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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诞生图研究》

前言

吉村怜先生今年2月喜迎古稀，3月从早稻田大学退休离职。据说先生从小就身体瘦弱，年轻时论文为
数不多，就是由于不断生病的原因。本书是他曾经发表的中国、朝鲜、日本佛教美术史论文的汇集。
提起吉村先生，就会想到莲华化生。从莲花中现出佛、菩萨、天人上半身的莲华化生的图像，现在不
只是专门的学者，就连佛教美术的爱好者也都知道。这都是由于有着先生的研究的原因。先生在云冈
石窟中发现了莲华化生的图像是1959年，距今已整整40年。他以后的学者生活，可以说是以云冈的莲
华化生研究为出发点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他论述云冈第18窟本尊是原初的卢舍那像的论文《卢舍那法
界人中像研究》，是一篇值得纪念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通过周密的观察而发现了佛出现的过程
——即从涡形纹中出现莲华、莲华化生，接着当莲华的茎一消失，就立即变化成坐在莲华上的佛的过
程。在发表了关于充溢在云冈石窟中的莲华化生的表现的论文之后，先生的研究很快就由云冈石窟发
展到龙门石窟。在龙门，他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图像、即异形的莲华化生图，命名为“变化生”。这种
不可思议的图像，如果没有发生论的理论，是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通过对这种变化生的阐明，而弄
清了云冈石窟中由“天莲华一莲华化生一天人”的天人诞生过程和龙门石窟中由“天莲华一变化生一
化生一天人”的天人诞生过程的区别。龙门的天人诞生过程，使人联想到就好像长着艳丽的翅膀的蝴
蝶由“卵一幼虫一蛹一蝶”的完全变态的过程。因而云冈的天人的形象则没有蛹的时期，而是由幼虫
直接变为成虫的，如同蜻蜓、蝉那样的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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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诞生图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学者吉村怜教授多年来对于东亚佛教美术相关研究论文之集合。全书共分
三部。其第一部分主要关注佛教美术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要素——天人诞生图的产生、发展、变化等过
程，解决了这一多年来学界论争不断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中国南朝的佛教美术对朝鲜半岛和
日本的美术样式的输出，认为后二者受南朝的影响十分巨大，反驳了以往日本学界忽略南朝的观点。
第三部分是个别研究，对云岗石窟、昙曜五窟等个别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此外，书中配有数百幅精美
图片，对于读者理解佛教美术相关内容有着巨大的作用。书中所收论文有不少在初发表时即产生较大
反响，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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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诞生图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吉村怜 译者：卞立强吉村怜教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学者，多年来致力于佛教美术研
究.其关于莲华化生、中国南朝风格对日本之影响等方面的论述在整个佛教美术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此书汇录了他数十年来的重要论文，分为“天人诞生图研究”、“止利样式起源南朝论”、“个别研
究（中国）”、“个别研究（日本）”四部分，并配有大量珍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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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诞生图研究》

书籍目录

自序——关于本书的构成
序
原中文版前言
第一部 天人诞生图像研究
卢舍那法界人中像研究
一 序论
二 关于人中像的记载
三 人中像的形态
四 异形的卢舍那佛
五 西域发现的人中像
六 云冈第十八窟本尊像
云冈石窟中莲华化生的表现
一 序论
二 天莲华中神圣的诞生
三 窟顶——净土的天空
四 莲华化生像的诸相
五 愿生净土的思想
云冈石窟中莲华装饰的意义
一 序论
二 莲华——生命的象征
三 莲华座思想
四 莲华——光明的象征
五 结语
龙门北魏窟天人诞生的表现
一 序论
二 龙门式天人的出现
三 装饰龙门世界的天莲华
四 如蝴蝶般羽化的天人
五 石窟顶棚上的新式天人
六 结语
巩县石窟的化生图像
一 巩县石窟的创建
二 巩县石窟的营造顺序
三 净土的圣者诞生
四 两种系统的天人诞生图
五 顶棚装饰——净土的天空
六 结语
百济武宁王妃木枕上所绘的佛教图像
一 武宁王陵的发现
二 武宁王的出生秘话
三 中国南朝文化对百济的影响
四 王妃木枕上所绘天人诞生图
五 变化生是南朝的创造
六 结语
天寿国绣帐和金铜灌顶幡上的天人诞生图像
一 序论
二 天寿国绣帐是否是净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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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铜灌顶幡大幡上所绘的天人诞生图
四 关于金铜小幡
五 结语
论南北朝佛像样式史
一 序论
二 梁武帝制作的佛像
三 南朝样式对北魏龙门的影响
四 南齐帝陵砖画上的天人像
五 中国佛像样式的南北问题
六 结语
敦煌石窟中天人像的系谱
一 序论
二 敦煌的西方系统图像
三 敦煌的初期汉化与正式汉化
四 敦煌南朝系统天人像的流行
五 敦煌南朝系统天人像的消失
六 结语
南朝天人图像向北朝及周围各国的传播
一 序论
二 南朝天人诞生图的产生
三 南朝式天人向北魏的传播
四 南朝式天人传播到北朝全境
五 南朝文化向朝鲜三国的传播
六 南朝佛教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第二部 止利样式起源南朝论
论止利样式起源南朝——止利式佛像的源流
一 序论
二 北魏式传播日本说的矛盾
三 南朝式佛像对日本的影响
四 南朝文化圈的扩大
五 鞍作止利的家系
六 结语
法隆寺献纳宝物王延孙造光背考
一 序论
二 认为高句丽制造说
三 铭文的形式
四 王延孙的出身
五 飞天光的样式
六 结语
论龙门样式起源南朝——答町田甲一的批评
一 序论
二 云冈样式的定义
三 绅带式佛衣的起源
四 龙门样式的定义
五 从北魏风格到南朝风格
六 结语——南朝佛像对北朝的影响
成都万佛寺址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关于梁中大通元年
铭印度式佛像
一 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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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梁中大通元年铭释迦造像记的研讨
三 建康佛教和成都佛教的差距
四 梁朝益州刺史的奉佛事业
五 建康与成都之间的漕运
六 结语
日本早期佛教像中梁、百济样式的影响
一 序论
二 南朝佛教向百济的传播
三 佛教传来时的外国像
四 飞鸟寺的根本本尊像
五 南朝文化圈的扩大
六 结语
⋯⋯
第三部 个别研究（中国）
第四部 个别研究（日本）
日文版后记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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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无疑地是驾在云上的神仙似的天人。在其周围可以辨认出有许多既非天莲华也不是云朵的某
种奇异的飞行体。它们有的像长着尾和鳍的鱼，有的像长着许多腹脚的多足类动物，令人联想到一种
蠕动的生物的形象。图69是魏字洞天棚上的天空世界。可以辨认出这个天人的手中已经产生了莲华的
蓓蕾，绽开的五瓣华在前面飞舞，上面有一个奇妙的飞行体与天人并列着飞行。这种飞行体在云冈是
根本看不到的，是龙门独特的新设想。在龙门，几乎可以说凡是有神仙似的天人的地方必定有云朵，
而且必定有这种飞行体在飞行。这种真相不明的飞行体以各种各样的姿态装饰着龙门世界，其情景十
分壮观。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把它看作是一种蔓草纹饰。他们在《龙门石窟研究》中称它是“流丽的
蔓草纹饰”，说：“在其空白处飞行的蔓草的中心，有一物如环如袋，其实体为何物不明。”⑦并谈
到与响堂山石窟等所见的宝珠形装饰的形态相似。龙门装饰中到处可以看到的这种奇妙的飞行体，过
去基本上未受到注意而被忽视的原因，是由于把它看作是一般的纹饰，没有深究其含义。我和他们两
位的看法不同之处是，我推测天人的存在既然和天莲华、云彩等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这种飞行体也
就是组成天空世界的一员，它的存在也必然相互形成紧密的关系。忽视与其他装饰的关连性，仅抽出
是特定的装饰这一点来谈论，那就只能把它看作是单纯的纹饰。但是，如果探索其存在的意义和存在
的必然性，就会重新认识到潜藏在这种装饰物中的思想意义。在佛教艺术可能具有真实意义的时代，
即使是一个纹饰，也一定是在某种佛教信仰的理念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加以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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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坦率地说，我承担这部书的翻译是很吃力的。尽管我懂点日语，也翻译过几十部书，但佛教美术并非
我的专业，平时接触得少，知之不多，翻译起来当然很费劲。不过我还是勇敢地承担起来，前后花了
近两年的时间，坚持译到最后一页。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干劲和耐心呢？现在回想起来，这
首先是作者做学问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作者从在早稻田大学读研究生起，中间经历了当助教、讲师
、副教授、教授，一直到以古稀之年从早大退休，几十年如一日，不为名不为利，一心扑在被视为“
冷门”的佛教美术的研究上。这部论文集可以说是他几十年孜孜不倦、苦心钻研的心血结晶。像这样
一位毕生献身于一门学问的学者的精神和态度，难道不令人感动、钦佩吗？我先是通读了一遍这部著
作，以后在逐字、逐句、逐篇斟酌、推敲、翻译的过程中，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部论据充分、
论证周密、富有创见的高水平学术论著。作者在云冈、龙门石窟中发现了天人、菩萨、佛乃至佛教世
界中一切有情、无情诞生的过程，发现了化生和变化生，论述了西方式天人与中国式天人的差异以及
佛教美术从理念、内容到表现形式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本书的另一个创见是：在中国佛教鼎盛的南北
朝时代，尽管北方遗留下云冈、龙门等许多石窟的实物，但作者敢于向日本学术界传统的北朝中心论
挑战，并根据大量的史料，提出继承和发展了汉文化的南朝中心说，坚持认为中国南方的佛教美术作
为汉文化的一部分，不仅逐渐浸透、影响、改变了北方的佛教美术，而且扩大到朝鲜和日本。正如大
桥先生在序文中所说的那样，对于日本学术界来说，这些观点是一种“革命”、“冲击”，体现了早
稻田大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传统的叛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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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域外汉学名著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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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诞生图研究》

精彩短评

1、日文版
2、我看书怎么这么慢，慢，慢，慢⋯⋯
3、不淡定了~~好感动~~
4、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4日捐赠
5、用毕
6、莲华化生，有意思。
7、很严谨的学术著作
8、幸亏找到了中译本，不然又要啃日文了。。。。
9、云冈石窟  天人诞生图  卢舍那法界人中像
10、花了大半夜终于看完，不负盛名。这本结集用去吉村怜教授40多年时间，几乎也是其一辈子的精
华了，后来的人，再多花几个40多年也未必能将老先生的观点撕下来。
11、短小精悍，极具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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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天人诞生图研究》的笔记-第24页

        吉村氏的论述中，对于往生之化生与四生之化生似未能分别，而使用四生之化生概念来解说莲花
化生。莲花化生并不是这种化生，因为莲花化生仍需要以莲花作为胞胎，它是有所待的；而化生则是
无所依托，忽然出现的。因此，在机制和形式上，化生要比莲花化生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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