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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美术中的十字架图式符号

。马延岳，乔晖
(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山东青岛266061)

[摘要]随着基瞥教的诞生和发展，被称为“图画的圣经”的基督教美术也应运而生。基督教美术在创作范围内

建立的特殊样式，主要是十字架这一图式符号的运用。画家们对十字架这一母题在基督教美术中的意义进行了拓展，对

十字架的阐释经历了“原初性”、“神怪性”、“当代性”三层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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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mbols of cross in Christian art

MA Yah-yue，QIAO Hui

(College of Arts，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With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Christian art，known as the“picture of the Bible”was

also produced．In this paper，we focus on the special style，which set up in the Christian Fine Arts，especiall for the use

of cross symbols．Painters have developed to analyze the meaning of cross from its primary character，sacredness and

contemporariness in the art of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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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的产生与早期基督教美术

公元前597年，新巴比伦王国攻破以色列一犹太王国
的首都耶路撒冷，沦为流亡民族的犹太人，在异邦巴比伦开

始反观早已存在但并未被重视的自己的民族宗教，于是编纂

出《旧约》中所谓的的摩西五书：《创世纪》、《出埃及记》、

《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公元前2世纪中期，在

犹太本土发生的玛加比兄弟的民族起义遭遇失败，起义余

党(即十二门徒)继续宣传起义纲领，并逐渐建立起一个新

的教义系统。此时，处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民不堪帝

国的残暴统治，开始成立秘密团体，祈祷救世主的出现。基

督教由此诞生。早期的基督教受到贫苦大众的信奉得以迅

速传播，随着基督教的广泛流布和教徒队伍的日益扩大，罗

马帝国上层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公元312年，罗马帝国

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从而突破了伽利略皇帝对

基督教徒的“宽容”范围。至此，基督教首次取得了政府的

承认，成为一种具有合法地位的宗教。在基督教合法化的同

时，原始的教义被删改，其地位和作用等也有了质的改变，即

由奴隶的宗教演变为神学的“婢女”。

在基督教徒秘密活动于地下的早期。由于其秉承犹太

教“反偶像崇拜”的传统和排斥艺术的观念，类似佛教初创

时期那样，杜绝采用艺术图像来表现神祗和阐释教义，基

督教的先哲们训示说：“你们不可描绘天堂中的事物，也不

可描绘地狱中的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督徒们重视

语言表达甚于视觉直观，主要通过言传身教来聆听上帝的声

音。3世纪之后，随着皈依基督教的教徒数量的增多和基于

大多下层民众目不识丁的现状，为更有效地教化大众，基督

教逐渐打破陈规，开始采用图像的方式直播教义。公元l世

纪在罗马城郊地下墓窟的天顶和墙壁上绘制的各种圣经题

材的壁画，可以说是最早的基督教美术。由于当时基督教受

摩西戒律中不准表现“天堂和尘世一切偶像”的约束，所以

严格禁止直接再现基督的形象。所有图像几乎皆从圣经的

旧、新约中寻求题材，当然并非史传内容的叙述，而是将圣

经中的传奇故事作为对死者灵魂的拯救和复活的示范来进

行象征性的描绘。绘画中常见的善良的牧羊人、鸽子、羔羊、

鱼等形象都带有各自不同但相对固定的象征意义。这种成为

基督徒群体普遍认同，蕴含着特定信息的隐喻性符号，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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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美术整套文化象征符号体系的早期构成元素。

二、十字架一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符号
基督信仰的核心教义正是信仰基督，信仰历史上的耶

稣。据《圣经》记载，基督教的创始者耶稣诞生于犹太的伯

利恒一个木匠家庭。他从30岁开始布道，称自己是上帝的

儿子，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他劝人们祈祷上帝，爱人

如己，认为不论是国王贵族，还是奴隶仆从，皆无所谓贵贱

尊卑之分。《圣经》上说，耶稣周游各地广行善事，使残者复

原、盲者复明、哑者复言、聋者复聪、死者复生，因而深受各

地贫苦人民的爱戴和尊敬。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遭到权势

阶层的嫉恨。由于门徒犹大的出卖而被拘捕，在罗马总督彼

拉多处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先是鞭笞，继而头戴荆冠，背负

十字架游行，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耶稣宣称：“我的

时间即将到来”，他死后的第=三天复活，复活后四十日升天。

由此看来，—方面耶稣死前的这句话意味着对基督教的时间

价值的充分肯定，即由复活、升天、再来、审判等实践环节所

构成的时间流程；另—方面通过十字架上的受难和十字架下

的复活事件的转折与统一，即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的统

一，说明正是十字架将耶稣对上帝和对世人的爱推向高潮，

如使徒保罗所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

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

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至此，原本世人引以

为耻的作为死刑刑具的十字架，因着上帝之子耶稣的受难，

为人类的罪而死，从而转换为荣耀的十字架，本是异教之物

的十字架荣升为基督教的精神标志。于是，在‘上帝的耶稣”

和“信仰的基督”两者之间，十字架遂成为目标实现的关键

性媒材，同时在象征性上向受众展示了基督教原初意义之所

指，所以当艺术家在表现宗教题材时，可以去深刻把握和解

读这一原初形式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十字架这一符号，并不是在耶稣受难之后不久就

迅速成为基督教的信仰标志的。F·赫斯特著的《基督教教

会史》(1897年)指出：‘‘从元1世纪的基督教徒既不使用基

督受难像，也不使用任何样式的十字架。”正是因为耶稣与

十字架的关系，当时的基督徒视十字架为绝望与耻辱的象

征，十字架被引入基督教作为信仰的标志是从罗马皇帝君士

坦丁大帝开始的。例如：出土的4世纪早期埃及墓碑上有十

字架和基督教象征符号的罗马式门廊的背景图案；公元5至6

世纪出现了身着衣服。头戴王冠，两手下垂，双脚自由站立或

踏在《圣经》上的耶稣受难像；公元7世纪开始出现被钉死在

十字架的耶稣受难形象。从此，十字架充当了耶稣受难的符

码，教会号召教徒尊敬它并且使用它，十字架成为颇具魔法

力量的崇拜物，在之后的宗教I田j中出现的频率愈来愈高。

耶稣的十字架作为一个宗教的精神文化符号，其本身

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基督教信仰符合现实的有力象

征．从形式上呈现出的是历史上的耶稣为人类的罪所付出的

生命本体的代价，从内涵上则深藏着耶稣对上帝和对世人的

那种超越个体生命情感的绝对之爱。十字架带着人类生活的

苦难与希望的双重含义，引领基督教徒们顶礼膜拜，并大量

渗透于绘画、雕塑、建筑等美术形式中。

三、十字架一基督教美术的图像符号
当艺术家的个体意志指向基督信仰，通过物质性的媒

介材料将其先验性感觉表现为带有象征意味的视觉图式时。

基督教美术就产生了。我们把以视觉化形象呈现的，带有与

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信仰生活相关的象征性因素的绘画、雕

塑和建筑等美术作品，统称为基督教美术。

尽管教会一致决定使用宗教图像的时间相当迟缓，但

事实上，自从基督教被正式承认后，这类图像就已经出现于

教堂内的镶嵌画，湿壁画上了。在这些公共场所放置基督教

固有的图像，奠定了基督教与异教美术不同的审美概念的基

础。与在希腊文明中所建构的和谐感性的美不同，以基督教

内容为基础的美，则是表现在人的日常感觉中无法获得的超

自然的灵魂存在及其价值的象征美。

基督教盛行时代的美术，宗教文化的元素和气息深深

烙印在美术作品中，即使它们已经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却也

会在意识深处显现出来，美术家也往往借用宗教故事题材来

发展自己的艺术语汇，并宣示其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

时“形式若从内容之中得到暗示，那么它将照着内容对它的

要求而变得丰富新颖、饶有趣味”。而作为见证基督信仰及

信仰基督的主题和图式的十字架，在美术家的创作中自然成

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之一。

拜占庭教会、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的教会，将宫廷的

装饰艺术与宗教美术相结合。西奈山圣凯瑟修道院的《耶稣

受难像》(木板蛋彩画，9R纪)上面留有题词。以观众的口

吻对基督说：“看见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噢，主啊!谁又能不

惊吓颤抖呢?你撕碎死亡的衣服，却穿上了不朽的圣洁的袍

子。”基督那裸露的躯体更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反圣像

运动前的耶稣受难像上，救世主穿着及踝的长袍，而之后的

人文主义画像则坚持展示他裸露的躯体，只让他遮一块缠腰

布。在希腊达芙尼城多米尼教堂的《耶稣受难》(镶嵌画，11

世纪)上，虽然基督的表情告诉人们他已经死去，但他的身

体却依旧充满生机，皮肤闪闪发光，肌肉强健，而从他身体

一侧喷出的血柱和水柱则象征洗礼和圣餐仪式。

14世纪的欧洲由于笼罩在严酷的宗教统治之下，画家

必须符合教皇意愿方能施展才华，在声名显赫的教皇克莱

蒙五世及权力阶层的资助下，嘶家两奠内·马尔蒂尼将朴素

优雅的哥特式画风发扬光大，从而奠定其画坛的领导地位。

所作的《背负十字架》(约1336年)，画面场景拥挤混乱，耶

稣背负十字架前往骷髅地。众人脸上愁苦焦急的表情同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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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的色彩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格外生动。雅各布·丁托列托的

《基督下十字架》(约1550—1560年)，金色光芒穿透黑暗，

闪耀在基督的尸体和圣徒的身影上，圣母因悲伤而昏厥的身

体犹如倒在祭坛上。画家将个人强烈的如狂风般的情感注

入画面中，通过饱满的构图和富有力度的人物造型，表达出

一种强烈克制的悲痛情感。罗吉尔·凡·德尔·韦登的《祭坛

画》(约1440年)，注重画面情感的表达，并赋予绘画以故事

性情节。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刑，随风飞舞的基督腰布和搂住

十字架悲痛欲绝的圣母玛利亚都是首次在绘画中出现。马蒂

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的祭坛画《基督受难图》(约1515年)，

巧妙运用移情的手法，将惊人的写实因素融入宗教的痛苦深

渊中，把中世纪人们经常遭受的麻风病，引进基督受难的题

材中，基督浑身溃烂，血从伤口流下，变形的手指恐怖的弯曲

着，使原本就惊心动魄的宗教场面更加惨不忍睹。在这比真

人还大的受难基督面前，没有人不会感到内心的震撼!雅各

布·蓬托尔莫的《基督从十字架上落下》(约1526年)，在这

个被无数画家重复的主题中，这幅作品显现出令人惊异的创

意，架起基督的十字架并没有出现，画家引导着人们把注意

力全部投在鲜艳的色彩和强烈动感的形体上，但宗教主题并

未被削弱。所有这些作品将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这一信仰内

核以不同的风格充分展现出来。

可见，当十字架肩负艺术使命的形式性，被作为宗教艺

术的主题图式反映在美术作品中时，通过艺术对象的生命情

感性和艺术语言的象征性的表现，美术作品突出了内容的升

华，艺术接受者也完成了D灵的荡涤。

20世纪后的图像艺术，与教会没有多大关系，基本上都

是艺术家信仰体验的表现。风格多样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

对信仰主题的自由解释和表现样式的主观运用的必然结果。

在交织着宗教情感和现实苦恼的现代社会中产生的作品，

大多呈现出表现主义的倾向。西班牙画家达利，在二战结束

后的50年代反思战争产生的原因，将创作主题转向宗教和

神话，创作了“本世纪最伟大的一批宗教绘画”：《核子十字

架》(1952)、《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1954)、《克里斯托

芬·哥伦布之梦》(1958—1959)等。将基督教古典的母题和

形象一十字架、基督，放置到充满漂浮离散的物质元素的
环境中，揭示了现代人类的悲剧命运和产生根源。意大利画

家古图索亲历20世纪政治与艺术的动荡，目睹战争的残酷和

人民的疾苦，其创作题材始终紧扣人们所关心的现实问题。

寓意画《上十字架》(1942年)采用平面的表现画法，对人物

进行夸张、切割拼接的处理，多个十字架上受刑者扭曲痛苦

的体态以及周围旁观者悲伤欲绝的表情，通过黑红蓝白色彩

的强烈对比，突出揭示了战争给人类生命和心灵带来的严重

伤害。前苏联艺术家梅尔尼科夫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作

的《科尔多瓦的十字架》，取材于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将十字架图式置于画面的中心，黑色的十字架与周围红色的

火焰、房屋墙壁形成鲜明对比。组成律动强烈的画面，以寓

意的手法表现了西班牙人民的苦难、希望和信念。不少艺术

家从图式关怀的角度挪用十字架符号，以表达当代人·种精

神上的苦难与希望的辩证处境。20世纪中后期，西班牙艺术

家塔皮埃斯的代表作《红十字架画》(1954年)、《两个黑十

字架》(1973年)、《大腿与红十字架》(1983年)，选择用红、

白、黑三色的十字架为图式主体，从个体生命的现世苦难、

有限得救、未来希望的不同维面呈现十字架的救赎意识。

中国当代画家刘子建的一系列实验水墨作品《坍缩No．1》、

《瞬间死亡的感受》、《封存的灵魂》(1994年)等，借用十字

架这一主体图式，通过拼贴的使用、硬边的锐利处理、强烈

的黑白对比等表现手法，阐释了个体生命在现世的沉沦生活

中如何得以拯救的观念。1995年至1996年，源于80年代末的

一种泛十字架情结，中国的高氏兄弟(高娩、高强)通过昼

与夜的光亮流变，赋予十字架以新的隐喻。其装置艺术作品

《临界·大十字架》系列(由5个高约3米多的大十字架组成，

分别命名为：《世界之夜》、《世纪黄昏》、《黎明的弥撒》、

《人类的忧虑》、《福音书—-文明启示录》)是创作者对十

字架进行的一次解构、整合与重构的实验，它仍与十字架的

源话语相关，但又具备了超宗教的艺术属性，更多地侵入个

体生命存在与人类历史文化的层面，是对现代艺术堕落倾向

的不满、反抗与超越，是从文化理想主义的高度对人类生存

的异化状况的批判性考察。

总之，对十字架的阐释框架经历了“原初性”的死亡痛

苦象征，“神性”的爱的福音的象征，“当代性”的苦难、希望

与拯救意识的象征这三层演进。十字架不仅仅是呈现在西

方基督教美术中的特殊符号，更是已纳入东方乃至世界文化

艺术视野内的图像。面临当今人类价值虚无和精神绝望的现

实境遇，艺术家们对十字架的解读也已超越其最初的宗教话

语，并走出其代表的西方社会文化思维的层面，更多地切入

现实意义，直面人类心态的绝望与救赎。十字架既然根植于

人性，那么，它就属于全人类，真正的十字架上的真理是人

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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