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自公元 ���年拓跋建国
�

到

���年分裂为东
、

西魏 历时仅一百五

十年左右
。

这时正是印度的岌多王朝

����一 ��� 年左右�国力强盛
、

宗教

繁荣之际
。

许多印度和中亚的僧人们

循着丝调之路
、

或海路来中国传播佛

教
〕

佛教的传播是离不开佛像的 由于

印度
、

键陀罗 中亚等地区的佛像样式

不同
�

因此传入我国的佛造像样式
�

也

会随外国僧人们的籍贯和行经路线不

同而呈现多种风格和流派
。

但不管怎

样 中国固有的传统民族审美习惯和

雕刻技法仍是主流 各种外来因素在

佛像表现上也是若隐若彰
』

因佛像而

异 但是整体的时代风格和特征还是

有规律可寻的
。

下面分析一下北魏初

期的铜佛像的样式兼谈辩伪
。

目前存世的北魏早期的有代表性

佛像是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 ���� 年�

苑氏家族为东宫太子所造铜佛像
�

现

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佛像高 �� �

厘米 较为高大 四足方台座背后有发

愿文 �图 ��

大平真君 四年高阳蠢吾任丘村人苑

申发愿为东宫太子造口玉菩萨
，

下为父母
，

一切知识
、

弥勒下生
、

龙华三会
、

听受法言
，

一时得道

文中东宫太子即魏大武帝拓跋寿

之子
、

皇太子晃 �见 《魏书
·

世祖纪第

四下 》卜又发愿文中造口玉菩萨
，

而造

像样式实为佛立像 原文与像之形象

不符
�

这也是北朝造像上常见的情况

不足为怪

此像面相方圆
、

大耳 发髻纹为浅

波浪状
�

身着通肩式大衣
�

双手作施无

畏予愿印 站立于大莲花上 下承四足

方台座
，

此佛发样式因受键陀罗佛像影响
�

发髻呈有规律的波纹起伏状
�

十六国

时普遍流行的肉髻 如一粒大圆珠状

的所谓磨光肉髻 在铜佛像上所见渐

少 键陀罗佛像因受希腊神像的发式

影响
�

多呈涡卷状或大波浪形
�

这种发

型由干过干浪漫和西方化 在佛教东

北魏早朋金铜佛像的夏鹰
金申

传过程中逐渐地加进汉民族审美趣味

的雕刻技法 佛发的起伏减弱
�

而形成

有规律的波浪式发型 在额头上方正

中位置呈右旋的涡轮状 佛教尚右 佛

经谓释迎佛的身毛
、

眉间白毫
、

螺发等

都是右旋的
。

值得注意的是 在四川麻

浩东汉崖墓享堂石门媚上已经出现了

浮雕的最早佛像 在石雕椽头上也出

现了右旋轮状纹样 与此佛发正中的

旋状纹完全一致 可以认为这种右旋

轮状纹是汉魏以来人们公认的佛像的

标志
。

在稍后些的太和����一���年�年

间的许多制作精美的铜佛像上也都能

看到佛发正中的右旋发纹
�

而且一般

都是两个
�

额发上一个
、

肉髻上还有一

个 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太和元

年 ����年�炸刚弗坐像 �图 ��
、

美国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太和八年 ����

年�杨僧昌造铜佛坐像 旧 ��
�

内蒙

托县出土太和八年比丘僧安造释迎文

佛铜佛像
、

北京延庆出土姿金铜佛像

等等
〔，
以上诸像

，

无例外地均是这种

纵分数组的浅波浪纹
�

佛发正中和肉

髻上有右旋发纹
。

从中可以看出
，

这种

佛发样式是北魏初年一直到孝文帝太

和时期 ����一����非常流行的佛发样

式 并且多见于体形较大的铜佛像上

云冈石窟第��窟北壁立佛也是这种发

型
。

当然
，

除这种发型外 呈分给的束

发形的佛发也占一定比重
、

磨光肉髻

也仍继续可见于石窟中 但在铜佛像

上渐呈消失状态
。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
�

北魏初期有

一部分佛像的佛发还可看到较强的键

陀罗佛像佛发的影响
�

将键陀罗式的

翻卷较大的水波纹改变为图案化的分

组的浅水波式发型 正中又喜用右旋

纹 螺形发在这时的铜佛像上所见尚

稀
。

再看服饰 太平真君四年佛像身

着通肩式大衣
，

所谓大衣
，

即是一块披于身

上的布 这也是键陀罗佛像上最普遍的样

式
。

项下如衣领一样布褶甩向左肩后部
�

大

衣紧裹身躯
�

有如湿衣一般 使躯体特别是

双腿突显
�

我国亦称此种样式的佛像为湿

衣佛像或出水式佛像
。

北齐画家曹仲达 �一

说三国画家曹不兴�即善画此种样式佛像
。

但真正的所谓湿衣佛像是从印度马土腊地

方的佛像样式而来的 较这尊像还要湿衣

贴体
，

这尊像只是有些马土腊佛像的因素

衣纹的走向呈�型或变型�形
�

衣纹是扁平

状突起的
�

上刻阴线
，

衣纹往往在尾端分两

叉如燕尾状
。

这种富有装饰性的衣纹的构

造和走向 可在键陀罗石雕上看得很清楚

与我国北魏早期的衣纹样式极为接近
。

马土腊古称袜冤罗
�

位于现印度德里

南���公里的朱木拿河岸
，

是印度发多王朝

����一���年左右�另一个佛像 �包括印度

教神像
，

者那教神像�的雕刻中心
�

与键陀

罗佛像并列为二大佛像造型系统
。

马土腊

的石雕佛像多用桔红色的石头雕刻
，

最初

在印度人的观念里是不能够正面表现佛像

的
，

只能用菩提树 �喻得道�
、

法轮 �喻说

法�
、

伞盖
、

佛足
、

佛塔等等来暗示释迎佛

的存在
。

佛像的正面表现也是受了键陀罗

雕刻佛像的影响 所以佛的大衣也是从键

陀罗借鉴而来的
，

只不过因其地气候炎热
�

故僧人们穿着极薄的大衣 反映到雕像上

即如出水一般
。

而键陀罗地区位于印度西

北
，

气候较凉爽
�

加之希腊的大披风的原

型
�

故键陀罗佛像的大衣质地粗厚 衣纹写

实
�

布褶深入
。

前面说过
，

进入我国的南亚

和中亚僧人会带入各地佛像样式的范本
�

这些不同样式的佛像经过不同渠道的流传

和演变 就会反映到中国的佛像身上 这尊

太平真君四年像一望而知是融入了马土腊

佛像的某些因素
。

�图 ��

但马土腊佛像衣纹是突起的呈圆绳状
�

均匀地密布于佛身
，

衣纹走向和分布呈高

度图案化的 太平真君四年佛像的衣纹不

太安三年宋德兴造石佛坐像

云冈��窟大佛的衣纹细部键陀罗佛主像���世纪

太和八年金佛铜坐像

太和初年比丘法恩造佛坐像太平真君四年金铜佛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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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口

典型的唐代观音像

伪作

太平真君三年 铜佛像

太平真君五年

铜佛立像

完全同于马土腊
�

它是扁平

状的突起 上面加刻阴线
�

应是从键陀罗的写实性的衣

纹演化而来的 在键陀罗晚

期的有些佛像上能发现与此

极为近似的衣纹样式
。

若再

往远追溯
�

那种尾端分二叉

如燕尾状的雕刻手法还能见

于古代西亚的帕尔米拉 �今

叙利亚境内�地方的雕像身

上
。

在云冈第��窟大坐佛和

太和时 ����一���年�的铜

佛像
�

这种衣纹样式很为普

遍
。

又马土腊佛像的佛发和

肉髻均为右旋螺状 在北魏

初期右旋螺状发很为少见
。

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太安

三年 ����年�宋德兴造石

佛坐像
�

佛发为螺发形
。

在

早期单尊石佛像上可说是较

早出现的佛发样式
、
助

太平真君四年像的脚

下踏踩莲座
�

莲肉高突 莲瓣

极为饱满
、

隆起有力
，

四足

宽阔 壶门形如火焰状 台座

造型极为端庄
。

道劲有力

从上述大致可知
�

北魏

初期的铜佛像仍能看到外来

浓重的特别是键陀罗佛像的

影响 也偶能发现马土腊佛

像的因素
。

当然遇到具体实

物还要具体分析
，

不可一概

而论 因我国地域广阔
，

有

些地方上制作的佛像
�

因工

匠远离文化中心和交通要

道
�

难得看到好的样本
�

因

此仍然用地方上代代相传的

汉魏以来的传统手法来表现

佛像
，

故有的佛像也难于发

现上述典型作品的某些特

征
。

但即使这样
，

各地作品

的时代风格还有相当大的一

致性 只能有技艺上的高低
，

却不能脱

逸出大的时代规范
，

伪作仍是经不起

推敲的
。

宁夏西吉县文管所藏有一尊所谓

太平真君三年 ����年�赵通造弥勒三

尊铜像
‘扮
猛一看似有古意 但若稍加注

意 即觉此佛像的真伪与时代靠不住
。

这尊佛为高浮雕式
，

舟形光背
�

弥

勒三尊并列 俯莲座
�

下承方形四足
。

下面从各方面分析一下
。

先看光背 此像虽为舟形光背
�

但

与此大致同时的佛像光背对照可知
，

如皇兴五年仇寄奴造观音像 �高 �� �

厘米
�

大英博物馆藏�
、

延兴五年 ����

年�杨晏造弥勒像 ��� �厘米
，

现在

日本�以及太和初年比丘法恩造释迩

佛像 旧本收藏 高��厘米� 这些铜

佛像的光背均很高大
，

比例舒展
，

挺拔

有力
�

长度一般较长
。

而赵通像的光背

长度不够
、

展开度也不开阔
，

形似铁

秋
，

比例很不舒服
。

火焰纹饰 北魏初期的火焰纹非

常细瘦 形似夔龙
，

扭曲极为遒劲有

力
�

仍能看到先秦
、

汉代铜器上龙纹的

残留
。

尤其是火焰顶端部
�

尖锐如 匕
�

给人以生动跳跃之感 但赵通像的火

焰纹状如祥云
、

翻卷绵软无力 火焰飘

忽
。

正中部三朵火焰直楞楞地向上飘

忽 一看就是时代很晚的云纹变来的
。

再有焰端底部阴刻的旋纹也是很无道

理的敲刻
�

凑热闹

又莲座 北朝莲座
、

莲肉一般高突

形成台面
，

莲瓣极为饱满有力 每瓣由

两个圆球状突起构成 尖部翘起
。

这种

刻划深入 起伏很大的莲瓣一直到唐

仍能看到
。

而赵通像的莲台形如束箍

莲瓣细瘦枯扁
、

毫无生气
�

这样扁平的

莲瓣纹是北朝绝对看不到的
。

四足台座
�

北魏的四足台座呈梯

形
�

但较低矮 四足面很宽阔
，

壶门形

成几出火焰状 或虽无火焰状
。

或虽无

火焰突出
�

但是足的内外两线呈平行

状
。

而赵通造弥勒像 四足高瘦 正面

呈尖拱状 这种尖拱状的优美的高台

座是隋唐时 特别是唐代最流行的式

样
。

问题最大的还是佛像
。

面相上三

尊佛像面型浑圆
，

五官紧凑
�

眉目臃

肿 表情甜俗 完全是明清以后出自坊

间庸手所作的神佛样式
。

而北魏初期

造像还没有完全摆脱键陀罗佛像影响
，

面相一般为鼻子修长高挺 唇薄
，

脸型

方颐适中 表情庄严静穆
，

给人以可敬

而不敢亲之感
。

似赵通造弥勒像的这

种圆润甜俗
，

从面型到表情都毫无楞

角的佛面相在北魏是看不到的
。

再者

发髻 赵通像为束发形
�

肉髻平缓 也

不合魏式
。

北魏束发形佛发也有
�

但肉

髻高
�

造型挺立 难得见到这种扁平的

肉髻
。

北魏初期佛像均着通肩式大衣和

袒右肩式大衣
，

内着僧抵支 衣纹如前

述
，

尚未完全摆脱键陀罗的影响 而赵

通造像着双领下垂式大衣
�

内着裙
、

裙

束带
�

右侧胸部又露僧抵支一角
。

这种

双领下垂式大衣的佛像多流行于唐代

以后
�

在太平真君 ����一��� 年�时尚

没有出现此种大衣的佛像
。

而且北魏

初期大衣的衣纹
，

断面也是呈阶梯状

的 大衣下摆向两侧飘扬
�

极为宽肥潇

洒
。

而赵通造像已是写实性的立体衣

纹
，

北魏初期造像普遍爱用的燕尾式

衣纹一点影子也没有

总之 无论从整体形制还是细部

上分析 赵通像可说是漏洞百出 放在

什么时代也说不通
�

故可断定
�

这是一

件伪作

此外
，

发愿文也有问题 其文云
�

太平真君三年岁次辛已三月十日

赵通敬造勒像三 区
。

何谓弥勒像三

区 ， 一般三佛应指过去燃灯佛
、

现在

释迎佛
、

未来弥勒佛 但将弥勒制成三

尊并列
，

实于经典无证
。

且单尊像一般

为一佛二菩萨
，

三弥勒铸一像实为罕

见
。

唐金刚智译 《吟迎陀野仪轨》 中有
弥勒三尊

�

指弥勒居中
、

法音轮菩萨居

左
、

大妙相菩萨居右 但已属唐晚期密

教仪轨
，

与太平真君赵通造像更不相

及也
。

小文刹青之际 又寻检出旧藏照

片 亦为太平真君五年铜佛立像
，

高��

厘米
，

现藏意大利罗马
。

大舟形光背

莲花座 佛立像为袒右肩式 体躯壮

伟
�

衣纹呈 �形
�

形制古朴 发髻亦为

右旋式样
。

衣纹虽然不似前述的那种

尾端分叉式
�

但这种�型平行密集排列

的衣纹也是北朝常见的衣纹式样 似

乎受马土腊佛像衣纹的影响较大
。

若

与所谓赵通造弥勒像相较 其真伪可

谓径渭分明 读者自可辨识也
。

金申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副研究员

和太元佛年像的足四及光背太和元年金铜佛坐像

①③ 拙编 《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 文
物出版社 ����

② 新田收藏佛像多数现已归台湾故宫

博物院

④ 《中国美术全集》 魏晋南北朝雕塑卷

�� 美术观察 �明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