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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将台山南观音洞造像调查记略

常 青

内 容摘要 ： 南 观 音 洞 是 杭 州 地 区 重 要 的
一 处 石 窟 遗 迹 ，

洞 内 造像 始雕 于 南 宋 开 禧 年 间 ， 最初

的 设 计包 括 正 壁 主 尊 与 胁侍 、 侧 壁 下 层 的 十 八 罗 汉 与 二 天 王像 。 到 了 南 宋 嘉 定年 间 ， 信徒们 即 开

始 补雕 罗 汉 等像 于 壁 面 所 剩 空 间 。 到 了 明 代 仍在 补雕 。 位 于 上 层 的 文 殊 与 普 贤 像 相 互 对称 ， 或 为

最初设计 ，
或 为 后 期 补做 。 嘉 定 之 后 补雕 的 诸像 ， 在 造像 的 配 置 方 面 多 没 有 统 一 规 划 ，

且题材 雷

同 ， 有 多 尊 白 衣观 音 与 罗 汉像 ， 应 属个人 的 不 同 功德 。 现存 洞 内 诸像均 重 塑 于 １ ９ ８ ６￣１ ９ ９ １ 年 ，
而

从
“

文革
”

后 的 幸 存残像 以 及 ２０ 世 纪 ５ ０ 年代 所 拍 照 片 来看 ，
当 年 的 石雕像均 已 被 改 作 了 泥 塑像 ，

但 应 大体延 续 着 原 石 雕像 的 题材 与 基本姿 态 。 而 现存 洞 内 的 重 塑 则 是 大体延 续 着 原 有 泥 塑像 的 样

式 。 因 此 ， 现存 的 重 做 塑像 也 应 该 大 体 反 映 着 原 像 的 题 材 与 基本 姿 态 ， 但 风格 已 非 原 始 面 貌 。 洞

内 诸像体量 小 ， 且 均 为 头 身 比 例 不 协调 的 头 大 身 小 ， 应 是 沿 袭 了 五 代 、 北 宋 时 期 杭 州 地 区 的 民 间

造像风格 ， 如 胜果寺 吴越 国 时 期 的 十八 罗 汉 雕像 。

关键词 ： 杭 州 佛教 艺 术 佛教 佛教造像 南 观 音 洞 石 窟寺 罗 汉 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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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观音 洞 位 于杭州 将 台 山 南 麓 ， 距 慈云 岭

资 贤 寺摩 崖 龛像不远 ， 是
一

自 然溶洞 ， 洞 口 宽

约 ２ １ ０ 厘米 ， 洞深约 ８００ 厘米 （ 图 １） 。 该洞开 口

向 着西方 ， 因此 ， 洞 内 的东壁 即 为正壁 ， 而北壁

与南壁为侧壁 。 古人依洞 内 正壁 与南 、 北二壁凿

出许多左右连通 的或单独 的浅 龛 ， 并在 龛 内造像

（ 图 ２ ） 。 在 正壁凿有洞 内 主尊 与二胁侍像 ， 共三

龛 。 南 、 北二壁间 的造像 龛则分层排列 ， 其中南

壁间有三层 龛 ， 北壁间有二层 龛 。 南壁 的第三层

与北壁的第二层在水平高度上基本可 以对应 。 因

此 ， 南壁的第二层 只是利用一些剩余的空 间加雕

了三所小龛而 已 。 各层龛像并不呈水平排列 ， 而

是依洞 内 自 然 山石的 凹 凸不平走 向排列 ， 使各像

有 置身 于 自 然 山 间 的感觉 。 这些龛像看似零乱 ，

但从造像题材来看 ， 有的在南北壁间 明显相互对

称 ， 可看出 当年的统一规划与力求整齐 。

２ ０ 世 纪 ５ ０ 年 代 ， 史 岩 先 生 调 查 了 南 观音

洞 ， 但 只 是 十分简 略地介绍 了 洞 内 造像 的 大体

图 １ 杭州将台 山南观音洞外观

（ 采 自 《 西湖石窟 》 图版 ９９ ）

布局与年代
？

。 １ ９ ５ ６ 年 ，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 员 会编写 出 版 了 《 西湖石窟艺 术 》 （ 浙江人 民 出 版社 ）

① 史岩 ： 《 杭州 南 山 区雕 刻 史迹初 步调査 》 ， 《 文物参考 资料 》 １ ９ ５ 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２ 页 下 文所引 史岩关于

南 观音洞 的记述 ， 均来 自 该文该页 。



２ ６ 石窟寺研究 （ 第 ９ 辑 ）

图 ２ 南观音洞 内景 （ 作者 自拍 ）

一书 ， 但仅发表 了 一幅南观音洞造像照 片 ， 文字描述也过于简单 ， 仅提到 洞 中有佛 、 罗汉像几十

尊 ， 按原有题记 ， 都是南宋开禧 （ １ ２ ０ ５
￣１ ２ ０ ７ 年 ） 、 嘉定 （ １ ２ ０ ８￣１ ２２ ４ 年 ） 年间 的作 品 ， 但经过

重装 ， 已不是原来面 目
？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其 １ ９ ８ ６ 年的 出 版物 中 ， 发表了六幅南观音洞及

造像照片 ， 并对它们作 了 简短的说明
？

Ｄ 所以 ， 南观音洞造像还需要更为全面与 系统的介绍 。

１ ９ ９ ２ 年 ７ 月 １ １ 日 与 ２ ０ ０ ５ 年 ５ 月 １ ７ 日
， 笔者与现任临安市博物馆研究员倪亚清先生先后两次

调查 了南观音洞造像 。 值笔者调查时 ， 洞 内 所有造像均为重新塑做的 ， 并且涂有鲜艳的漆 ， 已是

面 目 全非 。 史岩先生在 当年调查 时 ， 就 已发现全洞造像都经涂泥装金 ， 形象臃肿不堪 ， 衣褶 手法

完全无法观察 ， 并说它们原有 的艺术价值都 已丧失 了 。 笔者对 比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与 ８ ０ 年代学者们

调查拍摄 的照 片 ， 那时的南观音洞造像就 已 是泥塑 了 。 在有 的损坏的部位 ， 如 头部 ， 看不到有石

雕 内 容 。 因此 ， 原造像的质地就有两 种可能性 ： ①石雕 ， 损坏后改为石胎泥塑 ； ②原来就是石胎

泥塑 。 但石胎泥塑一般用于质地疏松 的砂岩 ， 而南观音洞 的石质为坚硬 的石灰岩 。 再加上杭州西

湖周 围 的石窟与摩崖造像 尚 没有发现石胎泥塑 ， 笔者 以为该洞 内 原造像应为石雕 ， 被损坏后改为

石胎泥塑 ， 且基本按照原像的 内容与样式制作 。 从现存最早 的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的照片看 ，
正如史

岩先生所说的 ， 那时就 已 经是石胎泥塑 了 ， 则原石雕像应毁坏于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以前 ， 泥塑 的制

作也应在此之前 ３ 总之 ， 笔者相信 ， 南观音洞 的造像现状还是能 多多少少反映一些 当年的原始面

①参见该书第 ９ 、 丨 ２ 页 。

② 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西湖石窟 》 （ 杭州 ： 浙江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６ 年 ） 图 版 ５ ０ 、 １ ０ ０

￣

 １ ０２ 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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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的 。 因此 ， 笔者在文 中将对调查所得作一简述 。 笔者给各造像编 了号 ， 先编正壁三龛 ， 再 自 北

壁西端起至南壁西端止给第一层造像编号 ， 然后编南壁 的第二层造像 ， 再 自 北壁西端起至南壁西

端止给北壁第二层与南壁第三层造像编号 ， 共编 ４ １ 号 （ 图 ３ ） 。

一 基 本 情 况

１ ． 第 １￣ ３ 号 ： 正壁三龛三像

第 １ 号 ： 位于正壁 中 央 ， 为
一略呈 圆拱形 龛 ， 内 雕 白 衣观音像一尊 ， 双腿略呈倚坐之姿 ， 右

腿膝部略高 。 头顶披头 巾 ， 身着大衣 。 左手托一净水瓶 ， 右手于右腿膝上执一 串念珠 （ 图 ４ ） 。

第 ２ 号 ： 位于正壁 偏南处 ， 为一略呈 圆拱形 龛 ， 内 雕龙女立像 。 头顶有发并 丫 形发髻 ， 身着

交领宽袖衣 ， 有帔 帛在头上绕一 圆环 ， 双手于胸前执一长茎莲花 （ 图 ５ ） 。

第 ３ 号 ： 位于正壁偏北处 ， 为一略呈尖拱形 龛 ， 内 雕善财童子立像 。 头顶为光头但有 丫 形发

髻 ， 身着圆领窄袖衣 ， 双手拱放于胸前 （ 图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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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南观音洞第 １ 号——正壁主尊观音 （ 作者 自拍 ）

图 ５ 南观音洞第 ２ 号一正壁龙女像 龛 （ 作者 自拍 ）图 ６ 南观音洞第 ３ 号——正壁善财童子像龛

（ 作者 自拍 ）

２ ． 第 ４ ￣ １ ４ 号 ： 北壁下层三龛十一像

北壁下层凿有三龛 ， 但并不在 同一水平面上 ， 龛 内造像 自 西 向 东编为十一号 。 其一为横 向 连

通式浅龛 ， 在西端起圆拱 ， 在有些地方上下起伏 ， 内雕 九身像 （ 第 ４
￣ １ １ 号 ） 。 另有一双联式 圆拱

形龛 ， 内 雕二身像 （ 第 １ ２ 、 １ ３ 号 ） 。 最东端的为一单独 的 圆拱形龛 ， 龛 内造像为第 １ ４ 号 。

第 ４ 号 ： 罗汉 ， 正面相结跏趺坐 ， 双手于胸前合十 。 身着交领式僧衣 ， 于左肩处垂带以 系袈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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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体左侧有竖长方形磨 光幅面 ， 为原刻发愿记

所在 （ 图 ７） 。 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

查资料 中可知 ， 该罗汉高 ４ ３ 厘米 ， 头部 已残损 ，

身体表面为泥塑层 ， 双手拱放于胸前 。 身着交领

式僧衣 ， 在左肩 处垂下
一带 ， 下系袈裟 。 衣纹粗

简 ， 略具有写实感 （ 图 ８ ｋ 在其身体右侧 龛 内壁

有一略呈方形 的磨光幅 面 ， 内 刻铭 文 曰 ：

“

嘉定

元年五 月 一 日
， 明 州 比丘僧 □ □ ， 年五十二岁 ，

舍罗汉一尊 ， 保持身□康泰 ， 眼 目 光明 。

” ？
从浙

江省 文物管理委 员 会 １ ９ ５ ６ 年 的 出 版物 中 ， 我 们

可 以看到该罗汉在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的 面貌 ： 为 中

年僧人形象 ， 双手于胸前合十 ， 身表的衣纹疏密

有致 （ 图 ９ ） 。 此像在三个时期 的照 片 ， 正是南观

音洞造像在近半个世纪间变化的缩影 。

第 ５ 号 ： 天王 ， 高 ６０ 厘米 ， 右手托塔 ， 左手横放于胸前 ， 戴冠 、 披铠 甲 。 其身体右侧有竖长方形

磨光幅面 ， 为原刻发愿记所在 （ 图 ７ ） 。 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 员会 １ ９５ ６ 年的 出 版物中 ， 我们可 以看到

该天王在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的面 目 ： 上身著宽袖上衣 ， 足着靴 ， 双手拱放于胸前 ， 没有托塔 （ 图 ９ ）。

图 ７ 南观音洞第 ４ 、 ５ 、 ３ ２ 号
一北壁下层西起第 Ｉ 身

罗汉 、 天王 、 上层 白 衣观音 （ 作者 自拍 ）

图 ８ 南观音洞第 ４ 号一－北壁下层西起第 １ 身罗汉

（ 采 自 《西湖石窟 》 图版 １ ０２ ）

图 ９ 南观音洞第 ４ 
￣

 １ ０ 号——北壁下层西起第

１
￣

６ 身罗汉 、 天王

（ 采 自 《 西湖 石窟艺术 》 图版 ２ ９ ）

在第 ５ 号 的东侧有一浮雕小碑 ， 有 云状碑首 ， 下有须弥座式 的碑座 （ 图 １ ０ ） 。 碑上 的 文字 已

不清 。 该碑西侧 壁 面还 刻 有一些 文字 ， 惜也不能全部识读 ， 仅能识得
“

善人王 □ 发 心坚 … … 思

量 … …天度善
”

等字 。

① 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西湖 石窟 》 阁 １ ０ ２ 文字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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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号 ： 为一尊正面相结跏趺坐罗汉像 ， 双手拱放于胸前 （ 图 １ ０ ） 。 从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

所的早期调查资料 中可知 ， 该罗汉像高 ４ １ 厘米 。 头部泥层剥落 ， 没有细部刻 画 。 身体表面为涂泥

塑作 ， 双手于胸前合十 ， 身着交领式僧衣 ， 衣襟披覆身下岩石少许 ， 表面衣纹粗简 ， 没有写实感 。

身外的龛形粗略 。 在其头部左侧有一竖长方形 的磨光幅面 ， 为刻题记之处 ， 内部铭文 曰 ：

“

西口施

奉刻时开禧 口年八月 五 日 记
”？

（ 图 １ １ ） 。 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１ ９ ５ ６ 年的 出版物 中 ， 我们可 以

看到该罗汉在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的面 目 ： 为头顶骨隆起的长眉 老年罗汉 ， 身表衣纹疏密有致 （ 图 ９ ） 。

图 １ ０ 南观音洞第 ６ 
￣

７ 号一北壁下层西起第 ２ 
￣

３图 １ １ 南观音洞第 ６ 号一北壁下层西起第 ２ 身 罗汉

身罗汉及小碑 （ 作者 自拍 ） （ 采 自 《西湖石窟 》 图版 １ ００ ）

第 ７ 号 ： 罗汉 ， 为正面相坐姿 ， 坐于龛的下沿 （ 图 １ ０ ） 。 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查资

料中可知 ， 其身高 ４ ５ 厘米 ， 头部表面泥层也已剥落 ， 不见有面部细部刻画 。 身体表面为泥塑层 ， 双

手下抚双大腿上 ，
双腿略呈交叉之姿 ， 以左足隐于右小腿之后 ， 其腿姿界于交脚与舒腿坐之间 。 身着

交领式僧衣 ， 衣纹粗简 ， 略具有写实感 。 该像的身体右侧有磨光幅面 ， 原为刻铭文之处
？
（ 图 １ ２ ） 。

第 ８ 号 ： 罗汉 ， 为正面相坐姿 ， 坐于龛 的下沿 ， 其身体左侧卧有一虎 （ 图 １ ３ ） 。 从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的早期调查资料中可知 ， 该罗汉高 ４ ３ 厘米 ， 面部的泥层剥落 ， 不见细部刻画 （ 图 １ ２ ） 。

双手拱放于腹部左侧 ，
以 右腿盘起 ， 左腿下舒 。 身着交领式僧衣 ， 衣纹粗简 ， 略具写实感 。 该像

的身体右侧也有磨光幅面 ， 原为刻铭文之处
？

。

第 ９ 号 ： 罗 汉 ， 所在位置低于第 ８ 号 ， 为正面相结跏趺坐 ， 双手于腹前施禅定 印 ， 身着通 肩

式大衣 。 在其左上方有一磨光幅面 ， 原应刻有题记 （ 图 １ ３ ） 。

第 １ ０ 号 ： 罗汉 ， 所在位置略低于第 ９ 号 ， 为正面相坐姿 ， 右腿盘起 ， 左腿屈膝斜 向上 ， 以左

肘放于左腿膝上 。 右臂弯 曲 ，
以右手举一环 。 身披右袒式大衣 ， 在右肩处有覆肩衣 （ 图 １ ４ ） 。

第 １ １ 号 ： 罗汉 ， 身体略侧 向 洞 内方 向 ， 坐于龛之下沿 ， 以右腿下舒 ， 左腿呈蹲坐之姿 ， 以 右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西湖石窟 》 图 １ ０ ０ 文字说明 。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西湖石窟 》 图 １ ０ １ 文字说明 。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西湖石窟 》 图 １ ０ １ 文字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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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 南观音洞第 ７ 、 ８ 号
——北壁下层西起第 ３ 、 ４ 身罗汉图 １ ３ 南观音洞第 ８ 、 ９ 号一北壁下层西起第 ４ 、

（ 采 自 《 西湖石窟 》 图版 丨 〇〇 ） ５ 身罗汉 （ 作者 自拍 ）

膝 向 上 。 其右臂伸 向 身体右侧下方 ， 以 右手扶于 龛之下沿 ，
以左手放于左腿膝上 。 身着交领式僧

衣 （ 图 １ ４ ） 。

第 １ ２ 号 ： 罗汉 ， 为正面相倚坐姿势 ， 双手叠放于腹前 ， 身着交领式僧衣 （ 图 １ ５ ） 。

图 １ ４ 南观音洞第 １ ０ 、 １ １ 号一－北壁下层西起图 １ ５ 南观音洞第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号
一北壁下层西起

第 ６ 、 ７ 身罗汉 （ 作者 自拍 ） 第 ８ 、 ９ 、 １ ０ 身罗汉 （ 作者 自拍 ）

第 １ ３ 号 ： 罗汉 ， 为正面相结跏趺坐 ， 双手于胸前抱一兽 ， 似麒麟 。 身着通肩式大衣 ， 但开领

很低 ， 出露大部分胸腹部 （ 图 １ ５ ） 。

第 １ ４ 号 ： 罗汉 ， 为正面相坐姿 ，
以左腿下舒 ， 右腿盘起 ， 双手放于腿上 。 身着交领式僧衣 。

在其龛外 的左侧有磨光竖长方形幅面 ， 为原刻铭 文之处 （ 图 １ ５ ） 。

３ ． 第 １ ５
￣

２ ６ 号 ： 南壁下层五龛十二像

南 壁下层开有五个龛 。 自 东 向 西 ， 第
一 龛 为横 向 内 联式浅 龛 ， 底部不水平 ， 两端略起 圆拱 ，

内 雕造像 四身 （ 第 １ ５
￣１ ８ 号 ） 。 第二 龛也为

一横 向 内联式浅龛 ， 底部不水平 ， 两端略起 圆拱 ， 内

雕造像 四身 （ 第 １ ９ ￣

２ ２ 号 ） 。 第三龛为一 圆拱形 龛 ， 内雕造像一身 （ 第 ２ ３ 号 ） 。 第 四 龛 为
一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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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形龛 ， 内雕造像二身 （ 第 ２４
、

２ ５ 号 ） 。 第五龛略呈方形 ， 内雕像一身 （ 第 ２ ６ 号 ） 。

第 １ ５ 号 ： 罗汉 ， 为正面相倚坐之姿 ， 左手下扶龛之下沿 ， 右手下抚右腿膝上 。 身着通肩式大

衣 ， 开领很低 ， 出 露大部分胸腹部 （ 图 １ ６ ） 。

第 １ ６ 号 ： 罗汉 ， 也为倚坐之姿 ， 但将身体侧 向 洞 口 方向 ， 以左手伸 向其身体左侧 ， 似与第 １ ７

号作交谈状 。 以右手下抚左大腿部 。 身着通肩式大衣 ， 开领很低 ， 出露大部分胸腹部 （ 图 １ ６ 、 １ ７ ） 。

第 １ ７ 号 ： 罗 汉 ， 为正面相半跏趺坐之姿 ， 以左腿下舒 ， 右腿盘起 ， 以 右足腕放于左腿膝上 。

以右手下抚右小腿处 ，
以左手下抚右 足 。 身着通 肩 式大衣 ， 开领很低 ， 出露大部分胸腹部 ， 在胸

前出露一人面 ， 似僧人面相 （ 图 １ ６
、

１ ７ ） 。

第 １ ８ 号 ： 罗汉 ， 为正面相结跏趺坐之姿 ， 以右手握起放于右腿之上 ， 以左手斜举于胸前 。 身

着交领式僧衣 （ 图 １ ７） 。

图 １ ６ 南观音洞第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号——南壁下层东起图 １ ７ 南观音洞第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号
——南壁下层东起

第 １ 、 ２ 、 ３ 身罗汉 （ 作者 自拍 ） 第 ２ 、 ３ 、 ４ 身罗汉 （ 作者 自拍 ）

第 １ ９ 号 ： 罗 汉 ， 为正面相坐姿 ， 但上半身略 向 洞 内
一侧扭动 。 它的左腿下舒 ， 右腿弯 曲 支撑

于龛之下沿 。 双手相握 ， 以右肘放于右大腿上 。 身着交领式僧衣 （ 图 １ ８ ） 。

第 ２０ 号 ： 罗 汉 ， 为半 卧之姿 ， 身体侧 向洞 内一方 ， 而龛之下沿也因身体的姿势而 向 洞外一侧

升起 。 其左腿盘起 ， 右腿弯 曲 支撑 。 左臂弯 曲 ， 以左肘部支撑于龛之下沿 ， 同 时也支撑着上半身 ，

以左手执一 串念珠 。 以 右手抚于右腿膝上 。 身着交领式大衣 ， 肥胖的腹部鼓起 （ 图 丨 ８ ） 。

第 ２ １ 号 ： 罗汉 ， 为正面相倚坐之姿 ， 右腿膝部略 向外张开 。 左手握起于左腿上部 ， 右手下抚右大

腿处 。 身着交领式大衣 。 其身体右侧刻有一鹿 ， 为向着洞 内方向行走之姿 ， 但回首看着该罗汉 （ 图 １ ９ ） 。

第 ２ ２ 号 ： 罗汉 ， 为倚坐之姿 ， 右腿膝部略抬起 ， 使右小腿 向其左侧倾斜 。 左手 向 下支撑于 龛

之下沿 ， 同时也支撑着偏斜的上半 身 。 其上半身略 向 洞 内
一侧扭动 ，

以 右手 向后抚于从其身后伸

出 之龙 的头部 （ 图 １ ９ ） 。

第 ２ ３ 号 ： 罗 汉 ， 半跏趺坐 ， 身体侧 向 洞 口 一方 ，
以 右腿下舒 ， 左腿盘起 。 双手执一长柄之

物 ， 似为如意 。 身着双领下垂式僧衣 ， 出露部分胸部 （ 图 ２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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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８ 南观音洞第 １ ９ 、 ２０ 、 ２ ７ 号一南 图 １ ９ 南观音洞第 ２０ 、 ２ 丨 、 ２２ 号一南壁下层东起第 ６
、

７ 、 ８

壁下层东起第 ５ 、 ６ 身罗汉 、 中层立姿 内衣 身罗汉 （ 作者 自拍 ）

观音 （ 作者 自 拍 ）

第 ２４ 号 ： 天 王 ， 高 ６ ５ 厘 米 ， 为

正 面相立姿 ， 上半 身 略 向 洞 内
一侧扭

动 ， 头 部 略 向 洞 外一 侧扭 动 。 戴 冠 、

披铠 甲 。 左手握拳 于腹前 ， 右手于腹

下执一兵器 ， 似鞭锏类 （ 图 ２ ０ ） 。

第 ２ ５ 号 ： 罗 汉 ， 为正 面相结跏趺

坐 ，
双手拱于腹前 ， 但不 出露双手 。 身

着交领式僧衣 （ 图 ２ ０ ） 。

第 ２ ６ 号 ： 罗 汉 ， 坐 姿 ， 身 体 略

向 洞 内
一侧扭动 ， 右腿似盘起 ， 左腿

弯 曲 支撑 。 左手握拳于腹前 ， 右手于

胸前 以 食指斜上指 。 身着交领式僧 衣

（ 图２ ０） 。

４
． 第 ２ ７￣２ ９ 号 ： 南壁 中层三像

第 ２ ７￣２ ９ 号造像为在南壁下层与上层之间 的插孔补造 。 第 ２ ７
、

２ ８ 号看不 出 规整 的 龛形 ， 仅

将造像所依崖面垂直下凿 ， 凿 出 了造像所立的龛的下沿 。 第 ２ ９ 号位于一圆拱形龛 内 。

第 ２ ７ 号 ： 白衣观音 ， 位于第 １ ９ 、 ２ ０ 号之间上部 ， 龛下沿呈倒 凸字形 ， 观音立于下凹处 （ 图 １ ８ ） 。

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的早期调查资 料 中 可 知 ， 该像身体略侧 向 洞 内 方 向 ， 高 ５ ９ 厘米 ， 原石

雕部分 已损毁 ， 仅存泥塑部分 。 头部 与胸部 已 损坏 ， 可见其双手拱放 于胸前 ， 身着广袖衣 ， 下身

着长裙 。 双足下踏 龛之下沿 。 龛下表 面刻有一朵仰莲 ， 以象征该像站 于莲花之上 。 该像在头 身 比

图 ２ ０ 南观音洞第 ２３
￣

２ ６ 号——南壁下层东起第 ９ 、 １ ０ 、 １ １

身罗汉与天王像 （ 作者 自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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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头部显大 ， 上身略显胖 ， 表面的衣纹粗简 ， 为 阴 刻线衣纹 ， 没有写实感 。 这点 与上述有南宋

纪年的罗汉像技法不 同 。 在该像东侧高台处有二个浮雕小碑 ， 各碑呈竖长方形 ， 下部均有仰莲瓣承

托 ， 上似覆荷叶 （ 图 ２ １ ） 。 这是典型 的 明代摩崖题记小碑的样式 ， 见于资贤寺摩崖造像第 ２ 龛左上

角 的 明成化六年 （ １ ４ ７ ０ 年 ） 摩崖题记小碑
？

。 这两块小碑右一较高 ， 左一较矮 。 其中右侧一通表面的

铭文可识为
“

弘治七年 （ １ ４ ９４ 年 ）
二月 十九 日 立

”

。 因此 ， 可看出南观音洞在明代曾 有补做功德
？

。

第 ２ ８ 号 ： 白 衣观音 ， 位于第 ２ ７ 号西侧高 台处 ， 身体略侧 向 洞 外一侧 ， 头顶有发髻 ， 右手抚

腹部 ， 左手伸 向洞外一侧托一净水瓶 ， 瓶 中插有柳枝 。 身着交领广袖衣 （ 图 ２ ２ ） 。

图 ２ ２ 南观音洞第 ２ ７ 、 ２ ８ 号——南壁中层二身 白衣观音 （ 作者 自拍 ）

第 ２ ９ 号 ： 罗 汉形 ， 位于第 ２ ６ 号上方 ， 为正面相立姿 ， 雕刻极为粗简 ， 双手拱放于腹前 ， 身

着双领下垂式僧衣 ， 裸露胸腹部 ， 没有刻 出衣纹 （ 图 ２ ３ ） 。 从其风格来看 ， 这尊罗汉形造像显然与

下层诸罗汉不是一组 ，
也不是同一时间雕刻 的 。

５ ． 第 ３ ０￣３ ５ 号 ： 北壁上层六龛六像

北壁上层共有五龛 ， 第一至三龛 （ 第 ３ １
￣

３ ３ 号 ） 为圆拱龛 ， 第 四 、 五龛 （ 第 ３ ４ 、 ３ ５ 号 ） 为尖拱

龛 。 在第 ４ 号罗汉像中部偏西的洞 口 处有一用石板嵌人崖面形成的龛 ， 形制特殊 ， 为第 ３ ０ 号 。

第 ３ ０ 号 ： 布袋和 尚 ， 泥塑 ， 坐于嵌入崖面 的石板之上 ， 面向 洞 口
， 右腿盘起 ， 左腿弯 曲 支撑 ，

以右手下抚一大布袋 ，
以左手执一串念珠 。 身形胖大 ， 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 ， 袒裸胸腹部 （ 图 ２ ４ ） 。

第 ３ １ 号 ： 罗 汉 ， 位于第 ３ ０ 号 的左上方 、 第 ４ 号 的 右上方 ， 为 向 着洞 口 方 向 的 正 面相坐姿 。

结跏趺坐 ， 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 ， 身着交领式僧衣 （ 图 ２ ４ ） 。

①常青 ： 《 杭州 慈云岭资 贤寺摩崖 龛像 》 ， 《 文物 》 １ ９ ９ ５ 年第 １ ０ 期 ， 第 ７ ０
￣

７ ９ 页 。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西湖石窟 》 图 ２ ０ ０ 文字说明 。

图 ２ １ 南观音洞第 ２ ７ 号一南壁中层 白

衣观音 ［ 明弘治七年 （ １ ４９４ 年 ） ］

（ 采 自 《 西湖石窟 》 图版 ２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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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南观音洞第 ２ ９ 号——南壁 中层罗汉像 （ 作者 自拍 ）图 ２４ 南观音洞第 ３ ０ 、 ３ １ 、 ４ 号——北壁

上层布袋 、 罗汉等像 （ 作者 自 拍 ）

第 ３ ２ 号 ： 白 衣观音 ， 位于第 ４ 号 罗 汉 的上方 。 正 面相直立之姿 ， 头戴 巾 ， 身着大衣 ， 双手腕

于腹前交叉 ， 以左手执一串念珠 （ 图 ７） 。

第 ３ ３ 号 ： 白 衣观音 ， 位于第 ７ 号罗 汉像 上方 ， 为正面相结跏趺坐 ， 双手于腹前施禅定 印 。 头

戴 巾 ， 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 ， 饰有项圈 。 身下坐重瓣仰莲 。 雕技粗劣 。 其身体左侧有一竖长方形

磨光幅面 ， 原为刻铭文题记之处 （ 图 ２ ５ ） 。

第 ３ ４ 号 ： 结跏趺 坐佛 ， 位于第 １ １ 号 罗 汉 上方 （ 图 ２ ６ ） 。 从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 的早期 调

査资料 中可知 ， 该佛像 高 ４ ９ 厘米 ， 头顶有低矮 的 肉 髻 ， 发髻表面为螺纹 ， 面相长 圆 ， 大部分为原

石雕 。 身体部分表现多为泥塑 ， 略侧 向 右 ， 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 ， 双手捧一物于腹前 ， 衣纹粗简 ，

图 ２ ５ 南观音洞第 ３ ３ 号一北壁上层 白衣观音像 （ 作者 自拍 ） 图 ２ ６ 南观音洞第 ３４ 号一一北壁上层坐

佛像 （ 作者 自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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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写实感 （ 图 ２ ７ ） 下坐重瓣仰莲 台 ， 表面也有泥塑 。 龛外左侧有一竖长方形磨光幅面 ， 原为刻

造像题记用
？

。

第 ３ ５ 号 ： 普贤菩萨 ， 位于第 １ ３ 、
１ ４ 号上方 ， 身体略侧 向 洞 口 一方 。 头戴五佛冠 ， 身着双领

下垂式大衣 ， 结跏趺坐于仰 莲 台 上 ， 下乘 白 象 ， 向 着 洞 口 方 向 行走 。 右手于腹前执一长茎莲蕾

（ 图２ ８） 。

图 ２ ７ 南观音洞第 ３４ 号——北壁上层坐佛像

（ 采 自 《西湖石窟 》 图版 ５ ０ ＞

图 ２ ８ 南观音洞第 ３ ５ 号一北壁上层普贤菩萨像

（ 作者 自 拍 ）

６ ． 第 ３ ６￣４ １ 号 ： 南壁上层五龛六像

南壁上层凿有六龛 ， 自 内 向外第一龛为尖拱龛 （ 第 ３ ６ 号 ） ， 第二龛为圆拱龛 （ 第 ３ ７ 号 ） ， 第三龛

为尖拱龛 （ 第 ３ ８ 号 ） ， 第四龛为双联式的圆拱龛 （ 第 ３ ９ 、 ４ ０ 号 ） ， 第五龛为圆拱龛 （ 第 ４ １ 号 ） 。

第 ３ ６ 号 ： 文殊菩萨 ， 高 ７ ０ 厘米许 ， 位于第 ２ 号龙女与第 １ ５ 号罗 汉之间 上方 。 身体侧 向 洞 口

一方 ， 头戴五佛冠 ， 左手执一长柄物 ， 头部似如意 ， 身着 双领下垂式大衣 ， 结跏趺坐于重瓣仰莲

台上 ， 下有狮子 ， 向着洞 口 一方行走 ， 该龛外西侧有题记 曰 ：

“

奉佛善人王
”

（ 图 ２ ９ ） 。 这尊文殊像

与雕于北壁上层的第 ３ ５ 号普贤菩萨像配为一对 ， 大小相仿 ， 位置相对称 。

第 ３ ７ 号 ： 白 衣观音 ， 位于第 丨 ５
、

１ ６ 号 罗 汉 上方 。 正面相结跏趺坐 ， 头戴 巾 ， 身披大衣 ， 饰

有项 圈 ， 双手于腹前施禅定印 ， 身下有仰莲 （ 图 ３ ０ ） 。

第 ３ ８ 号 ： 结跏趺坐佛 ， 位于第 ３ ７ 号西侧 偏下 处 。 正面相坐姿 ， 头顶 肉髻不太 明 显 ， 双手于

腹前施禅定印 ， 身着双领下垂式大衣 下坐三重瓣仰莲台 ， 再下 为较矮的束腰须弥座 （ 图 ３ ０ ） 。

第 ３ ９ 号 ： 天王 ， 正面相立姿 ， 头戴冠 ， 身披铠 甲 ， 以右手上托一塔 （ 图 ３ １ ） 。

第 ４ ０ 号 ： 菩萨 ，
正 面相立姿 ， 头戴冠 ，

双手拱放于胸前 ， 身着交领式大衣 。 该菩萨像与第 ３ ９

号天王像位于一双联式圆拱龛 内 （ 图 ３ １） 。

第 ４ １ 号 ： 弟子或罗 汉像 ， 面相较老 ， 向着洞 口 方向站立 。 双手拱放于胸前 ， 身着交领广袖衣

（ 图３ ２
）

〇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西湖石窟 》 图 ５ ０ 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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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９ 南观音洞第 ３ ６ 号一南壁上层文殊菩

萨像 （ 作者 自拍 ）

图 ３ ０ 南观音洞第 ３ ７
、

３ ８ 号——南壁上层 内 衣观音与坐佛像

（ 作者 自拍 ）

前述诸 罗汉像的高度不等 ，

一般在 ３ ５
￣

４ ８ 厘米 。

在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 史 岩先生 对南 观音 洞 的宗 教 归 属 、 造像题材 与年代均作 了 简述 。 他认

为 ： 南观音洞 的前面 旧 有一寺名
“

净胜院
”

， 这里 的 山 石突 出 像龙头 ， 所 以在宋代称 为
“

下石龙

庵
”

， 而 山 上 的慈云岭资 贤寺摩崖 龛像前 的
“

永寿 院
”

为
“

上石龙
”

。 南观音洞正位于净胜院正殿

的 后面 ， 应是净胜院 的组成部分 。 史岩还认 为 ： 从南观音洞 空 间狭小的情况看 ， 它应是杭 州地 区

洞窟造像在后期 的 产物 ， 而在早期决不会选择这样一个不理想 的环境 的 。 阮元 （１ ７ ６４
￣ １ ８ ４ ９ 年 ）

《 两浙金石志 》 卷十载宋淳熙庚子 （ 丨 丨 ８ ０ 年 ） 宋石龙净胜院三宝弟子祝 □ 同妻卫 氏三八娘捨 田记 ，

称该寺为下石龙净胜院 ， 足 以 帮助我们 了解这 个净胜院是在南宋淳熙年间 （ １ １ ７４
￣ １ １ ８ ９ 年 ） 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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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展的 。 史岩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南观音洞 的历史很有帮助 。 南宋施谔 《 淳祐临安志 》 卷九 曰 ：

“

石龙 ， 在嘉会门外龙华 山后下石龙净胜院 。 山 内有石突 出 ， 宛似龙首 ， 故名 。

”

这是迄今所见有

关下石龙净胜院 的最早记载 。 宋末元初文人四水潜夫 （ 周密 ，
１ ２ ３ ２－１ ２ ９ ８ 年 ） 《 武林 旧事 》 卷五

《湖 山胜概 》 中提到 了
“

下石龙净胜院
”

。 阮元 《 两浙金石志 》 卷九记录 了
“

宋建庚 申 胜会记
”

， 提

到 了净胜院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 （ Ｕ ． ５ ７ 年 ） 建庚 申会的盛况 ， 可知在是年净胜院就已经存在了 。

南观音洞造像的雕造起码可分为三个时期 。 史岩先生提到在洞 内左右两壁的下端为十八罗汉 ，

配置形式与烟霞洞 的十六尊罗汉大体相仿 。 但值笔者调查时 ， 洞 内北壁下层有罗汉十尊 ， 南壁下

层有罗汉十一尊 ， 并非十八罗 汉 。 但如果 只计算南 、 北壁下层天王像 以 内 的 罗汉像 ， 则是在各

壁雕刻九尊 ， 相互基本对称 ， 正好十八尊 ， 构成 了 十八罗汉题材 。 两侧壁下层 的二天王像正好也

可配成一对 ， 担任着护卫洞 内 主尊与十八罗汉的职责 。 而北壁下层天王像东侧 的小碑很有可能是

为最初设计洞 内造像 内容而雕造的 ， 即它 的功能应是为 了南观音洞最初 的整体设计 。 这种在狭长

的洞 内两壁间基本对称地布置罗汉像的做法 ，
显然是承 自 吴越 国时期雕造的杭州烟霞洞 十八罗汉

像
？

。 在这十八罗汉像中 ， 纪年明确 的是位于北壁下层的第 ６ 号罗汉像 ， 有开禧纪年 。 史岩认为其

纪年为南宋开禧元年 （１ ２ ０ ５ 年 ） 。 因此 ， 这组十八罗汉像就很有可能是雕造在该年或前后 ， 是为第

一期 。 现洞 内正壁主尊为观音像 ， 胁侍 以龙女与善财童子 。 史岩在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调查所见正壁

主尊也为观音菩萨和二胁侍像 ， 他没有说明此二胁侍的具体 内容 。 笔者推测 ，
正壁的观音 、

二胁

侍以及南北壁下层的十八罗汉像应为洞 内最初 的设计 ， 而现存主尊观音胁侍以龙女 、 善财童子不

一定就是原始设计 。 此外 ， 洞 内下层诸罗汉像的大部分位于 内壁连通式 的长龛之 内 ，
且在龛之两

端略起圆拱的做法 ， 当源 自 吴越 国至北宋初年杭州地区制作罗汉像的传统 ， 如凤凰山胜果寺的吴

越 国十八罗汉像与飞来峰青林洞 内 的北宋初年众罗汉像等
？

。

第 ４ 号罗汉像有嘉定元年纪年 ， 位于北壁下层天王像的西侧 ， 不属于十八罗汉组群之 内 。 第

４ 号所在的龛上沿低于其东侧的天王等像所在龛之上沿 ， 且有打破其东侧之龛 的嫌疑 。 另外 ， 第 ４

号罗汉像所在龛的变矮 ， 大有可能是为了与其上方的第 ３ ２ 号 白衣观音像龛统一合理地使用崖面所

剩空 间 ， 因为第 ３ ２ 号龛的下沿 已低过 了天王所在龛 的上沿 。 位于南壁下层的第 ２４ 号天王像与其

西侧的第 ２ ５ 号罗汉像因其所在龛形不规则 ， 看不 出有相互间 的打破关系 。 综上所述 ， 笔者以为两

侧壁下层的十八罗汉像与二天王像以外的 罗汉像 ， 应补雕于嘉定元年及其 以后 ， 即在洞 内 十八罗

汉与二天王像完成三年之后 ， 就有信徒开始补造 罗汉像以做 自 己 的功德 了 ， 是为第二期 。 位于上

层的第 ３ ５ 号普贤与 ３ ６ 号文殊像相互对称配置 ， 应为统一规划 。 它们或雕于南宋开禧年间 ， 或为

开禧以后补雕 。

①参见常青 ： 《杭州烟霞洞佛教造像调查与资料辑录 》 ， 《艺术史研究 （ 第十九辑 ） 》 ， 中 山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年 ， 第 ２ ０７￣２６ ５ 页 。

② 胜果寺的十八罗汉像 ， 参见拙文 《 杭州凤凰山 胜果寺摩崖龛像 》 ， 待刊 。 飞来峰青林洞 的北宋咸平三至六

年 （ １ ００ ０
￣ １ ０ ０ ３ 年 ） 众罗汉像 （ 如第 １ ４ 号龛等 ） ， 参见高念华主编 ： 《 飞来峰造像 》 （ 文物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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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７ 号的 白 衣观音立像有 明代弘治七年纪年 ， 笔者推想位于中上层的其他排列无章的具有相

似技艺与风格 的佛 、 菩萨 、 罗汉像也很有可能为明代补做 ， 是为第三期 。 对此 ， 史岩先生早 已认

为 ： 南观音洞是南宋迁都杭州后才开始兴造 ， 而到 明代还继续有所造作 。 笔者赞同 ！ 史岩还记述

了 洞 内有济颠僧像 ， 但笔者没有发现 ， 它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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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的补做所改变 了 。 史岩提到 了 洞 口 上

方高处有一大迦叶像 ， 应为本文所记的第 ４ １ 号 。 被雕在下层天王像 以外的罗汉像与上层的诸罗汉

像无法归入原雕于下层的十八罗汉组群 ， 它们应该与位于 中上层的题材雷同的诸 白衣观音像一样 ，

只反映着资助者的个人功德 。

洞 内所有造像的共同特征是头部显得很大 ， 身体相对较小 ， 使头身 比例极不协调 。 但在制作

技术方面 ， 从造像在毁坏之前的原有状态来看 ， 位于下层 的诸罗汉像要 比 中 、 上层诸像的水平髙

一些 ， 且大部分中上层造像看不 出 有统一的规划或对称性 ， 倒像是随意插空补雕之作 。 如果与 ２ ０

世纪 ５ ０ 、 ８ ０ 年代的照片所示洞 内造像相 比 ， 笔者所拍 的洞 内现存的诸造像则显得更加粗劣简单 ，

毫无美感 ， 当 为现代技艺拙劣 的工 匠所做 。 南观音洞诸像毁坏于何时 ， 笔者没有找到相关文献 。

但从杭州西湖周 围很多石窟造像或多或少地毁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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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的情况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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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的 １ ９６ ７ 年左右 ， 惜笔者无法得到洞 内所有造像毁坏前面貌的照片 。 现存

洞 内诸像在笔者第一次调査的 １ ９９２ 年就 已存在 了 ， 但在 １ ９ ８６ 年的 出 版物 中却还没有被重塑 ， 仍

可见一些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以来 留下的残迹 。 因此 ， 它们 的重新补做很有可能在 １ ９ ８ ６－ １ ９ ９ １ 年 。 虽

然 当代工匠们想尽力恢复毁坏前的样式与风格 ， 但较原像却有很大的改动 。 然而 ， 在诸造像的题

材与姿态方面应无大的改动 ， 仍然表现着毁坏前的样式 。 第 ３ ０ 号的布袋和 尚像所在龛的制作方法

与其他像均不相 同 ， 当 为近代的补做与现代的重做 。

三 结语

南观音洞造像始雕于南宋开禧年间 ， 最初 的设计包括正壁主尊与胁侍 、 侧壁下层 的十八罗汉

与二天王像 。 到 了南宋嘉定年间 ， 信徒们 即开始补雕罗汉等像于壁面所剩空 间 ， 主要是位于下层

诸罗汉像上方的空 间 。 到 了 明代仍在补雕 ， 且明代的补做仅位于侧壁 中上层 。 位于上层的文殊与

普贤像相互对称 ， 或为最初设计 ， 或为后期补做 。 嘉定之后补雕的诸像 ， 在造像的配置方面多没

有统一规划 ， 且题材雷同 ， 有多尊 白衣观音与罗汉像 ， 应属个人的不 同功德 。 现存洞 内诸像均重

塑于 １ ９ ８６
￣１ ９ ９ １ 年 ， 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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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的幸存残像 以及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所拍照片来看 ， 当年 的石

雕像均 已被改作 了泥塑像 ， 但应大体延续着原石雕像的题材与基本姿态 。 而现存洞 内 的重塑则是

大体延续着原有泥塑像的样式 。 因此 ， 现存的重做塑像也应该大体反映着原像的题材与基本姿态 ，

但风格 已完全改变 了 。 洞 内诸像体量小 ， 且均为头身 比例不协调 的头大身小 ， 应是沿袭 了 五代 、

北宋时期杭州地区的 民间造像风格 ， 如胜果寺吴越国时期的十八罗汉雕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