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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长川高句丽一号墓的佛教壁画

温玉成
龙门石窟研究所

,

河南 洛阳

内容摘要 吉林省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封土壁画墓
,

是已知唯一有佛教壁画的墓
。

本文分析了该墓壁画的

内容及布局
,

运用佛教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了它的文化内涵及年代
,

论证该墓年代约在公元《刃 一 年之际
,

很

可能是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 年
。

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壁画之一
,

仅略晚于甘肃炳灵寺第 窟
,

而早于

麦积山
、

敦煌早期洞窟的壁画
。

关键词 集安长川一号墓 高句丽 壁画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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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县城一带
,

曾是高句丽中期的

都城 —
国内城 公元 一 年

。

县城东北

长川一号高句丽墓
,

是 年清理
、

年

公布考古报告的一座大型封土墓
。 , 一 ‘功墓

主人是地位相 当于或高于 “
大兄

”
第三阶

的大官
。

该墓 中的佛教壁画
,

是 已知约 座

高句丽壁画墓中唯一的
,

引起学术界
,

特别是
韩国学术界的重视

。

图 供 一

⑥

关于该墓的年代
,

迄今共有三说
。

原报告

执笔者陈相伟
、

方起来认为 “
将长川一号墓归

人第三期是比较妥当的
” “

第三期 ⋯⋯约当五

世纪末至六世世初
” 。 「’ 一 ‘川李殿福则将该

墓划人第二期
,

推断其
“

相对年代大约在四世

纪中叶至五世纪 中叶
”。 万 一

魏存成则将

该墓划人
“

第三期
” , “

它们的时间跨度应在

世纪末到 世纪中叶这个期间
” 。

’

笔者近年对上述壁画与中国早期佛教遗迹

作了比较研究
,

现陈述拙见如下
。

一 长川一号墓壁画的内容和布局

该墓分为前室和后室
。

佛教壁画布置于前

室及其上部的藻井 内 图
。

壁画 以连接前

后室的东壁为主壁
。

主壁可分为上下 四层
。

上起第一
、

二层绘

飞天
。

第三层是主要层位
,

中心绘坐佛一尊
。

佛左侧绘墓主夫妇五体投地式拜佛
,

外侧二人

侍立
,

可能是墓主的子女
。

佛右侧
,

绘墓主夫

妇持宝盖供养
,

外侧也有二子女侍立
。

第四层

中间绘一对相向的振翅朱雀
,

外侧是一对相向

奔驰的麒麟
。

主壁第 四层以下为雨道 。 左右各

绘一身门吏
,

侍卫后室
。

正壁第四层绘出了汉晋习用五灵中的朱雀

及麒麟
,

未采用青龙
、

白虎
、

朱雀
、

玄武之四

神
。

这里
,

代表中央的麒麟与代表南方的朱雀

绘于同一壁面
,

而以朱雀为中心
,

这主壁所表示

的是南方
。

东汉明帝至西晋
,

仙佛正是作为南方

神供养的
。

阎 , 一 ‘网此墓将坐佛置于南方
,

与传

收稿日期 熨尧
一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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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馨羚爵

练练
, ’’

图 长川一号墓前室东壁及藻井东侧壁画 白描临本

统相一致
。

前室左壁 南壁
,

上起第一
、

二层绘飞

天和莲花
,

第三层绘并列立式的供养天人 四

身
。

第四层绘白虎
,

表示这是西方
。

第四层以

下残存的画面
,

似是
“
群聚歌舞以祭神

’,

① 的

场面 图
。

为神也
。

前室右壁

佛教传人高句丽
,

人们亦视佛

北壁
,

第一
、

二层绘 飞天
。

① 《晋书
·

四夷传
·

马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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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绘并列立式的供养天人四身
。

第四层绘

青龙
,

表示这是东方
。

第四层以下的壁面
,

又

可分为上下两半部分
。

上半部的中心似乎是一

棵七宝树
。

这是墓主人用七宝供养佛的场面
。

七宝者
,

各经所说不一
,

无非金
、

银
、

璃琉
、

珊瑚
、

珍珠
、

玛瑙等宝物
。

朝鲜德兴里高句丽

壁画墓后室的东壁
,

南侧也绘有
“
中里都督典

知七 宝 ” 图
。

该墓 主人是慕容镇 一 叨

年 , 是一位虔诚的
“
释迩文佛弟子

” 。

’刚

以大树为中心的典知七宝供佛的仪式
,

可

厅厅 力沙卿习 ‘等狠 一
户户件二端粱岁与

、、

泛泛虱二夔黔豁
,

盈卜 卿卿

图 长川一号墓前室南壁及藻井南侧壁画 白描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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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沿袭了古老的祭祀隧神的仪礼
。

史载祭隧神

是于
“

东上祭之
” ,

此图恰恰位于东上方位
。

下半部则绘骑马射猎的景象
。

右壁的壁画似乎表明 墓主人信佛前喜好

狩猎
,

杀生甚多 信佛后以七宝供养佛
,

借以

忏悔杀生之罪 图
。

拿
, 、

尸二尹粼抓

露聊巍叠

图 长川一号墓前室北壁及藻井北侧壁画 白描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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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室 即西壁
,

应表示北方
。

被墓道中穿
,

分南
、

北两段
,

各绘一身面向墓道的侍卫人
,

今多剥落
。

前室 四壁的上方
,

以储色单线画出界格
,

与顶部藻井隔开
。

四隅影作褚色楹柱
,

柱头上

影作举折四重的雀替
。

藻井的第一
、

三
、

五重

顶石四隅的抹角石上
,

皆绘一身箕坐 的力士

像
。

抹角石的底面上
,

绘一朵侧视的莲花
。

力

士的形象虽早见于西汉马王堆帛画上
,

将其纳

人佛教中
,

首见于青海平安县 出土 的画像石

上
,

时代约为东汉末至三 国前期
。

连接前后室的甫道南北两壁
,

各绘一侍女

立像
。

墓门外侧
,

北扉上有三朵莲花
,

南扉已

破损
。

后室四壁及藻井
,

均绘俯视莲花图案
。

后

室最高的盖顶石上
,

绘有 日 内有金乌
、

月

内有仙兔捣药及蟾蛛 及北斗 七 星等星象

图
。

长川一号墓前室的布局
,

颇令该报告作者

感到奇怪
。

他们指出 它不是以 “ 面向墓道为

基准
”

来布置 声‘左青龙
、

右白虎
”

的
,

却是以
“
背向墓道为基准的

” 。

其实
,

这种 以 “
背 向墓道为基准的

”
缘

由
,

完全是由于要把佛像安置于正壁上
,

而又

视佛为南方神灵
。

例如
,

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

申一号东汉墓中
,

前室顶部的南面
,

绘朱雀及
‘

仙人骑白象
”

象征佛诞生 山东沂南画像

石墓 约三国时代 中
,

八角擎天石柱的南面

亦刻仙佛 释迎牟尼 形象 四川乐 山麻浩一

号崖墓 约三国末至西晋 中
,

也是在后室墓

门上方刻出佛像
。

我曾指出
,

这是受汉明帝下

令将佛像置于国都开阳门 巳位
,

东南方 上

的影响 〕”, 一 刃 。

长川一号墓壁画的布局
,

体现了苍天在上

飞、、、少少‘‘、尹

图 长川一号墓壁画和棺木花纹 雨道北壁侍女 后室藻井顶部

棺木残段上的花纹
、

为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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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月
、

北斗等星宿
、

佛及天人居中
、

墓主

人在下拜佛的思想
。

这种布局体现的观念
,

正反映了十六国至

南北朝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
,

即儒家及道

教的天
,

乃是至高至尊的
,

佛是天之下 的大

神
。

在汉及其后来华的高僧
,

如安世高
、

康僧

会
、

昙柯迩罗
、

佛图澄等
,

皆以种种天文历术

为助力
,

以弘扬佛法
。

他们或称精通 “七政盈

缩
” ,

或称明了
“

天文图纬
” ,

或言擅长
“

风云

星宿
” ,

等等
。 。一 好

长川一号墓的壁画布局
,

与十六国北凉时

代 一 年 的一批石塔布局相一致
,

这

是很 自然之事
。

甘肃省酒泉
、

敦煌及新疆吐鲁

番陆续发现的北凉石塔
,

共有 座
,

且其形

制
,

大体类似
。

例如
,

酒泉高善穆石塔
,

为承

玄元年 年 所建
,

盖顶刻北斗七星
,

其

下为七重相轮
,

再下为覆钵
,

凿出八个小完
,

雕过去七佛及一交脚弥勒菩萨
。

再下为塔身
,

刻经文及八身供养天人
。

每一天人头侧
,

刻出

一个八卦符号 图
。

日
、

月
、

北斗 置于最高位置
,

五层叠涩藻

井
,

即相当于石塔的七重相轮
。

石塔上表示佛

的八完
,

长川一号墓则以一尊坐佛为代表
。

塔

身上的八大供养天人
,

长川一号墓移至两侧壁

上
。

长川一号墓壁画的最下部
,

是墓主人 供

养人 礼拜佛
。

八大供养天人的名称
,

有的专家称为供养

人
,

或称为人物形象
,

或称为菩萨
。

壁画及石

塔上的形象
,

都有头光
,

即非凡人
,

不是供养

人
。

他们手中又都持物
,

呈供养状
,

故知不是

菩萨 但在晚期出现 了供养菩萨
。

况且
,

八

大菩萨的出现
,

是唐代及其后的造像形制
。

八大供养天人
,

用八卦符号代表了男
、

女

的老年
、

中年
、

青年及少年
。 民 , 一

切 审视长

川一号墓所绘的八个人物
,

也是男
、

女
、

老
、

少之意
。

八大供养天人并列的画面
,

在早期石

窟寺的壁画及造像中尚未发现
。

二 长川一号墓佛教壁画的年代

钧钧钧钧
节尸尸

阂阂常常常
月月 民

,,, 呻
,,

二

到到
毒毒毒毒

兀兀兀兀

到到到

靴靴靴
图 酒泉高善穆石塔

二者比较 长川一号墓及石塔
,

均将天

考古学家对长川一号墓的墓葬形制的分期

研究
, 已大体推测它属于 世纪中叶至 世纪

中叶
。

但是
,

墓葬形制的演变是缓慢的
,

欲研

究长川一号墓的年代
,

最有价值的参照物是佛

教壁画
。

我们把该墓壁画分为设色用笔
、

佛像
、

飞

天
、

莲花化生童子及供养天人等五项
,

作一些

比较分析
。

设色用笔

本墓壁画均 以土红色作地色
,

用土红色
、

黑色勾线
,

色调质朴淳厚
,

单纯豪放
。

人物面

部略施白粉平涂
,

黑线勾勒眉 目
,

口 唇点朱
。

这 种 画 风
,

是 十 六 国 时 期 的 典 型 画

风
。 一 。

人物形象
,

比例适度
,

但手臂及

腿部的动势
,

尚较稚拙
。

如左壁第二层上摩尼

宝珠左右的飞天
,

运动中的手臂及腿部的动势

生硬
,

而且造型欠准确
。

佛像

佛身有火焰纹身光
,

头顶上部有圆形完

媚
,

此形制已见于甘肃省炳灵寺第 窟的第

完之壁画
,

是西秦建弘元年 年 所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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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

面相浑圆
,

白毫相
,

有鬓须
,

亦见于

上述第 完
。

佛穿通肩式架装
,

双手作禅定印
,

是三国

以来早期佛像的普遍作法
。

不露 出双手 的作

法
,

更是仙佛模式的遗风
。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

术馆 收藏 的妻 金 铜坐 佛
,

是 后 赵 建武 四 年

年 之作
,

也 是通 肩式 架装
、

禅定 印
。

酒泉高善穆石塔 年
、

田 弘石 塔

年 上的佛像
,

也是这种形制
。

佛座为叠涩束腰式方座
。

既见于酒泉白双

旦石塔 年
,

也见于 日本永青文库收藏

的韩谦造婆金铜坐佛上
,

时间是刘宋元嘉十四

年 年
。

佛座前有二狮子
,

早见于三 国东吴至西晋

的青釉褐彩瓷壶上
,

稍晚的见于 日本大阪市立

美术馆收藏的中书舍人造鉴金铜佛上
,

时间是

大夏胜光二年 四 年
。 ‘

、 、

飞天

长川 一 号墓绘有 身飞 天
,

姿 态 各异
。

或作平卧翘腿状
,

或作侧身弓腿状
,

或作俯冲

扬腿状
。

皆头梳发髻
,

有头光
,

裸胸着裙
,

衣

带飘扬
,

生动活泼
,

皆持物供养
。

此类形象
,

多见于炳灵寺第 窟第 完壁画上
,

时间

约为公元 年
。

莲花化生童子

此墓绘有莲花化生双童子图约 幅
。

此等

莲花化生
,

出于众生随九品行业往生
,

·

经过化

生而托生于莲花之中
,

从而进人极乐世界
。

这

是信奉 《无量寿经 》的产物
。

新疆和田东北的

丹丹乌里克遗址及阿克特勒克遗址中
,

多出现

莲花化生童子
。

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第 窟

最下层壁画的边缘上
,

就有北凉的莲花化生童

子图
。

哪
一

哪

天梯山第 窟壁画
,

也有侧视的莲蕾
。

亦

为北凉之作
。 〔’ 〕不过

,

长川一号墓所绘的 字

纹莲蕾
,

与之差异较大
,

应是来源于舞俑墓等

高句丽早期壁画传统
。

画面空 白处
,

填画花朵
、

莲蕾
,

可以追溯

到 世纪后半叶的西域画风
。

印度新德里 国家

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新疆米兰第五佛寺的残片壁

画
,

就有这种画风
。

龟兹石窟也有这种画风
。

克孜尔第
、

窟
,

就绘有此种诸天散花的
,

情景
。

又大供养天人

八身供养天人都戴半圆形花贫冠
,

上插莲

蕾
。

冠的左右有 形宝 增 帽翅
。

此种 冠

式
,

不见于炳灵寺第 窟及天梯山第
、 、

窟
。

甘肃张掖金塔寺东窟的中心柱南面下层

完右侧 的菩萨也戴类似的花 矍冠
,

是北 凉之

作
。 〔‘ 砚 吐鲁番北凉宋庆石塔

,

塔身所刻八

大供养天人的花置冠
,

也与长川一号墓的花贫

冠相近
。 〔‘, 锄这种插花式的花贫冠

,

可能来

自西域
。

克孜尔早期第 窟的天宫伎乐 图中
,

伎乐天就戴插着三朵花的花矍冠
。

此墓所绘之供养天人
,

上身披挂 形短

缨络
,

下身穿长裙
,

被帛飘于身体两侧
。

以被

帛
、

缨络庄严身体
,

是西域旧风
,

亦见于酒泉

高善穆石塔
、

马德惠石塔
。

外八字脚的立姿
,

是此墓八大天人共同的

姿态
,

这是典型 的键陀罗 风格
。

沂南画像石

墓
、

孔望山摩崖石刻仙佛
,

早已有此立姿
。

炳

灵寺第 窟及北凉石塔
,

也多有此姿势
。

但

酒泉段程儿石塔上 年
,

却无此姿势
。

我们应指出
,

北燕与高句丽的的关系极为

密切
,

北燕的冯素弗 一 巧 年 墓 出土 了

步摇冠
,

冠前面饰片上锤 谍一 坐佛二立菩萨

像
。

该墓位于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村将军山之

东麓
。

综上所述
,

这座位于东北边睡的长川一号

高句丽墓
,

承袭和包含了复杂的文化因素
。

仙佛式 的布局
、

五灵纹 的采用
、

佛 的形

象
,

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传统观念及作法
,

但在

天
、

佛
、

人的三层空间上
,

则与北凉石塔作法

相一致
,

显示 出了时代特征
。

’

画风上
,

莲花化生童子和八大供养天人的

立姿及其花贫冠
、

缨络
、

被帛
,

显而易见是受

了西域艺术的影响
。

高句丽民族文化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

这主

要表现在墓主人夫妇及侍从人员的服饰
、

东方

典知七宝
、

歌舞祭神
、

纹莲蕾等方面
。

上述分析还表 明
,

长川一 号墓年代 的上

限
,

在公元 一 年左右
,

下 限在 年

左右
,

大体与北凉时代相当
,

依高句丽的历史

而言
,

相当于广开土王 一 在位 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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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王 年在位 的前期
。

这个结论
,

与李殿福的推断相吻合
。

考虑到 年高句丽

由国内城迁都至平壤
,

初步推定长川一号墓完

成于迁都之前
,

应无大误
。

长川一号墓的佛教壁画
,

在中国早期佛教

壁画中
,

仅仅稍晚于炳灵寺第 窟的佛教壁

画
,

早于敦煌
、

麦积 山
,

更早于云 冈
、

龙 门
,

意义重大
。

早期佛教壁 画在吉林省集安的出

现
,

对于研究高句丽佛教史及佛教艺术的传播

路线
,

都提出了新课题
。

笔者在写作中
,

得到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

究所刘振华
、

吉林大学考古 系魏存成及辽宁省

博物馆姚义田等先生的热情郑助
,

在此特致谢

忱
。

擂图 一 采 自 《东北考古与历 史 》 年第

期
,

插 图 采 自 《考 古 学报 》 年 第

期
。

年 月 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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