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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 日
，

成都市商业街 ��号

院暖气管道的施工中
，

于距地表 �米深处发

现 �尊石造像
，

立即被送至成都市博物馆
。

考

古队派员前往调查
，

发现还有造像压在土中
，

便组织试掘
。

在东西向沟槽中段进行扩方
，

又

出土部分造像
。

由于施工现场的限制只做到

第六层
，

第六层以下未试掘
。

此次共获得造像

�尊
，

是近年成都南朝佛教石造像的又一重

要发现
。

一 地层关系

第一层 黑色土
，

疏松
，

是院中绿化用

土
。

第二层 灰黑色土
，

内夹一些近现代的

瓦砾砖块
。

第三层 灰色土
，

较粘
，

土中含小饼足青

瓷钵及残片
，

多为青羊宫窑的产品
。

第四层 黄褐色土
，

包含物有少许陶片

与瓦当
。

陶片为泥质灰陶
，

饰网

状菱形纹�图一
� ��

。

瓦当有云

气纹�图一
�
��和植物花草纹

�图一
��

、
�

、

��
，

多为成都地区

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类型
。

另外
，

第四层下有一灰坑
，

开 口在第

五层
，

打破第五层
，

灰坑东西宽

�
�

�
、

深 �
�

科
、

距地表约 �米
。

灰

坑中土色灰褐色
，

夹少许绳纹

筒瓦的残片
，

时代当与第四层

所出的植物花草纹瓦当一致
。

同时
，

在第四层下第五层上出

现石刻造像
，

散乱于土中
，

不像

窖藏
。

第五层 黄色土
，

含少许

沙土
，

未发现包含物
。

第六层 深黄色土
，

亦含

图一 商业街第四文化层出土陶片和瓦当�����

少许沙土
，

包含物有陶钵
，

泥质

灰陶
，

圆唇
，

敛口
，

实足
，

为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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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晚期至蜀汉时期四川地区墓葬中常见之物
。

�����⑤ �

二 石刻造像

，叉二��⑤ � � 红砂石造像
，

仅存下部

�图二
、

一��
。

造像残高 巧
�

�
、

基座宽 ��
�

�厘

米
。

从造像残存部分看
，

下部为两层长方形平

台
，

其上并列二圆形覆瓣莲台座
，

上各残存赤

足一双
，

尚可见向外飘起的衣裳下据
。

覆瓣莲

座前中部有一瓶形物
。

两侧各有二跪坐状供

养人
，

着紧身衣
，

手捧钵
，

面向瓶形物
。

覆瓣莲

座左右各残存一莲枝
，

上生莲座
，

疑其上可能

原站立有菩萨
。

莲花外侧各有一地神
，

右手置

但尚可见磨光馒头状肉髻
，

大耳下垂
。

身着褒

衣博带架装
，

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
，

架装下摆

垂于平台前
，

衣据似为三层向外撇扬
，

褶纹较

密
。

主尊内着僧抵支
，

胸前束带
，

无结
。

右手上

举
，

五指并拢掌心向外
，

施无畏印
。

左手屈于

胸侧
，

掌心亦向外
，

四指上曲于掌心
，

拇指向

下
，

呈半握拳状
。

头后饰有圆形素面头光
。

头

光左右侧各雕一小完
，

因上部残
，

完内所雕内

容不辨
。

主尊左右各立一菩萨
，

戴圆形花蔓高

冠
，

冠两侧有宝增下垂及肩
，

着宽袖衣衫
，

衣

据外撇
，

双手持拂尘
，

赤足立于平台上
。

佛与

菩萨后为一莲瓣背光
，

上部残
，

略向前倾
。

另

于胸前伏地
，

头略上抬
，

做葡甸

状
，

其背上各立一像
，

残甚
，

疑为

力士
。

左侧地神面部残
，

左手上

举
，

托着立像的左足
。

造像石两侧

面各浮雕一天王
，

残
，

双手握一金

刚柞
。

造像石上还残留有朱红色

彩绘痕迹
。

据现存造像部分观之
，

原造像石为二立像及菩萨
、

力士

等组合
。

衣纹等线条雕刻较硬
。

�以二��⑤ � � 红砂石造像
，

背光上部残�图三
、

一一�
。

造像残

高 ��
�

�
、

宽 ��
�

�厘米
。

正面雕一

坐佛二菩萨
。

主尊结枷跃坐于一

长方形平台上
，

头部
、

面部略残
，

巨巨胜犷人人

图三

‘ �曰肠��‘ ��‘ ��‘ �曰

���二��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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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
，

值�
��

外
，

造像背光与菩萨身上还残存朱

红色彩绘
，

佛的颈部与右侧菩萨面

部残留有贴金痕迹
。

以����⑤ � � 青石造像
，

左侧

与上端残�图四
、

一二�
。

残高 ��
�

�
、

基座宽 ��
�

�厘米
。

主尊残高 巧
�

�

厘米
，

结枷跌坐于须弥座上
。

磨光肉

髻微残
，

双耳下垂
。

脸丰腆而略长
，

修眉细目
，

嘴角绽现微笑
。

身着褒衣

博带裂装
，

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
，

架

装紧贴腿部
，

衣据垂于台座前
，

衣据

二层
，

向外撇扬
，

褶纹较密
。

露右脚
。

右手举于胸前
，

掌心向外
，

小指与无

名指下屈
。

余三指向上伸直
。

左手屈

于胸前
，

掌心亦向外
，

中指
、

无名指
、

小指向上屈向掌心
，

拇指与食指向

下伸直
。

佛有圆形头光
，

头光中部为

一周莲瓣纹
。

主尊右侧靠后雕一菩

萨立于覆瓣莲圆形座上
，

有圆形头

光
，

双手交于胸前
，

似持有物
。

主尊

左侧仅存莲座
，

其余部分残
，

原也应

有一菩萨立像
。

二菩萨像前
，

须弥台

座两侧各有一圆雕狮子
，

大鼻
、

宽

唇
、

长毛发似绳
，

昂首伏坐
，

正面仅

露出一爪
，

左边狮子面部残
。

坐佛与

菩萨背后为一大莲瓣背光
，

背光上

部稍向前倾
，

上部雕出三个飞天
，

飞

天之间雕两朵莲花
。

造像石背面无

纹饰
。

此造像原为一佛二菩萨
。

佛的

手上残留有贴金痕迹
，

衣衫与须弥

座
、

造像石背光上残留朱红色彩绘

的痕迹
。

驯叉二��⑤ �� 青石质造像
，

上

部残�图五
、

一三�
。

残高 ��
�

�
、

底座

宽 ��
�

�厘米
。

正面雕一佛二菩萨
，

主尊高 ��
�

�厘米
，

结枷跌坐于须弥

座上
。

磨光馒头状肉髻
，

双耳下

垂
，

脸丰腆而略长
，

修眉细 目
，

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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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现微笑
。

身着褒衣博带架装
，

右衣襟甩搭于

左肘上
。

裂装衣据下垂于须弥座前
，

衣据呈三

层且略向外撇扬
，

褶纹较密
。

内着僧抵支
，

胸

前束一带
，

打结
。

右手上举五指并拢
，

掌心向

外
，

施无畏印
。

左手掌心向外
，

拇指向下
，

余四

指上屈
，

呈半握拳状
。

圆形头光上部微残
，

中部

有一周莲瓣花纹
，

外侧存三尊化佛
。

佛左右侧

各雕一菩萨
，

赤足立于圆形台座上
。

菩萨头戴

莲瓣纹三叶宝冠
，

宝冠两侧宝增下垂及肩
，

肩

披帛
，

帛带于腹前十字相交
，

相交处饰珠
。

佛与

菩萨后面之大背光上部残
。

造像背面素面无纹

饰
。

佛和菩萨的面部与衣衫上残留贴金痕迹
。

侧�二��⑤ � � 红砂石质造像
，

上部与左

侧残损严重�图六
、

一 四�
。

残高 ��
、

残宽��
�

�

图七

驯���
，

值�
� �

叫 �������

燕嚼嚼

愧愧愧

� �厘米



厘米
，

表面风化较严重
。

主尊头部不

存
，

肩略残
，

原结咖跌坐于须弥座上
，

露右足
，

足掌心向上
。

身着褒衣博带裴

装
，

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
，

衣据垂于台

座前
，

略向外撇扬
，

褶纹较密
。

内着僧

抵支
，

胸前束带打结
，

结带内折
。

主尊

左右侧原有二菩萨
，

现仅见其下部
，

衣

据向外撇扬
，

赤足立于圆形台座上
。

造

像石右侧力士尚存
，

但下肢残损
。

力士

头束发
，

胸前似戴桃形项圈
，

有桃形头

光
。

佛座右侧有一圆雕狮子
，

两前爪着

地
，

鬃毛垂于肩 �左侧狮子残损
。

佛座

右边雕一立象
，

鼻残 �左边原当亦有一

象
。

佛座前中部有一博山炉
，

残 �另尚

图九
创�二��⑤ ��

� �匣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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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更汉二��
，

⑥��

存三组七个供养人
，

右侧一组三人
，

中部一组二

人
，

左侧一组残存二人
，

原亦应是三人
，

衣着与

面部风化
。

造像右侧面浮雕一立像
，

紧靠大象后

部
，

头戴冠
，

上着糯
，

下穿裤
，

腰束带
，

有桃形头

光
，

因风化过甚
，

衣饰不清
。

造像背面为素面
，

无

雕刻与文字
。

该造像石虽残损过甚
，

但可推知其

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的组合
。

少叉二��⑤ � � 红砂石质造

像
，

上部残 �图七
、

一六 �
。

残高

��
�

�
、

基座宽 ��
�

�厘米
。

正面为

一佛二菩萨组合
，

主尊高 �� 厘

米
，

结枷跌坐于须弥座上
，

不露

足
。

磨光馒头状肉髻
，

双耳下垂
，

面部方圆
，

修眉细目
，

嘴角绽现微

笑
，

给人以端庄慈样之感
。

身着褒

衣博带架装
，

右衣襟甩搭于左肘

上
。

衣据三层下垂于台座前
，

略向

外撇
，

褶纹较密
。

内着僧抵支
，

胸

前束带打结
，

结垂于架装外
。

右手

上举
，

掌心向外
，

五指并拢
，

施无

畏印 �左手向下
，

掌心向外
，

拇指
、

食指
、

中指并拢自然向下伸直
，

无

名指与小指屈向掌心
。

头后浮雕

莲瓣纹圆形头光
，

上部残
。

头光外

周饰浮雕化佛
，

仅见右侧两尊
，

左

侧一尊
。

主尊左右各有一高浮雕菩萨
，

赤足立

于圆形台座上
。

左侧菩萨仅存下半身
。

右侧菩

萨头饰双圈发髻
，

身披帛
，

帛带于腹前呈十字

相交
，

内上着糯
，

下穿裙
，

有桃形头光
。

佛座两

侧各有一圆雕狮子
，

昂首
，

吐舌
，

眼睛凸出
，

后

脚曲蹲
，

一前爪曲于腹侧
，

另一前爪伏于地
，

呈半蹲状
。

长尾上扬
，

背部宽平
。

台座后为大

图一一 ，兀�卫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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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叱��⑤ � � 图一三 ��二��⑤ ��

莲瓣背光
，

上部已损毁
。

背光后面雕刻有佛教

故事和发愿文
。

最上部为一浅浮雕屋形完
，

完

正中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坐于长方形台座上
，

右手上举
，

所持何物不清
，

左手残
。

菩萨薄衣

贴体
，

衣据垂悬于座前
。

完下面为发愿文
，

阴

刻文字 � 行
，

每行 �字
，

共 ��字�图八�
。

图一四 侧��叭忌
� �

铭为
�

“
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

明奉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敬造」观世音成佛

像一」躯愿生生之处永�离三涂八难之苦」面

都诸佛弥勒三」会愿同初首有识」群生咸将斯

口发」果菩提广度
”

建武二年即公元 ���年
，

为

南齐明帝萧莺的年号
。

此造像石

为荆州道人释法明敬造的
“
观世

音成佛
”

像
。

佛的颈部
，

菩萨的颈

与手残留贴金痕迹
，

菩萨的裙与

莲瓣背光上
、

佛座正面与背面残

留朱红色彩绘痕迹
。

以�二��⑤ ， � 青石造像
，

通

高��
�

�
、

基座宽 ��
�

�厘米�图九
、

一五�
。

正面为一佛四菩萨
、

四弟

子和二力士像
。

主尊圆雕
，

赤足立

于覆莲瓣圆台座上
，

高 ��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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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光馒头状肉髻
，

圆脸略长
，

宽额高鼻
，

双耳

下垂
，

修眉细目
，

嘴角绽现微笑
。

颈部有三道蚕

节纹
。

身着褒衣博带装装
，

右衣襟甩搭于左肘

上
，

襟以下衣纹褶皱层层叠叠
，

衣据向外撇扬
。

内着僧抵支
，

胸前束带打结
，

结带垂于腹前
。

右

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外
，

拇指下伸
，

余

四指上曲
。

有莲瓣纹圆桃形头光
。

主尊左右各

立二菩萨
，

赤足立于仰莲瓣圆台上
，

头戴宝冠
，

冠上宝增下垂至肩
。

圆脸
，

颈有蚕节纹
，

胸前饰

圆形项圈
。

双肩有圆饼饰
，

垂饰带
。

帛带呈十字

相交于腹前
，

相交处饰宝珠
。

内侧二菩萨左手

捧一圆状物
，

右手相扶
。

外侧二胁侍菩萨手持

拂尘
，

搭于肩上
，

菩萨头后有桃形头光
。

在佛
、

菩萨之间的背光上又浅浮雕四弟子
，

有的手握

拂尘
。

外侧菩萨前各有一圆雕的力士
，

均束发
、

鼓目
、

颈戴项圈
，

双肩有圆饼形饰
，

垂饰带
。

力

士身披帛
，

帛带于腹前呈十字相交且打结
，

上

着糯
，

下着裙
，

双手握金刚柞
，

有椭圆形头光
。

佛座两侧各雕一狮
，

均作半蹲状
，

鬃毛下垂
，

昂

首张嘴
，

项挂圈
。

狮子左右各有一小人
，

着紧身

衣
，

有的扬手
，

有的曲肢
，

紧靠狮子两侧
。

造像

左右两侧面各浮雕一神王像
。

神王面 目狰狞
，

跳足立于平地上
，

头戴风帽
，

身着短袍
，

腰束

带
，

双手于胸前拄一金刚柞
。

佛与菩萨像后为一莲瓣形大背光
，

其上

浮雕佛说法图等
，

并用宝珠纹分隔成内外两

层�图一九�
。

内层刻佛说法图三组
。

中组刻一

宝帐
，

帐上饰蕉叶
，

两侧悬铃下垂
，

宝帐中有

图一五

酬�二�卫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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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蚁��⑤ �� 图一七 久兀��窗
��

一佛
，

结枷跌坐于莲花束腰高宝座上讲经说

法
。

宝帐左右两侧各刻一组弟子
，

每组 ��人
，

多跪坐于长方形垫座上
，

作聆听讲经状
。

宝帐

后与二组弟子后面均刻饰树丛
，

宝帐前又刻有

六个弟子
。

左组与右组所刻佛说法

图基本相同
，

均为一佛结枷跌坐于

圆台上说法
，

各有两列弟子跪坐于

长方形台上
，

作聆听讲经状
，

周围用

树丛相围
。

外层沿背光外缘最上刻

一方形宝塔
，

上部微残
，

两边各刻七

个伎乐飞天
，

飞天头束双髻
，

身着交

领衫
，

下身着裙
，

裙摆向上飘扬覆

足
。

有的飞天手中持乐器
，

有的侧身

作飞舞状
。

佛与菩萨身上残留贴金痕

迹
，

力士口部尚存朱红色彩绘痕迹
。

�以二��⑤ � � 青石质造像
。

造

像石右下方损残
，

通高 ��
�

�
、

基座

宽 ��
�

�厘米�图一七
、

二��
。

正面

为一佛四菩萨造像
。

主尊赤足立于

覆瓣莲台上
，

高 �� 厘米
，

螺髻
，

双耳下垂
，

圆

脸略长
，

鼻梁高而直
，

嘴角绽现微笑
。

身着褒

衣博带裴装
，

右衣襟甩搭于左肘上
。

襟以下衣

纹褶皱数层
，

呈
“
�’ ’

形
。

衣据向外撇扬
。

内着

图一八 叭犯�卫国
��



口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

图一九

�����⑤ � �背光

浮雕拓片

僧抵支
，

胸前束带打结
，

结带悬于腹前
。

右手

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外
，

拇指自然下伸
，

余指上屈向掌心
。

有圆形头光
。

左右两侧二菩

萨
，

赤足立于仰莲瓣台上
，

仰莲瓣台下接莲茎
，

塔跪坐
。

佛正前面有一博山炉
，

博山炉两侧各

有一狮子
，

昂首翘尾蹲坐于地
。

外层画面正中

为一座方形三重檐宝塔
，

塔两侧沿背光外缘

分别有两组伎乐飞天
，

五人一组
。

飞天头束双

莲茎侧饰有莲叶
。

菩萨头戴花蔓

高冠
，

两侧宝增下垂至肩
，

宽额圆

脸
，

高鼻
，

颈部有蚕节纹
。

双肩有

圆饼状饰物
，

垂饰带
，

身披帛
，

上

着衫
，

下着长裙
，

帛带在腹前呈十

字形相交且打结
，

打结处饰圆形

宝珠
，

结下飘带悬于腹前至膝
，

飘

带作十字结
。

二菩萨外侧各有一

胁侍菩萨
，

均手持拂尘搭于肩后
，

赤足立于仰瓣莲台上
。

莲瓣台下

有一地神
，

用肩托起仰瓣莲台
。

右

侧胁侍菩萨脚下及地神多残损
。

佛与菩萨身后为一莲瓣形大

背光
。

背光上的雕刻内容可分内

外二层 �图二二�
。

内层为佛说法

图
，

正中刻一宝盖
，

盖顶饰蕉叶
，

两侧悬串铃
。

宝盖中一佛结枷跌

坐于圆座上
。

左右侧各有三弟子

和一宝塔
。

宝塔为方座
，

共三层

檐
。

宝塔外侧各有一弟子
，

面向宝 图二� 吠℃��⑤ � �



图二一 �以二��⑤ � �背面雕刻拓片�����

髻
，

身着交领衫
，

下着

裙
，

裙摆向上飘扬覆足
。

造像背面刻有佛说

法 图与发愿 文 �图二

一�
。

人物为阴刻
，

可分

上下二层
。

上层中有一

宝盖
，

两侧悬铃下垂
。

宝

盖下一佛坐 于覆莲座

上
，

右手施无畏印
。

佛左

右各有二个戴高冠的供

养人站立于两侧
，

面向

佛
。

下层中为一博山炉
，

炉两侧各侍立三位戴高

冠的供养人
，

面向博山

炉
。

博山炉下又有一弟

子
。

背面最下部阴刻发

愿文
，

共 �行
，

共计 ��

字
。

文为
�

“
梁天监十年佛弟�

子王州子妻李兼女」咸���

身口敬造释�迎石像一躯

愿过�去有亡父母值�吾

诸佛面观世�尊普及三界

五」道众生普同」斯愿
”

梁天监十年即公元

��� 年
，

天监为梁武帝萧

衍的年号
。

此为佛弟子王

州子等敬造一尊释迎牟

尼像
。

造像残留贴金痕迹

和朱红色彩绘痕迹
。

�����⑤ � � 红

砂石造像
，

残损严重
，

残

高 ��
，

�
、

基座宽 ��
，

�厘

米�图一八
、

二三�
。

主尊

赤足立 于覆莲瓣圆 台

上
，

高 ��
�

�厘米
。

螺髻
，

脸丰腆
，

高鼻梁
，

双耳下

垂
，

修眉细目
，

嘴角绽现



口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

图二二 例宽��巧�
� �背光正面上方浮雕拓片�����

微笑
。

身着褒衣博带架装
，

右衣襟甩搭于左肘

上
。

衣据向外撇扬
。

内着僧抵支
，

胸前束带且

打结
，

结下垂带内折
。

右手上举
，

肘以下微残
，

左手掌心亦向外
，

微残
。

主尊左侧雕一菩萨
，

赤足立于圆形双层覆莲瓣台上
，

头戴高冠已

残
，

两侧宝增下垂至肩
，

肩圆饼饰上有长长的

饰带
。

宽额圆脸
，

颈部有蚕节纹
，

戴圆形项圈
，

身披帛
，

帛带在腹前呈十字形相交
，

相交处饰宝珠
。

左外侧有一高浮雕

立像
，

头部不存
，

其衣饰均与菩萨相

类
。

双手于胸前捧一物
。

可能为一胁

侍
。

佛与菩萨之间刻一立像
，

头与下

肢残
，

身外着通肩衣
，

推之为弟子

像
。

菩萨与胁侍之间亦刻一立像
，

头

部不存
，

或亦为弟子像
。

佛左右平台

上各雕一狮子
，

狮子左右各靠一小

人
，

着紧身衣
。

狮子下平台前各浅雕

四个小人
，

手中似捧物
，

动作各异
。

中部有一博山炉
。

狮子外侧各有一

象
，

四足直立
，

长鼻拽地
。

一力士赤

足立于大象背上
，

右侧象仅见足部
。

力士有圆形头光
，

身披帛
，

帛带于腹前呈十字

相交
，

相交处饰宝珠
。

颈戴圆形项圈
，

右手举

于胸前
，

左手握一兵器
。

造像两侧各雕一神

王
，

赤足立于平台上
。

卷发中分
，

窄袖短袍
，

腰

束带
，

双手于身前拄一柞棒状器
。

造像背面原

阴刻有图画
，

现仅存几个供养人
，

上着糯
，

下

着裙
，

其中一侍女形象的手捧一物�图二四�
。

图二三

叭犯��⑤ ��

���
� �



图二四 �����⑥���造像背面雕刻�����

从造像石残存的情况
，

我们推测原造像石正面

造像组合应为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

三 年代与初步认识

商业街出土的这批石造像共计 �尊
，

均

出于地层之中
，

位于第四层下
，

第五层上
。

第

四层中的包含物主要为植物花草纹瓦当
，

这

是四川地区常见的南朝遗物之一
，

故其石造

像的年代下限不会晚于或当与之同时
。

另外
，

第五层未见包含物
，

第六层出土东汉至蜀汉

时期的陶钵
，

故其时代上限不会早于蜀汉
，

由

地层关系而论
，

当是南朝遗物
。

商业街石刻造像中两尊有明确的纪年
，

一尊为萧齐建武二年����年�
，

一尊为萧梁

天监十年����年�
，

均属南朝
。

商业街石刻造像的技术手法
、

造型风格

与成都万佛寺和西安路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

相同
。

如萧齐建武二年����年�荆州道人释

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
，

其一佛二菩萨之组合
、

服饰乃至细部刻划
，

包括造像和像背浮雕屋形

完中之交脚菩萨的做法
，

与成都西安路永明八

年����年�比丘法海造弥勒佛像���

几乎完全相同
，

雕刻技法也基本

一致
。

商业街出土的另外 �尊一佛

二菩萨三尊式造像
，

无铭文
，

但主

尊与永明八年和建武二年造像基

本相同
，

有的菩萨头束发髻
，

有的

戴花蔓高冠或三叶宝冠
，

宝增下

垂及肩
，

反映出造像虽有一定的

变化
，

但仍属齐梁时代的作品
。

商业街萧梁天监十年 ����

年�造像为一佛四菩萨五尊式
，

均

为立像
，

与西安路梁天监三年

���� 年�造像风格相同���
。

天监三

年释法海造无量�寿�佛像
，

为一

佛二菩萨二弟子五尊式造像
。

只

是二弟子像为浅雕而不显著
，

弟

子像较矮小
，

是已知成都地区最早的五尊式

造像
。

这种浅雕弟子像
，

是成都地区萧梁时期

造像的一个特点
。

除了主尊着褒衣博带式袭

装的衣据呈
“
�’ ’

形且向外撇扬 �菩萨头戴花

蔓高冠
，

宝增下垂及肩
，

帛带于腹前呈十字相

交于圆珠饰上等特点相同外
，

另外还有菩萨

站立的仰莲座
，

其下是蹲踞小人托负
。

天监十

年王州子造像的托负莲座之小人是圆雕
，

而

天监三年释法海造像的则是浅雕
。

再则
，

两尊

造像都可见浅雕的变形莲茎或莲枝
，

只是前者

的莲枝与菩萨站的莲台相连
，

后者的莲枝在佛

与菩萨之间
。

这些浅刻莲枝与莲茎和用浅刻小

人或圆雕小人托负菩萨的莲台的样式
，

不见于

成都地区萧齐永明年间的石刻造像之中
，

似始

于萧梁时代的早期
，

其后便较多见了
。

商业街 �水二��⑤ ��造像
，

为一佛四菩萨

二力士四弟子多尊式组合
，

其中四弟子亦为

浅雕手法制作
。

其造像风格
，

造型特征
，

雕刻

技法与西安路中大通二年���� 年�比丘晃藏

造释迎像��’几乎完全相同
。

就造像布局观之
，

可分三排
，

前排是力士
，

中排是主尊与菩萨造



像
，

都为圆雕或近圆雕
，

最后一排为浅浮雕的

弟子像
。

此种多尊式造像形成前中后排样式

的
，

除以上两尊外
，

有明确纪年的还有万佛寺

萧梁普通四年���� 年�康胜造像 ��〕和大通五

年���� 年�上官口光造像���
。

商 业 街 还 出 土 有 双 身 佛 造 像
，

如

夕叉二��⑤ � �
，

上部残
，

仅存下部
，

可见两佛的

足部站立于并列的两覆莲瓣台座上
。

两立佛

左右原有菩萨力士等像
，

不见铭文
。

而西安路

张元造像���造于梁大同十一年���� 年�
，

为释

迩多宝佛像
，

正面还有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
。

从现有的资料看
，

成都地区的双身佛至迟在

梁代后期就出现了
。

总之
，

商业街出土的石刻造像
，

佛像后都

耸立一莲瓣形大背光
。

石刻造像题材主要有

一佛二菩萨
，

一佛四菩萨
，

一佛四菩萨二力士

及浅浮雕四弟子
，

另还见双身佛像
，

可能为释

迎多宝造像
，

而不见单体造像
。

另外
，

我们再根据成都万佛寺
、

西安路和

商业街先后三次较集中的佛教造像的发现
，

将这三批石刻造像中有明确纪年者
，

并结合

茂汉出土的齐永明元年���� 年�造像研究
，

就可得到以下认识
。

�
�

成都地区南朝萧齐时期的石造像
，

以

一佛二菩萨三尊式的造像较常见
，

并多为坐

像
。

当然也有例外
，

如茂汝出土的造像碑
，

为

南齐永明元年���� 年�比丘释玄篙造无量寿

当来弥勒成佛像��’ ，

一面为弥勒坐像
，

另一面

为无量寿佛的立像
。

其时间又略早于永明八

年 ���� 年�释法海造弥勒像 ��〕与建武二年

����年�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
。

�
�

南朝萧梁初期
，

开始出现一佛二菩萨

二力士和一佛 四菩萨的五尊式造像
，

多为立

像
。

梁天监三年 ���� 年�释法海造无量 �寿�

佛 ���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
，

一佛二菩萨为圆

雕
，

二弟子是浅浮雕
，

立于佛与菩萨之间
。

而

天监十年 ��� 年�王州子造释迎像是一佛四

菩萨
，

均为圆雕
，

但是五尊式
。

这种浅浮雕手

口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

法的弟子与一佛二菩萨组成的五尊式造像
，

到萧梁晚期还在流行
。

上海博物馆藏梁中大

同元年���� 年�慧影造像
，

亦是一佛二菩萨

浅雕二弟子的五尊式造像����
。

天监三年的五

尊式造像
，

其中浅浮雕的弟子像很矮小
，

但它

是迄今成都地区最早的五尊式造像
。

这种浅

浮雕手法的弟子像
，

在萧梁时期的多尊式造

像中亦可见到
。

�
�

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的多尊式

造像
，

在萧梁中期出现较多
。

并多为立像
，

如

万佛寺梁普通 四年���� 年�康胜造像 〔川
，

梁

大通五年 ���� 年 �上官口光造像 �’�’ ，

西安路

梁中大通二年���� 年�比丘晃藏造像
。

这种

多尊式造像的布局上的一个特点
，

即形成前
、

中
、

后排的式样
，

力士在前
、

中为主尊与菩萨
，

后为弟子
。

主尊
、

菩萨和力士为圆雕或近圆

雕
，

弟子则是浅浮雕的
。

这种前中后排式布局

与浅浮雕手法的弟子像
，

在萧梁后期还可见

到
，

且变化不大
，

如万佛寺梁中大同三年�实

为太清二年
，

即 ��� 年�的观世音造像����
。

�
�

在萧梁初期
，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

出现了中印度株冤罗造像的特点
。

梁天监十

年��� 年�王州子造像
，

主尊为螺髻样式
，

另

外一尊��以二��⑤ �
��无铭文造像

，

主尊亦饰

螺髻样式
。

有研究认为
，

成都万佛寺出土的不

少螺髻佛头也当属这一阶段的作品��� ’ 。 成都

万佛寺的梁中大通元年���� 年�都阳王世子

造像
，

佛体魄健壮
，

身着通肩袭装
，

衣褶稠叠
，

衣裙轻薄贴体
，

具有典型的中印度株陀罗佛

像的典型特征
。

�
�

从现有的材料看
，

四川地区与整个南

方地区一样
，

在南朝时期佛教的主要信仰是

西方净土思想
，

石刻造像流行无量寿佛和弥

勒佛
。

成都发现最早的反映净土思想的石刻
，

是万佛寺出土的宋元嘉二年���� 年�净土变

石刻
，

反映出刘宋时期南方就出现了净土思

想
，

齐梁时期流行开来
，

因此无量寿佛与弥勒

佛造像发现较多
。

与此同时
，

还出现了观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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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像
，

如齐建武二年观世音成佛像
。

南朝信

仰无量寿佛和弥勒佛
、

观世音菩萨等
，

文献上

记载也较多
。

另外
，

四川地区南朝石刻造像还

流行释逝佛像
，

出土释迩造像较多
。

�
�

关于益州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的渊源问

题
，

有学者已作了专门研究
，

认为
“
无论是秀骨

清像的旧样式
，

还是
“
张得其肉

”
以及天竺式新

型佛像的图样
，

都有可能随着崇信佛教的益州

刺史和建康高僧携带而来
” 〔巧 ’。成都造像的渊

源主要应来自长江下游的佛教中心地区建康
。

此处根据新材料略作补充
。

四川茂坟出土的永

明元年����年�造像碑
，

除比丘释玄篙是敬造

者外
，

还有其他人
。

在该造像碑弥勒佛座下有

一段铭文
，

因剥蚀严重
，

仅见
“
比丘法明

” 、 “
比

丘法爱
”

数字
，

他们也是参加造像的人员����
。

在

商业街齐建武二年����年�造像的敬造者是

荆州道人释法明
。

两尊石刻造像均在南朝萧齐

时期
，

同出现一位名法明的僧人
，

前后相去十

余年
，

可能是同一人
。

另外
，《高僧传

·

释超辩》
记超辩为宋齐时人

，

卒于齐永明十年 ����

年�
。

接着叙述
“
时有灵根释法明

，

抵沮释僧志
，

益州释法定并诵经十余万言
，

蔬食苦行
，

有至

德焉
” 。

这里的灵根即建康名刹灵根寺
，

释法

明是灵根寺僧人
，

与释超辩为同时期的人
。

其

虽然无传
，

但推测这个法明很可能与以上两

尊造像所载的法明为同一人
，

他曾至荆州�江

陵�
，

后又迁至崛蜀
，

把当时建康佛教造像样

式带到了益州
，

把江南佛经传至西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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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 ����年 �月
，

在四川省成都市商业街 ��号院地表下 �米深处发

现南朝石刻造像 �件
。

其中 �件有明确纪年
，

一为南朝齐建武二年

����年�
，

一为南朝梁天监十年 ��� �年�
。

这些造像都有背屏式莲瓣

形大背光
，

题材主要有一佛二菩萨
、

一佛四菩萨
、

一佛四菩萨二力士

及浮雕四弟子
，

另外还见双身佛像
。

造像的题材
、

雕刻技法和风格与

过去发现的著名成都万佛寺造像
、

西安路造像相同
，

应是受南朝建康

佛教造像样式影响的产物
。

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 成都市万佛寺石刻造像自上世纪陆续出土后
，

其精品被收人一

造像整理简报 些图录中
，

并参加过国内外展览
，

但未有正式清理报告发表
，

也缺乏

系统的分期分类统计和研究
。
���刃年 �一 �月间

，

四川省博物馆在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实习师生和成都市考古队同仁协助下
，

将馆藏全

部万佛寺石造像重新作了清理
，

进行了系统测绘
、

分类等研究工作
。

本文为初步整理简报
。

谈叔矢方鼎及其他 晋侯墓地 ���� 出土的叔矢方鼎
，

铭文记载周王在成周举行盛

大祷祀
，

并于祀后召见群臣
。

这次祀典
，

可能与北京琉璃河 ���� 所出

圈篡等器铭文所记是一件事
。
���� 其他已修复器物

，

也和琉璃河

����等墓同属西周早期
。

从已知材料看
，
����应不晚于昭王

，

这与

晋侯燮的年代相合
。

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 自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发掘以来
，

关于该墓墓主人问题一直是讨

楚王墓的排列顺序 论热点
。

迄今为止
，

在徐州共发现 �处西汉王侯级墓葬
。

作者对这些

陵墓的建筑结构进行分析
、

归纳
，

并结合史书记载将这 �处陵墓与楚

王或王后逐一对应
，

并排出它们的先后顺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