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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考雪堆白及其造像艺术

吉如 ？ 巴桑罗布

1 7
—

1 9 世纪西藏本地先后出现了后藏扎什伦布寺属下扎什吉彩和

拉萨雪堆白两大佛教造像厂 , 从而大力推进了西藏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

时期是西藏佛教造像工艺本土化特征最明显、 风格最为统一、 金属冶炼

技术最髙、 造像技艺最为成熟的一个历史阶段 。 到 目前为止 , 国内外佛

教造像研究者的 目光主要集中在早期 的造像艺术上 , 很少有人关注

1 5
—

1 9 世纪西藏本土的造像 , 更没有人根据当时的西藏历史资料 , 从

历史文物的角度去研究西藏本土的造像。 本文将利用历史文献以及现有

的实物造像 , 对拉萨雪堆白造像厂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 ,
尤其对雪堆白

造像的文化艺术特色做初步的探讨。

一

、 雪堆白造像流派的形成历史

雪堆白是西藏地方政府为 自 己特殊的政教事务需求而专门组织、 建

立的一个藏传佛教造像和各种宗教用品的制造厂 ’ 也是整个西藏手工业

的管理机构。 当时凡是外地私人工匠在西藏需要工作 , 每年向雪堆白缴

税后才能在雪堆白属下干活 。 若发现私 自行事 ,
雪堆白有权没收工具并

惩罚 。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
1 7 世纪后的西藏中部地区开始出现了雪堆

白造像的艺术流派 。 从雪堆白生产的金铜和利玛等佛像因其质地上乘、

比例匀称 、
工艺精美等特点而闻名于世 。 特别是这些宗教艺术品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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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利
”

 ( ｖｄｏｄ
－

ｌｉ ) 即以利玛为质地铸造出来的佛像是雪堆 白造像厂的代

表之作 ’ 被视为传世珍宝。

1 6 4 2 年 ,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依靠固始汗势力建立噶丹颇

章政权后 ’ 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各地修建、 维修了众多寺院 , 遂逐步形

成雪堆白造像厂的组织基础 。 依笔者拙见
,
雪堆白造像厂应当是噶丹颇

章政权建立之后所建 。 但在建立该厂的确切时间问题上 ,
学术界仍然缺

乏统一的认识 , 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

1 ． 认为五世达赖时期所建

乌牵扎西次仁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 乌牵扎西次仁 ( 1 9 2 7
—

1 9 8 9 年 ) 藏文里
“

乌牵
＂

为大师傅之意。 他撰写的 《关于怎样建立了

雪堆白 》
0
—文中认为

,
五世达赖时期为了满足维修和铸造大昭寺 、 布

达拉宫等内供奉佛像的需要 ,
五世达赖在当地组织热玛岗巩夏乌牵

( ｒａ
－ｍａ－ｓｇａｎｇ

－

ｇｕｎｇ
－

ｓｈａｒ
－

ｄｂｕ
－

ｃｈｅｎ ) 为主的工匠
,
又因该工匠组织能够

制造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任何世间物品 , 顾命名为
“

堆白
”

。 文章里提

到了为解决堆白造像厂的木材之需以及堆 白工匠夏天过林卡之用地 ,
五

世达赖给雪堆白特批宝座林卡 ( ｂｚｈｕｇｓ
－

ｋｈｆｉ
－

ｇｌｉｎｇ
－

ｇａ ) 即今布达拉宫广

场北面的一块地皮 , 后称
“

堆白林卡
”

 ( ｖｄｏｄ
－

ｄｐａｌ
－

ｇｌ ｉｎｇ
－

ｇａ ) , 堆白工

匠在此过林卡 。 后来形成了每年藏历 8 月 1 5 日开始过一周林卡的固定

习俗 , 这期间专门有两个人给其他工匠说唱喇嘛玛尼 讲解贪 、 嗔、

痴三毒为根本导致落入轮回以及六道、 十二因缘等佛教教育理念 , 通过

教育力图禁锢他们的思想 , 以防 日 常工作中因贪图享乐、 萌生私欲而出

现偷工减料 、 化公为私、 以假乱真等不良现象。 此外 , 乌牵扎西次仁还

讲到 , 据说雪堆白组织建立之初
“

五世达赖说 ： 热玛岗巩夏乌牵同等与

神匠比夏噶玛。 因此 , 雪堆白厂制造出的任何佛像无须开光
”
？

ｏ

① 西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 涕 5 册 ) ,
民族出版社

,

1 9 9 2 年 , 藏文版 ,

第 2 2 6 页 。

② 即说唱喇嘛玛尼 ’ 说唱喇嘛玛尼者通常在转经路口等人口 比较集中的地方悬挂生死轮回唐卡 ’
按

照唐卡内容 ,
以说唱的艺术形式讲解轮 回的种种苦难。

③ 西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截Ｓ ： 栖藏文史资料选辑》 谋 5 册 ) , 民族出版社 ,
1 9 9 2 年 , 藏文版 ,

第 2 2 6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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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认为五世达赖时期形成手工业组织 ,
七世达赖时期建立造像厂

当代著名藏学家东噶罗桑赤列教授在其著作 《东噶藏学大辞典》

里 , 介绍雪堆白时讲
“

1 7 世纪 , 五世达赖时期形成手工业机构 ,
七世

达赖时期建立手工业组织 , 起名为
‘

堆觉 白积 (
ｖｄｏｃｈｖ

ｊ
ｏｖｉ

－ｄｐ
ａｌ
－ｖｋｈｙ

－

ｉｌ)

’ ”

？
ｏ 并认为

“

1 7 5 4 年 , 建立雪堆白造像厂
”
？

除此之外 ,
近些年

来 , 由西藏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编写的 《西藏通史 》 也认为七世达赖时

期建立雪堆白造像厂 但由于以上涉及关于雪堆白造像厂的这些资料

并非专题研究及其论证 , 因此相关的文献依据以及具体提法上需要做进

一步的考证 。 那么 ,
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建立雪堆 白造像厂 ？ 以上哪种

观点是正确的呢？

根据本人的初步研究认为 ’ 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时期 ,
对布达拉

宫进行了历史性的改扩建 、 维修。 与此同时／ 大昭寺 、 小昭寺 、 哲鮮寺

和曲廓杰 ( ｃｈＯＳ
－

ｖｋｈｏｒ
－

ｒｇｙａ
ｌ

) 等格鲁派寺院内建造了大量的不同工艺 ,

不同材质的佛像。 但是相关文献中从未清楚地提起雪堆白的历史 ’ 更值

得注意的是 《五世达赖 自转》
④

《西藏王臣记》
⑤

《五世达赖灵塔 目录》
⑥

等这些 当时的历史文献当 中也根本就没有 出 现
“

热玛 岗巩夏乌牵

(
ｒａ－ｍａ—ｓｇｎｇ

－

ｇｏｎｇ
－

ｓｈａｒ－ｄｂｕ－ｃｈｅｎ )

““

雪堆 白 ( ｚｈｏｌ
－

ｖｄｏｄ
－

ｄｐａｌ )

”

和
“

堆 白林卡 ( ｖｄｏｄ
－ｄｐａｌ

－

ｇｌｉｎｇ
－

ｇａ )

”

等俞引乌牵扎西次仁撰文中反复提到

且十分重要的概念。 这使笔者对该文的一些内容不得不产生怀疑 。 根据

对该篇文章的分析 , 笔者觉得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 更多的根据是

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 而缺乏对文献的研究 , 使雪堆白 的历史分期 问题

变得模糊了 。 特别感到遗憾的是重要论据的出人不明朗或甚至根本未

提 , 少数提到的文献也是现在我们所无法找到的 。 因此 , 作为研究工作

① 东嘎 ？洛桑赤列 ： 《东嘎藏学大辞典 》 (藏 )
,
中国藏学出版社 ,

2 0 0 2 年
, 第 1 7 8 2 页 。

② 东嘎 ？洛桑赤列 ： 《东嘎藏学大辞典 》 (藏 ) , 中国藏学出版社 ,

2 0 0 2 年 ,
第 6 8 3 页 。

③ 恰白次旦平措 、 诺章吴坚 、 平措次仁 ：
《西藏通史 》 (下册 ) , 西藏古籍出版社 ,

1 9 8 9 年 , 藏文

版
,
第 1 7 9

－

1 8 0 页 。

④ 阿旺洛桑嘉措 ： 《五世达赖传 》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Ｗ 1 年 。

⑤ 阿旺洛桑嘉措 ： 《西藏主臣记》 (藏 ) ,
民族出版社 ,

1 9 5 7 年 。

⑥ 桑杰嘉措 ： 《五世达赖灵塔 目 录》 (藏 ) , 西藏人民 出版社 ,
1 9 9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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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把他的论文内容仅仅当做进一步研究的基本线索和参考资料 ,

以力求认真、 深入地对这一问题做相关的探讨。 另外 ,
1 6 6 0 年 ,

大昭

寺新建内供雕塑时 ,
五世达赖讲道 ：

“

两寺以及布达拉宫未找到合适的

佛像铸造场所
①

根据以上内容分析 , 我们可以论证
,
五世达赖时期并没有建立雪堆

白造像厂 , 或者对于Ｂ调拨的工匠组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生产基地和
“

雪堆白造像厂
”

的名称 ,
也就是说第一种观点无法成立 。 但是 , 根据

桑杰嘉措的 《法文二十一 》 所规定的内容和 《五世达赖灵塔 目录》 就不

难看出
． ,
当时噶丹颇章地方政权已经拥有其 自身比较完备的工匠组织和

精密的分工模式。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
五世达赖招集各地的能工巧匠对西藏重点寺院

逐一进行修缮的同时 , 十分注重手工业技术人员的培养。 在他的 《 自

转 》 里记载 ：

“

即使 , 火鸡年组织教学绘画与雕塑 , 但学徒人数太少。

为此 , 今年又组织一些 僧人从霍达金 (
ｈｏｒ

－ｄｈａｒ
－

ｃａｎ ) 和啦 阿古

( ｌａｇ
－Ａ－

ｇｕｒ) 处分别学习雕塑与绘画 。

＂ ②
按照 《 自转 》 上下文以及五世

达赖的生卒年代分析 ,
我认为这里指 出的

“

火鸡年
”

应该是 1 6 5 6 年
,

“

今年
”

是指
“

火鸡年的次年
”

, 也就是藏历 1 6 5 7 年。 这两年专门进行

两次雕塑及绘画工匠技术培训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根据 《 自转》 我们

还可以发现 , 这期间除了各大寺院的连续不断的维修之外 ,
1 6 5 5 年和

1 6 5 9 年
,
五世达赖任命爺桑第巴 ( ｊ

ｅ
－

ｓａｎｇｓ
－

ｓｄｅ
－

ｐａ) 分别组织两次规模

较大的佛像和模具制造项 目 , 先后铸造完成了两百余件佛像和佛像铸造

模具 , 所有这些佛像及模具的具体名称都是在 《 自传》 中有详细记载 ,

在此木再一一赘述 。 很显然
,
五世达赖大力培养雕塑、 绘画人才和制造

大量模具肯定是出于长久之计 , 此举为后来建立雪堆白造像厂 , 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

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支持后一种观点 ,
认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时期

建立
“

雪堆白
”

, 该名称也是由他来起的 。 但是在格桑嘉措的 《传记 》

① 阿旺洛桑嘉措 ： 《五世达赖传 》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 9 9 1 年 ,
第 5 8 3 页

② 阿旺洛桑嘉措 ： 《五世达赖传 》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 9 9 1 年 , 第 6 3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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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中也并没有更多更直接的关于雪堆白的记录。 《传记》 里唯
一提到的

关于造像厂的 ,
也是

二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为
“

是年 , 专门在尼泊尔培养

造像工匠 , 布达拉宫附近建立固定的善业造像厂
”

气 根据 《传记》 上

下文分析 , 这年是藏历木狗即 1 7 5 4 年 。 这与东嘎教授的观点完全吻合 。

虽然在此也并没有直接地提到
“

雪堆白
”

, 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十

分重要的信息 ： ( 1 ) 当年在拉萨建立造像厂之前 ,
专门派人到尼泊尔

培训相关铸造技能。 (
2 ) 造像厂位于布达拉宫脚下。 ( 3 ) 该造像厂是

长期固定的而不是临时设立 。 那么 , 在此提到过的固定造像厂完全有可

能是我们熟悉的雪堆白 。 另外 , 《六世班禅传记》 里记载 ,
土牛年即

1 7 6 9 年
,

“

堆白主管洛桑白巴敬献一尊利玛弥勒大佛像
”？

0 这是迄今

为止笔者所见到的历史文献当中出现
“

雪堆白
”

名称的最早记载 。 据此

我们可推断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位时已建立了
“

雪堆白造像广
”

。 而雪

堆白造像厂正式建立的时间应该是 1 7 5 4 年 , 已经是七世达赖格桑嘉措

的晚年 。

二 、 雪堆白造像的艺术特征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 ,
长久以来这里始终受到周边

民族不同文化的影响 ,
尤其是印度佛教在历代统治阶级的倡导下 , 与西

藏本土文化融为一体 ,
逐渐成为西藏的主流文化 , 其影响根深蒂固 。

随着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传入 ,
西藏大大小小寺院内供奉的佛像 , 尤

其是金属质地的佛像来源广泛 ,
风格多样 , 形态迥异 , 内容错综复杂。

我们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 ： 凡是佛教流传过的地方 , 就有 自 己文化艺术特

色的佛教造像 。 而这些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佛教造像遗存 ’
至今仍然有

很多保存在西藏的各大寺院里 。

① 章嘉若白多吉 ： 《七世达赖传 》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 9 9 0 年
,
第 9 2 0 页 。 笔者在写本论文时本想

从 《七世达赖 》 汉译本中 弓 Ｉ用这段内容 , 以便不懂藏文的研究者査找 ,
但又发现原翻译明显误

译
； 故不能引用 。 因此 , 只能把原藏文版的内容重新翻译 。

② 贡觉晋美旺布 ： 班禅白丹益喜传》
,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
2 0 0 2 年

,
藏文版

,
第 4 4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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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西藏本土的造像也因为深受印度 、 尼泊尔 、 克什米尔等地佛

教造像艺术的影响 , 使西藏佛教造像迟迟未能从异域的艺术风格中摆脱

出来。 虽然公元 世纪的佛教上弘时期 ,
松赞干布 、 赤松德赞、 赤

热巴坚吐蕃三代王 曾力图佛教造像本土化 ,
以便庶民能够接受。 而且

,

根据现有的实物及文献材料分析也能够清晰地看到 , 当时的佛教造像的

确具有明显的藏民族本土文化特色 ,
已形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

融的新的造像艺术风格 。 但是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 ,
这种风格也在长期

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又开始销声匿迹 。 直到 1 3 世纪以后 ,
西藏造像艺术

才逐渐呈现出铸造技术 日趋成熟 ,
风格较为统一的本土文化迹象 。 以上

诸多因素势必给造像艺术研究 、 佛像分类、 佛像鉴定等工作带来非常大

的困难 。 认识雪堆白造像
,
归纳其艺术特征就必须从文献资料和现有实

物的对比研究人手。

1 ． 文献记载

在西藏历史上人们更多地把造像艺术视为宗教的观修对象
,
很少有

人把它当做
一

种文化现象来注意其艺术特色 。 因此 ,
很少有人记录佛教

造像 的 艺术 特征 。 早期 的藏族佛学家 当 中唯独 晋美岭 巴 ( ｖｊｉ
－

ｇａ
－ｍｅｄ

－

ｇｌｉｎｇ
－

ｐａ ) 把雪堆白造像当做文化研究的对象 , 在 自 己的著作中

对当时在拉萨盛行的雪堆白造像的具体的 、 独特的艺术特点进行了一下

简单的概括性评述 ：

“

尤其撰写此书籍 ,
释迹牟尼塑像前 ,

圣地工匠技

术乃 , 酷似永宣时造像 , 然而采用失蜡故 , 面相体态有区别 ； 混杂卡促

质地似法利 , 尤其桑塘利玛造像乃
,
采用刻画细线装饰纹 , 此类呈现人

工利玛色
,
甚至工匠误人紫金料 ； 此外看似白利成黄色 ,

人工红色利玛

被镀金 ,
即使 自称鉴别之学家 ,

也有可能混与印度旧利玛。

“ ￥但笔者认

为 , 以往很多佛教造像研究者并没能理解 , 在此晋美岭巴所讲的就是当

时的雪堆白造型艺术。

2 ． 现存实物造像

(
1 ) 弥勒菩萨坐像 。 质地红铜镀金 , 年代为 1 8 世纪 , 通髙 3 5 4 厘

米。 现存于布达拉宫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灵塔殿内 。 该弥勒佛铜镀金像

① 《晋美岭巴文集》 , 西藏古迹出版社 , 第 1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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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高 1 3 5 厘米 , 是／Ｖ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时期在拉萨雪堆白建造。

2 0 0 1 年 ,
上海博物馆与西藏博物馆 、 布达拉宫 、 罗布林卡等几家

单位联合在上海举办了一次名为 《雪域藏珍——西藏文化精华》 展的西

藏文物展览 。 当时本人以西藏博物馆文物随展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该展览

的前后相关工作 ,
非常有幸能够亲眼 目睹 ,

且细心欣赏和认真观察此尊

造像的制造工艺及其艺术特征。

( 2
) 弥勒像局部照片 。 弥勒佛头戴五叶宝冠 , 中间呈西藏传统的 日

月纹状装饰。 叶心镶嵌细密绿松石 , 叶尖均镶嵌贝壳。 耳际缯带垂下婉

转 自然上飘 ,
头光与背光间镂雕十分精致的装饰物。 弥勒佛面部略显消

瘦 ’ 但特别安详、 典雅 , 弯眉大眼 , 眉间饰白毫 ,
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并

执莲花经 , 右手莲花托法轮 ’
左手莲花托净瓶 。 尊弥勒法轮善姿安座于

无畏狮子座上 , 双脚并放在莲花垫上。 宝座及背光局部嵌有红宝石、 绿

松石 、 玛瑙等大小不等的装饰品 。 除面部泥金外其余宝座、 背光、 头光

以及造像通体镀金厚重而均匀 , 整体造像十分大器而不失比例 , 华丽而

不显庸俗 , 制作精雕细镂 , 造型优美。

( 3
) 金刚亥母像质地利玛。 通髙 4 1 ． 5 厘米 , 年代为 1 7

—

1 8 世纪 ,

现藏于布达拉宫。 金刚亥母头戴骷髅冠 , 面相饱满 ,
后脑右侧凸显咧嘴

猪头 , 佛母双耳佩戴耳环 , 从骷髅冠两边向下飘落的丝带 ,
恰似微风吹

动 , 十分自然又左右协调
, 各端镶嵌多种宝石 , 胸部及下身饰精致璎

珞 , 右手握金刚钺刀 , 左手捧胸持头盖骨 ( ｋａ
－

ｐａ
－

ｌｉ ) , 右腿略弯 , 左腿

踩踏尸体 , 站立与仰覆莲座上 , 仰覆莲瓣对称且大小均匀 ,
上下边沿圈

饰串珠纹 , 封底中央阳刻交件金刚 。 佛像通体镀金均匀 , 金刚亥母形象

逼真 , 材质精良 ,
工艺十分精湛 。 这尊金刚亥母像被认为是明代造像 ,

但根据本人对实物的鉴定分析 , 该造像应该是清代时期西藏本土的雪堆

白造像艺术。 其理由是 ： ①佛像质地柔软
,
手感好。 ② 该造像饰有很

多镶嵌物 , 这是尼泊尔和西藏造像的典型特点 。 ③ 造像封底采用的是

西藏传统的抱底法 。 ④做工十分精细 。

( 4 ) 马头明王 。 质地金银 ,
髙 2 0 厘米

,
年代为 1 8

—

1 9 世纪
, 西藏

自 治区博物馆藏品 。 该银质铸造马头明王像 , 头戴徹體冠 ,
三 目 圆睁 、

龇牙咧嘴 、 面向净貯可怖 , 右手高举利剑 ,
左手搂明妃后腰并握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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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 明妃右手持长柄锁刀 ,
左手托起力踩人尸展翅站立于长方形单瓣莲

座上 。 背光及所有佩戴饰物用纯金制作并镶嵌绿松石 。 整体造像铸胎厚

重、 形象生动、 制作精细、 比例匀称
’
是一件难得的传世作品 。

虽然 ⑴ 是锻造而成 , 与 ⑶ ( 4 ) 造像的制造采取完全不同的方

法 , 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整体造型以及具体佩戴饰物的形状等诸

多方面的相同点和统一成熟的艺术风格。

综合以上资料 ,
我们对雪堆白的造像流派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

但是正像晋美岭巴所描述的一样 , 统一的雪堆白造像流派也因其不同材

质和不同工艺技法以及历史跨度较大等原因 ’ 也可能呈现出略微不同的

风格和艺术特色 , 有待于我们通过更多的实物资料的对比 , 进行更为深

人细致的研究 。

(西藏 自治 区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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