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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宋时期南方民间佛教造像艺术》以唐宋时期南方地区流行的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
为研究对象，依据辑录的造像材料，统计分析造像特征，追溯造像及信仰的渊源，兴盛情况，地区间
造像的相互联系。
同时对造像进行分期研究，释读造像记的含义，对重点造像进行专题讨沦，进而分析民间佛教信仰的
特点。
这些讨论又都放在唐宋时期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以重构历史的原境和庶民信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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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开国，江苏沭阳人，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美术学院陶艺雕塑工作室主任，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
佛教艺术》杂志编辑。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博士。
南裘大学美术研究院宗教雕塑硕士，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士。
撰有《阳羡茗壶系·骨董十三说》（合著），在《美术研究》、《美术》、《荣宝斋》等杂志发表论
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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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锡杖有显教和密教两层含义，显教认为锡杖可以用来驱虫或乞食。
如毗奈耶杂事所说，乞食人人家，佛认为，不应打门，可作锡杖，通过振摇锡杖的响声，信佛的人可
以施舍，至不信家，无人问时，就可以离去。
锡杖用来驱虫，是因为佛教的行脚僧常常远行求法，锡杖可以用来驱虫护身。
显教把锡杖作为实用工具，甚至是防止乞食时牛犬伤人，此等良苦用心。
通过乞食或是驱虫，显教意义中的锡杖又有德杖、智杖的意思，可以彰显圣智，住持正法。
 显教中的锡杖，迦叶佛为两股十二个环，释迦佛为四股十二个环，密教以五大所成的法界塔婆，还有
地藏观音的形态，共有六环，与显教的十二环有异。
 钵类：物名，比丘之饭器也。
行事钞下之二曰：“十诵是诸佛标志，不得恶用。
” 印契类：结印契的地藏像在菩萨形、沙门形、被帽形式中都有出现，其方式又可分为单手作印和双
手作印两种。
单手作印，另一手常持物，如净瓶、宝珠、锡杖等。
《佛学大辞典》中说：“印相者，标示法界之性德，而非伪者，故云契。
契者契约。
不改之义也。
即身成佛，义曰：‘手作印契，口诵真言，心住三摩地，三密相应加持故，早得大悉地。
’”又说：“本尊之印契名千眼印，出千臂经中，先以二小指无名指中指，各以甲背相着，其二人指
头相二大指侧搏附人指第二文上侧，腕开五寸许，置于眉间而诵真言。
”佛教中有施无畏印、与愿印、禅定印、手指相捻印，各有意义，地藏结印契与释迦佛结印有近似的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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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宋时期南方民间佛教造像艺术》讲述了唐宋时期民间佛教成为庶民信仰的主流，南方地区四川、
云南、浙江由民间佛教信仰形成的一系列人格化、偶像化神祗，如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
像，不仅被单尊供奉，而且也被组合供奉，显示了民众对佛教信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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