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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狮》

内容概要

石狮是一种雕刻艺术，是中国特有的，在中国有很大的普及性，是中国的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
已有之，而北京因为是六朝古都，石狮很多，等级很高，确实值得研究。本书正是梁欣立先生对北京
古狮的研究专著，在书中作者林林总总讲述了百来只石狮子的故事⋯⋯ 
　　本书根据古狮的摆放地，按皇宫、王府、林园、寺观、墓地、望柱等分类，对北京地区现存的古
狮进行分类。每一尊古狮作者都亲自考察过，因此书中有对每一只“古狮”的细致描写，还有不同角
度拍摄的图片与文字相互印证，本书既可供学者专家学习参考，也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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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狮》

精彩短评

1、这本书非常好看，很满意！
2、文字内容太少，印刷效果也差。
3、这种类似8寸照片的扁长形翻本，看起来很是舒服，便于翻阅。图像清晰，描述明了。如果是彩色
就更完美了。
4、非专业但资料全啊 谢谢作者
5、还不错了。没有看完呢！等我看完了再做评语！！！！！
6、这是个挺有意思的题材。前些时专门去卢沟桥拍了各时代各姿态的石狮，也看了北京电视台拍的
纪录片《北京的狮子》。拿到此书翻一下，内容更全面。
7、　　古狮的形象来源于狮子，狮子本不是中国的物种，是从西域传来的。传说佛祖释迦摩尼诞生
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从此，狮子成了佛法威力的象征。《智度论》中说：佛为人中狮子，释迦以狮子勇猛精进，为文
殊骑者。
　　古狮的首次亮相，在东汉。那时候，它体态健硕，长有双翼衬翅纹，有的头上还生有虬角。它昂
首张口、曲背翘臀，躬躯敛腹、势若气虹，可以像龙一样上天入地。是它在彰显法力无边大能，还是
在向这片神州大地告知自己的到来呢？
　　唐代，古狮不再四脚站立，也不再剑拔弩张，而是就地而坐。是它放松了对周围的警惕，还是周
遭的过往不再令自认为足够强大的它警觉了呢？
　　宋代，古狮进一步被驯化：项圈、绶带、璎珞、銮铃、锁链等驯化标志开始出现在其身上，那种
令群兽慑服的野性正在消退。它遥望北方，透露出俯首称臣的姿态。是它在感怀燕云十六州的沦丧，
还是在奢求辽金的宽恕呢？
　　元代，古狮从帝王宫阙镇守、佛教圣兽、道家信仰，逐渐蜕变成更为普罗的能兽，开始广泛现身
在寺庙、祠堂、塔、梁、桥等建筑周围。是它觉得自己真的无所能无所不能了，还是感到危机四伏，
需要去庇佑的种种，太多了呢？
　　明代，古狮逐步完成了向家狮的过渡，有的甚至戴上了口嚼子。它低下了曾经高高扬起的头，由
昂首啸天，威武彪悍变得神态肃然。是它在自身的使命感中内敛，还是在默默冥想，为自己的主子无
奈呢？
　　传说明末李自成进京，军队开至承天门（现为天安门），闯王抬头看到牌楼上的“承天之门”四
个大字后大怒，他举起弓来，认扣弹弦：“我叫你还承天！”这一箭正中匾额上象征承天启运，受命
于天的“天”字上。在军队的欢呼声中, 闯王托枪催马，继续开进，离门口的石狮子越来越近。只见
石狮子低眉怒目，仿佛注视着大明王朝最后的这段路⋯“王爷留神，狮子动弹了！”闯王大惊，向着
狮子挺枪直刺，顿时火花四溅。直到现在，天安门门口的石狮子身上还留有当年被刺的枪痕。
　　清代，古狮出落得异常精致，开丝、雕花、透镂⋯极尽奢华之能事。它尾毛盘花、后背盘锦，身
子下面压着五谷米、金钱币、和护符。更令人叫绝的是承载它基座，上面满满当当的铺盖着各种细密
精湛的纹饰与图案，铺锦地——仿佛华丽的织锦一般。是它在炫耀帝国的物阜民丰呢，还是矫枉过正
地证明自己的正统呢？
　　民国，古狮作为一种民族化、程式化、装饰化的元素，开始在大街小巷崭露头角。这头穿越时空
的精灵，从最初的原始、野性与粗犷一步步被驯化：翅膀退化了，虬角消失了，鬃毛演化为卷毛，身
姿逐渐变得臃肿富态，蹲踞的姿势中带有蜷缩感，曾经锋利的尖牙利爪也越磨越圆了，有些身上甚至
出现了哈巴狗的影子。
　　历经了将近2000年的漫长演化，古狮最终形成了“北狮”与“南狮”两种大体风格。
　　北狮，厚重、威武，它那不怒而威的姿态中，透着一股皑皑白雪中北方部族金戈铁马的王者霸气
；
　　南狮，灵动、飘逸，它那卓越优雅的身姿，仿佛浸润在秦淮烟水、姑苏画廊、西湖山色间的吴风
楚韵中。
　　传统文化中的古狮都是成对的出现，大部分都是雄狮在左前爪按绣球，预示统一环宇、江山永固
；雌狮在右前爪按小狮子，预示子嗣昌盛、多子多福。这其中，也暗合了帝王将相的昭穆之制与民间
百姓男左女右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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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狮》

　　古狮头上漩涡状鬣毛纹络也是从佛教造像传承过来的，据说螺旋卷儿的数目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
，除为帝王镇守的石狮之外，为王公大臣服务的石狮最多能有十三个卷儿，号称“十三太保”。 
　　那时候，想要把古狮安放在目的位置，绝非易事。且不说鎏金铜铸的，即便是汉白玉的古狮，也
重达万斤。动辄数十、上百人的团队，先向古狮焚香跪拜，然后用埋土、杠杆、滚木、绳拉马拽等方
法，历经漫长的时间，慢慢将它挪动到位。挪狮就是挪佛啊，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路途中，那些人的心
灵一定是极为虔诚的。
　　曾几何时，人们不再对古狮心存敬畏了？曾几何时，古狮成了旧社会的卫道者了？文革时期破四
旧，暴露在公共环境里的石狮子，佩戴的銮铃、口含的珠子基本上都被人为敲掉；断腿、削鼻、裂唇
、敲牙，已算是轻伤，更有甚者，脸部被整个挖掉，令人不忍卒目。在破旧立新的日子里，古狮迎来
了“诸神的黄昏”。
　　解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古狮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石狮子雕塑品。沧海桑田，现代石狮
子开始量产了，可以自由买卖了，老百姓可以搂着它们照相了，公司、饭馆儿、商场、写字楼门口也
都可以应景地摆上俩儿了....它从须弥台上摔了下来，变成了城市建筑中的装饰品。虽然石窝的电锯还
在刺啦刺啦的响着，呛人的白色粉末漫天，但是古狮的灵魂早已离开了。
　　“狮，以大智慧大威德降伏外道，不在轮回中”。是我们用千万只世俗的手，将它拖入了六道尘
境。从威风凛凛到憨态可掬，从镇守护法到装饰型宠物，古狮身形的演化，映射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文
化的变迁。是驯化还是退化，是与时俱进还是黯然消亡，佛者无说。
　　
　　
　　图文版：http://www.douban.com/note/68336097/
8、三星半。作为一个民间爱好者，花了不少精力搜集整理，值得敬佩，那些被人为损坏的古狮看着
心疼。题外话：回想早年看过的唐宋时期的石狮像再一路走来看到清末的石狮，从曾经张牙舞爪、庄
重威严，到后来玩弄着绣球摆出这种姿势的“石猫”，似乎看到了国家气质的变化。
9、古狮
10、基本上都看过。
11、内容很丰富，但写的还不够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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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狮》

精彩书评

1、古狮的形象来源于狮子，狮子本不是中国的物种，是从西域传来的。传说佛祖释迦摩尼诞生时，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从此，狮子成了佛法威力的象征。《智度论
》中说：佛为人中狮子，释迦以狮子勇猛精进，为文殊骑者。古狮的首次亮相，在东汉。那时候，它
体态健硕，长有双翼衬翅纹，有的头上还生有虬角。它昂首张口、曲背翘臀，躬躯敛腹、势若气虹，
可以像龙一样上天入地。是它在彰显法力无边大能，还是在向这片神州大地告知自己的到来呢？唐代
，古狮不再四脚站立，也不再剑拔弩张，而是就地而坐。是它放松了对周围的警惕，还是周遭的过往
不再令自认为足够强大的它警觉了呢？宋代，古狮进一步被驯化：项圈、绶带、璎珞、銮铃、锁链等
驯化标志开始出现在其身上，那种令群兽慑服的野性正在消退。它遥望北方，透露出俯首称臣的姿态
。是它在感怀燕云十六州的沦丧，还是在奢求辽金的宽恕呢？元代，古狮从帝王宫阙镇守、佛教圣兽
、道家信仰，逐渐蜕变成更为普罗的能兽，开始广泛现身在寺庙、祠堂、塔、梁、桥等建筑周围。是
它觉得自己真的无所能无所不能了，还是感到危机四伏，需要去庇佑的种种，太多了呢？明代，古狮
逐步完成了向家狮的过渡，有的甚至戴上了口嚼子。它低下了曾经高高扬起的头，由昂首啸天，威武
彪悍变得神态肃然。是它在自身的使命感中内敛，还是在默默冥想，为自己的主子无奈呢？传说明末
李自成进京，军队开至承天门（现为天安门），闯王抬头看到牌楼上的“承天之门”四个大字后大怒
，他举起弓来，认扣弹弦：“我叫你还承天！”这一箭正中匾额上象征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天”
字上。在军队的欢呼声中, 闯王托枪催马，继续开进，离门口的石狮子越来越近。只见石狮子低眉怒
目，仿佛注视着大明王朝最后的这段路⋯“王爷留神，狮子动弹了！”闯王大惊，向着狮子挺枪直刺
，顿时火花四溅。直到现在，天安门门口的石狮子身上还留有当年被刺的枪痕。清代，古狮出落得异
常精致，开丝、雕花、透镂⋯极尽奢华之能事。它尾毛盘花、后背盘锦，身子下面压着五谷米、金钱
币、和护符。更令人叫绝的是承载它基座，上面满满当当的铺盖着各种细密精湛的纹饰与图案，铺锦
地——仿佛华丽的织锦一般。是它在炫耀帝国的物阜民丰呢，还是矫枉过正地证明自己的正统呢？民
国，古狮作为一种民族化、程式化、装饰化的元素，开始在大街小巷崭露头角。这头穿越时空的精灵
，从最初的原始、野性与粗犷一步步被驯化：翅膀退化了，虬角消失了，鬃毛演化为卷毛，身姿逐渐
变得臃肿富态，蹲踞的姿势中带有蜷缩感，曾经锋利的尖牙利爪也越磨越圆了，有些身上甚至出现了
哈巴狗的影子。历经了将近2000年的漫长演化，古狮最终形成了“北狮”与“南狮”两种大体风格。
北狮，厚重、威武，它那不怒而威的姿态中，透着一股皑皑白雪中北方部族金戈铁马的王者霸气；南
狮，灵动、飘逸，它那卓越优雅的身姿，仿佛浸润在秦淮烟水、姑苏画廊、西湖山色间的吴风楚韵中
。传统文化中的古狮都是成对的出现，大部分都是雄狮在左前爪按绣球，预示统一环宇、江山永固；
雌狮在右前爪按小狮子，预示子嗣昌盛、多子多福。这其中，也暗合了帝王将相的昭穆之制与民间百
姓男左女右的审美。古狮头上漩涡状鬣毛纹络也是从佛教造像传承过来的，据说螺旋卷儿的数目也有
严格的等级限制，除为帝王镇守的石狮之外，为王公大臣服务的石狮最多能有十三个卷儿，号称“十
三太保”。 那时候，想要把古狮安放在目的位置，绝非易事。且不说鎏金铜铸的，即便是汉白玉的古
狮，也重达万斤。动辄数十、上百人的团队，先向古狮焚香跪拜，然后用埋土、杠杆、滚木、绳拉马
拽等方法，历经漫长的时间，慢慢将它挪动到位。挪狮就是挪佛啊，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路途中，那些
人的心灵一定是极为虔诚的。曾几何时，人们不再对古狮心存敬畏了？曾几何时，古狮成了旧社会的
卫道者了？文革时期破四旧，暴露在公共环境里的石狮子，佩戴的銮铃、口含的珠子基本上都被人为
敲掉；断腿、削鼻、裂唇、敲牙，已算是轻伤，更有甚者，脸部被整个挖掉，令人不忍卒目。在破旧
立新的日子里，古狮迎来了“诸神的黄昏”。解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古狮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现代石狮子雕塑品。沧海桑田，现代石狮子开始量产了，可以自由买卖了，老百姓可以搂着它们照相
了，公司、饭馆儿、商场、写字楼门口也都可以应景地摆上俩儿了....它从须弥台上摔了下来，变成了
城市建筑中的装饰品。虽然石窝的电锯还在刺啦刺啦的响着，呛人的白色粉末漫天，但是古狮的灵魂
早已离开了。“狮，以大智慧大威德降伏外道，不在轮回中”。是我们用千万只世俗的手，将它拖入
了六道尘境。从威风凛凛到憨态可掬，从镇守护法到装饰型宠物，古狮身形的演化，映射出了我们这
个民族文化的变迁。是驯化还是退化，是与时俱进还是黯然消亡，佛者无说。图文版
：http://www.douban.com/note/6833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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