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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彬十六羅漢圖─晚明佛教的意象

展場巡禮

吳
彬
十
六
羅
漢
圖

晚
明
佛
教
的
意
象

鄭
文
倩

本
文
所
討
論
的
吳
彬
︿
十
六
羅
漢

圖
﹀
有
兩
個
卷
本
。
其
一
現
存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此
卷
為
絹
本
設
色
，
上
有
畫

們
不
再
只
是
獨
善
其
身
的
修
行
者
，
他
們

堅
持
普
渡
眾
生
的
信
念
，
成
為
常
住
世
間

的
尊
者
。

中
國
畫
家
可
能
自
唐
代
即
開
始
以
羅

漢
入
畫
，
在
此
提
出
兩
個
與
吳
彬
︿
十
六

羅
漢
圖
﹀
相
關
的
羅
漢
畫
傳
統
。
首
先
，

任
何
人
看
到
吳
彬
的
畫
，
都
會
對
其
羅
漢

奇
特
的
造
型
感
到
印
象
深
刻
，
他
們
的
臉

部
、
身
體
、
衣
紋
都
以
極
盡
變
形
的
線
條

刻
畫
。
這
並
非
吳
彬
的
創
意
，
吳
追
隨
的

是
貫
休
︵
八
三
二

∼

九
一
二
︶
外
貌
醜
怪

的
羅
漢
畫
傳
統
。
傳
統
文
獻
記
載
貫
休
畫

十
六
羅
漢
：
﹁
狀
貌
古
野
，
殊
不
類
世
間

所
傳
，
豐
頤
蹙
額
，
深
目
大
鼻
，
或
巨
顙

槁
項
，
黝
然
若
夷
獠
異
類
。
﹂
︵
︽
宣
和
畫

譜
︾
卷
三
︶

貫
休
因
此
被
認
為
創
意
絕
俗
，

確
立
了
醜
怪
羅
漢
的
傳
統
。
此
外
，
吳
彬

選
擇
用
長
手
卷
的
形
制
來
畫
羅
漢
是
有
意

義
的
，
它
代
表
了
宋
代
以
後
僧
人
或
居
士

羅
漢
畫
的
傳
統
。
相
較
於
可
以
公
開
陳
列

在
寺
廟
的
掛
軸
式
的
羅
漢
畫
，
手
卷
羅
漢

有
較
多
的
私
人
性
，
可
為
居
士
文
人
雅
聚

中
品
玩
的
對
象
，
它
所
暗
示
的
觀
眾
群
較

為
限
定
狹
小
。

手
卷
形
制
也
特
別
適
合
敘
事
性
的
羅

本
文
探
討
吳
彬
︿
十
六
羅
漢
圖
﹀
所
反
映
的
晚
明
居
士
佛
教
文
化
的
思
想
與
現
象
。
十
六
羅
漢
圖

或
十
八
羅
漢
圖
是
在
明
代
極
為
流
行
的
繪
畫
主
題
，
但
吳
彬
的
作
品
，
無
論
在
風
格
或
內
容
上
都

極
賦
創
意
；
他
的
羅
漢
畫
與
前
代
及
其
當
代
的
羅
漢
畫
皆
有
明
顯
的
不
同
之
處
。
此
外
，
吳
彬
身

處
的
晚
明
時
代
，
佛
教
受
到
廣
大
民
眾
與
知
識
份
子
的
接
納
，
吳
彬
除
了
是
個
畫
家
，
也
以
佛
教

居
士
自
居
；
他
的
許
多
佛
教
繪
畫
是
與
他
自
身
虔
誠
的
信
仰
有
密
切
關
聯
。
吳
彬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融
合
並
具
象
化
了
畫
家
個
人
及
其
所
處
時
代
的
佛
教
信
仰
文
化
。
他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不

再
停
留
於
傳
統
羅
漢
來
自
大
乘
及
小
乘
的
原
始
意
涵
；
它
更
與
吳
彬
當
代
的
淨
土
宗
、
禪
宗
、
居

士
佛
教
錯
綜
聯
繫
。

家
的
落
款
：
﹁
枝
隱
頭
陀
吳
彬
拜
寫
﹂
。

︵
圖
一
︶
另
有
一
卷
現
藏
於
紐
約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
圖
二
︶
，
題
款
：
﹁
萬
曆
辛
卯

︵
一
五
九
一
︶
歲
，
於
溫
陵
客
舍
圖
之
，

吳
彬
﹂
。
兩
幅
圖
的
構
圖
、
人
物
形
象
都

極
為
相
近
，
惟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為
紙
本
，
且
顏
色
較
不
鮮
麗
，

沒
有
繁
複
的
山
水
背
景
。
與
之
相
較
，
故

宮
的
手
卷
顯
得
較
為
炳
麗
複
雜
。
大
抵
學

者
認
為
大
都
會
本
是
吳
彬
的
真
跡
，
而
故

宮
的
手
卷
是
否
出
自
吳
彬
之
手
，
尚
待
商

榷
。
︵
註
一
︶

無
論
故
宮
的
手
卷
是
否
出

於
吳
彬
之
手
或
為
後
人
臨
摹
，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大
都
會
卷
當
是
它
的
藍
本
，
這
兩

幅
︿
十
六
羅
漢
圖
﹀
毫
無
疑
問
的
呈
現
出

一
致
的
構
圖
與
思
想
。
本
文
在
這
樣
的
認

知
基
礎
上
，
以
在
這
次
故
宮
﹁
奇
怪
狀
，

非
人
間─

吳
彬
的
繪
畫
世
界
﹂
所
展
出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為
討
論
對
象
。

作
為
吳
彬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主
題
的

十
六
羅
漢
是
廣
為
流
行
的
佛
教
繪
畫
主
題

之
一
種
。
十
六
羅
漢
︵
或
稱
阿
羅
漢
、
尊

者
︶
原
出
自
大
乘
經
慶
友
尊
者
的
︽
法
住

記
︾
，
為
唐
代
的
玄
奘
所
譯
。
文
中
記
有

十
六
羅
漢
的
名
稱
及
住
處
。
根
據
︽
法
住

記
︾
，
十
六
羅
漢
是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得
道

弟
子
，
奉
命
護
持
佛
法
，
以
待
未
來
佛
降

世
。
視
羅
漢
為
修
行
尊
者
的
思
想
本
來
自

小
乘
，
但
當
大
乘
將
其
援
用
，
所
強
調
的

便
與
小
乘
不
同
。
在
大
乘
思
想
中
，
羅
漢

亦
可
為
護
持
佛
法
而
延
遲
自
身
涅
槃
，
他

漢
表
現
，
與
掛
軸
式
十
六
羅
漢
畫
不
同
的

是
，
吳
彬
的
手
卷
沒
有
根
據
︽
法
住
記
︾

標
註
十
六
羅
漢
的
個
別
名
稱
；
吳
彬
的
羅

漢
是
以
群
像
而
非
個
人
肖
像
的
方
式
呈

現
。
在
長
卷
中
以
一
組
一
組
的
羅
漢
群
從

右
到
左
鋪
展
開
來
，
賦
予
敘
事
性
而
非
肖

像
性
的
表
現
。
因
此
，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並
不
期
待
觀
者
辨
識
各
別
羅
漢
的
名
稱
，

事
實
上
，
因
沒
有
拔
記
題
名
的
存
在
，
觀

者
也
無
從
辨
識
各
別
羅
漢
。
觀
者
也
只
能

從
羅
漢
的
袈
裟
及
其
較
大
的
形
象
將
他
們

從
眾
多
的
侍
者
中
辨
認
出
來
。

現
在
讓
我
們
來
仔
細
觀
讀
吳
彬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
前
文
提
及
，
︿
十
六

羅
漢
圖
﹀
融
合
了
淨
土
宗
、
禪
宗
、
居
士

佛
教
的
元
素
。
首
先
，
有
關
淨
土
宗
的
部

分
，
在
卷
頭
的
部
分
有
明
顯
的
表
現
。
在

這
個
部
分
吳
彬
描
繪
了
一
些
非
羅
漢
但
看

上
去
同
樣
醒
目
的
人
物
；
一
個
身
著
白
衣

的
人
物
坐
在
一
塊
凸
出
的
磐
石
上
，
周
圍

環
繞
著
許
多
侍
者
。
︵
圖
三
︶
無
論
從
他

的
構
圖
位
置
、
視
覺
效
果
上
來
看
，
這

位
大
士
顯
然
地
位
重
要
。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的
吳
彬
︿
十
六
羅
漢
圖
﹀
也
描
繪
了
一
位

相
類
似
的
人
物
，
有
學
者
稱
之
為
觀
音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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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明　吳彬　十六羅漢圖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引自Deities, Emperors, Ladies and Literati, fig.22.

圖一　明　吳彬　十六羅漢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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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
圖
四
︶
︵
註
二
︶

這
個
看
法
是
可
信

的
，
故
宮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中
的
白
衣
人

物
應
當
也
是
觀
音
。
這
個
觀
世
音
菩
薩
所

呈
現
的
形
象
是
由
宋
代
以
後
流
行
的
觀
音

崇
拜
中
轉
變
而
來
的
。
在
明
代
，
觀
音
崇

拜
與
兩
個
當
時
流
行
的
宗
教
派
別
相
關
，

一
個
是
道
教
，
一
個
是
佛
教
的
淨
土
宗
。

由
於
民
間
信
仰
佛
道
融
合
的
因
素
，
觀
音

也
成
為
道
教
的
崇
拜
對
象
，
觀
音
在
道
教

中
也
被
認
為
是
﹁
慈
航
真
人
﹂
、
﹁
慈
航
普

度
天
尊
﹂
、
﹁
圓
通
自
在
天
尊
﹂
等
。
而

在
這
個
時
期
，
相
應
於
文
殊
菩
薩
的
獅
子

坐
騎
、
大
勢
至
菩
薩
的
白
象
坐
騎
，
觀
音

也
有
犼
為
坐
騎
。
犼
的
形
象
介
於
老
虎
與

獅
子
，
正
與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上
所
繪
的

在
白
衣
人
物
前
的
動
物
相
符
合
。
在
淨
土

信
仰
中
，
觀
音
是
阿
彌
陀
佛
的
左
、
右
脅

侍
菩
薩
之
一
，
他
以
大
慈
悲
心
，
協
助
阿

彌
陀
佛
廣
渡
眾
生
。
但
在
唐
代
以
降
，
民

間
對
觀
音
的
崇
拜
有
勝
於
阿
彌
陀
佛
，
諸

多
佛
教
故
事
敘
述
觀
世
音
菩
薩
解
救
一
心

稱
念
觀
世
音
菩
薩
名
號
的
世
間
眾
生
，
無

論
他
們
遭
遇
何
種
災
難
。
觀
音
成
為
淨
土

信
仰
的
中
心
，
象
徵
佛
與
菩
薩
的
廣
大
力

量
。

將
觀
音
置
於
羅
漢
圖
中
並
非
吳
彬
的

創
舉
，
現
存
的
許
多
傳
為
宋
代
李
公
麟
、

梵
隆
的
十
八
羅
漢
渡
海
圖
常
繪
有
觀
音

︵
儘
管
這
些
並
非
宋
畫
，
而
是
較
晚
的
作

品
︶
。
︵
圖
五
︶
將
觀
音
與
羅
漢
結
合
的

羅
漢
畫
在
明
代
十
分
流
行
，
但
吳
彬
對
觀

音
的
加
強
描
繪
是
相
當
特
別
的
。
幾
近
全

卷
三
分
之
一
長
的
卷
首
部
份
完
全
以
觀
音

為
中
心
，
吳
描
繪
了
一
位
夷
邦
帝
王
正
在

向
觀
音
行
禮
，
這
個
帝
王
的
形
象
可
由
其

身
後
華
麗
的
白
象
座
騎
得
知
。
這
位
胡
人

象
貌
的
君
主
身
著
袈
裟
，
由
侍
者
前
引
，

向
觀
音
禮
拜
，
象
徵
著
世
俗
最
高
權
利
的

皇
室
也
歸
依
佛
法
。
兩
位
大
阿
羅
漢
在
觀

音
兩
側
見
證
這
個
儀
式
。
︵
圖
六
︶

淨
土
宗
的
信
仰
，
除
了
觀
音
形
象

以
外
，
在
吳
彬
的
羅
漢
卷
中
還
有
其
他

表
現
，
且
與
晚
明
居
士
佛
教
文
化
密
切
相

關
。
在
中
段
部
分
，
吳
畫
了
兩
位
阿
羅

漢
正
在
觀
看
︵
見
證
︶
一
位
居
士
︵
背

對
觀
者
︶
放
生
的
功
德
，
被
放
生
的
小
鳥

正
飛
出
由
侍
者
提
著
的
鳥
籠
︵
圖
七
︶
；

在
中
後
段
又
畫
兩
個
侍
者
提
著
鳥
籠
準
備

放
生
。
︵
圖
八
︶
佛
教
中
的
放
生
觀
念
並

非
始
於
明
代
，
但
在
明
代
特
別
流
行
，
並

且
開
始
成
為
有
組
織
性
的
活
動
。
淨
土
宗

的
高
僧
祩
宏
︵
一
五
三
五

∼

一
六
一
五
︶

是
明
代
佛
教
放
生
流
行
的
關
鍵
人
物
。
祩

宏
與
居
士
佛
教
徒
往
來
密
切
，
他
倡
導
護

生
，
透
過
放
生
，
居
士
佛
教
徒
可
將
他
的

理
念
付
諸
實
踐
。
祩
宏
的
兩
篇
關
於
放
生

的
文
章
廣
為
印
刷
流
傳
，
跟
隨
他
的
居
士

佛
教
徒
也
紛
紛
組
織
放
生
會
，
募
款
建
放

生
池
等
。
︵
註
三
︶

除
了
淨
土
宗
，
吳
彬
羅
漢
畫
中
尚

有
摻
雜
禪
宗
的
色
彩
。
幾
個
著
名
的
禪
宗

人
物
在
畫
中
被
轉
化
成
大
羅
漢
的
形
象
。

首
先
，
在
左
側
觀
看
放
生
的
羅
漢
可
能

隱
射
布
袋
和
尚
︵
圖
七
︶
；
其
次
，
在
接

圖三　明　吳彬　十六羅漢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吳彬　十六羅漢圖　局部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Edward Elliot 
Family Collection, Gift of Douglas Dillon, 1986 (1986.266.4). Image source: Art Resource, NY.

圖七　明　吳彬　十六羅漢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代　無款　觀音與羅漢扇面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引自Latter Days of the Laws: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850-1850, cat. 53.

圖六　明　吳彬　十六羅漢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2年12月　5859　故宮文物月刊·第357期

吳彬十六羅漢圖─晚明佛教的意象

展場巡禮

近
卷
尾
處
繪
有
一
渡
水
羅
漢
，
隱
射
的

是
達
摩
。
︵
圖
九
︶
這
個
達
摩
的
造
型
，

與
明
代
中
葉
一
幅
無
款
的
達
摩
圖
極
其
類

似
。
︵
圖
十
︶
傳
說
布
袋
和
尚
活
動
於
十

世
紀
中
，
為
浙
江
寧
波
人
，
他
肩
扛
一
個

大
布
袋
，
沿
街
乞
討
，
因
此
得
布
袋
和
尚

之
名
；
其
胡
言
亂
語
，
行
止
怪
異
，
被
認

為
是
禪
宗
的
散
聖
，
也
有
將
之
視
為
彌
勒

佛
化
身
。
達
摩
則
是
禪
宗
第
二
十
八
位
祖

師
，
也
是
來
到
中
國
的
第
一
位
祖
師
，
禪

宗
強
調
師
徒
傳
遞
心
法
，
達
摩
因
此
地
位

重
要
，
達
摩
的
傳
說
故
事
中
以
其
一
葦
渡

江
最
為
著
名
︵
由
長
江
北
渡
到
北
魏
傳
佛

法
︶
，
一
葦
渡
江
的
達
摩
也
成
為
流
行
的

繪
畫
主
題
。
︵
圖
十
︶
將
布
袋
及
一
葦
渡

江
的
達
摩
畫
入
羅
漢
畫
中
在
明
代
已
流

行
，
在
一
幅
傳
為
吳
彬
的
︿
十
八
羅
漢

圖
﹀
︵
圖
十
一
、
十
二
、
十
三
︶
就
可
見

這
樣
的
圖
象
，
此
圖
與
今
所
見
吳
彬
人
物

畫
風
格
有
一
段
距
離
，
有
可
能
並
非
吳
彬

所
作
，
但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此
圖
為
吳
彬
的

早
年
之
作
。
︵
註
四
︶

但
很
明
顯
的
，
與

︿
十
八
羅
漢
圖
﹀
相
較
，
吳
彬
的
兩
幅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並
沒
有
直
接
繪
入
這
兩

個
禪
宗
人
物
的
典
型
圖
象
，
他
沒
有
畫
出

布
袋
和
尚
所
必
攜
的
布
袋
，
達
摩
渡
江
所

用
的
葦
葉
也
以
車
輪
替
代
，
透
過
這
樣
的

方
式
，
吳
畫
的
這
兩
個
羅
漢
仍
是
阿
羅

漢
，
但
是
他
們
能
引
發
觀
者
對
禪
宗
人
物

的
聯
想
。
︿
十
八
羅
漢
圖
﹀
反
應
的
應
是

當
時
的
流
行
，
而
吳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則
融
入
了
畫
家
獨
特
的
想
法
。

吳
卷
中
尚
有
另
外
兩
個
羅
漢
也
是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引
起
觀
者
聯
想
到
禪
宗
。

其
一
是
一
位
身
著
紅
袍
、
站
在
突
出
的
盤

石
上
的
羅
漢
，
很
明
顯
的
，
這
個
羅
漢

有
印
度
人
的
相
貌
︵
圖
十
四
︶
，
他
身
姿

挺
直
、
雙
手
緊
握
於
胸
前
，
這
個
姿
態

儼
然
與
釋
迦
摩
尼
出
山
的
形
象
相
呼
應
，

令
人
聯
想
到
著
名
的
梁
楷
所
繪
的
同
樣

是
身
著
紅
袍
的
︿
釋
迦
出
山
圖
﹀
。
︵
圖

十
五
︶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悟
道
前
曾
入
山
苦

修
六
年
，
這
個
行
徑
被
禪
宗
認
為
是
修
行

人
意
志
歷
練
的
模
範
，
而
出
山
圖
所
表
現

的
便
是
釋
迦
穆
牟
尼
在
苦
修
出
關
後
，
決

心
找
尋
體
悟
正
果
之
正
途
的
那
一
時
刻
。

因
此
釋
迦
出
山
圖
是
禪
宗
極
流
行
的
畫

題
，
表
達
出
禪
宗
強
調
的
個
人
修
行
悟
道

的
信
念
。
最
後
一
個
與
禪
宗
有
關
的
羅
漢

出
現
在
卷
尾
，
這
個
羅
漢
盤
坐
在
一
個
由

圖十　明代　無款　達摩　密西根大學美術館藏圖十二　 傳吳彬　十八羅漢圖　局部　布袋　
安大略皇家博物館藏

圖十三　傳吳彬　十八羅漢圖　 
局部　達摩　安大略皇家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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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傳吳彬　十八羅漢圖　安大略皇家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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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彬十六羅漢圖─晚明佛教的意象

展場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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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葛
寅
亮
，
︽
金
陵
梵
剎
︾
，
卷
四
。

8.  

比
如
著
名
的
居
士
文
人
焦
竑
便
曾
組
織
蓮
社
，
詳

見
陳
毅
，
︽
攝
山
志
︾
，
卷
三
。

9.  

顧
元
起
、
焦
竑
、
董
其
昌
所
記
有
關
吳
彬
五
百

羅
漢
的
創
作
，
見
︽
金
陵
梵
剎
︾
，
卷
四
；
另

可
參
考
陳
韻
如
，
︿
見
諸
相
非
相—

吳
彬
畫
羅

漢
軸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五
五
期
，

二
〇
一
二
年
十
月
，
頁
五
六—

六
一
。

綜
合
上
述
，
吳
彬
所
繪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隱
射
了
許
多
淨
土
與
禪
宗
的
重

要
人
物
，
並
融
入
了
明
代
居
士
佛
教
的
信

仰
與
實
踐
︵
放
生
︶
，
可
說
是
具
象
化
了

晚
明
佛
教
，
這
樣
的
綜
合
取
向
其
實
與
明

代
綜
合
性
宗
教
思
想
的
潮
流
相
符
，
晚
明

佛
教
僧
人
與
居
士
傾
向
於
同
時
接
納
淨
土

與
禪
宗
的
修
行
可
佐
證
此
一
現
象
。
但
值

得
一
問
的
是
，
為
甚
麼
這
些
不
同
宗
派
的

圖
象
會
結
合
在
一
幅
羅
漢
畫
中
呢
？
一

個
可
能
的
答
案
是
十
六
羅
漢
畫
缺
乏
以
文

獻
為
根
據
的
嚴
格
圖
象
︵icon

ography

︶

基
礎
，
畫
家
有
較
大
的
發
揮
空
間
，
特
別

是
當
所
畫
的
十
六
羅
漢
非
以
單
掛
軸
成
套

的
方
式
呈
現
個
別
的
羅
漢
，
而
是
以
一
幅

單
作
囊
括
所
有
的
羅
漢
，
畫
家
的
自
由
度

就
更
大
了
。
在
明
代
綜
合
性
宗
教
的
潮
流

下
，
那
些
被
﹁
轉
化
﹂
的
羅
漢
畫
不
只
是

融
合
不
同
的
佛
教
宗
派
，
連
道
教
的
元
素

也
摻
雜
進
來
。
因
為
羅
漢
普
遍
被
認
為
具

有
超
凡
的
能
力
，
他
們
的
形
象
不
再
只
局

限
於
和
尚
，
而
往
往
與
道
教
的
仙
人
形
象

相
結
合
。
︵
註
六
︶

羅
漢
畫
道
教
化
的
現
象
曾
為
明
代
文

人
董
其
昌
所
批
評
，
他
犀
利
的
批
判
也
正

好
反
映
出
此
一
現
象
的
大
為
流
行
。
︵
註

七
︶

明
代
畫
家
製
造
了
大
量
的
這
類
畫
，

有
不
少
流
傳
至
今
。
然
而
故
宮
及
大
都
會

圖十六　明　吳彬　十六羅漢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
吳
彬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並
沒
有
道
教
的

色
彩
，
這
顯
示
吳
彬
在
創
作
︿
十
六
羅
漢

圖
﹀
時
，
有
自
己
的
主
見
。
這
當
與
吳
彬

自
身
的
虔
誠
的
佛
教
信
仰
有
關
，
我
們
有

必
要
進
一
步
由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吳
羅
漢
畫

對
其
個
人
的
意
涵
。

吳
彬
在
南
京
活
動
的
這
一
段
期
間

︵
約
萬
曆
以
後
︶
與
棲
霞
寺
關
係
密
切
，

棲
霞
寺
位
於
南
京
近
郊
，
原
為
六
朝
時
代

所
建
，
幾
經
戰
亂
興
廢
，
到
十
六
世
紀
始

重
建
規
模
，
禪
房
重
修
，
寺
院
中
講
經
法

會
頻
繁
。
儘
管
棲
霞
寺
是
個
禪
寺
，
除
修

禪
和
尚
，
地
方
文
士
也
經
常
在
此
聚
會
聽

法
論
法
，
居
士
文
人
也
在
寺
中
組
織
與
淨

土
宗
相
關
聯
的
蓮
社
、
念
佛
活
動
。
︵
註

八
︶

吳
彬
與
當
時
活
動
於
棲
霞
寺
的
名
士

頗
有
往
來
，
他
也
曾
發
願
為
棲
霞
寺
繪
寫

五
百
羅
漢
圖
。
︵
註
九
︶

從
吳
與
棲
霞
寺
密

切
的
宗
教
聯
繫
看
來
，
他
的
羅
漢
畫
摻
有

淨
土
、
禪
宗
的
影
子
也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

吳
所
繪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並
沒
有
完
全

去
除
十
六
羅
漢
根
據
經
文
而
來
的
原
本
面

貌
。
但
是
吳
所
強
調
的
兩
個
原
始
阿
羅
漢

的
特
質
似
乎
又
與
淨
土
和
禪
宗
特
別
相

關
，
這
也
許
是
他
為
甚
麼
選
擇
以
十
六
羅

圖十五　 梁楷　釋迦出山圖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引自ARTstor Digital Library

圖十四　 明　吳彬　十六羅漢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漢
來
傳
遞
這
些
意
涵
。
羅
漢
的
極
重
要
角

色
是
他
們
所
託
付
的
護
法
重
責
，
他
們
因

此
富
有
超
凡
的
能
力
，
以
護
持
佛
法
。
這

個
看
法
與
淨
土
思
想
靠
尊
者
外
緣
的
力
量

來
達
到
普
渡
眾
生
的
目
的
是
相
符
合
的
。

吳
畫
卷
首
部
份
以
莊
嚴
的
觀
音
崇
拜
起

首
，
可
以
說
是
象
徵
觀
音
賦
予
羅
漢
超
凡

的
能
力
。
但
另
一
方
面
，
羅
漢
的
另
一
項

特
質
是
，
他
們
被
視
為
理
想
化
的
佛
陀
弟

子
，
他
們
對
自
身
佛
性
的
認
知
是
來
自
深

層
的
自
我
修
行
，
這
一
點
又
與
禪
宗
強
調

自
我
修
行
的
思
想
相
合
，
修
行
者
必
須
有

自
發
性
的
意
念
以
求
悟
道
。
︿
十
六
羅
漢

圖
﹀
的
卷
尾
以
一
個
形
象
令
人
聯
想
起
鳥

窠
禪
師
的
打
坐
羅
漢
總
結
，
呼
應
禪
宗
宗

旨
，
別
有
寓
意
。

透
過
這
樣
的
方
式
，
吳
彬
以
獨
特

的
理
念
呈
現
他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
他

的
十
六
羅
漢
畫
的
既
是
有
超
凡
能
力
的
尊

者
，
亦
是
自
我
修
行
的
僧
人
，
結
合
了
禪

淨
雙
修
的
理
想
。
吳
巧
妙
的
利
用
了
十
六

羅
漢
未
受
限
制
的
圖
象
本
質
，
具
象
化
了

晚
明
居
士
佛
教
的
諸
多
特
點
；
並
成
功
的

將
自
身
佛
教
信
仰
融
入
於
轉
化
的
︿
十
六

羅
漢
圖
﹀
中
。

作
者
為
安
大
略
皇
家
博
物
館
研
究
員

樹
幹
交
錯
構
成
的
像
洞
穴
一
般
的
﹁
樹

洞
﹂
中
打
坐
。
︵
圖
十
六
︶
這
個
羅
漢
的

形
象
令
人
聯
想
到
鳥
窠
禪
師
︵
七
四
一

∼

八
二
三
︶
，
鳥
窠
禪
師
因
終
其
一
生
在
深

山
中
的
樹
枝
頭
上
打
坐
而
得
其
名
。
︵
註

五
︶
這
樣
的
禪
師
形
象
也
在
強
調
禪
宗
仰
賴

個
人
修
行
以
求
悟
道
的
重
要
性
。
再
次
，

吳
以
引
發
聯
想
但
非
直
接
的
羅
漢
圖
象
來

和
禪
宗
思
想
聯
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