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宫扎什俐玛造像的来源及

像式类型分析

马云华

内容提要 扎什俐玛佛像因特征明确
、

像式丰富
、

工艺精细
,

在故宫珍藏

的佛教造像中独树一帜
。

清宫的扎什俐玛像多附有皇家特有的黄条题记
。

本文从

这些黄条所记内容人手
,

结合档案资料
,

对此类造像进行来源
、

类型及题材风格

的细化探究
,

并进一步说明扎什俐玛对清宫佛教造像风格的深刻影响及其在促进

西殊与内地政治
、

经济
、

文化联系方面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
。

关链词 清宫 扎什伦布寺 扎什俐玛 进献 像式

在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中
,

常常可以见到
“

俐玛
”

一词
。 “

俐玛
”

译自藏文
,

意为
“

响铜
” ,

是藏语对

铸造佛像所用铜合金的总称
。

据《西藏宗教艺术》一书介绍
,

西藏俐玛佛像依照出资人
、

工匠名
、

地

名
、

寺院
、

派系等标准可分为九种
“ ’ ,

其中扎什伦布寺刑玛是以寺院名称命名的最具代表性的西藏俐

玛佛像之一
,

简称扎什刑玛
,

是指以后藏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为核心铸造的佛像系列
。

明正统十二年 ( 1 4 4 7 )
,

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 (后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喇嘛 )在后藏的日喀则创

建扎什伦布寺
,

1 4 5 9年寺院建成
`” 。

在根敦珠巴经营扎什伦布寺的38 年里
,

将
“

大师教授
,

宏扬于

后藏
” ,

使格鲁派在这一地区迅猛发展
。

万历二十八年 ( 1 6 0 0)
,

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坚赞接管扎什伦

布寺后
,

又陆续扩建和新建了大小殿堂十余座
,

僧侣迅速增至 5。。。多人
,

寺属周边增建了许多作

坊
,

吸引了后藏
、

阿里周边以及境外的尼泊尔
、

克什米尔等地区的艺术家前来为扎寺服务
。

门拉顿珠

(

>l 扎雅 (谢继胜译 )
: 《西藏宗教艺术》页13 1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9 87 年
。

《 2 ,

宿白
: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页96

,

文物出版社
,

1 9 9 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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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措是西藏山南的著名工匠
,

他不但参与了扎什伦布寺的修建工程
,

而且寺中许多塑像及壁画也

出自他的手笔
,

对扎什伦布寺雕塑风格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

15 世纪中期拉萨最有名的工匠来

乌群巴主持建造了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大铜像
,

成为该寺的标志
。

随着佛寺的建立和宗教地位的上

升
,

扎什伦布寺铸场便应运而生
,

制作了大量不同材质的佛像和各类唐卡
,

其成熟而又强大的铸造

能力
,

使扎什伦布寺成为1 5 一 18 世纪西藏中部继拉萨之后的另一个著名的佛像制作中心
“ 。

扎什伦

布寺制作的佛像不仅供应西藏地区寺庙及信教群众
,

而且还被迎请至西藏之外的北京
、

蒙古
、

青海等

广大地区
,

在历史上十分闻名
。

一 清宫扎什俐玛造像的来源

据笔者统计
,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4 00 多尊扎什俐玛像
,

主要来自清宫收藏
。

从这些佛像所附的

黄条内容可知
,

它们是由清代西藏班禅
、

达赖及甘肃
、

青海
、

蒙古等地宗教领袖
、

各民族首领及满汉大

臣等人进献而来
。

(一)年班朝贡时的贡品

清代蒙藏地区
,

那些经过中央政府认可并册封的宗教首领
,

在当地行使政教职权时的合法性和

权威性会大大提高
,

因而历世达赖和班禅
、

各大胡图克图等均以得到中央的册封为荣
,

并将此看成

是巩固自己政教地位和行使合法权力的标志
,

所以每次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继位的御旨后
,

受到册封

的班禅或达赖等都要按照惯例通过年班堪布喇嘛向皇帝上书谢恩
,

并定期派遣代表进京向皇帝恭进

方物
。 “

查达赖
、

班禅于我朝未入关以前
,

已遣使呈进贡物
” ” 。

清朝初年对达赖
、

班禅等人遣使进贡

并无定制
。

康熙帝总结
“

三藩之乱
”

的教训时说 :
“

地方镇将
`

常来朝见
,

则心知敬畏
,

如吴三桂
、

耿精

忠
、

尚之信辈亦以不令来朝
,

心生骄妄
,

以致反叛
,

此等事关系甚大
。 ’ ”

(3) 随后建立了各地封疆大吏

的定期朝觑制度
。

出于同样的考虑
,

同时也为了规范喇嘛进京的次数和人数以及减少朝廷因不断赏

赐而增加的开支
,

清廷于雍正初年定立了年班制度
,

规定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

分两班隔年轮流派遣使者进贡
。

乾隆七年 ( 17 4 2 )正式规定 : 达赖
、

班禅轮流隔一年一次遣使进贡
,

每年十一月到京
,

所贡
“

哈达
、

藏佛
、

经卷等物
,

无定数 ; 进贡之年
,

于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内
,

以庆

贺进丹书克
,

所贡铜藏佛
、

银轮
、

银七珍八宝等物
,

亦无定数
。

所有办理藏务之胡图克图
、

公
、

扎萨克

大卫
·

杰克逊 (向红茄等译:) 《西藏绘画史》页 2 96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明天出版社
,

2 0 0 1年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页2 07

,

中国藏学出版社
,

加00 年
。

(3
》

《清圣祖实录》卷一 O 九
,

页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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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吉等所进各贡
,

附于达赖喇嘛班内
,

贡物俱与达赖喇嘛同
。 ” ` ”

对于大喇嘛的进贡
,

清廷
“

每格外

加恩赏费
” ,

给予大量钱财
, “

以示厚往薄来之意
” 。

年班制度的确立
,

成为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宗教上

层之间保持交流的重要渠道
。

清朝前中期是清王朝对西藏进行有力控制和全面实施有效管理的最强时期
,

五世达赖和六世

班禅进京等重要历史活动有效推动了西藏与中央的友好往来
,

中央与西藏关系达到了最为密切的

阶段
。

宗教方面的全面融合
,

使扎什俐玛像源源不断地送入宫廷内府和皇家寺院
。 “

雍正九年五月

二十二 日
,

张玉柱交来佛一尊
,

说特古特 (即西藏 )送进
,

系班禅厄尔德尼进的扎使力妈 (即扎什利

玛 )礼子佛
。

传旨配好完
,

画样呈览
,

供在佛楼斗坛内
。

钦此
。 ” ` 这是自年班制度确立以来迄今发

现的最早进人宫中的扎什俐玛像
,

是由五世班禅进献的
。

除历辈班禅外
,

达赖
、

章嘉
、

阿嘉
、

栋科尔
、

拉科等呼图克图
、

各大寺院诺门汗
、

堪布及驻藏大臣
、

清代官员等都向皇宫进献了大量的扎什俐玛像
。

经统计
,

西藏地区年班进贡扎什俐玛像的情况为 :

六世班禅 10 尊
、

七世班禅 24 尊
,

八世班禅 6尊 ; 八世达赖3尊
,

九世达赖9尊
、

十一世达赖3尊
。

〔表

一〕列举了其中具有完备文字记载的部分佛像
。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

七世班禅进贡的佛像数量最多
,

时间跨度最大
。

七世班禅名丹必尼玛

( 1 7 8 1 一 1 8 5 3 )
,

乾隆四十七年 ( 1 7 82) 被选定为六世班禅的转世灵童
,

乾隆四十九年 ( 1 7 84) 在扎什

伦布寺坐床
,

在位 7。余年
,

历经乾隆
、

嘉庆
、

道光
、

咸丰四朝
。

在两次廓尔喀战争期间他捐献物资
,

协同清军保卫西藏
,

多次得到朝廷嘉奖
。

乾隆晚期时七世班禅还是一位少年
,

却表现出了敬畏圣

恩
,

诚心恭顺中央王朝的决心
,

深得乾隆帝赞赏
。

1 7 9 5年
,

是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周年吉日
,

年仅

〔表一 〕大咐嘛年班朝贡时进献的扎什用吗一览表

进进献者者 佛像名称称 产地
、

时代代 质地
、

高度度 黄签内容容

班班禅禅 六世世 骑狮财神神 西藏
、

18 世纪纪 铜镀么 16 厘米米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二日收班臣厄尔德德

尼尼尼尼尼尼尼进大利益扎什用玛… … 演条卿卿

四四四四臂观音音 西藏
、

18 世纪纪 铜镀金
、

65 厘米米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 日钦命阿阿

旺旺旺旺旺旺旺班珠尔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大利益益

扎扎扎扎扎扎扎什俐玛四臂成锁观世音菩萨萨

释释释释迩牟尼佛佛 西藏
、

18 世纪纪 红铜镀金
、

60 厘米米 班禅额尔尼之商卓戒巴扎萨克喇嘛济忠格烈烈

加加加加加加加勒璨请圣安进扎什俐玛释迩牟尼佛一军 3,,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八
,

《土贡一》
。

雍正九年《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

《
3

,

附
“ … …请圣安

’

字样黄条的佛像多数也是年班朝贡时进献的
,

本文归为此类
。

除表中所列释迩牟尼佛之外
,

济忠格列加

勒灿此次还进献了金刚佛
、

弥勒佛
、

文殊佛
、

无童寿佛
,

共五尊像
。

济忠格列加勒灿是主管扎什伦布寺事务的僧官
,

地位很高
,

乾隆

四十五年随六世班禅来京
,

替六世班禅进献了这些佛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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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进进献者者 佛像名称称 产地
、

时代代 质地
、

高度度 黄签内容容

班班禅禅 七世世 文殊菩萨萨 西藏
、

17一 18世纪纪 铜镀金
、

3 1厘米米 乾隆四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收班禅额额

尔尔尔尔尔尔尔德尼等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文殊菩萨萨

无无无无盘寿佛佛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婆金
、

3 1厘米米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班禅额额

尔尔尔尔尔尔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无 t寿佛佛

无无无无量寿佛佛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镀金
、

1 2厘米米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收班禅额额

尔尔尔尔尔尔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接引佛佛

文文文文殊菩萨萨 西藏
、

8 1世纪纪 红铜
、

5 1厘米米 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七 日收班禅额额

尔尔尔尔尔尔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文殊菩萨萨

无无无无量寿佛佛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鉴金
、

3 1厘米米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六 日收热河河

带带带带带带带来大利益扎什俐玛无 t寿佛佛

四四四四臂观音音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镀金
、

3 1厘米米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九 日收班禅额尔德德

尼尼尼尼尼尼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四臂观世音菩萨萨

无无无无量寿佛佛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夔金
、

3 1厘米米 乾隆六十二年八月收班禅额尔德尼尼

进进进进进进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无 t寿佛佛

大大大大威德金刚刚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夔金
、

4 2厘米米 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二日收班禅额尔德德

尼尼尼尼尼尼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阳体威罗瓦金刚刚

绿绿绿绿救度佛母母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夔金
、

6 1厘米米 嘉庆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收班禅厄尔德德

尼尼尼尼尼尼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绿救度佛母母

白白白白救度佛母母 西藏
、

7 1一 8 1世纪纪 铜婆金
、

0 25.厘米米 燕庆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收班禅额尔德德

尼尼尼尼尼尼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白救度佛母母

无无无无量寿佛佛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镀金
、

9 1
.

9厘米米 菇庆十年正月初二 日收班禅额尔德德

尼尼尼尼尼尼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无盆寿佛佛

八八八世世 观音佛佛 西藏
、

9 1世纪纪 铜婆么 0 2
.

5厘米米 同治元年三月初九日收杨长喜文后藏班班

禅禅禅禅禅禅禅额尔德尼恭请圣安呈进观音佛一葬葬

文文文文殊菩萨萨 西藏
、

9 1世纪纪 铜镀金
、

1 2厘米米 同治元年四月札萨克喇嘛罗罗

圣圣圣圣圣圣圣安进长寿佛三尊尊

达达赖赖 九世世 无量寿佛佛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婆金
、

1 2
.

8厘米米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五 日收达赖喇喇

嘛嘛嘛嘛嘛嘛嘛进大利益番铜俐玛无 t寿佛佛

章章嘉胡胡 三世世 成就佛佛 西藏
、

9 1世纪纪 铜夔金
、

6 1厘米米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章燕胡胡

图图克图图图图图图 士克图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成就佛佛

东东科尔呼呼 六世世 无 t寿佛佛 西藏
、

7 1世纪纪 铜姿金
、

4 1厘米米 乾隆六十一年正月初一 日收栋科尔呼呼

土土克图图图图图图 士克图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无 t寿佛佛

阿阿嘉胡胡 三世世 无量寿佛佛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夔金
、

3 1厘米米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阿燕胡胡

图图克图图图图图图 土克图进大利益扎什俐玛成就佛佛

仲仲巴胡胡胡 白救度佛母母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婆么 1 2
.

9厘米米 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日收仲巴胡土克克

图图克图图图图图图 图进大利益扎什俐玛白救度佛母母

第第穆呼呼 七世世 释迪牟尼佛佛 西藏
、

5 1世纪纪 铜镀金
、

8 1滩厘米米 第穆呼士克图呼毕勒罕请圣安进进

图图克图图图图图图 扎什俐玛释迩牟尼佛一尊尊

济济咙呼呼 /泄泄 持兵器喜金刚刚 西藏
、

8 1世纪纪 铜镀金
、

1 2厘米米 燕庆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收济咙呼图克图图

图图克图图图图图图 进大利益番铜俐玛阴体持兵器喜金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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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岁的七世班禅遣特使赴京呈递丹书克表示祝贺
,

乾隆帝救书道 :
“

尔呼毕勒罕年龄加长
,

正当

肄业经典之时
,

尚不必索心公务
,

其悟遵肤旨
,

潜心佛法
,

追踪前世班禅额尔德尼
,

以冀长承慧

业
。

… …
’

,.l)
,

表达了乾隆皇帝对七世班禅的教导和爱惜之情
。

七世班禅接到救书后
,

心中感激不

已
,

特命扎什伦布寺4 0 0 0名喇嘛念经
,

祈祝高宗长寿
,

恭贺仁宗登基
。

咸丰四年 ( 1 8 5 3 )圆寂
,

终

年 7 2岁
。

因其在位时间久
、

又与朝廷相处融洽
,

所以我们见到七世班禅进献的大量佛像就是情理之

中的事了
。

(二 ) 万寿圣节进献的贺礼

大活佛喇嘛除按定例向朝廷进贡外
,

凡遇皇帝登极
、

新年
、

万寿庆典等重大活动
,

均派使者前来

奏表进献贡礼
。

给皇帝
、

皇太后寿辰大庆时进献的丹书克礼 (寿礼 )
,

并不在生日当天进贡
,

而是在

年班朝觑时一同带来
,

即他们每次来京需备两份贡礼
,

一份是当年十一月进呈的表示臣服的方物 ;

一份是次年正月初十日前呈递祝贺生日的寿礼
。

在给皇帝祝寿进献的贺礼中
,

扎什俐玛像是最常见

的〔表二〕
。

〔表二 〕万寿节时进欲的扎什州玛一览表

进进献者者 佛像名称称 产 地
、

时 代代 质地
、

高度度 黄签内容容

班班禅禅 六世世 释遨牟尼佛佛 西藏
、

15 世纪纪 铜镀金
、

26 厘米米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皇上上

驾驾驾驾驾驾驾幸扎什伦布
,

班禅额尔德尼恭恭

敬敬敬敬敬敬敬大利益扎什利玛释迩牟尼佛佛

白白白白救度佛母母 西藏
、

18 世纪纪 铜镀金
、
2。厘米米 乾隆四十五年… …班禅额尔德尼递递

丹丹丹丹丹丹丹书克进扎什俐玛白救度佛母一尊尊

白白白白救度佛母母 西藏
、

18 世纪纪 铜镀金
、

12 .5厘米米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收班禅额额

尔尔尔尔尔尔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俐玛白救度佛母母

绿绿绿绿救度佛母母 西藏
、

18 世纪纪 铜夔金
、

15 厘米米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六 日收热河河

带带带带带带带来大利益扎什俐绿救度佛母母

宗宗宗宗喀巴坐像像 西藏
、

18 世纪纪 金 50 厘米米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班禅额尔尔

德德德德德德德尼瞻仰天颜恭进十二上乐王座
,,

藏藏藏藏藏藏藏释迩牟尼佛舍利大利益宗喀巴佛佛

(

妇 《卫藏通志》页4 41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 9 8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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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进进献者者 佛像名称称 产 地
、

时 代代 质地
、

高度度 黄签内容容

班班禅禅 七世世 无量寿佛佛 西藏
、

18世纪纪 铜夔金
、

13厘米米 道光十一年正月初四 日收许福喜交交

利利利利利利利益番造无量寿佛一尊 ;班禅额尔尔

德德德德德德德尼递丹书克进扎什俐玛无量寿佛佛

无无无无量寿佛佛 西藏
、

18世纪纪 铜镀金
、

22 3厘米米 道光十二年正月初四日收许福喜交班禅额额

尔尔尔尔尔尔尔德尼递丹书克进扎什俐玛无盘寿佛一尊尊

无无无无量寿佛佛 西藏
、

19世纪纪 铜婆金
、

22
,

4厘米米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二 日收刘国太太

交交交交交交交利益番铜俐玛无量寿佛一尊 ; 章章

嘉嘉嘉嘉嘉嘉嘉呼图克图代班禅额尔德尼呈递丹丹

书书书书书书书克进扎什刑玛无量寿佛一尊尊

八八八世世 长寿佛佛 西藏
、

19 世纪纪 铜镀金
、

加
.

3厘米米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收杨长春交同同

胎胎胎胎胎胎胎利益佛一尊 ; 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尼

因因因因因因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噶曲罗布藏曲曲

批批批批批批批呈递丹书克呈进长寿佛一尊尊

观观观观音音 西藏
、

19 世纪纪 银间镀金
、、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收杨长春交铜铜
11111111111 .2 5厘米米 铜银利益佛一尊

。

后藏班禅额尔德德

尼尼尼尼尼尼尼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噶曲罗布藏藏

曲曲曲曲曲曲曲批呈递丹书克呈进观音佛一尊尊

达达赖赖 九世世 白度母母 西藏
、

19 世纪纪 铜婆金
、

18 .4 厘米米 前藏达赖喇嘛恭祝万寿呈进俐俐

玛玛玛玛玛玛玛观音佛一尊 (实为白度母 )))

无无无无量寿佛立像像 西藏
、
1 9世纪纪 铜镀金

、

85 厘米米 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另进扎扎

什什什什什什什俐玛无量寿佛一尊尊

扎扎雅班班 三世世 无量寿佛佛 西藏
、

18 世纪纪 铜婆金
、

19 厘米米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收收

弟弟达胡胡胡胡胡胡 喀尔喀扎雅班弟达胡土克图进进

土土克图图图图图图 大利益扎什俐玛无 t 寿佛佛

六世班禅是班禅一系中进京朝见皇帝的第一人
,

他在整个朝觑过程中向皇宫进献了大量的佛

像
,

其中扎什俐玛多达36 尊
。 “

藏历铁鼠年 (乾隆四十五年 )二月… …天神文殊菩萨大皇帝一向对小

僧慈悲怜悯之隆恩
,

永世难报
。

… …为叩谢圣恩
,

敬备洁白哈达
、

释迎牟尼佛像
、

镀金前辈历世班

禅像
、

赐寿如意轮吉样响铜佛像 (扎什俐玛佛像 )及各佛像佛衣
、

印度错毽线等
,

伏乞御览
。 ’

,l()

同年六月
,

六世班禅为谢圣恩
, “

敬备礼品洁白哈达
、

无量寿佛和赐寿如意轮及作明佛母等镶穗

玉扎西响铜佛像 (扎什刑玛佛像 )
、

观音和文殊菩萨之响铜佛像及其佛衣… …
’

户

途经多伦诺尔时又呈进
“

无量寿佛和观音之吉样响铜佛像各一尊
、

恰那多杰吉样响铜佛像一尊
。

弥勒赤金佛像一尊
,

以及各佛像之佛衣 … …
’

,(3)

“

文殊菩萨大皇帝驾临普陀宗乘之庙
、

须弥福寿之庙
,

为众生祈求福棋
,

… …献谢恩福瑞哈达
,

《 1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六世班禅朝靓档案选编》页1 53

,

中国藏学出版社
, 1 9 9 6年

。

《 2 》
前揭《六世班禅朝觑档案选编》页 1 9 90

3<, 前揭《六世班禅朝觑档案选编》页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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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俐玛佛 (扎什俐玛佛 )三尊
。 ’

产

这些扎什俐玛像是六世班禅献给乾隆皇帝最为珍贵的礼物
,

表达了他无比的敬仰之情和初瞻天颜时的感动
。

目前故宫有明确

题记的实物仅见 9尊
。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九 日

进献的白救度佛母像 〔见表二 〕
。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是六

世班禅的四十二岁生 日
,

恰逢班禅在京
,

乾隆帝准备为他举行隆

重的贺寿活动
,

诅料十月二十八 日班禅病倒
,

十一月初二 日不幸

圆寂
。

据此推断
,

这尊白救度佛母像
,

很可能是六世班禅去世前

献给乾隆帝的最后一尊扎什俐玛像
,

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

义
。

达赖喇嘛进献的扎什俐玛
,

时间集中在晚清时期
,

虽然故宫

现存的实物较少
,

但档案记录较为详细
。 “

嘉庆七年 ( 1 8 0 2 )正月初

二日达赖喇嘛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
,

银曼达一个
,

扎什利玛无量

寿佛一尊… …达赖喇嘛另进扎什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
,

扎什利玛

释迩牟尼佛一尊… …
’
产

。

这是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在清制定治理

西藏事务的二十九条《钦定章程》后进献的首份寿礼
。

《钦定章程》

的制定
,

意味着驻藏大臣真正掌握了西藏的政治实权
。

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共向朝廷进献了至

少9尊扎什俐玛像 :
“

嘉庆十四年六月二十八 日
,

达赖喇嘛之呼毕

勒汗阿克旺咙多克嘉穆暖恭谢天恩递丹书克进哈达二个
,

舍利

子两粒
,

银曼达一个
,

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
,

扎什利玛释迩牟尼佛一尊
,

扎什利玛文殊菩萨一

尊
,

扎什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
,

扎什利玛普贤菩萨一尊… …
”

气 嘉庆十七年 ( 1 8 1 2) 正月初二 日
,

“

达赖喇嘛之 呼毕勒汗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
,

银曼达一个
,

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
,

金字无量寿

经一部… … ; 同日
,

达赖喇嘛之呼毕勒汗另进扎什利玛释迩牟尼佛一尊
,

扎什利玛观世音菩萨一

尊… …
’

,(4) 故宫现有两尊九世达赖进献的无量寿佛像 〔图一〕〔见表一和表二〕
。

九世达赖时期著名的辅政喇嘛第穆呼图克图也进献了多尊扎什俐玛
。

第穆呼图克图
,

西藏工布

地区第穆寺大喇嘛
,

共传九世
。

四世第穆曾于顺治九年随五世达赖喇嘛赴京朝觑
。

七世第穆于嘉庆

嘴 1 》

前揭《六世班禅朝舰档案选编》页2 68
。

` 2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2 10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 0 02 年
。

弓
,

前揭《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2 3 60

《
>4 前揭《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 2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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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任九世达赖喇嘛荣增师傅
。

十六年因协理商上事务有功
,

赏给额尔德尼诺门罕名号
。

第二年

向宫中进献贡礼 :
“

嘉庆十七年正月初二 日
,

第穆呼图克图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
,

银曼达一个
,

扎

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 …
’

产
。

嘉庆二十年九世达赖圆寂后
,

七世第穆任掌办商上事务
,

于二十四年

圆寂
。 “

第穆呼图克图系西藏之大呼图克图
。

此数年办理达赖喇嘛商上事务
,

尚属妥协
,

兹忽闻其

圆寂
,

肤心甚为辑惜
,

著恩赏去哈达一方
,

绿松石数珠一盘
,

交玉宁等悬挂第穆呼图克图之灵塔
,

并著由彼处库项内赏给银五百两
,

令做好事
。 ’

产这也是清廷对其工作成绩的肯定
。

三世扎雅班弟达进献的无量寿佛 〔见表二〕是 目前所见唯一的一尊来源于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扎

什俐玛像
。

根据清政府的规定 : 蒙古驻于沙漠南北之内札萨克四十九旗
、

归化城
、

阿拉善
、

喀尔喀等

高级上层喇嘛分六个班次
,

每年以一班来京朝贡
。

喀尔喀地区规定 9人参加
。

三世扎雅班弟达
,

转

世于喀尔喀赛音诺颜汗部
,

乾隆三十八年 ( 1 7 7 3 )坐床
,

同年进京朝觑
。

后又于乾隆四十年 (17 7 5 )
、

五十年 ( 1 7 5 5 )
、

五+ 二年 ( 1 7 5 7 )
、

五十七年 ( 1 7 9 2 )
、

嘉庆九年 ( 1 5 0终)
,

五次进京朝欺
。

(三 )转世活佛坐床时的献礼

在清代
,

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并颁发金册
、

授予金印后的转世活佛才有资格举行坐床典礼
,

典礼

后活佛一般要派使者进京向皇帝献礼
,

以示臣服
。

同治元年 ( 1 8 6 2 )四月十五 日
,

八世班禅因坐床

向宫中进献了五尊像
,

分别是长寿佛
、

观音佛
、

文殊佛各一尊及吉样佛两尊
。

其中长寿佛和观音佛是

进献给皇太后的佛像 〔表二〕
,

吉样佛与文殊佛则是进献给同治皇帝的礼品
,

吉样佛同时也是献给同

治皇帝的寿礼
。

吉祥佛黄条写道 :
“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 日收杨长春交同胎利益佛一尊
,

后藏班禅额

尔德尼 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噶曲罗布藏曲批呈递丹书克呈进吉祥佛一尊 ,’; 文殊菩萨黄条写道 :
“

同

治元年四月十五 日
,

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 … 圣安呈进文殊佛一尊
。 ”

(四)叩谢天恩时进献的贡礼

清廷对喇嘛教上层人物优礼倍增
, “

褒尝礼遇
,

无所不至
” 。

为了感谢皇帝的赏赐
,

大喇嘛们也

不定期向皇宫进贡扎什俐玛像
。

如
“

嘉庆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

达赖喇嘛之呼毕勒汗阿克旺咙多克

嘉穆暖恭谢天恩递丹书克进哈达二个
,

舍利子两粒
,

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
,

扎什利玛释迎牟尼佛

一尊
,

扎什利玛文殊菩萨一尊
,

扎什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
,

扎什利玛普贤菩萨一尊… …
’

沙此条档案

说明这些像既是九世达赖叩谢圣恩的贡礼
,

同时也是祝寿的寿礼
,

具有两重含义
。

最常见的情况有

两种 : 一种是接受赏赐后 由本人进贡佛像来谢恩
。

如
“

同治元年三月
,

班禅额尔德尼因前次年班堪

前揭《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 2 4 00

一
。

《 2 ,

张其勤原稿
、

吴丰培增辑
: ((清代藏事辑要一 》页 3 90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 9 83 年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2 36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 。。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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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带回赏赐物件叩谢天恩呈进文殊佛一尊
” 。

另一种是他人替

代被赏赐者向皇上呈献佛像来表示谢意
。

如
“

同治元年三月初

九 日
,

札萨克喇嘛罗布藏拉木结因赏赐班禅额尔德尼物件叩谢

天恩呈进文殊佛一尊
” 。

这是 1 8 6 2年八世班禅因同治帝登极进

献礼品
,

得到朝廷的嘉赏后
,

罗布藏拉木结为感谢新帝对班禅

的认可和支持又向宫中进献了这尊像
。

二 扎什俐玛造像的像式类型

故宫珍藏的扎什俐玛像从整体来说具有长方脸型
、

四肢及

饰件敦实
、

胎体厚重
、

底座中央阴刻十字交柞图案
、

镀金鲜艳等

共同特征
。

但从具体实物来看
,

不同时期的扎什俐玛呈现出丰

富多变的像式类型
,

本文仅以变化最为明显的底座为准
,

归纳

出如下几种 :

A型 : 光素圆垫底座像
。

这是 1 8世纪最典型最常见的一种

像式
,

故宫有上百件
,

以镀金无量寿佛为主
。

无量寿佛着菩萨

装
,

双手捧宝瓶
,

高法髻
,

戴单叶宝冠
,

双肩披蓝色发辫 ; 胸

前斜披宽帛
,

全枷跌坐
,

下着贴体长裙 ; 佛面清瘦秀气
,

脸型

较长
。

佛堂中多尊无量寿佛同堂供奉的现象较为常见
。

目前这

类像仅见坐像 〔图二〕
。

此外
,

还有少量的紫金像
。

B型 : 单层仰莲座像
。

一种是底座为半圆型
,

莲瓣直接着

地
,

扁平大莲瓣
,

无底边
,

莲叶顶向中间收缩
。

此类像式仍以

无量寿佛为主
。

另一种是正圆束腰仰覆莲座
,

佛像肌肉饱满
,

肌肤细腻
,

装饰简约
,

或坐或站于莲蕾
,

莲瓣圆鼓
,

叶尖翻

卷
。

护法像多配有背光
。

此像式有镀金
、

不镀金和银像三种 (图

三〕
。

C型 : 细密瘦长单双层莲座像
。

此类造像莲瓣细长
、

尖

锐
,

大小双层莲叶排列紧密
。

细分为束腰双层莲座像
、

单层仰

莲座像和单层覆莲座像三类
。

其中单层覆莲座像较为独特
,

莲

瓣又尖又窄
,

多配背光
,

常见护法像
。

如马头金刚
,

盾形火焰

纹背光
,

主尊高举宝剑
,

怒目圆睁
,

张 口怒吼
,

脚踏二魔
,

作

挣扎状
,

形态传神 (图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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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型 : 双卵形单双层莲座像
。

双卵形单层仰莲座像莲瓣扁大
,

中间是用铜线刻画出的莲蕾图

案
,

极富特色
。

双卵形双层莲座像有铜镀金和紫金两种 〔图五〕
。

E型 : 方形须弥台座像
。

这是扎什俐玛像的一个重要类型
,

造型高大
,

装饰繁复华丽
,

也是宫

中造像借鉴较多的一种式样
。

常见无量寿佛像
,

其胸前斜披圣带
,

戴项圈
、

臂训
、

手镯
,

佛冠处嵌满

松石 ; 头梳高髻
,

戴五叶金冠
,

头微下额
,

双 目低垂 ; 身后配有高大的葫芦形状背光
,

宽松的裙边

垂落方座中央〔图六〕
。

F型 :
“

工
”

字型底座像
。 “

工
”

字形底座束腰正面有垂帘
,

两侧刻双狮像
,

底座上承椭圆或圆形单

层或双层莲座
,

多配背光
。

以四臂成锁观音立像为例 〔图七〕 : 方圆脸
,

面部镀金浓厚
,

戴精致的

五叶小冠
,

左右手分别拿佛珠
、

金刚钩等法器 ; 身着织锦缎八宝图案法衣
。

这是一尊制作和装饰工

艺都十分考究的观音像
,

清宫专为此配双层亭式紫檀木完
,

完后题写文字 :
“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

十二 日
,

钦命阿旺班珠尔胡土克图认看
,

供奉大利益扎什俐玛四臂成锁观世音菩萨
。 ”

目前
,

故宫

镂空
“

工
”

字方形台座像较多见
,

通常在台座正面的底沿处题刻年款
,

并配各式背光
。

H型 : 双层厚垫式方座像
。

以祖师像为主
,

写实性强
,

有的配有镂空刻缠枝莲图案的背光
,

多

数无背光
,

象征坐禅修行的厚垫上一般有方格或花朵纹饰作点缀
。

17 一 18 世纪藏品具多〔图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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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扎什俐玛造像的艺术成就及对清宫造像的影响

扎什刑玛是故宫目前所藏像式多样
、

数量居多的西藏进贡佛像
。

虽然这类造像在工艺水平
、

古典神韵方面不能同早期尼泊尔风格造像

相比
,

但其整体造型大方
,

做工讲究
,

风格别致
,

在十七世纪后西藏

造像整体工艺水平下降的时期
,

扎什俐玛像仍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

平
,

成为整个清代最具影响力的造像代表之一
。

1
、

扎什俐玛自身风格的演进
,

促进了藏传佛教雕塑艺术最后一

个辉煌时期的到来
。

15 一 1 6世纪
,

是扎什俐玛风格的形成初期
,

也是扎什俐玛造像

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个时期
。

由于扎什伦布寺俐玛是在元明两代铸造佛

像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

同时又有境内外优秀的工匠加盟
,

使扎什

俐玛从制作之初就具备了很全面的铸造技术
。

这一阶段扎什伦布寺主

要以仿制尼泊尔
、

印度等地的作品为主
,

佛像工艺精细
,

神形兼备
,

使这一时期的扎什俐玛像带有明显的尼泊尔或印度造像的特点
。

如红

铜镀金释迎牟尼像 〔图九〕
,

佛像躯体造型准确
,

薄衣贴体
,

肌肉饱满

有力
,

莲座下承三足高台
,

体现出浓厚的印度帕拉风格造像的特征
。

但佛像的白毫
、

身体及高台上嵌绿松石与珊瑚的作法
,

则又显露出西

藏本土的特点
。

故宫至少有八尊15 一 1 6世纪的扎什俐玛像
,

风格各

异
,

技艺圆熟
,

生动自然
,

是西藏早期铜像中的精华之作
。

自1 7世

纪中叶起
,

黄教格鲁派的崛起带动了整个西藏宗教艺术的繁荣发展
,

西藏中部主要艺术中心的影响迅速扩展到东部和西部各派系中
,

甚至

远至古格和拉达克的一些地方
,

以及更为遥远的蒙古和内地
。

藏中地

区的扎什伦布寺是当时全藏区佛教造像艺术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
,

雕

塑
、

绘画技艺高超
,

流行地域广泛
,

直接影响到了宫廷和内蒙等地铜

佛造像的工艺及风格趋向
。

这时的扎什俐玛像本土化特征更加突出 :

脸形长方
、

清瘦
、

额部宽大
,

鼻子呈三角形 ; 背光厚重
、

底部刻十字柞

图案
。

最明显的是此一时期的扎什俐玛将西藏和内地造像的特点都融

人其中
,

像式变化丰富多样
,

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黄金时期
。

18 一

19 世纪
,

尤其在 19 世纪前后
,

扎什俐玛像趋向工艺简化
、

镀金偏绿黄
、

佛像身体比例不再精确合度
,

题材变化大
,

造像过于追求程式化而显

得呆板
。

完全没有早期造像那种生动
、

逼真
、

自然传神的艺术气韵
,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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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的工艺和过分简化的装饰手法
,

表明扎什伦布寺的造佛技艺

水平已经趋于衰退
。

扎什俐玛艺术风格的形成
、

发展
、

衰落的轨

迹
,

也是清代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历程的完整体现
。

15 一 17 世纪

也是藏传佛教艺术的成熟期
,

扎什俐玛在这一时期的繁荣
,

既

是元明时期优秀造像艺术的延续
,

又是清代雕塑艺术成就的突

出体现
。

2
、

扎什俐玛的独特含义及完备成熟的铸造工艺
,

使它成为西

藏向内地传播佛像艺术的重要载体
。

扎什伦布寺为班禅送礼和寺院供奉所需每年要制作大量的

扎什俐玛像
,

同时
,

拉萨的达赖喇嘛
、

济咙胡图克图
,

北京的章

嘉
,

青海的阿嘉
、

拉科
,

蒙古的扎雅班递达
,

甘肃的扎木杨等胡

土克图也分别进献了这类像
。

虽然这些像与西藏像略有差别
,

但

从总体特点来看
,

仍不出扎什伦布寺系统
。

究其原因 : 扎什俐玛

作为西藏俐玛造像中的著名佛像
,

在长期频繁的交流中从西藏流

传至甘青蒙等地区
,

这些地区又将其作为珍贵的礼物珍藏或进献

给皇宫 ; 另一种可能是各地的宗教首领在扎什伦布寺作坊定做的

佛像
,

主要为送礼所备
。 “

唐古特语扎什者
,

华言福寿也 ; 伦布

者
,

华言须弥山也
。

扎什伦布
,

言其福寿如须弥山之高大也
。 ’

尸

因
“

扎什伦布
”

四字在藏语和佛教教义中所代表的美好喻意及扎什

伦布寺俐玛极高的知名度
,

使它们成为各地喇嘛朝觑时首选的

珍贵礼物
,

尤其成为喇嘛们祝贺皇室成员寿辰时最为恰当的寿

礼
。

古往今来
,

追求世寿永恒
、

无限延长是每个帝王的意愿
。

清

宫每遇皇帝和皇太后的重要寿辰
,

都要举行一系列的祝寿活动
,

还要制作大量的与增福延寿相关的吉祥佛像—
无量寿佛

,

而京

城内外的王公大臣也纷纷敬佛像以祝长寿无疆
。

乾隆在 ((万寿山

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也明确表达了长寿的愿望
, “

圣寿本无量
,

更有无量加
。

无量复无边
,

万万千千岁
。 ’

户故佛教中喻意长寿圆

满的无量寿佛也是宫中制作最多和供奉最为频繁的佛尊
。

乾隆时

《 1 》
张羽新

: 《清政府与喇嘛教》页 4 65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1 9 8 8年
。

《 2 ,

前揭《清政府与喇嘛教》页 3 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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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档案中有关制作无量寿佛的条目比比皆是
` ’ ` ,

几乎贯穿整

个乾隆朝
,

可见无量寿佛铜像的制作一直伴随着乾隆一生
。

鉴于同样的认知
,

将两重吉样含义结合于一起的扎什俐玛无

量寿佛像则成为皇帝万寿节时各地呈送最多的佛像
,

那些宗

教首领
、

大臣们在皇帝寿辰之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进献这类佛

像
,

迎合皇室崇佛和追求长寿的心理需求
。

3
、

扎什俐玛像为清宫创新造像种类提供了最丰富多样

的标本
。

清宫造办处除仿做扎什俐玛用于供奉外
,

还将其作为创

新造像工艺的参照样本
,

紫金俐玛像就是很好的例证
。

紫

金俐玛被认为是西藏最贵重神圣的佛像种类
,

选用铜
、

银
、

赤

金
、

钢等多种贵重合金材料铸造
,

色泽黑紫
,

闪荧光
,

名贵

而又极富特色
。

乾隆四十五年 ( 1 7 8 0) 六世班禅带来的紫金

俐玛造像引起乾隆帝的极大兴趣
,

并在宫中造办处仿做气

故宫梵华楼内供奉有六世班禅进献的12 尊扎什俐玛像
,

之

外还有一尊宗喀巴紫金像
,

面长圆
,

温厚慈样
,

结枷跌坐
,

双腿遮于袍下
,

头顶上空处有十二位上乐金刚银像
。

背光由

繁茂的莲花枝叶组成
,

镶嵌各种珠宝
。

宗喀巴所坐狮子方

座正上方刻
“

大清乾隆年敬造
”

款
,

背光后面刻汉
、

满
、

蒙
、

藏四体铭文
,

汉文 :
“

乾隆四十六年岁在

辛丑冬十月吉 日
,

奉旨照西藏扎什伦布式成造紫金利益俐玛宗喀巴
,

永兴黄教
,

普证圆成
,

吉样

如意
。 ”

〔图十〕这尊像是造办处依照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来京时献呈的金宗喀巴像仿作而成
,

除所用材质不同外
,

紫金像省去了许多繁复的配饰
,

简洁精致
。

这也是清宫制作紫金俐玛像的开

端
,

因其一开始就以扎什刑玛为样式
,

所以清宫的紫金俐玛像从制作最初就打上了深深的扎什俐

玛像的特征
。

扎什俐玛的E类像式也被清宫大量模仿
。

如佛日楼内的一堂 17 尊像
,

共同点是佛像

身后为头光和身光相连的葫芦形火焰纹背光
,

方形中空须弥台座
,

从整体上突出了扎什俐玛比例

均称
、

鲜艳明亮等特征
,

但又不是完全的照抄
,

而是融入了很多清宫的艺术风格
,

如佛像脸型不

再拘泥于偏长方型
,

而是丰满的圆型
,

下 巴尖细
,

而且佛像面部表情刻画生动 ; 如佛母有的侧首

窃笑
,

有的低眉沉思
、

有的惊恐万状
,

有的愤怒无比〔图十一〕
,

如此生动的刻划手法体现了乾隆

《
妇 《造办处活计档》 :

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八 日交铜胎无全寿佛十九尊
,

传旨照样添做六十二尊成八十一尊 ; 乾隆十九年

二月十一日交铜镀金无量寿佛一百八十尊 ;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交铜无盈寿佛八十一尊 ; 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交无 t

寿佛五十六尊等等
。

`
2, 罗文华

: 《清宫紫金俐玛造像考述》
,

《故宫博物院院刊》2 0 04 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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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造像创新思 想
,

摆脱了清宫佛堂千佛一面完全程式

化的常规做法
,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
。

佛像衣纹纹饰

及背光刻划的汉地龙凤图案
、

圆型花瓣形嵌石耳环
、

扁宽的项

链等
,

这些或许都是多变的扎什俐玛样式带给乾隆皇帝佛像

铸造方面的灵感
。

扎什刑玛像中很具特点的A类无量寿佛像

式
,

也是铸造紫金俐玛时借鉴最多的
,

这些都是清宫廷模仿

西藏作品的重要实例飞

4
、

扎什俐玛从文化与历史的多层面
,

证明了西藏与祖国

内地血脉相联
,

各民族文化之间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
。

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越以往

各时期
,

尤其乾隆时期
,

汉藏关系进一步密切
,

内地与西藏

的交流畅通无阻
,

一批又一批的藏传佛教僧人到内地朝觑或

弘法
,

将具有鲜明藏民族宗教和文化特色的雕塑艺术带入内

地
,

促进各地宗教艺术达到全方位融合
,

故宫珍藏的扎什俐

玛像就是将这种交流延续下来的重要载体
。

六世班禅来京是

清代及 民族
、

边疆史中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

对稳定蒙藏地

区局势及维护祖国统一
,

反对分裂
,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等方

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故宫的扎什俐玛正是这一时刻给我们留下的永久性纪念
,

是汉藏满文化交

融相长的生动体现
。

从现存实物和档案资料来看
,

故宫现存的进贡佛像中几乎包括了西藏的各类俐

玛像
,

其中只有扎什俐玛每年每次都有呈进
,

从未间断
,

成为整个清代进贡佛像中的标志性作品
。

最初
,

扎什刑玛同其他刑玛一样
,

只被视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常规进贡物品
,

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
,

扎什俐玛所代表的永恒不变的吉祥含义
、

神圣的宗教内涵和与众不同的精湛工艺都为皇室所喜

爱
。

它不仅成为重大历史时刻不可或缺的贡品
,

更成为皇帝与各地宗教首领情感联络的纽带 ; 不仅

体现了政治
、

经济方面的关系
,

更反映出文化上
、

精神上的密切联系
。

更难能可贵的是
,

故宫的扎什

俐玛像大多数保留了黄条及铭文题记
,

即使是清宫的仿制作品多数也附有完好的题记
。

这些高僧喇

嘛的鉴定痕迹
,

可靠性强
,

可作为鉴别同类或相关佛像的参照物
,

尤其对目前极少有题记的西藏佛

像断代
、

分类等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

〔作者单位 :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责任编辑 : 杨丽丽 )

` 1 》

王家鹏
: 《藏传金铜佛像传统分类例证》

,

《故宫学刊》总第 1期
,

2 0 04 年 1月
。

清宫扎什俐玛造像的来源及像式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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