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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阿彌陀佛！

很榮幸在我們印儀學苑從羅斯福路的舊址搬到濟南路的新址後，

所舉辦的系列演講活動裡，以佛教藝術的主題與諸位分享一些修學心

得。今天與會的大眾幾乎都是印儀學苑佛學研讀班畢業或在校的同

學，是故以下我們將以各位在佛學研讀班的學習經驗以及大家比較熟

悉的語詞來進行這個講題的探討。

藝術一詞，從不同角度的切入，可有不同的定義及詮釋。大體來

說，可以分為音樂、美術、戲劇、舞蹈四大門類，或可分為視覺藝

術、聽覺藝術、表演藝術三類等。

佛教藝術是當代的語彙。就佛教的義理而言，我們之所以能夠認

識外境，是透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觸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構成我們所辨知的這個世界。從佛教藝術

的角度來說，六塵都可以成為佛教藝術創作的對象，意即以視覺的、

聽覺的、嗅覺的、味覺的、觸覺的、意識法塵的形式與內涵，相依相

攝成就至真美善、健康和合的根身器界。

在這次大約兩個小時的講座裡，我們將以平日大家接觸最多的佛

淺 談佛教藝術的賞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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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視覺藝術來談。先從一個小故事談起，再述及佛教對於「相」的看

待，進而探討有關佛教造像的起源與開展，繼以兩類主要的佛教造像

題材作一賞析，最後歸結提出佛教藝術的意義與價值。

從一個小故事談起

這個小故事，要從這張圖像說起。

這是一尊—？（眾答：佛像。）

是什麼佛像呢？（眾答：釋迦牟尼佛。）

是的，這是嘉義安慧學苑大殿

內的佛像，是一尊本師釋迦牟尼佛

的造像。

這尊佛像看起來覺得如何？（眾

答：很莊嚴。）

嘉義的居士都說這尊佛像好莊

嚴啊！曾有未接觸過佛教的人來到

安慧學苑，看到這尊佛像時，因為

覺得祂實在雕塑得太好了，就稱呼

這尊佛像為「美男子」。佛陀在古

代的印度社會，確實是個美男子，

根據《中阿含經》裡的記載，佛陀

具足所謂的「三十二相」，這「三

十二相」或許就是當時的人們所公

認的三十二項審美的標準。

以下所說的這個小故事與這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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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造像有關，是一則真實的事例。

上個星期二，有位女居士帶著正在唸幼稚園大班的姪子—瑞瑞

來到安慧學苑。瑞瑞因為在家裡聽說姑姑要去拜訪師父，便好奇地想

跟著姑姑去看看師父們長得什麼模樣。姑姪二人到了安慧學苑，瑞瑞

亦步亦趨地跟隨姑姑的腳步走進大殿，看著也模仿著姑姑跪在拜墊

上、雙手合十、向佛陀頂禮三拜的動作。禮佛之後，姑姑教瑞瑞向佛

陀祈求令人難過的感冒能夠早日康復，瑞瑞聽了隨即合掌、跪於拜

墊，抬起頭來望著佛陀，真摰的臉龐流露出認真、專注的神情，口中

喃喃說道：「佛陀啊！我叫作瑞瑞，我感冒了，請佛陀保佑我趕快好

起來喔！」瑞瑞說完話，停了一會兒，再看了佛陀一眼，然後輕輕地

拉了拉姑姑的衣角，小聲地說：「姑姑，我剛才有跟佛陀講過話了，

可是祂都沒有回應我。祂—是假的。」

各位居士，請問大家，這瑞瑞講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答：真的。）

那麼，這尊佛是真的還是假的？（答：真的，或答：假的，或答：是真的也是假的。）

再請問，瑞瑞說「祂是假的」，這句話是真的還是假的？（答：真的。）

瑞瑞說這尊佛是假的，大家說瑞瑞講的話是真的，然後大家又說

這尊佛是真的也是假的。

那麼，這尊佛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或答：真的，或答：隨心所現。）

又如，剛才進行講座之前，大家來到印儀學苑，也都有到大殿禮

佛；禮佛時，有沒有把大殿內的三尊佛像看清楚了呢？（答：有看清楚。）

那麼，這三尊佛像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或答：真的，或答：假的。）再

問，禮佛三拜的時候，您是拜真的還是拜假的呢？（答：拜真的。眾人笑。）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讓我們一起來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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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對於「相」的看待

我們日常的身心活動，經由六根接觸六塵，產生很多的「相」

—眼睛看到的顏色或形狀、耳朵聽到的音聲、鼻子嗅聞的氣息、舌

頭品嚐的味道、身體皮膚的觸覺以及出現在腦海中的語言、文字、概

念、思想等，這些都叫作「相」。我們的生活當中呈現種種的「相」，

也和這些「相」息息相關。

平常我們認識佛教，大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透過視覺的認知。

譬如，以印儀學苑現今還在裝修期間的空間設施為例，目前的印儀學

苑，大家若從外觀上來看，可能還無法識別這是一所佛教的寺院；但

是，因為大家是佛學研讀班的同學，當您們來到印儀學苑的時候，會

先到大殿禮佛，向佛菩薩銷假。當您們進入大殿，看到莊嚴的佛像，

卻可以知道這裡是佛教的道場，這是由於大殿裡面具有佛教視覺的圖

像、造像，讓我們可以分別，辨識這是一個佛教的處所。

佛教藝術的賞析涉及一個核心的基本觀念—到底佛教藝術要如

何欣賞呢？今天我們將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裡的「諸相非相」四

個字作為這個核心觀念的提出。

佛教著名的經典之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金剛經》，內

容闡述了佛教最高的般若智慧。大家曾經讀過嗎？（大眾約有百分之九十的

人舉手表示曾誦讀過）在《金剛經》裡有一段佛陀與須菩提的精采對話：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

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

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這段對話或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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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兩個層面來作解讀。第一個層次的大意是，佛陀問：須菩提，您

認為如何呢？可以從這個身相「見到」如來嗎？須菩提回答：不可以

的，不能將眼前所見的身相當作這就是如來的真實相。第二個層次的

大意是：「如來的真實相並非我們眼前所見的這個樣貌而已。」

再請看下一句經文：「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則見如來。」

「虛妄」二字，在此略作幾個意思的淺白解釋，其一：所有的相

並不是如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這樣而已。例如：各位同學現在坐在這

裡，大家所認識的您只是坐在教室的您，這是不是您的全部樣貌呢？

（眾答：不是。）當我們在禮拜佛像時，是只有在禮拜表面上所看到的這

尊佛像而已嗎？（眾答：不是。）

其二：所有的相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狀態。譬如：剛才六點三十分

的您與現在七點三十分的您，您的「相」是固定不變的嗎？（眾答：不

是。）從剛才到現在，各位的行住坐臥威儀表現已有不同了，念頭的

出現也不一樣。再者，我們看到的一切相，例如有男眾相、女眾相，

在禪觀的經驗裡，這些男眾相、女眾相只不過是身、心的組合，以禪

觀來看待每一個人的存在，都是名色的組成。

雖然一切的相都是「虛妄」，我們卻也觀察到在生活的周遭可以

看到諸多與佛教有關的「相」，尤其是視覺方面的造像。在當代的佛

教建築裡，佛像更是一個重要的表徵，通常大家到佛寺參訪時，很自

然地會到大雄寶殿向佛陀禮拜、問訊，或是行鞠躬禮。

那麼，早期的佛教造像是怎麼開始的？又是如何開展出來的呢？

（下期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