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子華先生的“畫遍路” 

在日本的一些地方，有一種叫作“遍路”的傳統，原本是基于佛教信仰的朝聖巡禮、修

煉身心的旅行。其中四國的“八十八遍路”最為著名。“四國遍路”與四國出身的弘法大師

空海有關。一千二百年前，空海為了求法，捨生忘死東渡大唐，在長安青龍寺惠果和尚門下

學習密教，回國以後，創立了日本佛教的真言宗。四國是空海的故鄉，空海去世以後，不斷

有人來到四國，沿着空海的“靈跡”尋訪、參拜、修煉身心，于是逐漸形成遍路的傳統。後

來,四國遍路的場所確定為八十八所寺院，被認為是分别代表了空海大師從“發心”到“修

行”、“菩提”乃至“涅槃”的道場。四國遍路的行程大約一千四百公里，加上四國多山，

地处偏遠，因此走遍八十八所寺院，本身就是一種苦行，通過這種苦行，可以洗去塵心、磨

練意志、提升心靈。 

佛教常說“因緣不可思議”。在空海曾經到過的西安，有位畫家牛子華先生，因仰慕空

海而來到四國，立志用中國傳統的水墨技法描繪四國遍路的八十八所寺院。經過長期的默默

耕耘，他的創作完成了大半，此次展出的就是其中一部分作品。牛先生每畫一寺，必定先到

當地觀摩、寫生、品味、構思，然後再行創作，經過精心的描繪，才形成一幅幅意境深遠、

引人入勝的美妙畫卷。这些作品都是精工細作，都是心血凝結而成，然而誰能想像，他的收

入並不富裕，没有經費資助，為了現場寫生，為了獲得靈感，經常睡在車裡和衣過夜！牛先

生簞食瓢飲而自甘其苦，把自己生命力最旺盛時期的創作精力獻給了這項崇高的志業，不知

不覺當中，他的“遍路”征途已經度過了十七个年頭，而未來的苦旅還任重道遠，走到最後

至少需要數年時間。他的創作事業，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畫遍路”。從古至今，作畫之人

不在少數，走過四國遍路的人更是不計其多，但是像牛先生這樣安貧樂道、鍥而不捨、持之

以恒的“畫遍路者”又有幾人？空海大師在天有靈，恐怕也會為牛先生的壯舉而感動！ 

已故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曾說：“佛教是連接中日友好的黄金紐帶。”牛先

生不是佛教徒，但是他有一顆清淨心，惟其如此，才可能在他的筆下表現出一幅幅古刹清幽、

山川秀美的佛國圖景。人們常說“字如其人”，其實畫也一樣，牛先生畫作里的清净之美，

正是他清淨如水般心靈的寫照。牛先生為人正直，純樸謙遜，熱情温厚，從不巧言令色，没

有藝術家的高慢，因此深受愛戴，我們住在愛媛的中國人，都親切地稱他為“牛老師”。 

牛先生的創作還有一層深意，那就是中日友好。四國遍路和空海有關，而空海恰恰是中

日文化交流和两國友好的象徵，所以牛先生的創作，也是對空海的深情紀念。此次展出的作

品中有两幅青龍寺的畫卷，一是畫的西安青龍寺，一是高知的青龍寺。實際上，前者供奉着

空海像，後者供奉的是惠果堂，通過牛先生的繪畫，把这两處青龍寺放在一起，在中日關係

冰冷的今天，更是意味深長。畫卷中寄托的中日友好的心願，正是牛先生的菩薩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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