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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萬法歸一圖》中部落首領、活佛身份形象 

及相關問題考析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黃銘瑤 

摘要 

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廟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竣工，此時洽逢土爾扈特

等部落的東歸，部落眾首領受邀與乾隆在廟宇落成典禮上一同聽高僧講法，現

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萬法歸一圖》描繪的便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 

關於此圖屏現主要有三位學者對其做過詳細的考證，本文主要在王家鵬及

安雅琴等學者的研究及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萬法歸一圖》中部落首領

的具體身份及兩位講法活佛再作考察和分析。並結合《皇清職貢圖》、2012 年

現世的十幅清宮油畫半身像、清宮唐卡等圖像資料，得出畫面中身著黃色花袍

服的男子便是渥巴錫，其身旁則為策伯克多爾濟或舍楞，以及畫家對具體人物

特徵身份做了詳細的區分與記錄等相關結論。另外，三世活佛哲佈尊丹巴呼圖

克圖所戴之帽較少於其他文獻資料中見到。經推測，其應是由清朝皇帝結合佛

教傳統法器、裝束與清朝頭冠之形制所製，再賜予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

並一直沿襲為哲佈尊丹巴活佛系統所特有的一種冠帽。 

關鍵字 

《萬法歸一圖》屏、土爾扈特部東歸首領、格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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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朝廷歷來有以繪畫記錄歷史事件的傳統，這在國力鼎盛的清乾隆朝

（1736-1795）更是如此。《萬法歸一圖》屏【圖1】所描繪的便是河北承德普

陀宗乘之廟落成盛典上，乾隆皇帝與眾官員、僧侶，以及坐於乾隆對面的十位

土爾扈特部等部落首領，共同聽高僧講法的歷史場面，他們背後的便是普陀宗

乘之廟的主殿——萬法歸一殿。據廟內所立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等記載

可知，普陀宗乘之廟本是乾隆為慶祝其母后八十大壽，並為了接待由青海、蒙

古 等 地 區 前 來 祝 壽 朝 見 的 各 部 首 領 而 建造 的 ， 其 開 建 於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1767），並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竣工。竣工之時也洽逢長期在西北遊牧

的土爾扈特人，因不堪沙俄的壓迫，在首領汗王渥巴錫的率領下舉族東返歸順

清朝廷。土部的東歸對於清朝廷來説有著重大的意義，因此清政府也連續舉辦

賜宴會、封爵等活動來表達重視，並在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即普陀宗乘

之廟的落成慶典上，邀請土部首領一同在萬法歸一殿前聽高僧說法。1
   

《萬法歸一圖》以一種看似寫實的手法記錄了慶典的盛況。由畫面可看出

中國傳統界畫、西洋透視、肖像、藏畫唐卡等畫法技巧的綜合運用，設色明亮

華貴。現關於土部東歸及普陀宗乘之廟的建造歷史已有詳盡的敘述，但關於

《萬法歸一圖》之作者、具體製作的狀況仍不是特別明晰。關於此圖屏的研究

最主要有以下三位學者的考察：一、王家鵬在〈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

圖》〉一文中仔細梳理了土部東歸的歷史，並對圖像的風格以及圖畫的作者作

了一定的分析和推測，他認為此圖應是由清宮西洋畫家艾啓蒙、漢人畫家姚文

瀚及喇嘛所共同合作完成。2
 二、2012年年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與故

宮博物院合辦了展覽「故宮博物院的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展品中有一幅

《渥巴錫油畫像》屏（由德國博物館提供圖像資料，非原作）。另外在同年的

十月，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亦展出了從德國收集來的十六幅乾隆年間清宮油畫

半身像，聶崇正將其分為兩批：「土爾扈特部頭領像」九幅與「平定大小金川

功臣像」七幅。3
 這兩個展覽的作品與《萬法歸一圖》屏有著密切關係。學者

安雅琴在考察《渥巴錫油畫像》和九幅「土爾扈特部頭領像」時，就此兩組圖

像與具體文獻記載的對應關係做了討論。4
 她指出了活計檔中「九月二十一日

命艾啓蒙畫渥巴錫等十人像，並分兩份，一份賞賜，一份收貯」的此條記錄，5
 

                                                        
1 關於土部東歸的歷史，具體參見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文物》10 

期（1996.10），頁86-92。 
2 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86-92。 
3 聶崇正，〈再説清宮油畫半身像〉，《紫禁城》3期（2013.2），頁49-69。 
4 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史人物油畫像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7期 

（2017.7），頁76-88。 
5 此條完整記錄詳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 

案總匯（3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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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便是典禮中坐在乾隆對面的十位首領。「一份收貯」的十人像為《萬法歸

一圖》屏中描繪人物的「草稿」，另外「一份賞賜」則在之後贈予了各位首

領。但此條記錄的「十人像」又非與2012年所展出的十幅完全等同，後者僅有

四幅畫像包含於前者之中，其餘六幅並不在前者的範圍之內。6
 安雅琴的具體

分析會在此文章中再作詳細敘述。三、楊煦發表的兩篇文章則主要關注此圖屏

描繪的建築與實際狀況之間的關係；在〈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

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圖像作為建築史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一文

中，他指出王家鵬所説的「畫家將萬法歸一殿與群樓間距拉大」7
 的論述是不

準確的。相反，經過比對後，作者發現畫家通過加高一層、減少開間的手法，

整體壓縮了大殿周圍的庭院空間，在視覺上突出大殿及典禮的情況。8
 作者同

時結合對《紅宮落成慶典圖》的考察，説明了畫家在對畫面建築的處理上賦予

了另外的「政治意義」，是一種對歷史的「再詮釋」。由此亦可知，在看似寫

實的畫面中，畫家根據其自身對於盛典所帶有的政治意義的理解，對畫面進行

了不完全跟隨現實狀況的繪製處理；9
 而其第二篇文章〈熱河普陀宗乘之廟乾

隆朝建築原狀考〉則主要對普陀宗承之廟在乾隆朝不同時期的變化、改建作詳

細的建築各階段原狀考察，也因此發現了其之前所説的「畫家將群樓增加了一

層」10
 實為錯誤，因為當時的建築實際上便是四層的，後因坍塌才有了現存建

築所見的三層。11
 但因本文並未觸及建築的問題，故這裏就不贅述了。 

學者王家鵬、安雅琴對此圖屏上的具體人物及作者都作過一些有根據的推

測，但其中似乎還存有未描述清楚的地方，故本文旨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廟的建

造緣由、土部東歸等歷史史實以及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參照《皇清職貢圖》、

清宮唐卡等圖像資料及文獻，對《萬法歸一圖》中部落首領們、兩位活佛的描

繪，以及關於作者等問題再作探究和考察，觀察畫家在將歷史事件與宗教繪畫

形式的結合上的處理方式及考量。 

一、參與落成典禮並被繪入《萬法歸一圖》中的部落首領 

《萬法歸一圖》不僅是作為廟宇落成慶典的紀念，對土部東歸這一重大的

                                                        
6 同注釋4。 
7 詳見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88。 
8 楊煦，〈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圖像作為建築史 

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2011.10），頁104-120。 
9 楊煦，〈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圖像作為建築史 

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頁114-119。 
10 詳見楊煦，〈兩幅宮廷繪畫所見建築圖像表現比較研究——兼論古代繪畫中建築圖像作為建 

築史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問題〉，頁109。 
11 楊煦，〈熱河普陀宗乘之廟乾隆朝建築原狀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2013.1），頁 

4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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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件的紀念亦是其所承載的重要意義，而畫面對於首領們的描繪也因此得

到重視。在畫中我們可以看見，大殿內部乾隆皇帝的對面，坐有十位穿著少數

民族服飾的首領。仔細看來，前排穿著黃衣及他右手側穿著灰藍衣的男子所戴

之冠與其餘八人不相同，這説明了他們在身份上的特殊性，且畫家也選擇將其

加以表現和強調【圖2】。查閲《皇清職貢圖》中關於土爾扈特人東歸後形象的

記錄，可見： 

土爾扈特舊為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先世和鄂爾勒克汗與綽羅

巴斯巴圖魯渾台吉不睦，逐徒入俄羅斯額濟勒地，五傳而至敦嚕

布喇什汗。乾隆二十一年曾遣使入貢三十六年，其子渥巴錫與合

族台吉謀挈全部十萬餘眾歸順既入覲。 

封賞有差于伊犁，附近擇地分居。其俗重黃教事游牧，台吉紅纓

平頂深簷冠衣長袖錦衣絲縧革鞮。婦人辮髮雙垂耳，貫珠環冠紅

纓高頂，衣鞮與男子同其。宰桑紅纓高頂帽衣錦衣束帶。人民則

素帽褐衣而已。12
 

經由圖像的對比，可發現此兩人的裝束符合《皇清職貢圖》中「土爾扈特

台吉」的形象【圖3】，亦符合文字中「紅纓平頂深簷冠」、「長袖錦衣」、

「絲縧革鞮」等的描述，説明他們兩人應為「台吉」。台吉在清朝記載蒙藏及

其他少數民族規令的《理藩院則例》中可見為清朝政府賦予的一種爵位，且可

世襲。13
 而其餘八人則符合「土爾扈特宰桑」的形象裝束【圖4】，「宰桑」

即為部落的首領，位置處於台吉之下。14
 這説明就畫面的表現來看，十人中仍

有一定的等級、身份區別。 

那麽這兩位台吉以及這八位宰桑又具體是誰呢？直至2012年渥巴錫半身油

畫像【圖5】以及九幅土爾扈特部頭領像【圖6】的現世，土部各首領的真實樣

貌才得以為人所知，這兩批油畫像的現世也引起了一些相關的猜測及討論。 

  

                                                        
12 （清）傅恆等編纂，殷偉、徐大軍、胡正娟點校，《皇清職貢圖》（揚州：廣陵書社，2008 

年），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底本，頁601。 
13 

如《理藩院則例》乾隆朝•錄勛清吏司上「一台吉」條：「順治十八年題准：台吉、塔布囊 

頂帶坐褥，照在內官階給與……身故後，准其子孫暨親兄弟世襲罔替」、「乾隆十七年諭：

定例內蒙古親王之子弟，年已及歲者，授為一等台吉；郡王、貝勒之子弟，授為二等台吉，

貝子、公之子弟，授為三等台吉。其襲爵之子，並無區別。」具體詳見：趙雲田點校，《乾

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13-15。 
14 如《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十九）》所載：「又諭曰，舒赫德奏稱，據土爾扈特努 

嚕佈告知，渥巴錫屬下宰桑巴勒黨等四人暗商率領所屬……」。具體詳見：《大清高宗純

（乾隆）皇帝實錄（十九）》影印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卷九三〇之二，頁

1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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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高宗實錄》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載有： 

上御澹泊敬誠殿，新封之土爾扈特卓哩克圖汗渥巴錫、布延圖親

王策伯克多爾濟、弼哩克圖郡王舍楞、土謝圖貝勒恭格、濟爾哈

朗貝勒黙們圖、烏察喇勒圖貝子沙喇扣肯、阿穆爾𠻠貴貝子雅蘭

丕爾、一等台吉德勒德什、達木拜紮勒桑、四等台吉懇澤等謝恩

。南掌國貢使叭西哩門遮昆行禮，賞賚有差。15
  

學者安雅琴在文章中指出，王家鵬所指認的《萬法歸一圖》中首領應該為

土部在八月二十四日，受封爵之二十九人中排名最靠前的十二人，但除了其中

在途中病故的根敦諾爾市外，十一人的數量與畫面中「十位少數民族首領」明

顯不符合，故她認為王家鵬的説法是錯誤的。16
 她繼而考證《清高宗實錄》的

記載，得出從伊犁到木蘭圍場再到避暑山莊的正殿澹泊敬誠殿，因路途的奔波

以及受賜等級的遞增，隨行人數逐漸減少的結論。最終在最接近落成典禮前的

覲見中，有以上所列的「乙卯」（九月十八日）的條目，僅列舉了十位首領在

澹泊敬誠殿受賞賜。安氏因此認為二十日參與落成典禮，且被畫入《萬法歸一

圖》的十位首領即為以上所述。17
 儘管「十八日」與「二十日」只相差兩天，

且到達熱河的首領已不算多了，但是否可以因此就確定二十日參與典禮的首領

便是以上列舉之人？另外，在作者之前的敘述以及此條記錄中可知，這十位將

領中至少有包含渥巴錫在內四位「台吉」，他們是渥巴錫、一等台吉德勒德

什、四等台吉懇澤以及弼哩克圖郡王舍楞。但通過以上與《皇清職貢圖》的圖

像對比可見，《萬法歸一圖》屏中僅有兩位「台吉」，因此由文獻推論得出的

畫中人身份與畫面表現不相符。《皇清職貢圖》對圖像的採集時間為「乾隆辛

卯季秋月」18，即乾隆三十六年，也即普陀承之廟落成慶典之年，所以圖像表

現應是正確的。 

若將《萬法歸一圖》中兩位「台吉」與新疆文物展中展出的《土爾扈特汗

渥把錫像》【圖5】作對比，可確定《萬法歸一圖》屏中的前排身著黃色底花袍

的應為渥巴錫（渥巴西），而不是王家鵬先生所說身著棕色底花袍的那一位。
19

 一是因為裝束特徵上的差異，二是因為《土爾扈特汗渥把錫像》中的「渥把

錫」額頭上有一褐色的痣，而在《萬法歸一圖》屏中著黃底花袍男子額頭也有

類似的特徵，只是交待地較為簡易。 

但關於裝束的圖像對比，可能還存有一些問題，如果畫家是忠實地描繪了

                                                        
15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一八）》，卷八百九十三之三，頁12786。 
16 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史人物油畫像考釋〉，頁80。 
17 同上注。 
18 （清）傅恆等編纂，殷偉、徐大軍、胡正娟點校，《皇清職貢圖》，頁599。 
19 王家鵬，〈土爾扈特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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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情況，那麽可能存在以下兩種情況：一、確實參與典禮的只有兩位台吉

及八位宰桑，只是在文獻上還沒有能證明的證據；二、與十幅油畫半身像中人

物身著清朝朝服的形象不同，《萬法歸一圖》中的首領均穿著自己的民族服

飾，這或許是這場典禮及説法盛會所帶有的「民族團結」政治内涵所使，因此

首領們需要以其作為少數民族的身份來參加，所以他們在畫面中體現出的裝束

等級區別，可能僅反映宗族内部的等級關係，而文獻所記錄的爵位名稱則是清

統治者重新賦予與賞賜的。而在典禮當天，他們則還是按照宗族內部的規則來

穿著，故與文獻記載不相同。且如果查閲文獻，確實可看到他們前綴頭銜的變

化：八月二十四日，福隆安等奏對渥巴錫等二十九人予以封爵；20
 在《清高宗

實錄》中，六月二十五日條有「新土爾扈特部台吉舍楞……德勒德什……綽羅

斯台吉懇澤」21
 而在八月二十四日冊封之後的九月十八日，則變成「弼哩克圖

郡王舍楞……一等台吉德勒德什……四等台吉懇澤」22
 故這種情況下解釋「圖

史不符」是有可能的，但詳細的爵位名稱的變化需要更多材料的支撐。另外，

也有可能是畫家並未完全按照實情來進行描繪，又或是在觀察與描繪時未明確

注意細節，只以頭冠來區分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首領。 

如若按照以上畫家如實描繪的第二種情況推論，參照到達木蘭圍場入覲，

且應可確定為台吉的有四位：舊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渥巴錫

侄子，但比其年長）、新土爾扈特台吉舍楞、綽羅斯台吉懇澤。23
 與2012年現

世的十幅油畫對照，可發現坐在渥巴錫旁邊身著灰藍色花袍服的首領與《綽羅

斯台吉懇澤像》相距甚遠【圖7】，而更為接近《土爾扈特部親王策伯克多爾濟

像》【圖8】，另舍楞的畫像並未現世，無法比對。因此，此人應為策伯克多爾

濟或舍楞其一。 

二、兩位黃教（格魯派）的說法活佛 

章嘉呼圖克圖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為清代藏

傳佛教四大活佛。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與乾隆一起長大，其後也因

其才能協助乾隆左右，在邊疆的鞏固和民族宗教政策的推行、對佛經的轉譯等

工作上，都立下了功勞，是乾隆時期處理宗教事務的能手。24
 而在普陀宗承之

廟落成之際，他也受邀在典禮上説法，《內務府奏銷檔》乾隆三十六年便記載

                                                        
20 引自安雅琴文注釋22：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 

部譯編《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44-47。 
21 同上注，頁114-118。 
22 同注釋10。 
23 同注釋10。 
24 「三世章嘉」詞條，網址：故宮博物院 <https://www.dpm.org.cn/lemmas/244286.html>（2020 

年6月23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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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達拉開光奉旨：「喇嘛一千名讀經，奏准添派遞供喇嘛一百一

十三名， 共一千一百一十三名。內除熱河各寺廟喇嘛七百多名，

又章嘉呼圖克圖等所帶弟子奏派一百名外，至現在由京派往三百

一十三名，於七月十三日起，分為三次起程前往。」25
  

在《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中，亦載有： 

鐵兔年（1771）天命文殊大皇帝在熱河仿照西藏的佈達拉宮興建

一座大寺院。……臨近竣工時，皇上傳諭：「章嘉國師可去多倫

諾爾，在彼處按哲佈尊丹巴向朕所請，為他傳授沙彌戒以及所求

佛法，爾後兩位上師一同至熱河見朕，主持新建的普陀宗乘廟竣

工典禮和祈願法會。」 

……此後章嘉國師同哲佈尊丹巴活佛一起前往熱河，朝見大皇帝

。不久他們主持了普陀宗乘的落成典禮和千餘名僧眾集聚的祈願

法會。福田施主共同商議，委任喇嘛頭目，常駐此寺，負責建立

聽講菩提道次第的僧伽，並從皇上的府庫中撥給生活費用，供養

僧人。26
 

由此可知在慶典上，是由章嘉與哲佈尊丹巴共同主持法會，亦即《萬法歸

一圖》中，殿前廣場中央的兩位活佛。此處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三世為年僅14

歲的伊什丹巴尼瑪（1756-1773），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轉世於西藏里塘。

通過上述引文可知，乾隆指示章嘉為伊什丹巴尼瑪傳授沙彌戒。  

王家鵬在〈土爾扈特部東歸與《萬法歸一圖》〉中指出，畫面中右側頭戴

黃色尖頂僧帽，面龐豐滿的人物為章嘉【圖9】，因為其與故宮所藏的《三世章

嘉國師坐像》【圖10】、《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即呼圖克圖——筆者注）唐卡

》【圖11】面像特徵一致；而另一位面頰消瘦，戴黑褐色帽簷黃色尖帽的是14

歲少年哲佈尊丹巴【圖12】。27
 在面像的對比中，右邊活佛「圓潤的鼻頭」以

及眼角的皺紋等特徵與學者列舉的圖像、雕像相吻合，讓我們可以確定右側人

物即為章嘉。而在服飾的繪製上，這兩位活佛也有著明顯的區別。 

戴黃帽、穿黃衣是宗喀巴大師在創建格魯派時，為了眾僧侶放棄不重戒律

                                                        
25 引自王家鵬文注釋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奏銷檔》，302-305冊，頁57。 
26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 

社，1988），頁256-260。 
27 王家鵬，〈土爾扈特部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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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惡習而恢復的規制。他規定僧侶需戴黃色的僧帽，以示與其他戴紅帽、黑帽

的教派有別，所以他們也被稱為「黃帽派」或「黃教」。28
 清政府也按照黃教

的傳統制定了眾僧侶的裝束。《理藩院則例》中便記載有： 

康熙六年題准：「喇嘛等許服金黃、明黃、大紅等色，班第等許

服大紅色，其餘不得擅服。曾被上賜者，各色俱准服。」29
 

在《萬法歸一圖》中，可見殿前的小廣場圍坐有衆多的僧侶，他們穿著紅

黃兩色的長袍服，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制，一種是具有褐色圓領的對襟，一種為

右衽衣襟，外搭有大紅、深紅或是明黃、金黃的袈裟。而位於中間的章嘉和哲

佈尊丹巴則披有深於其他僧侶的袈裟。且可以發現，兩人中位於左側的哲佈尊

丹巴袈裟上繪有「雲紋」，其頭戴有黑褐色帽簷的黃色尖帽，手持有三角法器

；而右側的章嘉則頭戴僧帽「班夏」。此帽又名「班智達帽」，代表著淵博的

學識及最高的學位，各大寺院、各教派的赤巴、堪布、上師以及寺院的活佛才

可穿戴，帽簷的兩條下垂帶有長短之分，長的代表精通十明學稱班仁，短的則

代表精通五明學稱班通。30
 此帽在一些繪製重要佛教高僧的唐卡像中可常見，

如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畫傳唐卡》【圖13】以及以上所提及的《三世章嘉

胡土克圖唐卡》右上方的「二世章嘉」【圖14】等。頭戴「班夏」的章嘉同時

手持念珠，其黃色袈裟相對於哲佈尊丹巴的來說，圖紋裝飾較為簡單，僅出現

在袈裟紅色的邊緣及背部藍色的布料上。且仔細看來，可發現章嘉袈裟上存在

「色塊缺失」的情況【圖15】，泛白處有著與哲佈尊丹巴袈裟上相同的紋飾，

不知是畫家的修改痕跡還是因時間長遠顔色掉落而致。 

除了「班夏」，格魯派僧侶更常使用的應是呈雞冠狀的「孜夏」僧帽【圖

16】。「孜夏」依等級的不同又分為「卓孜瑪」和「卓魯」，前者的冠穗攏在

一起，格魯派中大小執事常著之；而「卓魯」冠穗則是散的，格魯派中一般僧

人常著之。31
 但「孜夏」僧帽並非黃派獨有，在西藏各教派中有著廣泛的使用

，在不同教派與寺廟具體規定之間有著細微的差別。32
 而《萬法歸一圖》屏中

哲佈尊丹巴所戴飾以黑色短鬃毛瓣狀帽簷的黃色尖頂帽在佛教藝術或是文獻記

載中則較為少見。通過對幾位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派系活佛的唐卡圖像及雕像

的觀察可見，此帽應是哲佈尊丹巴派系所獨有。在朱爾騰所編著的Mongolian 

Sculpture一書中便收錄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銅雕像圖像【圖17】，另在

繪製六世哲佈尊丹巴【圖18】、七世哲佈尊丹巴【圖19】的唐卡中亦可見此冠

帽。但也許是哲佈尊丹巴體系的衰落以及相關圖像、文獻資料的缺乏，現尚未

                                                        
28 宛華，《唐卡藝術彩圖館》（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6），頁168。 
29 趙云田點校，《乾隆朝內府抄本〈理藩院則例〉》，頁239。 
30 達娃，〈藏傳佛教僧服淺述〉，《西藏藝術研究》2期（2012.2），頁52。 
31 達娃，〈藏傳佛教僧服淺述〉，頁51。 
3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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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對此帽形制詳細的研究，筆者僅在此作簡要的敘述。 

如上所述，由現可搜尋到的圖像資料看來，此帽最早出現在一世哲佈尊丹

巴銅雕像的形象中。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名羅佈藏旺佈紮木薩佈紮姆薩

。他在1649年前往西藏修法，晉謁了四世班禪喇嘛及五世達賴喇嘛並受沙彌戒

，達賴喇嘛授予其哲佈尊丹巴尊號，在之後的十年，他積極弘法，逐被尊為喀

爾喀地區最高政教首領。其在抵制沙俄侵略、調停喀爾喀地區左右翼的紛爭以

及實現清王朝統一大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33
 從圖像17、18、19可見，

幾世哲佈尊丹巴所戴之帽帽身呈黄色尖頂，與「班夏」類似。而其帽簷呈蓮花

瓣狀。在《三世章嘉唐卡》中，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央的老年三世章嘉，身著

清朝官服，頭上同樣帶有深色毛質帽簷的黃色尖頂帽，整體裝束體現了他在清

乾隆時期大國師的崇高身份【圖11】。34
 此裝束在乾隆為了紀念六世班禪而欽

命宮廷畫師所繪製的《六世班禪唐卡》中也可看到【圖20】。35
 雖然藏區、少

數民族的帽子亦常有毛質帽簷【圖21】，但與清宮內所製相比使用的則是較長

硬質的毛。因此從帽簷質感看來，應更接近清宮之製。《萬法歸一圖》中哲佈

尊丹巴所戴之帽帽簷質感與之相似，那麽它是否也與清政府相關呢？ 

特別的是，此冠帽頂尖部分呈現了與「班夏」尖頂相比更為複雜的形狀。

經由對比，似乎與佛教中常用的「金剛杵」相像【圖22】。「金剛杵」本為帝

釋一種電光的稱呼，後常用於稱謂諸神力士所持用的武器。其尖端銳利，後來

的密教採取其「摧毀敵者」的含義，使之成為諸尊聖神的器仗，亦作為法器用

於修法當中。36
 而一世哲佈尊丹巴在抵禦沙俄外敵上做出的巨大貢獻，似乎與

「金剛杵」的意涵十分貼切。此外，在歷史上有帝王對傑出的宗教人士贈授冠

帽的傳統，如元帝賜予噶瑪噶舉紅帽派的紅帽等。因此，是否也可推測此帽如

元帝賜予紅冠帽般，是康熙贈與一世哲佈尊丹巴，並成為此活佛體系所特有的

裝束呢？14歲的哲佈尊丹巴是乾隆在二世圓寂後，為防止地方因爭獻靈童而引

起糾紛，以及防止喀爾喀蒙古政教合一，而親自指派「轉世」的。37 從帽子的

整體形制似乎可看出哲佈尊丹巴與清朝的密切聯係。自三世開始，哲佈尊丹巴

體系開始由盛轉衰逐步被清政府所控，這樣的發展在帽子中似乎已可見端倪。 

除了服飾之外，章嘉與哲佈尊丹巴二人露出的手均結説法印，亦切合畫作

                                                        
33 劉大偉，〈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研究〉（博士論文，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2017），頁 

21-27。 
34 李中路撰，〈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網址：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1035.html>（2020年6月20日檢索） 
35 李中路撰，〈六世班禪唐卡〉，網址：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0988.html>（2020年8月16日檢索） 
36 祥雲法師著，《佛教常用「唄器、器物、服裝」簡述》（福建：福建省佛教協會，1993）， 

頁22-24。 
37 劉大偉，〈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研究〉，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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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可見畫家在服飾上對兩者的作了詳細的區分，在動作上也作了寫實的

處理。 

三、關於作者及繪製時間的討論 

現關於《萬法歸一圖》屏的作者是誰的問題尚未能找到明確的史料記載，

而學者楊伯達、王家鵬及安雅琴都對此做出過推測，他們皆認為此圖與畫家艾

啓蒙、姚文瀚及畫院喇嘛相關。38
 在《清代院畫》中，楊伯達指出：在典禮舉

辦後，弘曆命艾啓蒙畫了渥巴錫等人臉像，姚文瀚創作了《依勒爾經圖》和《

筵宴圖》。39
 楊氏文中的《依勒爾經圖》就是《萬法歸一殿圖》，他認為此畫

由姚文瀚起稿並繪乾隆「御容」、渥巴錫等人肖像由艾啓蒙繪，另外建築、人

物、山水、祥雲則由畫畫人、畫喇嘛合作完成。40
 對此，楊伯達並沒有給出具

體的判斷依據，而在《造辦處活計檔》中可見一則： 

十月二十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開九月十八日太監胡世傑傳

旨，佈達拉廟内依勒爾經圖著姚文瀚起稿呈覽欽此。41
 

作者應是按照此條記載來進行推斷的，但記錄中所述「佈達拉廟內」是否

說明了這幅圖是繪於廟內呢？作者又另外根據什麽來判定《萬法歸一殿圖》即

為其中的《依勒爾經圖》？也許因此，後來的學者如王家鵬與安雅琴並沒有繼

續關注此條記載，而主要引用以下兩則清宮活計檔記錄來推斷《萬法歸一圖》

屏的作者： 

1.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哲穆尊丹巴

胡圖克圖著艾啟蒙畫臉像一幅。再渥巴錫等著艾啟蒙畫臉像

十幅，欽此。於本日畫得臉像樣呈覽奉旨：將渥巴錫等照樣

畫二分，一分賞給，一分收貯，欽此。42
 

2. 九月二十五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哲穆尊丹巴胡圖克圖著艾

                                                        
38 三位學者的觀點分別出自：楊伯達，《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74-75 

、王家鵬，〈土爾扈特部東歸與《萬法歸一圖》〉，頁91-82、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

史人物油畫像考釋〉，頁80。 
39 楊伯達，《清代院畫》，頁74-75。 
40 同上注。 
4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34）》， 

頁503。 
4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34）》， 

頁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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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畫臉像二幅，其衣紋著姚文瀚起稿，完時著喇嘛畫，得

時裱掛軸二軸，欽此。43
 

王家鵬主要根據這兩條記載及艾啓蒙、姚文瀚在清宮的活躍情況初步判定

《萬法歸一圖》由他們兩位及喇嘛共同繪製。44
 而安雅琴則指出這裏的「臉像

十幅」應為《萬法歸一圖》中十位首領的油畫像草圖，且此油畫像分為兩份，

一份作為《萬法歸一圖》的素材備用，另一份於次年的九月十三日才將畫像賞

給像主人，但2012年兩個展覽中所展出的十幅油畫像僅包含了文獻中所指的其

中四位首領之像，「臉像十幅」中另外六位舍楞、默們圖、沙拉喇扣肯、雅蘭

丕勒、德勒德什、達木拜扎勒桑之畫像則還未現世。45
  

另在《十朝詩乘》中載有： 

西洋人供奉畫院者，郎世寧而後推艾啟蒙。凡宣畫諸臣，多出其

手。當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率屬歸順，入朝於熱河避暑山莊，上

命艾啟蒙往圖其形以進。46
 

因此，雖然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但根據西洋畫家艾啓蒙對於渥巴錫衆人

以及哲佈尊丹巴胡圖克圖畫像的繪製記錄，應可確定他為繪製《萬法歸一圖》

屏的主要參與者。而對於此盛典中兩大説法活佛之一的章嘉在文獻記載中似乎

「缺席」了，對此可能的解釋為章嘉此時作為國師，清宮內應已存有記錄其面

容的畫像，畫家不需要再為其做畫稿準備。但查閲現可見的活計檔記錄尚未看

到在典禮前關於章嘉法師的畫像繪製記載。現可見的一幅唐卡、一尊雕像，均

製作於章嘉法師圓寂後，故此猜測還有待考慮。同時，記錄中亦透露出此圖的

繪製應是採用清宮内常見的圖畫繪製模式，即多人合作，讓各名畫家得以發揮

擅長之處，以在畫面中呈現最好的效果。 

在《石渠寶笈》記載中，姚文瀚作為清宮重要的宮廷畫師共留下了個人作

品四十一件、合作作品三件的記錄。47
 關於姚文瀚是否參與了《萬法歸一圖》

屏的繪製，學者們根據記載主要認為姚文瀚負責其中「起稿」的工作。48
 如若

與其其他作品進行對比，從衣紋筆法來説，是相類似的【圖23】。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王家鵬指出《萬法歸一圖》採用了唐卡繪畫中典型的金字塔的構圖

                                                        
43 同上。 
44 同注釋1。 
45 安雅琴，〈渥巴錫及相關歷史人物油畫像考釋〉，頁82。 
46 轉引自安雅琴文注釋60：（清）龍顧山人纂，卞孝萱、姚松點校《十朝詩乘》卷十一（福 

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425。錢鐘聯主編《清詩紀事》第八冊（乾隆朝卷），（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5000-5001。 
47 聶崇正，〈乾隆朝如意舘「畫畫人」姚文瀚〉，《紫禁城》6期（2012.6），頁92-103。 
48 參見楊伯達文，頁75、王家鵬文，頁92、安雅琴文，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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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雖不知整體的構圖是否由姚文瀚所定，但在同為姚文瀚所創作的《七夕圖

》軸【圖24】中，我們可看見畫面採取了與《萬法歸一圖》屏相類似的鳥瞰視

角，以及以建築為中心向兩邊展開的、接近金字塔的構圖，這在其他故宮所藏

的姚文瀚作品，以及與七夕題材相關的繪畫作品中都是不曾出現的。雖然《七

夕圖》軸無明確的創作時間，但或許可以猜想此圖是姚文瀚經過《萬法歸一圖

》屏繪製的嘗試後，所選擇沿用的構圖。同時，此兩圖的關聯及獨特性也增加

了姚文瀚作為《萬法歸一圖》屏參與者的可能性。 

四、結論 

綜上所述，根據與《皇清職貢圖》的圖像對照，可確定《萬法歸一圖》中

十位部落首領中有兩位為「台吉」身份，其餘八位為「宰桑」身份，但這與安

雅琴所梳理的，文獻記載中參與典禮的人物身份不符。原因可能在於當天與會

的各部落首領並非如安雅琴根據「九月十八日在澹泊敬誠殿受賞賜」50
 此條記

錄推斷出的具體人物；亦有可能是文獻的頭銜載述按照的是清朝廷的標準，而

典禮當天及畫家的描繪按照的是部族內部的等級劃分所區別的裝束；同時，亦

有可能是畫家未如實畫出當天的情形，具體的情況需要更多的資料來進行佐證

。但可以確定的是，其中坐於第一排的黃色花袍服男子即為渥巴錫，而坐於其

身旁的為策伯克多爾濟或舍楞。而大殿前正在說法的活佛，畫面左側的為14歲

的三世哲佈尊丹巴，右側的為三世章嘉。哲佈尊丹巴所戴之帽在佛教圖像中並

不常見，應是哲佈尊丹巴活佛體系所獨有的。此帽應為清朝廷在佛教傳統法器

裝束上與清朝服飾相結合加以改造的，也喻示著哲佈尊丹巴與皇室密切的關係

，而畫家的繪製即對人物的具體身份做了詳細的區分與記錄。另關於作者的討

論，現應可確定有西洋畫家艾啟蒙的參與，而姚文瀚創作的《七夕圖》軸與《

萬法歸一圖》屏構圖上的聯繫，增加了姚文瀚作為《萬法歸一圖》屏作者之一

的可能性。 

  

                                                        
49 同注釋1。 
50 同注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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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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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萬法歸一圖》屏，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 

【圖 3】門慶安等繪，《皇清職貢圖》「土爾扈特部台吉」，《欽定四庫全書》 

本，卷九。圖版出處：中國基本古籍庫。 

【圖 4】門慶安等繪，《皇清職貢圖》「土爾扈特部宰桑」，《欽定四庫全書》 

本，卷九。圖版出處：：同圖 3。 

【圖 5】佚名，《土爾扈特汗渥把錫油畫像》屏，清，紙本設色油畫，尺寸不詳 

，德國賴斯博物館藏。圖版出處：蒙周，〈德國博物館意外發現土爾扈特 

部英雄渥巴錫真實畫像〉（2019），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5K 

tqpMspRcPAanXnBOSbxQ>（2020 年 7 月 20 日檢索） 

【圖 6】佚名，土爾扈特部頭領像，清，舊藏於德國，尺寸不詳。圖版出處： 

聶崇正，〈再説清宮油畫半身像〉，《紫禁城》3 期（2013.2），頁 48。 

【圖 7】佚名，《綽羅斯四等台吉懇澤》，清，舊藏於德國，尺寸不詳。圖版 

出處：聶崇正，〈再説清宮油畫半身像〉，頁 59。 

【圖 8】佚名，《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圖版出處：聶崇正，〈再説 

清宮油畫半身像〉，頁 51。 

【圖 9】《萬法歸一圖》屏，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 

【圖 10】a. 佚名，《三世章嘉國師坐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銀間 

鍍金，高 75cm，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www

 .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0424.html>（2020 年 7 月 20 日檢索） 

b. 《三世章嘉國師坐像》，局部。圖版出處：同上。 

【圖 11】a. 佚名，《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18 世紀，布本設色，通長 186 

cm，寬 120cm，畫心縱 117cm，橫 61cm，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故宮 

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religion/231035.html>（2020

年 7 月 20 日檢索） 

b. 《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局部。圖版出處：同上。 

【圖 12】《萬法歸一圖》屏，清，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 

【圖 13】佚名，《宗喀巴畫傳》，刺繡唐卡，佈達拉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處： 

宛華編著，《唐卡藝術彩圖館》，頁 167。 

【圖 14】《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1。 

【圖 15】《萬法歸一圖》屏，局部。圖版出處：同圖 1。 

【圖 16】「孜夏」僧帽。圖版出處：達娃，〈藏傳佛教僧服淺述〉，《西藏藝 

術研究》2 期（2012.02），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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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佚名，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像，蒙古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初，烏 

蘭巴托甘丹寺藏。圖版出處：〈「嘉德春拍」稀世之珍：蒙古 17 世紀銅 

鎏金一世哲佈尊丹巴・紮納巴紮爾像〉，網址：<https://www.360kuai.com/

pc/9d2f457cb462fb7a2?cota=4&kuai_so=1&sign=360_e39369d1>（2020 年 8

月 30 日檢索） 

【圖 18】佚名，《六世哲佈尊丹巴》，尺寸藏地不詳，局部。圖版出處：數據  

唐卡 <http://php.datathangka.com/thangka/public/index.php/Index/index/detail/ 

id /2023.html>（2020 年 8 月 30 日檢索） 

【圖 19】佚名，《七世哲佈尊丹巴》，局部，尺寸、藏地不詳。圖版出處：數 

據唐卡 <http://php.datathangka.com/thangka/public/index.php/Index/index/ 

detail /id/1057.html>（2020 年 8 月 30 日檢索） 

【圖 20】佚名，《六世班禪唐卡》，清乾隆，縱 168cm，橫 68cm，故宮博物院 

舊藏。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官網 <https://www.dpm.org.cn/fully_search/% 

E5%85%AD%E4%B8%96%E7%8F%AD%E7%A6%AA>（2020 年 8 月 19 

日檢索） 

【圖 21】a.《皇清職貢圖》「西藏所屬穆安巴番人」，卷二。圖版出處：中國基 

本古籍庫。 

b.《皇清職貢圖》「伊犁等處民人」，同上。 

【圖 22】金剛杵。圖版出處：〈金剛杵、降魔杵與金剛橛的區別〉，網址： 

<http://www.xiguantongyi.com/content/?1612.html>（2020 年 8 月 30 日檢

索） 

【圖 23】姚文瀚，《勘書圖》軸，縱 50.2cm，橫 42.8cm，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圖版出處：聶崇正，〈乾隆朝如意舘「畫畫人」姚文瀚〉，頁 95。 

【圖 24】姚文瀚《七夕圖》軸，縱 176.5cm，橫 92.2cm，故宮博物院藏。圖版 

出處：聶崇正，〈乾隆朝如意舘「畫畫人」姚文瀚〉，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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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圖 1】《萬法歸一圖》屏。 

 

 

 

【圖 2】《萬法歸一圖》屏，局部。 

 

【圖 3】土爾扈特部台吉，《皇清職貢圖》卷九。 

 

【圖 4】土爾扈特部宰桑，《皇清職貢圖》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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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土爾扈特汗渥把錫像》。 

 

 

【圖 6】土爾扈特部頭領像（按聶崇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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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綽羅斯四等台吉懇澤。 

 

【圖 8】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 

 

 
【圖 9】《萬法歸一圖》屏，局部。 

 

  



關於《萬法歸一圖》中部落首領、活佛身份形象及相關問題考析 

56 

 

【圖 10】a.《銀間鍍金三世章嘉國師坐像》。 

 

 

b. 局部 

 

【圖 11】a.《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 

 

 

 

 

b.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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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萬法歸一圖》屏，局部。 

 

 

   【圖 13】《宗喀巴畫傳》，刺繡唐卡。 

 

【圖 14】《三世章嘉胡土克圖唐卡》，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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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萬法歸一圖》屏，局部。 

 

 

【圖 16】「孜夏」僧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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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一世哲佈尊丹巴呼圖克圖，局部。 

 

 
【圖 18】六世哲佈尊丹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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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七世哲佈尊丹巴，局部。 

 

 

【圖 20】《六世班禪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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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a. 西藏所屬穆安巴番人，          b.伊犁等處民人，《皇清職貢圖》卷二。 

《皇清職貢圖》卷二。                

 

 

【圖 22】金剛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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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姚文瀚《勘書圖》軸，局部。 
 

 

【圖 24】姚文瀚《七夕圖》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