如龙门莲花洞、石窟寺壁面。
　　以上所述为北魏至盛唐之际最常见的几种类型的罗汉。
一般而言，这些罗汉在石窟中多是居于陪衬和次要的位置，且附属在说法图中，虽然和菩萨平列，毕
竟还只是配角，而非洞窟中的主尊，有的甚至仅作为装饰之用。
　　04.罗汉造像成为主角　　南北朝以后，渐渐有了多位罗汉像，成群成列地排在一起，脱离了附属
的地位，而且各个罗汉像造型均不同，各尽变化，以表现那相异的性格、感情，创作手法上较前又进
入另一阶段。
如十大弟子像，在北魏时期的云冈已肇其端了。
例如张僧繇曾画佛十弟子图及十高僧图，至宋代还被御府收藏，如今画迹遗品虽已全失，无从见其风
格，但从日本现存同时期的遗作可略窥唐代十大弟子像的造型。
　　日本天平时代的雕刻风格，受唐风影响甚大。
日本兴福寺西金堂内的释迦十大弟子群像，塑作于天平六年（734年）。
在这十大弟子中，今尚存六尊，是为舍利弗、须菩提、富楼那、目犍连、迦旃延、罗睺罗，群像为干
漆塑造，均高约145.5厘米，为七头身像，身子稍显瘦长。
这些群像最值得称颂处，是能把握佛弟子的性格，表现其内心的感情，在表情、手势、衣纹上都有极
富变化的刻画。
　　另有表现罗汉姿态变化的罗汉像，为龙门石窟看经寺洞的二十九罗汉。
龙门石窟看经寺洞，大约建于盛唐武则天时代，看经寺洞最引人注目的是腰壁间所刻的二十九尊浮雕
罗汉像，虽然造型一律呈立姿，但颜面表情丰富，变化多端，有的皱纹满面，有的风采俊逸，有的髭
须满腮，有的光洁如洗。
而头面的转向及双眼神情，更是生动活泼，或昂头注目，或低眉沉思，或回首相望，均相当写实。
尤其双手的表现法，由合十到结各种不同的法印，由握禅杖到持香炉、持数珠、持如意、持莲花等，
趣味横生。
　　在现存罗汉像中，为数众多，而又表情丰富具多样变化者，看经寺洞的浮雕是为时最早的一群。
看经寺洞的这二十九尊罗汉，以人物面部表情来彰显其内心的精神世界，是人性化的表现。
在中国造像史上，是神性化走向人性化的开端，也是宋代罗汉造像鼎盛的先兆。
这二十九尊罗汉浮雕直接影响了五代、两宋以后罗汉的造型。
　　罗汉造像的确立和兴盛缘起于唐代高僧玄奘，自玄奘翻译出《法住记》之后，罗汉名号及属性便
有了明确的定位，罗汉信仰进入了鼎盛时期，罗汉造像也随即成为艺术家们造型、画像的题材而广泛
流传开来，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刻均保留下诸多的作品。
唐、五代时期的名家卢楞伽、王维、陶守立、贯休等，都是画罗汉的名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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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这本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架设一座连接佛教世界的桥梁，免除自己研读深奥难懂的佛典、经注的
艰辛过程，增强对佛教这一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深刻理解。
　　2.“全彩社科系列”的第一弹，全书配以600幅精美的罗汉彩插，图文并茂，丰富了阅读趣味，也
升华了视觉享受。
　　3.佛教博大精深，佛经浩如烟海，这些往往使初学者望而却步。
对于这种情况，本书采用了一种针对现代人知识结构和生活节奏特点的全新的编辑模式。
其特点是形象直观、一目了然、易于理解。
打开本书，我们以一篇篇简明的文字、一幅幅精美的图画将佛教艰深晦涩的教义和纷繁复杂的宗派传
承历史呈现在您的面前，使您轻松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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