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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南詔圖傳．文字卷    局部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

妙
香
佛
國
的
梵
僧
觀
世
音

李
玉
珉

完
成
︽
大
理
行
記
︾
一
書
。
此

書
提
到
，
大
理
地
區
﹁
西
去
天
竺

為
近
，
其
俗
多
尚
浮
圖
法
，
家
無

貧
富
皆
有
佛
堂
，
人
不
以
老
壯
，

手
不
釋
數
珠
。
一
歲
之
間
齋
戒
幾

半
，
絕
不
茹
葷
、
飲
酒
，
至
齋
畢

乃
已
。
沿
山
寺
宇
極
多
，
不
可
殫

紀
。
﹂
明
代
張
含
的
詩
作
中
也
有

﹁
葉
榆
︵
今
大
理
︶
三
百
六
十

寺
，
寺
寺
半
夜
皆
鳴
鐘
﹂
的
文

句
，
清
朝
吳
梅
村
︿
贈
蒼
雪
詩
﹀

又
說
：
﹁
洱
海
與
蒼
山
，
佛
教
之

齊
魯
。
﹂
足
見
，
中
古
時
期
以

來
，
大
理
地
區
的
佛
教
就
長
盛
不

衰
。

梵
僧
觀
世
音
信
仰

中
古
時
期
，
大
理
地
區
佛
教

的
蓬
勃
發
展
實
與
南
詔
的
興
起
息

息
相
關
。
秦
漢
時
期
，
大
理
地
區

為
西
南
夷
的
一
部
分
，
白
族
的
先

民
就
已
在
此
繁
衍
生
息
。
元
封
六

年
︵
西
元
前
一○

五
︶
，
漢
武
帝

征
服
西
南
夷
，
在
大
理
地
區
設
置

了
葉
榆
、
雲
南
、
邪
龍
、
比
蘇
、

巂
唐
等
縣
，
隸
屬
於
益
州
郡
。
隨

著
中
原
王
朝
勢
力
的
進
入
，
漢
文

化
雖
然
開
始
在
雲
南
傳
播
，
可
是

大
理
地
區
仍
處
於
少
數
民
族
部
落

林
立
的
狀
態
，
這
種
情
況
一
直
延

續
到
西
元
六
世
紀
。
七
世
紀
時
，

烏
蠻
︵
彝
族
︶
和
白
蠻
︵
白
族
︶

在
洱
海
四
周
的
壩
子
上
紛
紛
建
立

自
己
的
勢
力
範
圍
，
經
過
了
多
次

的
攻
伐
兼
併
，
初
唐
時
，
在
這
兒

活
動
的
烏
蠻
逐
漸
形
成
了
蒙
巂
、

越
析
、
浪
穹
、
邆
賧
、
施
浪
和
蒙

舍
六
個
大
的
部
落
，
稱
為
﹁
六

詔
﹂
︵
﹁
詔
﹂
為
蠻
語
，
釋
為

﹁
王
﹂
或
﹁
首
長
﹂
之
意
︶
。

其
中
蒙
舍
詔
因
位
居
最
南
，
故
又

稱
﹁
南
詔
﹂
︵
六
四
九—

九○

二
︶
。
然
而
除
了
六
詔
以
外
，
當

時
在
洱
海
地
區
還
住
著
許
多
屬
於

白
蠻
的
﹁
西
洱
河
蠻
﹂
或
﹁
河

蠻
﹂
。

楔
子雲

南
省
地
處
中
國
西
南
的

雲
貴
高
原
，
群
山
綿
亘
，
平
壩
、

江
河
、
湖
泊
鑲
嵌
其
間
，
地
理
風

貌
變
化
萬
千
。
這
裡
居
住
著
白
、

彝
、
傣
、
藏
、
納
西
、
回
、
哈

尼
、
壯
等
二
十
五
個
少
數
民
族
，

他
們
不
但
語
言
文
化
、
宗
教
習
俗

有
別
，
流
傳
的
民
間
文
學
也
大
異

其
趣
。
在
這
些
民
間
文
學
裡
，
最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滇
西
大
理
地
區
的

白
族
傳
說
，
這
些
傳
說
中
有
不
少

與
佛
教
有
關
的
故
事
，
如
南
詔
國

主
細
奴
邏
為
阿
育
王
的
後
裔
、
觀

音
降
伏
羅
剎
、
觀
音
化
為
老
婦
負

石
阻
遏
唐
兵
等
。
這
些
故
事
正

是
大
理
地
區
佛
教
盛
行
的
歷
史
見

證
。

大
理
地
區
素
有
﹁
妙
香

佛
國
﹂
的
美
譽
。
至
元
年
間

︵
一
二
七
一—

一
二
九
四
︶
任
職

雲
南
御
史
的
郭
松
年
，
將
他
在

蒼
洱
地
區
的
見
聞
記
錄
下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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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
觀
二
十
三
年
︵
六
四

九
︶
，
蒙
舍
詔
張
樂
進
求
見
細
奴

邏
生
有
奇
相
，
遂
禪
位
。
細
奴
邏

︵
六
四
九—

六
七
四
在
位
︶
即
位

後
，
自
稱
奇
王
，
建
號
大
蒙
國
。

由
於
初
唐
以
來
洱
海
地
區
一
直
是

吐
蕃
和
唐
王
朝
的
爭
奪
之
地
，
為

遏
止
吐
蕃
勢
力
的
南
下
，
南
詔
在

唐
王
朝
的
積
極
扶
植
下
，
漸
次
併

吞
其
他
各
詔
。
開
元
二
十
六
年

︵
七
三
八
︶
，
南
詔
王
皮
羅
閣
完

成
了
統
一
洱
海
地
區
的
大
業
。
次

年
，
遷
都
太
和
城
︵
今
大
理
︶
。

此
後
，
南
詔
又
逐
步
統
一
雲
南
全

境
，
建
立
起
獨
霸
西
南
的
地
方
政

權
。
其
後
，
該
地
先
後
有
大
長
和

︵
九○

二—

九
二
八
︶
、
大
天
興

︵
九
二
八—

九
二
九
︶
、
大
義
寧

︵
九
三○

—

九
三
七
︶
和
白
族
段

氏
所
建
立
的
大
理
國
︵
九
三
七—

一
二
五
三
︶
相
更
替
。

自
南
詔
統
一
各
詔
至
大
理

國
滅
亡
的
五
百
多
年
間
，
雲
南
的

地
方
政
權
都
以
大
理
為
國
都
，
蒼

山
、
洱
海
之
間
的
大
理
地
區
一
直

是
當
時
的
政
治
、
經
濟
、
宗
教
和

文
化
中
心
。
南
詔
雖
為
烏
蠻
所
建

的
國
家
，
但
建
國
以
來
就
一
直
任

用
白
蠻
大
姓
的
首
領
為
南
詔
的
高

級
官
員
，
所
以
南
詔
的
貴
族
階
層

主
要
是
由
白
蠻
組
成
。
也
因
此
，

雖
然
大
理
國
統
治
階
級
的
族
屬
與

南
詔
國
不
同
，
可
是
在
文
化
上
卻

與
南
詔
一
脈
相
承
，
可
視
為
南
詔

的
延
續
和
嫡
傳
。

南
詔
、
大
理
國
時
期
，
大

理
地
區
佛
教
蓬
勃
發
展
，
觀
音
幻

化
為
梵
僧
，
到
大
理
度
化
眾
生

的
傳
說
也
應
運
而
生
。
日
本
京
都

藤
井
有
鄰
館
的
收
藏
中
，
有
兩
件

與
南
詔
歷
史
與
佛
教
有
關
的
重
要

作
品
，
一
為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
圖
一
︶
；
另
一
為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
圖
二
︶
。
前

者
用
文
字
詳
細
記
載
著
觀
音
化
為

梵
僧
，
在
南
詔
七
化
眾
生
的
故

事
；
後
者
則
以
故
事
畫
的
形
式
具

體
描
繪
了
觀
音
七
化
的
過
程
。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卷
末
署

曰
：
﹁
時
中
興
二
年
︵
八
九
八
︶

戊
午
歲
三
月
十
四
日
謹
記
。
﹂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卷
末
也

有
﹁
中
興
二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
的

款
書
。
可
是
細
讀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的
文
句
，
卻
發
現
不
少

訛
奪
顛
倒
錯
亂
之
處
，
同
時
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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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雙觀音造像碑    明成化七年（1471）    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藏

書
法
與
現
存
南
詔
、
大
理
的
書
風

不
合
，
故
推
測
此
卷
為
後
世
的
傳

抄
本
。
又
，
仔
細
檢
視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的
畫
作
，
也

發
現
不
少
重
筆
之
處
，
同
時
畫

中
抄
錄
的
人
名
亦
時
有
錯
誤
，
如

﹁
武
士
名
群
矣
﹂
當
作
﹁
武
士
各

群
矣
﹂
。
美
國
佛
教
藝
術
史
學
家

查
平
女
士
︵H

e
le

n
 B

. C
h

a
p

in

︶

認
為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並

非
九
世
紀
之
作
，
而
是
一
件
十
二

或
十
三
世
紀
的
摹
本
，
但
筆
者
認

為
其
臨
摹
的
年
代
可
能
更
晚
。
不

過
，
由
於
這
兩
件
作
品
的
內
容
均

可
與
文
獻
記
載
相
印
証
，
故
仍
可

視
作
研
究
南
詔
佛
教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料
。今

將
︿
南
詔
圖
傳
﹀
所

記
述
的
觀
音
七
化
故
事
略
述
於

下
：
南
詔
興
宗
王
時
︵
六
七
四—

七
一
二
︶
，
有
一
位
觀
音
菩
薩

化
現
的
梵
僧
來
到
南
詔
，
傳
授
興

宗
王
的
輔
佐
武
將
各
群
矣
用
兵

的
方
法
，
又
教
他
的
文
臣
羅
傍
以

︽
封
民
之
書
︾
，
並
派
天
兵
十
二

騎
襄
助
興
宗
王
。
自
此
南
詔
兵
強

國
盛
，
此
為
第
一
化
。
細
奴
邏
之

妻
潯
彌
脚
和
媳
婦
夢
諱
︵
興
宗
王

之
妻
︶
布
施
頭
飾
和
食
物
給
梵

僧
，
此
為
第
二
化
。
有
一
天
潯
彌

脚
送
飯
給
正
在
巍
山
耕
作
的
細
奴

邏
時
，
途
中
見
到
梵
僧
顯
聖
，
潯

彌
脚
等
遂
將
原
來
要
送
給
細
奴
邏

等
的
飯
食
轉
施
給
梵
僧
。
梵
僧
因

而
授
記
曰
：
﹁
烏
︵
當
作
鳥
︶
飛

三
月
之
限
，
樹
葉
如
針
之
峰
︵
當

作
鋒
︶
，
弈
葉
相
承
，
為
汝
臣

屬
。
﹂
此
為
第
三
化
。
興
宗
王
蒙

邏
盛
時
，
梵
僧
帶
著
一
隻
白
犬
到

窮
石
村
化
度
，
但
村
民
卻
烹
食
了

他
的
白
犬
。
梵
僧
詢
問
村
民
白
犬

的
下
落
時
，
還
遭
到
村
民
百
般
的

凌
辱
。
最
後
梵
僧
高
聲
呼
喚
白

犬
，
白
犬
嘷
於
村
民
的
腹
內
，
偷

食
白
犬
的
人
莫
不
驚
恐
，
認
為
梵

僧
是
妖
孽
。
於
是
將
他
支
解
為
三

段
，
再
加
以
火
焚
，
並
將
灰
燼
倒

入
竹
筒
之
內
，
拋
到
瀾
滄
江
裡
。

可
是
梵
僧
卻
在
水
中
破
筒
而
出
，

形
體
如
故
。
此
為
第
四
化
。
由
於

窮
石
村
的
人
冥
頑
不
靈
，
梵
僧
決

定
離
去
，
村
主
王
樂
便
率
村
民
騎

牛
乘
馬
追
趕
梵
僧
，
雖
然
梵
僧
緩

步
而
行
，
可
是
王
樂
等
人
卻
怎
麼

都
追
不
上
，
他
們
終
於
心
悅
誠

服
，
皈
依
梵
僧
，
此
為
第
五
化
。

梵
僧
到
忙
道
大
首
領
李
忙
靈
的
地

界
，
那
裡
的
人
根
機
闇
昧
，
不
識

聖
人
。
於
是
梵
僧
便
騰
空
而
上
，

化
為
阿
嵯
耶
觀
音
。
李
忙
靈
見
狀

大
吃
一
驚
，
便
召
集
村
人
，
在
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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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梵僧觀世音菩薩三尊像    局部    大理國早期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僧
顯
化
的
地
方
鑄
造
了
一
尊
阿
嵯

耶
觀
音
像
，
此
為
第
六
化
。
保
和

二
年
乙
巳
歲
︵
八
二
五
︶
，
西
域

和
尚
菩
立
陁
訶
來
到
大
理
，
詢
問

阿
嵯
耶
觀
音
聖
蹟
的
所
在
，
南
詔

人
民
始
知
阿
嵯
耶
觀
音
曾
到
南
詔

度
化
之
事
，
此
為
第
七
化
。

上
述
傳
說
中
的
前
三
化
具

有
濃
厚
的
君
權
神
授
色
彩
，
指
出

南
詔
之
所
以
能
夠
建
立
一
個
與
唐

王
朝
分
庭
抗
禮
、
獨
霸
西
南
的
地

方
政
權
，
實
拜
觀
世
音
菩
薩
所
幻

化
梵
僧
之
賜
。
由
於
梵
僧
觀
世
音

之
助
，
南
詔
得
以
國
勢
強
盛
，
所

以
梵
僧
觀
世
音
又
稱
﹁
建
國
觀
世

音
﹂
。
因
此
南
詔
王
室
特
別
尊
崇

梵
僧
觀
世
音
。
梵
僧
觀
世
音
和
建

國
觀
世
音
的
名
號
均
不
見
於
經

傳
，
也
不
見
於
雲
南
以
外
的
地
方

文
獻
，
深
具
雲
南
地
方
特
色
。

縱
使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提
到
，
早
在
建
國
之
初
細
奴

邏
時
，
梵
僧
觀
世
音
即
與
南
詔
結

下
了
不
解
之
緣
，
可
是
梵
僧
觀
世

音
信
仰
是
否
真
的
可
以
追
溯
至
細

奴
邏
時
期
？
頗
值
思
量
。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有
一
段
文
字
值

得
注
意
，
該
文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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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
文
字
卷
﹀
云
：

第
二
化　

潯
彌

、
夢
諱
等

二
人
欲
送
耕
飯
，
其
時
梵
僧

在
奇
王
家
內
留
住
不
去
，
潯

彌

等
送
飯
至
路
中
，
梵
僧

已
在
前
迴
乞
食
矣
。
乃
戴
夢

諱
所
施
黑
淡
綵
二
端
疊
以
為

首
飾
蓋
貴
重
人
所
施
之
物
也
，
後
人
效
為

首
飾
也

。
其
時
潯
彌

等
所
將

耕
飯
，
再
亦
迴
施
，
無
有

惜
之
意
。

在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第
二

化
中
，
梵
僧
觀
世
音
雙
手
捧
鉢

接
受
潯
彌
脚
和
夢
諱
奉
食
時
，
已

戴
上
潯
彌
脚
和
夢
諱
所
布
施
的
頭

飾
，
祂
脫
下
的
蓮
花
冠
放
在
身
後

的
石
塊
上
。
而
畫
中
的
題
文
也

說
：
﹁
施
黑
淡
綵
二
端
已
為
裓
，

夢
諱
布
蓋
貴
重
人
頭
。
戴
赤
蓮
之

已
冠
，
順
蕃
俗
纏
頭
也
，
脫
在

此
。
﹂
可
見
畫
中
梵
僧
觀
世
音
頂

戴
的
黑
色
頭
飾
，
應
該
是
由
重

疊
在
一
起
的
兩
塊
黑
布
縫
製
而
成

的
。
只
是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是
一
個
後
代
的
摹
本
，
不
瞭

解
這
種
頭
飾
的
原
始
形
貌
，
所
以

將
這
種
頭
飾
描
繪
成
像
黑
色
小
帽

的
樣
子
。

像
的
身
側
題
名
為
﹁
建
國
梵
僧
觀

世
音
﹂
。
顯
然
直
到
十
五
世
紀
，

大
理
地
區
仍
有
梵
僧
觀
世
音
信
仰

的
流
傳
。
事
實
上
直
到
今
天
，
大

理
地
區
仍
有
許
多
佛
寺
供
奉
著
梵

僧
觀
世
音
像
，
有
些
地
方
甚
至
將

梵
僧
觀
世
音
奉
為
本
主
，
︹
註
一
︺

安

置
於
本
主
廟
中
，
作
為
地
方
的
保

護
神
。

梵
僧
觀
世
音
圖
像

梵
僧
觀
世
音
信
仰
自
九
世

紀
發
展
以
來
，
在
洱
海
地
區
就
歷

久
不
衰
。
目
前
保
存
梵
僧
觀
世
音

圖
像
最
豐
富
的
莫
過
於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
圖
二
︶
。
畫
卷

中
梵
僧
觀
世
音
面
有
鬍
鬚
，
內
著

僧
服
，
外
披
袈
裟
，
足
登
鞋
履
。

他
的
持
物
有
鉢
、
杖
、
柳
枝
和
淨

瓶
數
種
，
其
中
以
鉢
最
為
重
要
，

這
或
與
他
多
次
接
受
潯
彌
脚
等
布

施
的
飯
食
有
關
。
畫
卷
中
梵
僧
觀

世
音
的
冠
式
有
二
，
一
種
為
紅
色

高
聳
的
蓮
花
冠
，
另
一
種
為
黑
色

低
平
的
冠
式
。
前
者
僅
出
現
在
第

一
化
中
，
應
是
梵
僧
初
到
蒼
洱
地

區
所
戴
的
頭
飾
。
其
他
的
時
候
梵

僧
多
戴
第
二
種
頭
飾
。
︿
南
詔
圖

保
和
二
年
乙
巳
歲
，
有
西
域

和
尚
菩
立

訶
來
至
我
京
都

云
：
吾
西
域
蓮
花
部
尊
阿
嵯

耶
觀
音
從
蕃
國
中
行
化
至
汝

大
封
民
國（

即
南
詔）

，
如

今
何
在
？
語
訖
，
經
於
七

日
，
終
於
上
元
蓮
宇
。
我
大

封
民
始
知
阿
嵯
耶
來
至
此

也
。

由
此
看
來
，
直
到
勸
豐
佑
︵
八
二

四—
八
五
九
在
位
︶
時
，
南
詔
人

民
始
知
阿
嵯
耶
觀
音
化
為
梵
僧
，

來
到
蒼
洱
地
區
七
化
眾
生
之
事
。

可
見
直
到
南
詔
晚
期
，
梵
僧
觀
世

音
的
信
仰
才
在
雲
南
漸
次
展
開
。

自
大
理
國
至
明
代
，
白
族

有
一
個
特
殊
的
命
名
習
俗
，
那
就

是
在
姓
與
名
字
之
間
插
一
佛
號
，

不
僅
代
表
對
這
位
佛
教
人
物
的
尊

崇
，
還
有
視
此
佛
教
人
物
為
自
己

保
護
神
的
意
涵
。
大
理
崇
聖
寺
千

尋
塔
第
七
層
有
一
尊
明
代
成
化
元

年
︵
一
四
六
五
︶
的
佛
像
，
像
背

的
題
名
中
就
發
現
﹁
楊
梵
僧
婢
﹂

的
名
字
；
大
理
白
族
自
治
州
博

物
館
還
收
藏
著
一
件
成
化
七
年

︵
一
四
七
一
︶
造
的
雙
觀
音
碑
像

︵
圖
三
︶
，
右
側
長
髯
男
相
觀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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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梵僧觀世音像    大理國盛德四年（1179）    雲南劍川石鐘山石窟獅子關第二號

薩
。
換
言
之
，
這
兩
尊
觀
世
音
菩

薩
不
但
是
主
尊
梵
僧
觀
世
音
的
脇

侍
，
同
時
也
是
主
尊
梵
僧
觀
世
音

的
化
現
。
這
尊
梵
僧
觀
世
音
像
雖

為
銅
鑄
，
但
由
兩
塊
布
疊
縫
而
成

的
頭
飾
︵
圖
五
︶
結
構
交
待
得
極

為
清
楚
。
類
似
的
頭
飾
形
象
亦
見

於
劍
川
石
窟
獅
子
關
第
二
號
盛
德

四
年
︵
一
一
七
九
︶
雕
造
的
梵
僧

觀
世
音
像
︵
圖
六
︶
，
唯
此
處
的

梵
僧
觀
世
音
，
左
手
改
持
淨
瓶
。

在
祂
的
足
側
尚
刻
有
一
隻
回
首
仰

望
梵
僧
的
狗
。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第
四
化
云
：

第
四
化　

興
宗
王
蒙
邏
盛

時
，
有
一
梵
僧
來
自
南
開
郡

西
瀾
滄
江
外
，
獸
賧
窮
石
村

中
，
牽
一
白
犬
，
手
持
錫

杖
、

盂
。
經
於
三
夜
，
其

犬
忽
被
村
主
加
明
樂
等
偷

食
。
明
朝
，
梵
僧
尋
問
，
翻

更
凌
辱
。
僧
乃
高
聲
呼
犬
，

犬
遂
嗥
於
數
十
男
子
腹
內
。

偷
食
人
等
莫
不
驚
懼
相
視
，

形
神
散
去
。

獅
子
關
梵
僧
觀
世
音
身
側
的
這
隻

狗
，
當
即
上
文
所
說
，
隨
著
梵
僧

觀
世
音
至
窮
石
村
度
化
村
民
的
神

著
一
件
大
理
國
早
期
的
梵
僧
觀
世

音
三
尊
像
︵
圖
四
︶
，
主
尊
眉
間

有
白
毫
，
身
著
袈
裟
，
右
手
伸
二

指
，
左
手
捧
鉢
，
圖
像
特
徵
與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中
的
梵

僧
觀
世
音
完
全
吻
合
。
其
左
右
兩

側
各
立
一
尊
脇
侍
菩
薩
，
皆
左

手
執
瓶
，
右
手
持
楊
柳
，
冠
有
化

佛
，
顯
然
也
是
一
尊
觀
世
音
菩

在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第
一
化
中
，
梵
僧
觀
世
音
向
各
群

矣
和
羅
傍
面
授
機
宜
時
，
右
手
伸

食
、
中
二
指
。
在
第
三
化
中
，
梵

僧
觀
世
音
向
潯
彌
脚
授
記
時
也
作

同
樣
的
手
印
。
推
測
這
種
手
印
或

為
施
無
畏
印
的
變
形
，
當
具
有
說

法
的
意
涵
。

美
國
波
士
頓
美
術
館
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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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的

︿
大
理
國
描
工
張
勝
溫
畫
梵
像

卷
﹀
︵
以
下
簡
稱
︿
梵
像
卷
﹀
，

成
於
一
一
七
二
至
一
一
七
六
︶

中
，
有
兩
幅
梵
僧
觀
世
音
像
，
一

為
﹁
梵
僧
觀
世
音

︵
菩
薩
︶
﹂

︵
圖
七
︶
，
另
一
為
的
﹁
建

圀
︵
國
︶
觀
世
音
菩
薩
﹂
︵
圖

八
︶
。
和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相
較
，
︿
梵
像
卷
﹀
中
的
梵

僧
觀
世
音
或
建
國
觀
世
音
，
皆
採

偶
像
的
形
式
呈
現
，
畫
中
敘
事
的

成
份
大
幅
度
地
減
低
。

︿
梵
像
卷
﹀
所
畫
的
梵
僧

觀
世
音
，
身
穿
交
領
僧
服
，
頭
戴

兩
層
黑
布
縫
製
的
頭
飾
，
坐
在
磐

石
之
上
，
右
手
伸
二
指
，
左
手
捧

鉢
。
兩
側
各
立
一
位
仙
女
，
一
人

手
持
方
形
金
鏡
，
另
一
人
則
執
持

鐵
杖
，
梵
僧
前
有
兩
位
婦
女
合
掌

禮
拜
。
這
幅
畫
面
顯
然
是
在
表
現

︿
南
詔
圖
傳
﹀
第
三
化
的
內
容
。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云
：

第
三
化　

潯
彌

等
再
取
耕

飯
，
家
內
送
至
巍
山
頂
上
，

再
逢
梵
僧
坐
於
石
上
，
左
右

（

右
當
作
有）

朱
鬃
白
馬
，

上
出
化
雲
，
中
有
侍
童
，
手

把
鐵
杖
。
右
有
白
象
，
上
出

化
雲
。
中
有
侍
童
，
手
把
方

金
鏡
。
並
有
一
青
沙
牛
。
潯

彌

等
敬
心
無
異
，
驚
喜
交

並
，
所
將
耕
飯
，
再
亦
施

之
。
梵
僧
見
其
敬
心
堅
固
，

乃
云
：
恣
汝
所
願
，
潯
彌

等
雖
申
懇
願
，
未
能
遣
於
聖

懷
。
乃
授
記
云
：
烏（

當
作

鳥）

飛
三
月
之
限
，
樹
葉
如

針
之
峰（

當
作
鋒）

，
弈
葉

相
承
，
為
汝
臣
屬
。

圖
中
梵
僧
兩
側
侍
立
的
天
女
就
是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所
說
，

梵
僧
於
巍
山
頂
顯
化
時
，
立
於
梵

僧
兩
側
的
侍
童
。
身
前
跪
著
的
兩

位
婦
女
即
得
梵
僧
觀
世
音
授
記
的

奇
王
婦
潯
彌
脚
和
其
媳
夢
諱
。
梵

僧
觀
世
音
前
，
地
上
所
放
的
扁

擔
、
食
器
與
淨
瓶
，
乃
是
潯
彌
脚

和
夢
諱
原
來
打
算
送
給
奇
王
等
的

食
物
和
水
，
但
途
經
巍
山
，
看
到

梵
僧
顯
聖
，
便
轉
而
將
這
些
東
西

敬
施
給
梵
僧
觀
世
音
。

至
於
在
扁
擔
和
磐
石
間
的
龐

然
大
物
究
竟
是
什
麼
呢
？
則
可
以

從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記
述

中
找
到
一
些
線
索
，
該
卷
云
：

第
六
化　

聖
僧
行
化
至
忙
道

大
首
領
李
忙
靈
之
界
焉
，
其

時
人
機
闇
昧
，
未
識
聖
人
。

雖
有
宿
緣
，
未
可
教
化
，
遂

即
騰
空
乘
雲
，
化
為
阿
嵯
耶

像
。
忙
靈
驚
骸
，
打

鼓
集

村
人
。
人
既
集
之
，
髣

猶

見
聖
像
放
大
光
明
。
乃
於
打

鼓
處
，
化
一
老
人
云
：
乃

吾
解
鎔
鑄
，
作
此
聖
容
所
見

之
形
，
豪（

毫）

釐
不
異
。

忙
靈
云
：
欲
鑄
此
像
，
恐
銅

未
足
。
老
人
云
：
但
隨
銅

所
在
，
不
限
多
少
。
忙
靈

等
驚
喜
從
之
，
鑄
作
聖
像
，

及
集
村

鼓
，
置
於
山
上

焉
。

由
此
看
來
，
畫
中
的
龐
然
大
物
應

該
就
是
李
忙
靈
用
來
鑄
造
梵
僧

本
尊—

阿
嵯
耶
觀
音—

聖
像
的

鼓
。

鼓
實
即
雲
南
少
數
民
族
所

使
用
的
銅
鼓
。

︿
梵
像
卷
﹀
中
建
國
觀
世

音
菩
薩
圖
像
特
徵
與
梵
僧
觀
世
音

類
似
，
梵
僧
身
穿
僧
服
，
頭
戴
纏

頭
，
右
手
伸
食
、
中
二
指
，
左
手

置
於
腹
前
。
這
尊
觀
世
音
像
的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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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建 觀世音菩薩    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    局部    
大理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梵僧觀世音菩薩    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    局部    
大理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光
之
上
，
有
一
尊
阿
嵯
耶
觀
音
立

像
。
梵
僧
觀
世
音
左
右
兩
側
，
分

別
有
一
位
持
鏡
和
執
杖
的
侍
女
作

為
脇
侍
。
在
磐
石
座
的
前
方
，
尚

蜷
伏
著
隨
著
梵
僧
四
處
遊
化
的
白

犬
。
白
犬
下
分
別
以
白
描
的
手
法

畫
一
匹
馬
和
一
頭
大
象
，
當
即
第

三
化
中
梵
僧
在
巍
山
頂
大
顯
神
通

時
所
出
現
的
﹁
朱
鬃
白
馬
﹂
和

﹁
白
象
﹂
。

此
外
，
︿
南
詔
圖
傳
．
文
字

卷
﹀
第
一
化
言
道
：

又
聖
人
梵
僧
未
至
前
三
日
，

有
一
黃
鳥
來
至
奇
王
之
家
。

即
鷹
子
也

。
又
於
興
宗
王
之
時

先
出
一
士
，
號
曰
各
郡
矣
，

著
錦
服
，
披
虎
皮
，
手
把
白

旗
，
教
以
用
兵
。
次
出
一

士
，
號
曰
羅
傍
，
著
錦
衣
。

此
二
士
共
佐
興
宗
王
統
治
國

政
。
其
羅
傍
遇
梵
僧
以
乞
書

教
，
即《

封
民
之
書》

也
。

其
二
士
表
文
武

。
後
有
天
兵
十
二

騎
來
助
興
宗
王
，…

…

從
此

兵
強
國
盛
，
闢
土
開
疆
，
亦

即
阿
嵯
耶
之
化
也
。

畫
幅
左
下
方
有
一
身
著
全

身
虎
皮
，
腰
部
佩
劍
，
手
持
旌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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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
而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中
所
描
繪
的
梵
僧
頭
飾
顯
然
已
偏

離
南
詔
、
大
理
國
的
原
型
，
故
推

斷
此
畫
卷
的
摹
寫
時
間
至
少
要
晚

於
︿
梵
像
卷
﹀
的
成
畫
年
代
。
換

言
之
，
至
少
是
十
二
世
紀
以
後
的

產
物
。

小
結如

今
在
洱
海
地
區
的
大
理
、

洱
源
、
鶴
慶
、
劍
川
、
賓
川
、
雲

龍
及
雲
南
其
他
白
族
聚
居
地
，
許

多
佛
寺
或
本
主
廟
都
奉
祀
著
觀
音

老
爹
︵
又
稱
觀
音
爸
、
觀
音
公
、

觀
音
老
祖
︶
像
。
這
些
造
像
的
特

的
武
將
，
乃
梵
僧
觀
世
音
教
以
用

兵
的
南
詔
名
將
各
群
矣
，
而
手
持

書
卷
，
雙
膝
微
曲
的
文
士
，
無
疑

就
是
手
持
︽
封
民
之
書
︾
的
南
詔

文
臣
羅
傍
。
至
於
右
下
方
身
著
紅

袍
，
頂
戴
頭
囊
的
王
者
，
根
據
其

身
後
榜
題
，
應
是
﹁
奉

聖
感
靈

通
大
王
﹂
。
然
而
遍
查
南
詔
、
大

理
國
史
料
，
並
未
發
現
﹁
奉

聖

感
靈
通
大
王
﹂
這
個
名
號
。
由
於

本
圖
左
下
角
的
兩
位
人
物
為
協
助

興
宗
王
奠
定
南
詔
國
基
礎
的
羅
傍

和
各
郡
矣
，
故
這
位
大
王
可
能
為

南
詔
國
的
二
代
主
興
宗
王
。
但
又

因
建
國
觀
世
音
的
身
光
後
，
青
山

蒼
翠
，
田
間
有
兩
牛
及
一
犁
杠
，

傍
坐
一
人
，
畫
面
雖
小
，
可
是
與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第
三
化

的
表
現
相
近
，
當
為
在
巍
山
下
奇

王
細
奴
邏
耕
作
的
具
體
寫
照
，
因

此
這
位
大
王
也
可
能
代
表
南
詔
國

一
代
主
細
奴
邏
。

此
外
，
將
︿
梵
像
卷
﹀
與

︿
南
詔
圖
傳
．
圖
畫
卷
﹀
中
梵
僧

觀
世
音
所
戴
的
頭
飾
作
一
比
較
，

則
可
發
現
︿
梵
像
卷
﹀
的
頭
飾
較

為
低
平
，
與
文
獻
中
﹁
黑
淡
綵
二

端
疊
以
為
首
飾
﹂
的
記
載
較
為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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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本主是大理地區特殊的地方信仰，最古的本主是自然

崇拜的宗教，與生產有一定關係。後來王者酋長、將相

英雄，甚至於佛教神祗都加入本主行列，成為地方村

落的守護神。

1.

注釋：

徵
為
素
服
長
袍
，
頭
披
軟
巾
彷
如

風
帽
，
白
髮
長
鬚
，
左
手
持
瓶
，

右
手
拄
杖
，
身
旁
有
一
犬
護
侍
。

從
長
鬚
、
持
物
，
以
及
身
側
的
白

犬
等
圖
像
特
徵
來
看
，
觀
音
老
爹

無
疑
就
是
一
尊
現
代
版
的
梵
僧
觀

世
音
菩
薩
像
。
只
不
過
祂
們
的
梵

僧
形
象
已
被
白
族
老
人
的
形
貌
所

取
代
。
顯
然
歷
經
一
千
餘
年
的
發

展
，
梵
僧
觀
世
音
的
信
仰
已
經
化

為
大
理
白
族
文
化
的
血
肉
，
成
為

白
族
宗
教
的
一
大
特
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