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百罗汉像赞
湖南衡阳祝圣寺罗汉堂原有五百罗汉雕像，全部用青石镌刻，嵌在左右墙壁上，是南

岳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可惜在十年动乱中，罗汉大部分被毁，现仅存五百罗汉像

拓本。此本为清末拓本。

祝圣寺坐落在南岳镇东街，距南岳庙半里许，是南岳六大佛教丛林之一。1983年被国

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唐代高僧承远（公元712-802）在这里创建佛

教寺院，名弥陀台，他的著名弟子法照（？-777），初居庐山，结西方道场。大历二年

（767）慕承远名来南岳，师事承远十二年。大历末年（779）奉诏入长安，入皇宫教宫

人五会念佛（五百人为一会），唐代宗奉为国师，传教天下。法照向代宗极力称赞其

师承远有异德，代宗南向而礼之，度不可征，乃名其居日“般舟道场”，用尊其位。

承远另一著名弟子日晤，十三岁出家，随承远长期侍勤，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诏

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长讲戒律，日晤获选首位。他在南岳登坛传戒37年，每年度僧

千人，称盛一时。他在旧址上建一精室命名为“般舟台”，专修念佛三昧，世称“般

舟和尚”。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诏为“弥陀寺”。从而，由弥陀台、般舟道

场到弥陀寺，就成了名登朝廷，声动公卿的天下名寺。祝圣寺主体建筑共有五进，分

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说法堂、方丈室、罗汉堂。

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题材的绘画应运而生。至唐永徽四年（654年）玄奘译出

《大阿罗汉难提菩多罗所说法住记》后，对罗汉之崇拜逐渐“普及”，开始出现雕塑

罗汉像，唐代的王维、五代的贯休、宋代的张玄、清代的姚宋等都曾创作了一些宣扬

罗汉的艺术作品，但存世极少。

五百罗汉的事迹，诸经说法不一，大致可分为佛在世时的五百罗汉与佛灭后的五百罗

汉。佛在世时的五百罗汉是指佛所渡化的比丘群（每每有五百之数）。也可说佛在世

时，所渡化的最有成就的五百比丘。另一说，佛在世时曾渡化了五百位盲乞人，他们

最后也都成就了阿罗汉果。佛灭后的五百罗汉，据《舍利弗问经》，当指弗沙秘多罗

王毁灭佛法后，重兴圣教的五百罗汉。另外，在佛教史上流传着四次的结集大事，每

次都由大阿罗汉们担当大任，其中第一次为佛灭度迦叶尊者与五百阿罗汉最初结集三

藏，第二次是七百罗汉，第三、第四次也都是五百罗汉。现在一般认为，五百罗汉均

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佛灭后，他们整理了佛的教义，并广为传播，因而取得了小乘

教的最高地位——罗汉的称号。五百罗汉创作题材属于多体罗汉创作题材之一，我国

关于五百罗汉的故事，早在东汉随着“佛说兴起行经”开始流传，两晋以来，“佛五

百弟子自说本起经”、“增一阿含经”等有关经典的相继译出，五百罗汉的事迹随着

这些佛教经典而广为流传，但是影响美术创作却相当晚。

https://old.shuge.org/ebook/wu-bai-luo-han-xiang-zan/


盛唐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有许多“涅槃变相”的题材，画中有无数悲戚的佛弟子

们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的罗汉形象。而龙门石窟中却刻出了二十五体和二十九体的罗汉。

中唐的寺壁中也多有传法弟子或六十罗汉等题材。可以说这些多体罗汉，开了后来五

百罗汉创作的先河。

五代时期，兴起了十六罗汉创作的风气，同时开始了五百罗汉的创作，现存最早的五

百罗汉形象就是五代时期的石窟造像，造像风格上有形式化的倾向。两宋时，五百罗

汉创作进入辉煌期，无论绘画还是雕塑，五百罗汉创作均力求捕捉罗汉内心之感情与

神韵，且融合禅意与文趣，风貌独特，生动感人。明清以降，五百罗汉流于摹擬和因

袭，少有创意，但在艺坛上仍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佛教的五百罗汉，虽名号不同，神态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罗汉们被视为力

量和吉祥的象征，几乎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我国的许多寺庙也不惜工本精心塑造五

百罗汉像，如北京碧云寺、成都宝光寺、武汉归元寺、苏州西园寺和寒山寺、上海龙

华寺、广州华林寺、昆明筇竹寺及重庆吉星寺等。五百罗汉造像形式有泥塑、铜铸、

雕刻、绘制、纸褙等。江苏常州天宁寺碑刻是依据宋代杭州净慈寺的五百罗汉塑像绘

画摹勒上石刻成的，其像神形兼备、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惜在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燹，

仅有拓片流传民间。清光绪年间，南岳祝圣寺高僧释心月，据天宁寺传世碑刻拓片摹

刻于石，而此碑也于“文革”中毁弃。（文字介绍来源于：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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