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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金银舍利容器知见录

A Systematic Study on Gold and Silver Container of Buddhist Relics 
of the Song Dynasties

内容提要：

宋代金银器的设计与制作，从造型到纹饰，都已经完全中土化，这也是金银舍利容器的演变趋向。

发现于寺塔地宫的金银舍利容器，或自身有铭记述供养人名姓及器具制作年月，或同出有石函、石

碑记述舍利供养事迹，因此地域与时代都很明确。根据目前的发现，金银舍利容器的制作以北宋

为多，而器皿与首饰的发现，却是南宋为多。作为金银器史的一部分，两宋舍利容器集中体现的打制

与攒造的技艺，同样是这一时代金银首饰的特色，二者自然是相通的。那么从金银器研究的角度来

看，这一批资料更有一重实物标本的意义，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如七宝阿育王塔那样详

细记述捐资和造价情况的铭文，则尤可珍视。本文所记，即为近年各地参观考察所见。

关键词：

盂子  金棺银椁  银塔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design and producing including the shape and decor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completely sinicized, just as the evolution trend of gold and silver containers of 
Buddhist relics. The region and era of the gold and silver containers of Buddhist relics discovered in 
the underground palace of pagoda are definite, because there are devotees’ names and production date 
inscribed on the containers or the deeds of making offerings recorded on the stone cases or tablets.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material objects, gold and silver containers of Buddhist relics were more 
produc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le most vessels and jewelry were mad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gold and silver ware, the techniques of forging and filigree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g containers of Buddhist relics and gold and silver jewelry. Therefore, these 
materials of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s the specimens of the real objects in the 
research on gold and silver ware. For example, the inscription of the Qibao Ashoka Pagoda recording 
the details of the donation and cost is particularly valuable. The author makes a study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Water container; silver outer coffin with gold inner coffin; silver pag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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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供奉，是佛教信仰中供养礼仪的重要组

成，今天所能见到的实例，多发现于寺塔地宫 [1]。

舍利容器使用最多的便是金银器，隋唐五代和辽都

是如此。宋代舍利崇拜依然兴盛，并且它同译经和

伴随译经而以朝廷为主导的中印佛教交流联系在一

起，而瘗藏舍利的举措不少都有皇家背景 [2]，乃至

帝王躬亲其事。宋代士人也不乏崇信三宝行此以祈

福佑者。苏轼即以苏辙得自寺僧所赠的三颗舍利施

入济南长清真相院塔地宫，并舍金一两、银六两以

为奉安舍利的金棺银椁 [3]。当然舍利瘗埋更多的是

民间行为，因此也促进了佛教的平民化、世俗化。

涅槃、举哀、焚棺成为金棺银椁普遍取用的纹样，

又或以小型涅槃像置于其内 [4]（图一），又制作缩微

佛殿安放造像，总之，表现形式更加具象化，佛教

艺术中的金银器制作也因此生出新的特色。

与此前相同，金银舍利容器的主要品类为金瓶银瓶，金棺银椁，银塔、鎏金银塔，还

有银殿。日僧成寻记熙宁五年（1072 年）他在开封礼拜启圣禅院佛牙堂所见云：届时“敕使

自开封，有敕封。简之，内有七宝塔，高八尺许，塔内有纯金筥，方一尺许，以锦绫色色缝

物绢等十重裹之，筥内有纯金小厨子，云云，以赤锦三重裹之。四面立白琉璃，内见撤银莲

花座，上置佛牙”[5]，可见当日舍利供养之大概。纯金筥，应即金函，宋人或称之曰匣。纯金

小厨子，似即金棺。考古发现的寺塔地宫之舍利安放，也大致如此。

一  舍利瓶

宋代舍利瓶以琉璃器和瓷器为多，金银器相对少。出自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的金舍利

瓶，通高12.65厘米，瓜棱式，又仿净瓶的式样在长颈处加装一个圆片，瓶盖中空，盖顶是

莲花座上的合十弟子 [6]（图二）。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一件金舍利瓶，外罩鎏金银龛，

下方六角形托座，底端六个如意足，托座上方圆盘里的金舍利瓶与盘焊接在一起，覆钵式

图一 木贴金涅槃像，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地宫出土

图二 金舍利瓶，山东兖州兴隆寺地宫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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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银龛开一个尖拱门，此外又有三个剑环式开光，光内錾凤凰与花，光外錾折枝，龛顶

打作莲花一大朵。通高10.3厘米 [7]（图三：1）。舍利瓶外壁錾铭两行，曰“冲汉舍瓶”“道

清舍金”。盘缘铭曰：“弟子胡用囗勾当僧庆恩可观景祐二年乙亥岁十二月日造。”同出另一件

金舍利瓶，通高 7.8厘米，重 63克。瓶身与瓶颈分别打制成形，然后接焊，荷叶为盖，荷

茎绕作捉手。腹开三个圆光，光内是高高低低的出水莲花和莲蓬，光外鱼子地上满錾卷草 [8]

（图三：2）。据同出的《建塔助缘施主名位》墨书写本，后件金舍利瓶与鎏金银盂、鎏金银

请舍利箸，均为北宋庆历年间法明院比丘利和劝缘制造 [9]。“请舍利箸”，顶端仿塔刹之式

以仰覆莲花托宝瓶，通长14.7厘米（图四），当是用来夹取和贮存舍利，只是这里仅存一支。

舍利瓶一般口径很小，“请舍利”之际，用箸自然合宜，并且尤见虔敬。不过很多舍利十分

细小，实在难以用箸来夹取。如此，必有其他工具。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出土一柄

“千年万载”铭小银匙，通长 9厘米（图五），系与舍利银瓶放在一起，或推测它是用来“请

舍利”的 [10]。又有出自南京长干寺遗址的一件被称作“香匙”的银鎏金器具，高1.9、长11

厘米 [11]，平底，一侧做出管状流，其余三面口沿各有如意耳，与流相对的耳上錾折枝牡丹，

此外两耳錾折枝花叶。内底一个手持放光宝葫芦的仙人，脚前一只小鹿和他回首对望。上

方几朵流云，两边几枝花叶（图六）。以此器的形制论，当非匙属。这一类平底容器，当日习

称盂子。此盂有耳，便于持；有流，便于注。不妨设想，以小匙“请舍利”入盂，持盂将舍

图三 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舍利瓶

1.银鎏金罩金舍利瓶 2.金舍利瓶

图四 鎏金银请舍利箸，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浙江省博物馆提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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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自长流“请”入舍利瓶，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12]。首都博物馆藏辽天庆七年（1117年）石经

寺释迦舍利塔记碑，记文说到功德主在建造砖塔之际，“特命良工造银塔一座，高一尺五寸，

金释迦如来，银钵、盂子、匙、箸，金净瓶内有舍利，在石匣中”，以下别举其余供具，而

石匣中的诸般物事，即盂子和匙、箸，当与“请舍利”的举措相关。

二  舍利棺椁

上承唐五代，金棺银椁同样为宋代金银舍利容器的主要形式 [13]。造型仍是前高后低，

银椁通常下承上设钩栏的椁床。棺椁前挡或錾版门，应是取意于佛殿。上方装置如意式棺

头，仿佛是加意美化的佛龛龛楣，如山东济宁汶上县宝相寺塔地宫出土的银椁（图七），制

作时间为元丰四年（1081）[14]。金棺银椁两侧的装饰纹样，以弟子举哀图和涅槃图为多。此

在唐代寺塔地宫壁画及舍利石函中已经出现，如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壁画，如临潼庆山寺塔

基地宫出土舍利石函亦即“释迦舍利宝帐”各面的线刻画。这两个题材在宋代却是金银舍利

容器与石函并用，乃至内里的金棺银椁与外重的石函共同构成一组连续的画面以完成叙事，

如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的银椁与石函。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石志记述当年五月廿二日葬三处

舍利于地宫内，其中说道“新施到银棺子一，小金棺子三”，验诸实物，所记不差 [15]。银棺

图七  银椁，山东济宁汶上县宝相寺塔地宫出土

图六 鎏金银盂，江苏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图五 “千年万载”铭小银匙，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

州城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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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 8.1、长10.1厘米（图八：1）。金棺三个，略有大、中、小之别，但尺寸相差不多。

银棺和金棺的式样及纹样布局大体相近，均为牙床式棺床，前挡錾两扇版门，后挡为佛足，

金棺棺盖满錾缠枝牡丹。金棺与银棺的两个侧面都是弟子举哀图，不过场景不一。金棺之

一，长 6.4、宽 2.8厘米（图八：2）；金棺之二，长7.5、宽 3.5厘米（图八：3）；金棺之三，

长7.6、宽 3.6厘米（图八：4）。

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金棺一，鎏金银椁一，棺、椁两端原初皆以银丝束缚，金棺置于

银椁内 [16]。两器设计构思相同，即均取式于殿堂。银椁的盝顶罩盖仿若大殿的坡顶，器身

錾门，便与罩盖合成一座三开间的大殿。罩盖两端分别打作重檐斗栱，上有祥云缭绕，下

即器身版门。门上一对拄剑武士，两肩火焰合成圆光，那么当是天王。罩盖顶面为缠枝莲，

坡面是两向飞舞的孔雀和折枝花，侧边为手捧果盘穿飞在折枝花间的迦陵频伽。“殿堂”前

后各錾三个门，中间版门，两边拱门。版门上有直棂窗，门扇一对天王。拱门各有莲花台上

的伎乐，一面是吹笛、奏排箫，另一面是吹笙、击拍板。下方承以须弥座，仰莲为上枭和

下枭，束腰一周八个如意式开光，内镂花叶，外环折枝花。叠涩三重，分别饰以仰莲、缠

枝和曲水。通高 20厘米，底座长18.4、宽 10.4厘米（图九：1）。金棺物象稍简省，纹样略

事变化，比如器身两边各为三个拱门，罩盖两端是缠枝卷草中飞着鹦鹉。通高 7.8厘米（图

九：2）。

金棺银椁的前挡取式于佛殿，河南邓州福胜寺塔地宫出土者表现形式最为明确。由同

出的石刻《地宫记》，可知此塔始建于北宋天圣十年（1032 年）[17]。银椁一具，下方承以铜椁

床，椁床长 40、宽 20、高 260 厘米，底座已残失，椁床上面一周栏杆，两边的栏杆华版是

镂空卷草，中间为方胜，方胜里錾折枝牡丹。银椁前挡设一个银材打制的门楼，乃一对方形

图八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金银棺

1.银棺 2-4.金棺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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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柱承托的仿木结构的屋顶，瓦垄、瓦当、滴水、檐板俱全，门楼之下一个华带牌，原当悬

挂于门楼檐下，华带牌上錾铭两行，即“诸法徒因生，如来说是因，彼法徒缘灭，大沙门所

说”。前挡錾版门及浮沤钉，又门簪、门砧，后挡同样錾版门，上方錾出殿顶。椁盖满錾毬

路纹（图一〇：1）。金棺原置于银椁内，长19厘米，前宽11、后宽 9厘米，前高13、后高

7厘米，重 620克。前挡錾一对天王，其上打出一个四阿式殿顶，天盖地式的棺盖扣合于前

挡处作出尖拱龛楣。后挡錾铭六行：“维摩院僧赵过，观音院僧惠应，龙山院僧仪朋、张谷，

打造人赵素。”盖顶錾一对飞凤，周边锥点流云。两侧棺板分别是涅槃图和文殊骑狮子，后

方边缘处錾铭曰“未年三月造”（图一〇：2）。

从文献记载来看，涅槃像东晋即已出现在江南佛寺 [18]，隋唐的寺院壁画，涅槃图即颇

有名笔，隋如杨契丹，唐如吴道子、卢楞伽，且若干名迹宋代尚存，如凤翔开元寺大殿后

壁吴道子所绘涅槃像 [19]。定州净众寺塔基地宫壁画中的涅槃图人物众多，神态生动，而笔

图九 江苏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金棺银椁

1.鎏金银椁 2.金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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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与神采兼有之，可见民间画笔亦不俗。宋人用于金棺银椁的涅槃图自不乏粉本来源，其时

当有不少熟悉这一类题材的银匠。情节的基本构成与场景人物设置大体相近：十大弟子环

绕在佛陀身边，弟子中着重刻画有表现特征的典型形象，并加入了涅槃经中颇具特色的情

节，诸如先身入灭的须跋，悲哀和跌倒的执金刚神 [20]，昏倒的阿难，谏言的阿那律，最后

赶来的大迦叶，又从忉利天宫乘云而至的摩耶夫人。或繁或简，而细节处理多有不同，且并

不局限于某一部经典，却是糅合诸涅槃经而

创制 [21]。世俗化过程中的不断添加以至于

生出若干在涅槃经中寻找不到的内容，则可

以认为，涅槃经是在不断润色的口口相传之

中存续下来 [22]，而图式来源也是多重的。

前举邓州福胜寺塔地宫出土金棺上的涅

槃图情节比较简单：佛陀右卧于床，身边六

个悲泣的弟子。出自兖州兴隆塔地宫的鎏金

银棺，则是纹样最为繁复的一例。它原是

为供奉于阗国僧法藏自西天取得的“世尊金

顶骨真身舍利”而制。法藏开宝三年（970

年）以于阗白玉三百九十斤，又细马三匹进

奉，因得帘前赐紫及光正大师号。之后法藏

相继往峨眉山、五台山、泗州等地巡回供奉

舍利，以“在兖州住寄岁久，恋皇帝化风，

不归本处”，然而起塔奉安佛舍利，则是他

始终的心愿。本人未能实现，乃托付小师怀

秀，怀秀依然未能完成，遂付与当寺大悲院

主讲经僧法语，终于在嘉祐八年（1063 年）

建塔于寺 [23]。鎏金银棺以片材打制而成，

其表鎏金 [24]。四周原有钩栏，龟背纹华版，

望柱顶端为化生童子，但大部已破损。银棺

略呈梯形，前高后低，前宽后窄，通长 43

厘米，棺头处高 29、棺尾处高 12.2 厘米。

棺两侧均为涅槃图，内容布局一致，人物设

置稍有变化。左侧一幅，卧于矮榻的佛陀

是向右侧身的“狮子卧”，右侧的一幅，佛

陀却是向左侧身的“爱欲卧”。似可认为这

是设计者为了两个画面构图之对称，并且如

此安排之下，两幅图里，佛陀的头向是一致

的，亦即佛足均在棺尾方向。左侧之幅，佛

陀身后一排六人或合十悲哭，或捶胸嚎啕，

或以手拭泪，是六个弟子。头前一人为最后

的供养者纯陀，又一人左手托钵，右手前伸

1

2

图一〇   河南邓州福胜寺塔出土金棺银椁

1.银椁 2.金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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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起二指，是以钵中之水洒向阿难，当是唤

醒和劝止阿难的阿那律，他的手指处便是

哭昏倒地的阿难。阿那律上方一人右手持磬

锤，左手是莲花托上的圆磬，为最后赶到

的迦叶。又执金刚神亦即金刚力士二，其一

手持金刚杵，其一坐地举拳、金刚杵脱手横

卧其侧若不胜悲痛。榻边抚足而泣者是佛母

摩耶夫人。画面前方为普贤骑象，画面后方

是四头六臂、颈系骷髅、两臂托日月的阿修

罗。整个画面皆打作鱼子地，上方余白处满

布缠枝花卉和两朵祥云，此外均为金铤、银

锭、象牙、犀角、宝珠、螺、贝等杂宝（图

一一：1）。右侧之幅，前方为文殊骑狮。阿

难上方的二人为异域装束，应是表现前来举

哀的四夷国主（图一一：2）。银棺前挡仿若

尖拱券门，下方版门两扇，锥点卷草纹的地

子上各有浮沤钉十二排，一对衔环铺首，环

内贯锁。门两侧各一身合掌立在莲花座上

的供养菩萨。上方如意式棺头顶端一佛二菩

萨，火焰背光上方稍残，圆形身光的内里一

圈錾毬路纹，外环一圈锥点卷草，莲座下方

六个龙头，三龙左向，三龙右向，各个口中

含珠，两边莲花座上是手捧果盘的供养菩

萨。其下又是两只翼龙对捧宝珠，余白遍錾

折枝花，上缘一侧略有残损，另一侧向后

翻折，但仍可见上面的纹样是迦陵频伽。式

如云朵的垂饰如同建筑构件的“雕云垂鱼”，

底端升起一枝莲花，花心立着合掌菩萨，两

侧对称的云朵中分别錾出日和月（图一一：

4）。银棺后挡是山石座上的菩萨，两侧为护

法天王，头光上方是牡丹对凤，山石座的两

边各一身供养菩萨，一个盘里盛宝珠，一个

盘里盛花朵。或认为前挡是表现佛陀入灭

前于拘尸那罗城跋提河畔娑罗双树间为众

弟子、诸天神最后说法；后挡是表现即将下生成佛的弥勒菩萨 [25]。盝顶式棺盖，顶面四个

菱花式开光，两边光内为颠倒飞舞的一对伽陵频迦，中间两个，一为团龙图，一为三教会棋

图。两坡各有六个菱花式开光，光内均为一佛二菩萨。

江苏句容崇明大圣寺塔建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 年）[26]，金棺银椁出土时内棺有一尊涅

槃像（图一二：1）。金棺素面无纹（图一二：2），底座铭曰：“当县女弟子江氏八娘同男王男

1

2

3

4

图一一 鎏金银棺，山东兖州兴隆寺地宫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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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舍金棺贮佛骨舍利安葬塔宫，愿生生安

富，乞似龙女献珠脱体成正觉。大宋元祐

癸酉刘滋舍手工。打造匠人袁安奕。”所谓

“龙女献珠脱体成正觉”，见《法华经》卷四

《提婆达多品》[27]，乃开示顿悟法门。银椁上

有盝顶盖，下与须弥座式椁床连做，一侧为

涅槃图，一侧为焚棺图。涅槃图中的佛陀也

是左卧，九个弟子榻边悲泣，一端是驾云赶

来的迦叶，另一端是乘云而至的摩耶夫人。

椁盖錾刻婴戏图，八个童子吹笛、击钹、击

拍板，又或持荷舞蹈 [28]（图一二：3）。

三  舍利塔、殿

金银舍利容器中，以塔的制作最见

打制、攒造之工。金银塔式舍利容器，目

前所知最早的实例，为隋代定州工匠所

制，发现于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定州静志寺塔地宫 [29]。五代吴越国王钱俶

仿效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宝塔，至北宋，阿育王塔的样式与纹饰早已十分成熟，金银

制品的设计，自有通行的粉本为参照，而妆点华贵、攒造精细，则非其他材质可比。杭州

雷峰塔地宫出土五代吴越国纯银阿育王塔，即为难得的佳制。上海青龙镇遗址隆平寺塔

地宫出土北宋铅贴金阿育王塔，通高 25、底座长 9.5厘米。铅塔系分片铸造，然后焊接成

图一二 江苏句容崇明大圣寺塔出土金棺银椁

1.涅槃像 2.金棺 3.银椁

1

2 3

图一三 铅贴金阿育王塔，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地

宫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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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纹样透雕，外贴金箔 [30]（图一三）。靡丽侈富者，自推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七宝阿育

王塔。据最外一重石函北壁所刻《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此系讲律演化大师

可政，得宋真宗支持，即“寻奉纶言，赐崇寺塔”，遂聚工营造。寺宇建成，乃以“感应舍

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安置于

铁函，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瘗藏长干寺真身塔下 [31]。七宝阿育王塔通高 117、塔座

边长 45厘米。塔身下方与基座固定在一起，上方与塔盖以子母口扣合，檀香木为骨架，其

表覆银皮，通体鎏金，嵌宝处四百五十二，所嵌有水晶、玻璃、玛瑙、青金石等，多嵌作

花朵和各式缠枝花的花心，又瑞兽额头的摩尼宝，此外则沿边和包角处。各个部件分别

依形打制，包嵌后再以鎏金银钉固定（图一四：1）。中空的塔座内安置供养物。塔身中央

立刹柱，刹柱底部套叠两个圆环，圆环上面打作金刚杵、迦陵频伽和天王，刹柱下方錾

刻施舍人题记（图一四：2），上方从大到小五个相轮，顶端耸出宝瓶和宝珠。四个山花蕉

叶亦中空，内容供养物。山花蕉叶的内侧式若拱门，其中一对，起拱处高悬璎珞伞盖，下

方火焰圆光中是莲花上的坐佛，其下两侧为天王，下面方框内为施舍人题记。四天王分

别擎杵、持剑、持斧、托塔（图一四：3），那么应是东方提头赖吒天王、西方毗楼博叉天

王、南方毗琉璃天王、北方毗沙门天王。另外一对是莲瓣式背光中的立佛，两侧为供养菩

萨，下方为题记。外侧面十九个佛传故事。塔身四面四个拐角均为莲花台上一身二用（在

角为一、在面为二）的大鹏金翅鸟，绣羽低垂，造型如凤凰，四面四个拱门式开光，光内

分别是本生故事，即萨埵太子饲虎（图一四：4）、大光明王施首、尸毗王救鸽命、须大拏

王变相。拱门两角各有二人合掌礼佛，上方是莲花上的坐佛，此外的空间满饰缠枝卷草和

摩尼宝，好相端严，璀璨照耀。塔身上下各有两道连珠纹勾边的装饰带，装饰带内两端两

图一四 七宝阿育王塔，江苏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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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嵌宝流云，中间是嵌宝三股金刚杵。基座与塔盖下方均为坐佛（图一四：5），后者两身

坐佛之间是供养人题记，题记中央一个嵌宝兽面，上方为四字吉语—原是从发愿文的程

式化用语中提取出来—四面分别是：“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天下民安”“风调雨顺”。

两宋金银舍利塔的制作，很有写实风格，乃至可以视作建造大塔的小样。南宋洪迈《夷

坚三志·己》卷七所记《真如院塔》的故事很有意思：“嘉兴城南真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

壬寅。南法师者募缘兴建，烧造五色琉璃瓦以为庄严。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腊之乱，焚于

烈焰，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整葺，掘凿其下，于地窖中得银塔一座。凡七层，高五

尺，重千两，相轮栏楯，无不周备，刻画佛像，极为精巧，而无所镌记。至淳熙十年癸卯正

月三日夜，主者智炬梦一僧紫衣暖帽宛若大圣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废，可为兴复。’

既寤，启心募化，至庆元三年丁巳，历十五岁而成。制范悉仿银塔不少异。冬十月，相轮合

尖，以佛牙、银佛藏于地中为镇。”得银塔一座的“地窖”与藏佛牙和银佛的“地中”，当指

佛塔地宫。此虽小说家言，并略有神异的成分，但素材必是采自实有之事—考古发现的舍

利瘗埋情况，竟有不少与之相合，且验诸出土实物，如此精工之作，并不在少数。

出自定州静志寺塔基的银鎏金錾花舍利塔，高 26.3厘米，重 360克（图一五：1）。六

角亭阁式，底座是唐五代至辽宋盛行不衰的风翻荷叶，不过这里风翻的卷边格外夸张，为

求稳固当是原因之一。卷叶锥点叶脉，荷叶上五个开光，光内是鎏金水禽。上方仰莲托起六

角平坐，毬路纹华版、宝珠望柱的一周栏杆。塔身正面两扇门，门扇三排浮沤钉，门环里挂

着锁，此外五面錾刻一佛二菩萨二天王。塔檐上方饰宝珠，下方悬风铃。刹顶宝珠受花下

垂刹链与塔檐宝珠相连。塔门下方錾刻发愿文“善心寺尼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

图一五 银鎏金錾花舍利塔，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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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皆共成佛道”，并佛弟子张氏等十三人姓氏。同出的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石志记述

当年五月廿二日葬三处舍利于地宫内，“又新施到银棺子一，小金棺子三，银塔子二”，此即

银塔之一。银塔之二，高 26厘米，重 321克。底为喇叭式圈足，坡面錾水禽并刻僧尼和信

士十三人姓氏及“愿以此功德普沾诸有情同归解脱道囗到涅槃城”。上承仰莲座，塔身六面，

正面门前两侧雕栏各有一身银片打制的拄剑天王，门侧两面为直棂窗。六角攒尖顶，出檐

处錾铭“银共重一十两七分，金一钱”（图一五：2）。

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银鎏金錾花塔，高 35.5厘米，重 510克。六角亭阁式，下承

须弥座，须弥座的束腰部分前后各焊一条银片打制的行龙。塔身二层，第一层出挑平坐，正

面为塔门，其余各面錾刻僧人像。第二层下接腰檐，上起回廊，拱门两边各有一龙，门内坐

佛一身。另有两枚银片打制的“善心寺”和“舍利塔”铭牌，表明此塔是善心寺为净众院建

塔而舍入地宫的舍利宝塔（图一六）。

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银鎏金四面七层玲珑塔，通高 34.8厘米。须弥座，束腰四个

如意式开光，光内镂花叶。第一层钩栏回护，塔身正面及两侧錾护法天王，背面錾施主题

记。以上每层四面分别镞镂坐佛，仰莲、相轮、宝珠为塔刹，每层檐角悬风铃（图一七）。

镂银涂金，攒造精妙，前引《夷坚志》所云发现于地宫的七层银塔“相轮栏楯，无不周备，

刻画佛像，极为精巧”，这一座玲珑塔似可当之。出自宁波天封塔地宫的银六角七层玲珑

塔，制作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 年），通高 28厘米，雕栏望柱，相轮塔刹俱全，仿真的手

法也如同建筑小样 [32]（图一八）。

金棺银椁的装饰纹样常常取意于佛殿，而舍利容器也或直接做成缩微仿真的佛殿，如

宁波天封塔地宫与银塔同出的一座“浑银地宫”（图一九），并且内里也如佛殿一般布置佛像、

供养器等 [33]。

图一七 银鎏金塔，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浙

江省博物馆提供）

图一六 银鎏金錾花舍利塔，河北定州净众寺塔基

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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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殿的样式颇类于《营造法式》卷三二

中的“九脊牙脚小帐”。单檐歇山顶，面阔

三间，进深两间，通高 49.6、通面阔 34、

进深 24.7厘米。屋檐下悬着华带牌，上錾

两行六个字：天封塔地宫殿。抬梁式与穿

斗式的混合构架，檐柱和角柱上的柱头枋

系硬木制成，承托屋面重量。当心间的前

后檐柱上架平梁，中开卯孔，上立蜀柱，

蜀柱上端以榫头嵌入脊槫上的卯孔内。立柱

凡八根，杉木为芯，外包龙纹或莲荷纹银

片。覆莲式柱础，中间一个圆孔，底有方

榫的立柱由此穿过，然后嵌入台基板的卯

孔。四周柱头枋与阑额之间做出斗栱，为

一斗三升式，栱眼壁绘折枝花。九脊顶的正

脊两端各一个飞鱼鸱吻，中间一颗摩尼宝。

垂脊有鬼面瓦，戗脊有戗兽。搏风版间的悬

鱼是雕云双莲。檐牙龙头套兽口衔风铃。台基是涂了桐油和石灰的木板，其外包银，周环

雕栏，毬路纹华版，祥云托月的云拱，莲花望柱。格扇门龟背纹隔心。东西两壁錾荷首莲趺

牌记，各有铭文七行。

四  余论

造塔是功德，制作奉安舍利的金银容器如瓶、棺、塔、殿也是功德，功德主的名姓必

图一八 银塔，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

图一九 “浑银地宫”，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

（宁波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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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一表出。表出的形式有多种。南京长干

寺遗址出土七宝阿育王塔每一组图案的打

制都有不同的出资人，在相应的图案中设

计一个合宜的空间，使题记与纹样融为一体

（图一四：4）。或做成荷首莲趺牌记的样子，

即下为莲花托座，上为倒垂荷叶，中间錾

铭。银牌记不妨单独成件（图二〇），又或

以这种形式錾刻于施舍物，两种做法天封塔

地宫都有实例。也有的借用道教斋醮用物如

往名山洞府投简所用金龙银龙。宜兴法藏寺

地宫出土五枚银龙，尺寸相当，身长都在12

厘米，银龙均由两枚片材分别打制，然后扣

合成型，龙身另外焊接火焰一般的两翼，努

目奋睛，口吐长舌，舌尖回旋处悬缀银牌亦

即施舍人题记（图二一），五龙所衔五枚银牌

图二一 银龙（衔“沈思明舍乞保男显僧”银牌），江苏宜兴法藏寺地宫出土

图二〇 银牌记，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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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铭曰：庄十二娘舍银一两、崔大成舍龙一条、沈思明舍乞保男显僧、费氏舍龙一条保男

女三人、张大忠舍银子一两 [34]。

捐资打造的材料费、手工费，七宝阿育王塔上的铭文记录最为详细。塔盖平顶围绕塔刹

有四个剑环式开光，其中两个满錾铭文，详细记述施主名姓、捐资数目、打造之名目并银钱

用度之状。其中述及“买银八十七两三分，计钱八十四贯二百四十文足陌。打造银塔手工钱

二十二贯七百五十文足，〔镶〕珠宝手工三百八十五文足，五贯文足买檀香并手工作塔身，共

用钱一百一十二贯三百七十五文足陌”。又“共渡过金二两八钱半”，“徐俗舍檀香七斤同作塔

身，卢承福舍水晴五十个，演化大师将到大圣七宝念珠并水晴珠宝，并装在塔上，钟旺舍水

晴”。宋代通用省陌（百）制，官方规定以七十七钱为一百，亦即以七百七十钱为一千（贯、

缗），“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容斋三笔》卷四），因此贯、缗、千所表示的只是名义上

的一千钱。因通用省陌制，在叙述政府收支、皇家赐予等等之钱数时，都不必说明是省陌，

但在规定货物价格或民户赋税等等时，为了明确起见，常须说明是省陌还是足钱，省陌用

“省”字表示，足钱用“足”字表示 [35]。宝塔铭文用这样的形式，当为表明诚敬。这里提供

的重要信息，一是用银及当日之银价，一是制作工费。银价与传世文献所载当日银价的每两

千钱相差无多 [36]。至于工价，买檀香并手工作塔身，五贯文；镶珠宝手工三百八十五文足；

打造银塔手工钱二十二贯七百五十文足，显见得银塔的打制，技术含量最高，工费最昂。大

中祥符元年，十文钱在秋收丰产地区可买粮一斗有余 [37]。同时代的金银器打制之工费，依

此可推知大概。

宋代金银器的设计与制作，从造型到纹饰，都已经完全中土化，这也是金银舍利容器

的演变趋向。不必说，佛教题材的世俗化是明显的，表现内容自然也不是与某一部佛经严

格对应，粉本来源更非一途，乃至加入了工匠的发挥和创造。当代生活经验便是工匠的创意

来源之一。金棺银椁的纹样设计取意于殿堂，或即与同时代的墓室壁画构思相通。出自兖州

兴隆塔地宫的石函，其中一面线刻僧人启门，它与墓室壁画的妇人启门当是同源。早期涅槃

图中天人和信众奏乐起舞供养赞叹的景象，在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银椁图案中表现为莲花

台上的伎乐；出自句容崇明大圣寺塔的银椁，则在盖面錾刻奏乐舞蹈的孩儿，自是取用于

其时流行的婴戏图。金银塔、殿和舍利容器的设计又多从当日的建筑形式撷取造型资源，如

塔刹、须弥座，屋脊、版门、钩栏、雕云垂鱼，即便用作辅纹的图案，诸如折枝、毬路、方

胜、缠枝卷草，也与建筑中的小木作不无关联。而这些图样均纳入《营造法式》。《营造法式》

初成于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至徽宗朝，又诏李诫重新编修，于崇宁二年（1103 年）刊

行。虽然它成书并不早，但作者编写的工作方法是“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考

阅旧章，稽参众智”，因此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中言道，“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是在

他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阅古代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依靠并集中了工匠的智慧和经

验而写成的”[38]。李诫既曾“勒人匠逐一讲说”，则工匠讲说的这一部分必是流行于当时。书

里记述的装饰纹样，虽然今天见到的刊本图样因辗转摹绘已不免失真走形，但大致轮廓尚

在，从中可见不少纹样唐五代即已出现，辽和北宋共同沿用，至此书纂就而汇总成式。本文

叙述器物样式和纹饰，使用的名称即多采用《营造法式》中语，一是以此贯注笔者的理解与

阐释，也是意在揭示造型和纹样与当代世俗生活的密切关系。

发现于寺塔地宫的金银舍利容器，或自身有铭记述供养人名姓及器具制作年月，或同出

有石函、石碑记述舍利供养事迹，因此地域与时代都很明确。根据目前的发现，金银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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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中国古代佛塔地宫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舍

利容器的演变，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论丛·中

国舍利塔基考述》（允晨文化，1995 年）、杨

泓《中国隋唐时期的舍利容器》（《中国历史

文物》2004 年第 4 期）、冉万里《中国古代

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 年）、

黎毓馨《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

定州静志寺塔地宫》（载《心放俗外：定州静

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中国书店，2014 年），

均有充分讨论。

[2] 据杨曾文《宋代佛舍利崇奉看兖州兴隆寺舍

利的出土》一文列表统计，以北宋前期为例，

自太祖乾德三年（965 年），经太宗、真宗，

至仁宗宝元二年（1039 年）的 74 年间，印度

及西域僧人或使者携舍利来朝、中国赴印求

法携舍利还归者，即有 45 批，所献舍利，朝

廷或有建塔安奉之举。《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

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 年。

[3] 刻石与施舍物今存，见韩明祥《苏轼撰书〈齐

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引〉刻石》，

《文物》1983 年第 6 期。

[4] 如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地宫出土木贴金涅槃

像，卧佛顶髻和白毫处分别镶嵌大小珍珠，

银棺底部铺一层感应舍利，涅槃像置于其上。

今藏上海博物馆。

[5] [ 日 ]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白化文等校

点），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 年。

[6] 山东省博物馆等：《兖州兴隆寺北宋地宫发掘

简报》，《文物》2009 年第 11 期。器藏兖州博

物馆。

[7]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

物》，《文物》1973 年第 1 期。器藏浙江省博

物馆。

[8] 今藏瑞安市博物馆。

[9] 《建塔助缘施主名位》记道：“法明院释迦遗

教比丘利和劝募众缘制造盛舍利金瓶一所

并盂子、请舍利箸等共三事。”《浙江省博物

馆典藏大系·东土佛光》，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第 112 页。

[10] 首都博物馆举办“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

物暨辽南京建城一〇八〇年展”展品说明。

器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11][16]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第 5 期。

[12] 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

燕山出版社，2008 年，第 79 页。

[13] 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论丛·中国舍利塔基

考述》，允晨文化，1995 年，第 424 页。

[14] 同出石匣题记曰：“郓州中都县郭内赵世昌，

先于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躬诣京师，于嘉

王宫亲事官孙政处，求得佛牙一肢、舍利数

百颗。今以自备及有施主将到者，以金为棺，

以银为椁，以石为匣，非不勤意也。是以葬

于当县宝相寺太子灵踪之塔。时大宋元丰四

年二月二十八日刻记于此。纠首赵世昌，妻

王氏，前妻李氏，男进士中，妻程氏，女大

娘出適进士张玮，次女三娘，孙男希伟。同

修塔僧永实，住持院主僧永坚，副功德主僧

云太，都管勾赠紫衣僧知柔。”金棺银椁并石

匣今藏中都博物馆。

[15] 黎毓馨：《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

定州静志寺塔地宫》，载《心放俗外：定州静

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中国书店，2014 年。

定州静志寺与净众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今

均藏定州博物馆。

[17]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等：《河南邓州市

福胜寺塔地宫》，《文物》1991 年第 6 期。器

藏河南博物院。

[18] 《世说新语·言语》：“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

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庾公，

即庾亮。又顾和携外孙张玄之与孙子顾敷至

寺中，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见佛般泥洹像，

容器的制作以北宋为多，而器皿与首饰的发现，却是南宋为多。作为金银器史的一部分，两

宋舍利容器集中体现的打制与攒造的技艺，同样是这一时代金银首饰的特色，二者自然是

相通的。那么从金银器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批资料更有一重实物标本的意义，所包含的文

化信息也更为丰富，如七宝阿育王塔那样详细记述捐资和造价情况的铭文，则尤可珍视。

附记：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为观展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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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

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

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19] 苏轼《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

子由》一诗述涅槃图之绘笔云：“道成一旦就

空灭，奔会四海悲人天。翔禽哀响动林谷，

兽鬼踟躅泪迸泉。庞眉深目彼谁子，绕床弹

指性自圆。”诗系嘉祐八年（1063 年）春作于

凤翔。大抵作于同时的《凤翔八观·王维吴

道子画》也述及此图，道“亭亭双林间，彩

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

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

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一册，第 292 页。

[20] 执金刚神，似不见于涅槃经，但《大唐西域记》

卷六《拘尸那揭罗国》“执金刚躃地处”一节

记道：“执金刚神密迹力士见佛灭度，悲恸唱

言：‘如来舍我入大涅槃，无归依，无复护！’

毒箭深入，愁火炽盛，舍金刚杵，闷绝躃地。

久而又起，悲哀恋慕，互相谓曰：‘生死大海，

谁作舟楫？无明长夜，谁为灯炬？’”

[21] 参见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中列出

的诸经关于涅槃的描写，文物出版社，2009 年，

第 465 页。

[22] 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文物出版社，

2009 年，第 115 页。

[23] 见同出地宫纪事碑。肖贵田等：《兖州兴隆寺

沿革及相关问题》，《文物》2009 年第 11 期。

文章说道：“由兴隆塔地宫纪事碑所列功德主

名单，可知嘉祐八年的建塔经费可能仅是来

源于本寺财产、僧众化缘和一般信众施捐。”

[24] 山东省博物馆等：《兖州兴隆寺北宋地宫发掘

简报》，《文物》2009 年第 11 期。承蒙杨波、

肖贵田、董涛诸位师友相助，得以亲睹实物，

以下叙述即为观摩所得。

[25] 刘建华：《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舍利葬

具雕刻图像分析与解读》，《兖州佛教历史文

化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 年，

第 132-133 页。作者并认为，把同出的石函

与鎏金银棺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会惊奇

地发现这是一幅完整的涅槃像：佛即将进入

涅槃前—诸天众神闻讯赶来劝阻—佛临终说

法—佛临涅槃—佛已经涅槃—弥勒即将下生

成佛”。

[26] 浙江省博物馆：《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佛

教金铜造像》，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445 页。

[27] 略云：八岁的龙女（婆竭龙王女）忽然现于

法华会上，并头面礼敬、以偈赞佛。舍利弗

问龙女：“女身垢秽，非是法器，云何能得无

上菩提？”龙女即以其身之宝珠献佛，而后

问舍利弗及智积菩萨：“我以此珠献佛，佛纳

此珠疾否？”智积、舍利弗皆言“甚疾”，龙

女道：“我之成佛尚疾于此。”于是顷刻之间

变成男子，具菩萨行，即往南方世界，坐莲

花台，成等正觉。

[28] 器藏南京博物院。

[29] 黎毓馨《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

定州静志寺塔地宫》：“隋代定州工匠，依托

当地繁盛的佛教文化、发达的金工技术，开

风气之先，制造出目前最早的塔形舍利容器。”

[30] 经检测，含铅量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上海博

物馆《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精粹》，图二七说

明，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年。今藏上海博

物馆。

[31] 同 [11]。笔者曾先后五次亲睹实物，以下叙

述即为参观所见。

[32] 今藏宁波博物馆。

[33] 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简报》，《文

物》1991 年第 6 期。

[34] 许夕华：《法相光明：江苏宜兴法藏寺北宋地

宫文物》，中国书店，2015 年，第 138-145 页。

器藏宜兴博物馆。

[35] 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宋代文献计

钱方式例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76 页。

[36] 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3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大

中祥符元年九月记事：“是月，京东西、河北、

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

皆大稔，米斗钱七八。”

[38] 《梁思成全集》第七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年。

（责任编辑  马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