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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全彩印刷，全书装袋，便于保存。作者吴黎熙是德国的民族学、艺术史专家。他在书中
论述了佛像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佛像艺术的种类、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佛像的铸造及
绘画的制作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分析，以及古代印度、西方罗马和中国的艺术风格对佛像
艺术的影响。
本书中印有作者从西方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甄选的152 件佛像作品，并在图像解说中提
示了这些佛像的教义内涵、艺术特点、流派风格及产生的时代和特点。
本书被德国学者誉为佛像研究的“经典之作的论著”。
�佛陀，其生平、教义和传说
�千余年来佛教造像和绘画中的佛陀形象
�从印度到中亚、尼泊尔、中国西藏、柬埔寨和瓜哇

作者简介

吴黎熙（Helmut Uhlig, 1922-1997）：20 世纪70～90 年代德语世界有关亚洲文化著作最重
要的作者之一，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文化史、人类文化学以及亚洲的宗教诸多方面。他曾
用20 多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佛教的宗派及佛教艺术，并形成本著作。主要著作还包括《探
寻佛陀的足迹》《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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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吴黎熙在生前总是不遗余力地向人们介绍亚洲的艺术。他已经习惯于在座无虚席的房间
里作他的报告了，并向他的听众展示幻灯片以及他所收藏到艺术品。这部堪称经典之作
的论著，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吴黎熙的专长：印度和中国西藏的佛陀造像。 ——顾彬
吴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佛陀——其生平、教义及传说
佛陀的生平正如他造像的历史一样，其中交织着许多神话和传说的成分，从中很难剖析
出历史的内核，并且对事实客观地探索也是不符合亚洲式的态度的。西方的学术在对佛
陀的历史和佛教史进行了百余年艰苦细致的繁琐研究工作之后，得出这样的提示，那就
是所有有关佛陀本人的这些细节无非是摩耶(maya)——假象、幻觉而已，其中根本谈不



上有什么真实性。如果我们持这种态度来看佛陀的话，那么不仅给我们理解他的教义造
成了很大的困难，这并且跟他对生命之道的现实主义的描述也是背道而驰的。所有有关
佛陀生平的故事，在古代亚洲是用梵文、巴利文、藏文编撰而成的，读起来跟上帝的传
说或仙人神话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很奇怪的是这跟佛陀当时所使用的毫不夸张的语言
是相对立的，而这一点在巴利文圣典中有很真实的记载。
  也就是说，在几个世纪中由信徒们告知的有关佛陀的情况，跟严谨的比丘们在原始佛
教时期依据佛陀自己的言论记录下来的东西，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与其他宗教创始人如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所不同的是，佛陀并没有感觉到自
己是唯一的真理宣告者——他既不是上帝又不是预言家，他只是在无量众生存在进程中
诞生的证得正觉者及众多人类宗师的长链中的一员，是为了向迷惘的人们指出正确的道
路。佛陀并不是要宣布一个新的宗教，他只是想如实地告诉人类他自己所认识到的“苦
难及克服苦难的四圣谛”。佛陀的福音会传给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要接受它并且愿意
亲自体证其真理性。
  持佛陀教义乃不可知论的信徒和后继者们，使佛陀的教义变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
佛陀有关不可知论的这一部分的教义是极其冷静的陈述，同时又是极难奉持的有关生命
的提示——这同时给教义带来了好的和坏的两方面影响。就这样，佛陀的言论被篡改了
，被歪曲了，并且羼入了许多的水分。只有今天在亚洲仍为人们所信奉的一小部分，以
其纯粹的、未掺假的方式而为人知。长久以来便在这古老的内核上裹满了由鬼神迷信、
魔鬼恐怖、各种各样的神灵以及人类的草率构成的装饰图案。其实在佛陀住世之时，真
正能够理解其教义的人并不多。这些人自然不需要像这本书所展现给我们的、以多种多
样之变化形式为题材的图像。对他们来讲，佛陀是没有形体的，是智慧教义的象征，不
过有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没有造像的话，那么人们也许早就把教义给忘掉了。因为
谈到佛教，我们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佛陀那些容易记住但又难于理解的言论?抑
或是我们已经多次见到过的，并且在我们的想象世界里已经打下烙印的结跏趺坐的佛陀
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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