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在娟，《⾼麗阿彌陀畫研究》 

摘要 

 本論⽂旨在於再評估⾼麗時期（918－1392）的韓國佛教繪畫，以阿彌陀畫為主，在

廣泛的脈絡之下探討從⼗⼆至⼗四世紀東亞佛教繪畫的特⾊。本論⽂由三個章節組成，各章
節的主題如下： 

  第⼀章所處理的重點是「從⼗⼆至⼗四世紀中國與韓國的佛教繪畫風格分析」。現

在為⼈所知在全世界分散收藏的⾼麗佛畫⼤約⼀百五⼗餘件，但是，筆者透過已出版的各種
圖錄和研究資料，所發現的⾼麗佛畫圖版資料共有⼀百九⼗⼆件，另外還有九條的⽂獻記
錄。 從菊⽵淳⼀教授與鄭於澤教授對於⾼麗佛畫的研究以來，⾼麗佛教的風格被認為以兩

種基準可以分類：製作年代以及表現⽅式。根據製作年代歸類成兩種形式：前期的「⾃然主
義樣式」和後期的「形式主義樣式」︔並依據表現⽅式又可分為三種類型：「宮廷樣式」、
「寺院樣式」以及「民間樣式」。  

 然⽽，照上述的兩種類⽬，實際上難以明確分類。因為具有題款的⾼麗佛畫中，最早

的作品之製作年代為1286年。並且，現存的所有⾼麗佛畫都屬於⾼麗後期之作，又分別前期

和後期的基準時間點也⼗分曖昧。換⾔之，把所有的⾼麗佛畫依製作年代先後順序排列是相
當不確定的。再加上，極少數的作品才具有題款或相關⽂獻記錄。因此，筆者認為，許多作
品同時呈現出⾼麗佛畫多樣的特點，⽽不是每件作品都屬於某⼀種特定的類型，這樣的考慮
似乎比較合理吧。  

 筆者在本章中，詳細地考察⾼麗佛畫的諸相，例如，「整幅畫⾯的構成」、「神位的

形象樣貌」、「尊像的身軀比例與姿勢」、「服裝的紋樣」、「裝飾型態」、「背景山⽔」
等。筆者進⾏龐⼤的中韓佛畫材料之詳細地風格分析，通過如此歸納式的推論，筆者提出⼀
些⾼麗佛畫的分類標準，以⼯筆設⾊畫為主，筆者將之稱為「典型的⾼麗風格」。  

 「典型的⾼麗風格」可分為兩⼤類：第⼀種是在構成⽅式上，呈現出與宋元時代佛教

作品有明顯差異的組合︔第⼆種是在形狀以及精緻的細節描繪技法⽅⾯，在⾼麗佛畫作品上
特別常出現的⼀些特徵。雖然筆者難以斷⾔何謂在其他地區沒有被發現的正統⾼麗風格，但
筆者試圖描述在如上所述的各類範疇內⾼麗佛畫所常出現的⼀些共同特徵。 

 第⼆章的重點是對於「中世（⼗⼆至⼗四世紀）東亞三國（中國、韓國、⽇本）阿彌

陀畫的圖像學與圖意學的分析」指出⼀些解釋。⾼麗阿彌陀畫過去⼀直被認為深收敦煌與西
夏藝術的影響。筆者也同意多數中韓作品具有相似之處（共同點），因為它們是基於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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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被製作的。即便如此，實際的傳世⾼麗佛畫作品，同時具有許多相異之處（差異點）。
多數的⾼麗佛畫展現出從「臨摹」到「轉變」的脫胎換骨之發展，甚至創造出⼀些新表現的
類型。如此的新表現，不但呈現出⾼麗⼈的審美觀以及民族品味，還反映著在⾼麗地區宗教
和⽂化⽅⾯獨特的地⽅特⾊。  

 如此「⾼麗獨特的表現」⽅⾯，⽇本九州島津家舊藏本〈阿彌陀如來圖〉（圖 2）可

稱謂⼀件卓越的例⼦。主尊阿彌陀佛似乎在召喚觀者，使他處於臺座，向觀者的右測前進，
引導著使他到達⽬的地（西⽅淨⼟）的形貌。因此，對於本圖像的解釋曾被提起種種學說，
例如，「阿彌陀佛引導往⽣者的形象」或「歸來迎」等，並且進⼀步地指出，該圖像應該與
中國或⽇本的佛教藝術有關聯。但是，如此獨特的姿勢⽬前在中國或⽇本阿彌陀類作品中尚
未發現，並且在⾼麗地區內有關「歸來迎」信仰以及東亞佛教中「阿彌陀」信仰與「引路菩
薩」信仰之間的關係也仍未確知。因此，筆者把該作品視為⼀件呈現出「⾼麗獨特的表現」
之〈阿彌陀來迎圖〉。並且，筆者提出如此特別的阿彌陀佛圖像之獨特性，也許與中國或⽇
本的相關作品有別，⽽反映著⾼麗⼈的現世淨⼟思想之可能性。  

 此外，筆者再檢討圖像傳播路徑的問題。由於⼀些阿彌陀佛圖象之間的類似性，絕⼤

多數的前輩學者們推定為當時⾼麗可能與敦煌、西夏、吐魯番、寧波以及同時代的其他地區
有直接地交流。但是，由於除了圖像之外，並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有關兩地的直接交流，因
此，筆者提出了異⾒。筆者認為，⾼麗畫師可能是基於北宋時期（960－1127）以前所成⽴

的「粉本（稿本）」⽽製作。 

 另外，筆者認為社會背景也有必要值得注意考察。過去的研究表明有些⾼麗阿彌陀畫

強烈地表⽰「宮廷風格」，因為其發願者是當時具有莫⼤權⼒的⾼麗寵臣之⼀，與⾼麗王室
深有關係，如廉承益。但是，筆者無法完全接受這種觀點。因為，在⾼麗時期，阿彌陀信仰
並不是只被皇室與貴族信奉的，⽽是超越信徒的社會階級，普及地被⾼麗社會接受，在全國
廣泛流⾏的宗教。 還有，社會環境問題也值得留意。特別令⼈注⽬的是現藏於⽇本鄰松寺

與知恩院的兩件⾼麗〈觀經⼗六觀變相圖〉（圖 19、20）作品中出現的「女性形象」之圖

像。我們可以推測如此的「女性形象」象徵的意義。實際上，這是表明女性的社會地位，從
這⼀事實可以得出結論，在⾼麗社會內女性與男性是平等的。因此，筆者認為如此的「女性
形象」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就是⼀種在⾼麗社會內女性地位的象徵。 

 在第三章所敘述的是「在⾼麗地區內阿彌陀信仰的研究」。在統⼀新羅時期，淨⼟宗

⼗分盛⾏，可稱為迎接⿈⾦時代。到了⾼麗時期，獨⽴的淨⼟宗已被消失，但其核⼼思想被
天台宗、禪宗以及華嚴宗所吸收，仍然在⾼麗社會內持續地流⾏。阿彌陀信仰是淨⼟宗的主
要思想，所以筆者描述如此的宗教背景也可能與⾼麗阿彌陀畫的製作有關聯。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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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論⽂中，筆者擬探討中世（⼗⼆至⼗四世紀）東亞三國（中國、韓國、⽇本）佛教作
品之間的互動與影響⾯貌，以⾼麗阿彌陀畫為主。為了建⽴「⽂化多元性」以及在東亞佛教
藝術作品中「各別作品的價值」，需要進⼀步地研究。由於本研究涵蓋的範圍如此廣泛，關
於這主題仍有⼀些尚未解決的內容，不過，筆者希望略盡微薄之⼒，有助於促進韓國美術史
的研究，並期盼⾼麗佛畫可以吸引全世界學者們以及⼤眾之更深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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