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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文进所绘弥勒菩萨手中法器考证

李卓航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高文进所画的弥勒菩萨版画一经问世后，便迅速传播到了河西和日本等地。现存的许多相类似的图像经考证皆源

于高文进所绘的这幅版画。学者们多认为弥勒菩萨手中的持物为扇子，文章从文献考证和图像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入手，得

出高文进所画弥勒菩萨手中持物为麈尾，并对该版画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持扇弥勒；高文进；奝然上人；麈尾；拂尘

1	绪论

1.1 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梳理

宿白先生在其 1999 年的著作《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一书中，介绍了这幅版画的出处，对这幅版画的图像进行

了细致的分析，并对榜题作出了深入的解读。郭俊叶老师

2021 年发表于《敦煌研究的》的《敦煌持扇弥勒菩萨图像考》

系统的梳理了佛教经典之中弥勒菩萨的形象，并肯定了敦煌

现存的“持扇弥勒”壁画应以北宋高文进所创作的“持扇弥

勒 " 为粉本进行创作的，并对敦煌壁画中现存的“持扇弥勒”

菩萨和高文进本进行了比较。发表于《美术大观》2022 年

第二期的长冈龙作著李广银译的《日本清凉寺藏释迦如来像

胎内的信仰与世界观》一文中则从清凉寺旃檀释迦佛胎内的

供养物所组成的“莲花藏世界”的角度入手，阐释“持扇弥勒”

菩萨版画与旃檀佛和胎内供养宝物的内在关系。

1.2 写作的目的及意义

高文进所画的弥勒菩萨一经问世后，便迅速流传到了

日本、韩国和敦煌河西等地，至今仍然可以发现大量与其有

传承关系的相关图像。但一直以来菩萨手中的持物一般都被

当做扇子，笔者认为在高文进创作之初，所画之物应是有拂

尘功能的麈尾。笔者也将从佛教经典和历史文献的角度入手

证明“持扇”弥勒所持之物为麈尾。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此图

像的流传过程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佛教

法器在宋代的变化。

2	日藏持扇弥勒菩萨版画基本情况概述

1954 年日本京都清凉寺在修复寺中所藏的一尊由日本

僧人奝然在北宋请回日本的旃檀释迦造像时，在佛像的内胎

之中，发现了一幅印有弥勒菩萨造像的版画（图一〉。根据

画中题记，这幅画的原作者为高文进。根据北宋郭若虚《图

画见闻志》记载，高文进本为供职于西蜀政权的宫廷画师。

宋太宗平蜀之后，由成都进入开封，成为北宋画院待诏，并

受太宗、真宗二帝赏识，善画道释人物。

画中题记中有“甲申岁十月…”，有榜题可知甲申年

为太宋雍熙元年（984 年），画中弥勒菩萨手持似“羽扇”

之物，结跏跌坐于虚弥座之上，座下有二手持拂尘的供养天

女。这幅版画图像和题记皆较为丰富，但国内外学者关注较

少。最早关注这幅版画的国内学者是宿白先生。

3	持扇弥勒菩萨辨析

通过对以上学者研究成果的学习，笔者认为可能还存

在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那就是“持扇弥勒菩萨”所

持法器的来源问题。笔者认为，弥勒菩萨手中所持之物应为

麈拂，而非扇子。首先，弥勒菩萨持扇不见于经典和公案记

载，没有理由凭空创作出一幅持扇的弥勒菩萨形象。其次，

画中所持之物虽形似扇子，但与麈尾形制更为相似。而且就

目前来看高文进起码创作了两幅图像接近的弥勒菩萨像，一

幅就是京都清凉寺收藏的这幅版画，画中弥勒菩萨手持麈拂

头戴宝冠幅，须弥座下有两位手持拂尘的天女待立左右，另

一幅记载于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之中，说的是北宋景

佑年间有画僧在集市上见到了一幅弥勒菩萨画像。郭若虚记

载的内容也是弥勒菩萨为主尊，但座下是以帝后为形象的供

养天子和天女，泉武夫认为日本万德寺本的《觉禅钞 弥勒法》

背后的弥勒菩萨图像来源于这一版本的弥勒菩萨，万德寺本

的弥勒菩萨也是手持类似于扇状之物。如果作为一个新样式

的弥勒菩萨，一般在描述的时候应该会着重体现这幅图象与

其他图像不同在什么地方，而郭若虚却只是在强调天子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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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御容天女以刘皇后的形象为基础，而描述主尊弥勒菩萨时

却只用了“看之，乃是慈氏菩萨像”寥寥数字。所以在宋人

看来这幅菩萨像并不算是与之前不同的新样式，起码宋人不

认为菩萨手中持的是扇子。

故而，笔者将从佛教经典入手，探寻经典与图像之间

存在的关系。继而通过阐释麈尾形制的变化，进一步说明弥

勒菩萨持麈拂的可能性。最后再进一步论证高文进绘弥勒菩

萨版画为麈拂。

3.1 佛教经典中的弥勒菩萨形象

弥勒菩萨的形象在不同时期有着较大差异，在南北朝

以交脚弥勒菩萨和半跏思维菩萨为主，隋唐时有端严倚座的

佛装造像，同时还存在天冠弥勒菩萨像。而在佛教经典之中

记载的弥勒菩萨形象则更为丰富，郭俊叶老师认为弥勒菩萨

的持物一般为军持、澡罐、龙华树枝、红莲花和数珠等。由

此可知白拂也为弥勒菩萨所持之物。如果仔细观察图像中的

“扇子”会发现主体并不是扇子本身，而是持物边缘那一圈

长而整齐的兽毛，形制上与一般的扇子存在出入。

3.2 麈尾的形制变化

就版画的“扇子”本身来说，主体是一柄并不长的杆

和一个椭圆形的夹板，周围均匀的分布着兽毛，并在顶部会

聚成近似的桃心状，麈尾的特征十分明显。早期麈尾主要集

中发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河南洛阳东郊的朱村

曹魏墓‘夫妇宴饮图’（图二）中出现了现存最早的麈尾图像，

壁画中男主人身旁的侍者手持麈尾，此麈尾为夹板黑色桃心

型，夹板外缘先绘制一圈赭石色兽毛，后宫兽毛凌乱，故在

其上加绘一层粗墨线。绘制于东晋永和十三年的安岳三号墓

壁画（图三）中的墓主人凭几端坐手持麈尾，此麈尾先用淡

墨勾出上小下大的椭圆形夹板，后用赭石填涂，同时绘有带

角兽首，夹板外缘用墨线整齐的丝出兽毛。与安岳三号墓麈

尾图像相似的为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壁画墓中石椁上的麈

尾，也是夹板上小下大（夹板中间所绘之物应为兽首），兽

毛在在顶部汇聚成一组并呈桃心状。这个时期麈尾整体形状

主要为桃心形，夹板以上小下大的椭圆为主，而在魏晋之后

麈尾的形制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莫高窟西魏 285 窟‘五百

强盗成佛因缘’和‘沙弥守戒自杀’壁画中两位王者手中麈

尾皆为短柄，圆形夹板，顶部为两股兽毛。笔者认为与莫高

窟西魏 285 窟中出现的麈尾为同一类型的还有北魏孝子故事

线刻石棺、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洛神赋图》、《历

代帝王图》（图四）中出现的麈尾。虽然夹板的形状不尽相

同，但其兽毛皆在顶端分为两股且夹板中的图案多有类似，

故应属同一类麈尾。由此可知，麈尾和拂尘虽然为两特截然

不同的物品，且在早期麈尾的地位要远高于拂尘，但从宋代

开始因为种种原因麈尾的具体形制越来越不明确，与拂尘产

生了互用。可以说有宋一朝麈尾即是拂尘，而拂尘也具有了

麈尾的象征意义。

3.3 弥勒菩萨手持麈拂的来由

通过上文的论述和图象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弥勒菩萨

手中持物为麈尾，并非是扇子。而宋代时麈尾和拂尘又混同

产生了麈拂，所以也可认为此物为拂尘。那么弥勒菩萨手持

麈拂的图像在宋代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

麈尾本身也是佛教僧侣讲经时用的法器，与汉传佛教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和魏晋玄谈之士一样，麈尾也是高僧讲经时

的必备之物，甚至在佛教中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高文进

于雍熙元年绘制的这幅弥勒菩萨描绘的是菩萨在兜率陀天

弥勒内院中说法的情景，那么在这个情景下菩萨手持麈尾更

能体现出菩萨讲经说法的庄严。其次，在唐代的菩提流志大

师翻译的《一字佛轮顶王经》中明确记载弥勒菩萨有手持白

拂的形象，那么在宋代麈尾和拂尘互用的情况下，用麈尾作

为白拂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后，麈尾在佛教有着重要地

位的同时，在道教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道教的许多高阶神灵

也手持麈尾。如收藏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梁代道教造

像和唐上元二年玉女泉摩崖道教造像窟。而高文进贡职于太

宗真宗二朝，这两位皇帝也是和道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宋太宗与道教高道来往频繁，宋真宗更是修建玉清昭应宫和

制造天书祥瑞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高文进将道教天尊手

中的麈尾画在了弥勒菩萨手中似乎也更能得到皇帝的赏识。

4	国内外相关图像比较

自奝然上人将这幅弥勒菩萨版画请回日本后，这种弥

勒菩萨的样式便被迅速接受，并留下了大量遗存。主要有藏

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弥勒菩萨像、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弥勒菩萨

像、日本万德寺《觉禅钞 弥勒法》背后画像、日本兴圣寺

兜率天曼陀罗、兴福寺法相曼陀罗丶海住山寺法华经曼陀

罗。波士顿美术馆版与清凉寺版最为接近，菩萨端坐于须弥

座上右手持长柄麈尾，座下二天女持拂尘待立。泉武夫先生

认为万德寺版弥勒菩萨的构图来源于高文进创作于宋真宗

时期的另一幅弥勒菩萨。以上列举的例子中，虽然大部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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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寺版构图十分接近，但麈尾的柄皆由短柄转为长柄，只

有海住山寺版中的弥勒菩萨依旧手持短柄麈尾。

河西地区的石窟以及寺院中也保留了大量“持扇”弥

勒菩萨，主要有敦煌慈氏塔东壁弥勒菩萨图、莫高窟第 237

窟门上弥勒菩萨图、玉门昌马下窖石窟东壁门上弥勒菩萨

图，上例皆绘制于西夏时期，而弥勒菩萨手中持物由麈尾变

成了方形长柄扇状。肃北五个庙石窟第 1 窟主室南壁弥勒菩

萨图和莫高窟第 363 窟佛龛两侧的弥勒菩萨图则保持了麈尾

原有的形制。比较有意思的一例是张掖大佛寺元代药师经上

印制的弥勒菩萨像，这尊弥勒菩萨与高文进的作品有明显

的传承关系，而在麈尾的刻画上则只注重柄和夹板的表现，

反而将麈毛大大的缩短了。通过以上图像的比较，可以总结

出高文进所画的弥勒菩萨版画在传播过程中，有以下两个特

点。一，向东传播至日本时，麈尾的基本特征都被较好的保

留。而向西传播至河西地区时，麈尾则基本被扇子所取代。

二，清凉寺版麈尾为短柄，而现存相关图像则基本为长柄，

几乎不见短柄麈尾出现。对于以上现象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

可做以下几点解释，首先，在高文进生活的宋代麈尾在中国

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而在日本的许多寺院中至今还流传有麈

尾的实物。所以这幅版画在向西传播至河西地区，人们将麈

尾误认为是扇子。向东传播至日本时，因为有实物参照，故

而画中麈尾的形制被保留了下来。其次，泉武夫先生研究认

为，日本万德寺版的弥勒菩萨直接来源于高文进记载于《图

画见闻志》中的那幅，万德寺版的弥勒菩萨手持的是长柄麈

尾，那么郭若虚记载的那幅弥勒菩萨手中的持物极有可能也

是长柄麈尾。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清凉寺和郭若虚记载的

这两版高文进所画的弥勒菩萨图，第一版菩萨手持短柄麈

尾，而第二版则持长柄麈尾。这两版画像同时在社会上传播，

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郭若虚记载的版本要比清凉寺版更为流

行。

结语：称高文进所画的弥勒菩萨为持扇弥勒菩萨是有

明显错误的，佛教经典中也没有弥勒菩萨持宝扇的记载，但

弥勒菩萨可以持白拂。所以从图像本身以及文献记载来看，

弥勒菩萨手持的应该是麈尾。在宋代麈尾的形制趋于模糊，

和拂尘基本混为一谈。所以画中的扇状物应该是有着拂尘功

能的麈尾，这个是必须要明确的一点。但在后世的流传过程

中，尤其在河西地区，麈尾或拂尘的特征被慢慢消解，更加

具有扇子的特点，所以在这一地区的相关图像可以叫持扇弥

勒菩萨。附图

图 1		日本京都清凉寺藏高文进持扇弥勒菩萨版画

图 2		洛阳曹魏墓室壁画中的麈尾

图 3		安岳三号墓墓室壁画中的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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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历代帝王图》中的吴主孙权

图 5		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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