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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人湖南，始于魏晋之际。在隋唐

五代时期盛行，南岳衡山以南岳大庙为中

心，已发展为全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我

国南方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南岳古建筑

群，古代建筑之大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风格，特别是反映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泥

塑、木雕、石刻数量之多、品种之齐全，技

艺之精湛，无不令人惊叹不已。早在明清时

期，南岳庙就以它那出色的泥塑，木雕、石

刻而被人们誉为“江南三绝”。

明清以后，国力衰微，统治者和佛教领

袖再无动员和支持开凿大型石窟的能力，木

雕佛像慢慢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佛像的主要

材料。湖南地处哑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植

物类型多种多样，各地多产可供雕刻的木

料，民间又有建筑、家具、佛像雕刻传统，工

匠手艺高超，产品物美价廉且木雕形式丰富

多彩，故而湖南佛教木雕较其他省份为多。

南岳佛教木雕审美特征大致有以下几

点。

一，规范性和创意性

佛教造像在制作都是有自己的一整套模

式和规范，对于不同地位的神佛，有不同的

要求与规定。对佛的“三十二大人相”、“八

十种随形像”以及菩萨、阿罗汉、天王造像

的比例、服饰、动态、容貌、手印、法器等

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和统一。所谓标准特

征，是相对于人的解剖结构和比例的共同特

征而言的，属于形的个性，相对于特定的个

体的造型，又属于形的共性，它是联系一般

共性与特殊个性之间的中介。这种个性体现

在佛教雕像的体系、阶层的区别上：如菩萨

与罗汉的差异；也表现在同一类型的不同种

类差别上：如观音、文殊，普贤虽同为菩萨，

造型上有趋同性。都是相貌秀美、身披天衣、

遍身理路，但其坐骑，法器、手印等还是区

别很大。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创作中工匠艺术

个性的发挥，以前没有专业的雕刻学堂，民

间艺人的手工技艺全凭徒师之间的心领神

会，从法度到匠心，一招一式均有很强的传

承性。但由于木雕工匠的审美层次和艺术的

领悟力各有差异，对于雕刻技艺的分寸也各

人物表情的具体生动。例如，南岳大庙财神

像观音像有多尊，出自不同工匠之手，所呈

现的艺术感染力就各不相同。

二．形与神

“神韵”，“气势”，“骨力”在中国绘画理

论中常提到，中国艺术对于系统概念强调由

表及里的、由物质到精神的、具体的与抽象

的统一。南岳佛教木雕艺术与我国的哲学思

想有着天然的联系，它具有高度的表现性，

抽象性和写意性。它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

追求道德，强调美与善的和谐，不求艺术同

具体客观事物相验证，强调“以意为主”、“以

神写形”，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佛教美学

思想。它重“道”轻“器”，重“意”轻“言”，

形式下的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

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庄子云：“通于

天地者德也，行干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

生，生非德不明。”佛教木雕艺术不仅要明

道，还要明德，不仅要反映神像的神格，还

要反映它的信仰宗旨，不仅要表现其作为神

的尊容，还要表现其所具有的道德，内在美

和它的神威。所以，佛像是道德性人格化的

体现。传统木雕艺术与传统的绘画一样，非

常善于运用写意夸张的手法，南岳佛像木雕

艺术也不例外。不管是慈祥的观音菩萨，还

是相貌威严的圣帝，都反映了佛教信仰者的

希望、追求、理想和好恶。虽然木雕艺术强

调了“以意为主”，并不像两方雕刻艺术那样

严格强调人体的结构、骨骼与肌肉的关系，

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木雕佛像依然是和谐

的，毫无造作之感。这是中国雕塑艺术独特

的线、体相结合之传统的完美体现。

三．简与繁

艺术的实践和观念中简单与繁复是相互

统一的。它们不同的艺术技巧和手段反映了

事物的一体二面。简是把物象纷繁表象省

略，对物像内在规律和精神气质的整体把

握，是抓住了“表象”的“根”，是一种美学

意义上的“祛芜除纷”后的“返璞归真”。南

岳佛像木雕以唧雕和镂空雕为主，木雕中大

量的作品体现着简括、单纯的魅力，雕像艺

人在雕刻的时候，抓住了佛像主要特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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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着率真、大气、简洁之美。繁是在对事物

外在现象和细节感悟，用尽可能丰富多样的

形式和手段阐述表现事物的内在特征，是把

表现对象的“根”，视觉还原后的具体化。这

也是南岳木雕常表现出来的一种细腻，精

巧、复杂的审美特征。如观音庙里的千手观

音造像，展现了这类造像工艺上“不厌其烦，

不厌其精”的繁的特点，很有装饰性。

四．庄重与世俗

宗教艺术首先是宗教宣传品，其次才是

艺术品。作为佛教教义、佛教情感表达载体

性质的宗佛教雕像必然是要求规范的、庄重

的、威严的、崇高的。各类佛教经典中有关

佛像的严格规定，就是要保证神佛的形象再

现符合佛教所要宣扬的理念，不会因为艺术

家在自由的创作中因为曲解了教义而异化了

神圣的佛教形象。这种庄重性在佛教的尊神

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相反在其低一级的神

祗中随意性相对较大。因为越世俗的神其人

性更强，更有“人味”。幽默是人们对生活聪

明、智慧、乐观的表达方式，它和庄重有区

别，但不矛盾，是佛教情感乐观愉悦的表达。

佛教木雕的诙谐既有原本佛教形象的诙谐如

。弥勒佛”，也体现在对同一佛像塑像时由于

对佛教的理解不同和工匠风格手法不同而在

雕像上表现出来的诙谐幽默的感情。如南岳

庙内有的弥勒佛显得性格内敛，有的却显得

个性外向，更幽默，让人看了忍不住发笑。

南岳佛教木雕在造型上沉雄大气，简洁

生动，刀法上强调对整体神韵的把握，手法

简约，优美而又朴实自然，详略得当，浑厚

大气，具有含蓄内敛的写意性，粗犷古朴，人

物栩栩如生，神态自然逼真，具有鲜明的楚

文化的传统风格，常令观者产生无限的遐想。

作为一种历史遗存的木雕，久远的历史赋予

了其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木雕艺

术虽经百年沧桑，仍可见用料考究、技术娴

熟、构思巧妙，有着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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