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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话猴——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猴子形象

[ 作者 ] 刘艳燕 

[ 单位 ]  

[ 摘要 ] 猴子形象在中国寺庙建筑、民间年画、石窟壁画中都以多种形式出现。敦煌石窟壁画中就发现了多种猴子的形象。据专家考证统

计，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三十多只猴子。这些猴子壁画从西魏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敦煌

是猴子文化的摇篮。 

[ 关键词 ] 猴子形象;敦煌石窟壁画;猴子文化

       猴在十二生肖中，最具灵性。聪慧、伶俐、活泼、顽皮，智商高于一般的动物。猴形貌与人相似，隐没于山间，活跃于树林，它以

独特的智慧，敏捷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喜爱。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深受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和民间百姓的崇拜喜欢。

“猴嘀”和“虎啸”在古诗中常被引用，猴也被视为吉祥喜庆的象征。在中国民间年画中，《猴子抢草帽》、《抗箱官》等一些以猴子为

题材，风趣幽默的吉祥画广为流传。猴文化在中国民间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作为民间吉祥物，猴子得到人们广泛喜欢的原因是“猴”与

“侯”谐音。“侯”是中国古代的爵位之一，《礼•王制》载：“王者之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自此以后，五爵虽有变

化，比如汉代，只有王、侯二等。明代只有公、侯、伯三等。但是中国历代都有侯爵。人们希望升官封侯，为表达这种美好的愿望，中国

民间便选择了与“侯”谐音的“猴”为象征。一些幽默诙谐以猴子为题材的吉祥画也正是为迎合世俗心理运用而生。如画一老猴背上驮一

小猴，寓意为“辈辈封侯”；画一猴子在树上摘取枝上所挂一印，寓意是“封猴挂印”；若画毛猴跨一骏马而行，则寓意“马上封侯”；

这些画面表现了人们对封侯进爵的人生企盼和美好愿望。因此十二生肖中的猴子形象与财源和官运紧密相连。在中国民间备受欢迎。猴子

形象在中国寺庙建筑、民间年画、石窟壁画中都以多种形式出现。敦煌石窟壁画中就发现了多种猴子的形象。据专家考证统计，在敦煌石

窟壁画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三十多只猴子。这些猴子壁画从西魏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敦煌是猴子文化的

摇篮。敦煌本地并不生长猴子，但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却出现了猴子的形象。这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分不开，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

道，陆上丝绸之路干道经过敦煌东往西去。使敦煌成为多种文化的荟萃之地。佛教经中亚传入西域之后，又经敦煌传入内地。猴子文化也

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生根发芽。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猴子主要分三种形式；一种是佛经里记载的猴子，随着佛经故事被画在

壁画上；一种是唐僧取经图中的猴王---孙悟空的形象，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绘于壁画中；另一种则是壁画装饰图案中的猴子，这种猴子壁

画使洞窟更加生动活泼。也反映了中国民间对猴子的喜爱。一、敦煌石窟壁画中佛经故事里的猴子依据佛经记载，绘制在敦煌石窟壁画中

的猕猴奉蜜图共有四幅，分别绘制于莫高窟第76窟、第98窟；榆林窟第3窟、第12窟；猕猴奉蜜的故事是依据《贤愚经》绘制，内容是

说：一位没有孩子的婆罗门教徒邀请佛祖释迦牟尼去他家，佛祖带着弟子在去婆罗门家的途中，一只猴子拿走了释迦牟尼的钵，佛弟子看

见后，想前去阻拦，但佛祖劝阻了弟子。这只猴子拿着钵爬到树上，将蜂蜜装到钵里，然后把钵献给了佛祖，佛祖没有接受。猴子将钵里

的虫子取出后，再次把钵献给佛祖，但佛祖还是没有接受。当猴子把蜂窝用水洗干净后，再次将钵献给佛祖时，佛祖收下了这个钵，猴子

高兴地跳了起来，手舞足蹈。一不小心掉到井里淹死了。后来，这只猴子投生为婆罗门的孩子，但这个孩子长大后，还是出家为佛门弟

子。敦煌莫高窟北宋第76窟的猕猴奉蜜第七塔变中，猕猴奉蜜的画面生动有趣，榜题清晰可见。佛塔正中墨书榜题：“吠舍城内猕猴奉蜜

于世尊，佛即纳之，身心欢喜而作舞，失足陷井，命终生天。此地兴隆第七塔也。”画面从塔左下角开始，用四个画面描绘了猕猴奉蜜的

情节。第一组画面；塔外右侧画一只猴子站在大树下，全身是长长毛，两腿弯曲，仰望着大树，高高举着手。象是想爬树采蜜。第二组画

面；塔龛内佛祖释迦牟尼坐于莲花宝座上，一只毛猴，双手捧着钵，两腿弯曲，正恭恭敬敬把钵献给释迦牟尼。第三组画面；龛外右下角

画一只人面猴身的大猴子，手舞足蹈，弯着胳膊，单腿着地，极似跳胡旋舞，动作敏捷。猴子旁边，有一四方井，在木头做的井框里画一

只露出屁股和两条腿的猴子，头朝下像是要掉下去的样子，正在拼命挣扎。榜题云：“猕猴献蜜欢喜作舞陷井。” 第四组画面；上部画

猕猴乘云升天，飞天扔着花瓣正为可怜的猴子散花祭祀。榜题云：“猕猴命终得生天上散花供养。”此壁画中猕猴采蜜时的形象是猴，身



上长着长长的毛。舞蹈和落井时已接近人形，人面猴身。画师通过猴子这些微小的变化，暗示供奉佛前后的因果关系。同时古代画工寥寥

几笔就把猕猴专心一意仰观树上的蜂蜜，虔诚向佛献蜜。引佛受蜜而高兴的手舞足蹈，失足陷井，两腿朝天拼命挣扎等一系列猴子特有的

机灵天性，描绘的惟妙惟肖、生动可爱。这幅画是敦煌石窟猕猴奉蜜图中的经典作品。二、敦煌石窟壁画装饰图案中的猴子在敦煌石窟壁

画装饰图案中，也出现了许多生动活泼猴子的形象，如莫高窟第249窟（西魏），窟顶西披，阿修罗脚下的大海边，画一只鹿在饮水，在

稍远的海边，又画了玩耍的猴子，动作滑稽，这两只动物表示善良和智慧。而在中国世俗文化中则附会成“百禄封侯”的吉祥话。在这个

洞窟的东披，画了一只大猴子，在树上手搭凉棚眺望着。猴子的机智敏捷，跃然壁上。莫高窟第428窟（北周），主室前部人字披顶装饰

图案中共画了五只猴子，其中有两只猴子在一枝有摩尼宝珠的莲花旁行走游戏，猴子面部刻画生动。莫高窟第285窟（西魏）《沙弥守戒

自杀品》沙弥乞食场面中，年轻美貌的少女见到小沙弥后，内心感情的冲动，没有用妩媚的形象表现，而是巧妙地运用了映衬的手法，在

屋顶上画了一只猕猴，以此比拟少女感情上的“心猿意马”。寓意含蓄深刻。耐人寻味。在敦煌石窟群东千佛洞，第7窟（西夏）中心柱

背面，涅盘经变中的猕猴，躲藏在人的背后，大张着嘴，手舞足蹈，似哭似笑，画师把猕猴的好动，机敏、调皮，善于模仿的特性表现的

活灵活现。西千佛洞第12窟顶部的装饰图案中，有两只猴子，色彩艳丽，刻画生动。除上述以外，敦煌石窟壁画装饰图案中的猴子形象还

有许多。这些生动有趣的猴子画面，使整个石窟壁画更加生气勃勃、栩栩如生。三、敦煌石窟壁画“唐僧取经图”中的猴行者我国四大古

典名著之一《西游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书中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结合民间故事，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善于斗争，无所畏惧的叛逆者

美猴王---孙悟空的形象，他是一个集猴性、人性、神性为一身的统一体，有七十二般变化、能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深受人们的喜欢。

《西游记》中，唐僧西去取经，孙悟空就是除妖降魔、护送唐僧取经的重要使者。丝绸之路是玄奘西行取经的必经之路，后世民间的艺术

画师和当地的一些佛教信徒，为了表达对唐僧西行取经伟大精神的敬仰，他们就以当时流传的唐僧取经的神话故事为素材，在佛教石窟、

寺院壁画中，创作了许多《西游记》还没有成书前的《唐僧取经图》。据敦煌学专家考证，敦煌石窟壁画中现存《唐僧取经图》六幅。均

绘于西夏统治瓜州晚期敦煌石窟榆林窟第2窟、第3窟、第29窟和东千佛洞第2窟内。其中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是榆林窟第2窟水月观音

图中和第3窟菩贤变中的《唐僧取经图》。榆林窟第2窟的《唐僧取经图》绘在“水月观音图”左下方，图中唐僧双手合十、弯腰朝拜观

音。唐僧身后，是满脸猴相的孙悟空，一手牵白马，一手遮额远眺，遥望观音，但不行礼。大为不敬之态跃然壁上。马背上没有驮经卷，

很显然这幅图表现的是唐僧在西去取经途中，路遇危难求拜观音。画家把猴子顽皮、机敏，野性未泯的性格特征，刻画的惟妙惟肖。榆林

窟第3窟的《唐僧取经图》绘在“菩贤变”中，图中唐僧身披袈裟、双手合十，站在高高的岩石上虔诚遥拜菩贤。唐僧身后，完全猴形的

孙悟空也双手合十，抬头仰望，向菩萨致礼。白马背上满载经卷，光芒四射。这幅图表现的是唐僧师徒历经艰险，取经归途中感谢菩萨保

佑，向菩萨行礼致谢的画面。图中虔诚礼拜的孙猴子，恭顺机敏。纵观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六幅《唐僧取经图》，其内容、表现手法基本一

致。取经图大都绘于观音图中，显然是以观音菩萨为保护神。这跟神话小说《西游记》中描述孙悟空路遇险恶，求助观音菩萨的内容相符

合。敦煌的唐僧取经图中的孙猴子多为猴相，或似人似猴。既具有人的恭顺、智慧，又具有猴的顽皮、机敏。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敦

煌的唐僧取经图，是造就腾云驾雾、本领超群孙悟空的土壤。” 众所周知，《西游记》是明代大文豪吴承恩写的长篇神话小说 ，而敦煌

石窟壁画中的《唐僧取经图》绘于西夏，早于明代《西游记》约三百多年，晚于《西游记》的祖本，五代时创作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约一百年。是目前全国最早的《唐僧取经图》，也是研究《西游记》最为珍贵的形象资料。关于《西游记》中，神通广大孙猴子的形象来

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极高兴趣，众多学者认为孙悟空诞生的故事里除了受中国的传说故事与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印度

神猴的影响。是多种文化综合影响下的产物，由此更体现了猴子文化的丰富性。猴子文化渊源流长、文化意蕴深厚，在中国不同地域、不

同民族对猴子的信仰各不相同，但十二生肖中的猴子，无论是在石窟壁画、寺庙建筑、民间百戏、还是神话小说中佰受青睐，都体现出中

国民间对机灵活泼、聪慧敏捷、最具人性这一精灵的喜爱之情。同时也寄寓了古代劳动人民不畏强暴，渴望自由，征服自然、企盼美好生

活的强烈愿望。主要参考文献 1、《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2、《生肖说猴》赵伯陶，《文史知识》2002.10 

3、《敦煌的猴子》上岛亮，《敦煌研究》，1997.4 4、《敦煌艺术之最》谢生保等编著，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5、《敦煌石窟全

集 19 动物画卷》刘玉权著，香港商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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