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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作à
。

这些作品又分明显示出们它分别来自不同外域
,

如东度印波罗
、

斯瓦特
、

克什米尔等同时代国家
,

这些外域地造像佛教艺术都是佛由造像源发地健陀罗腊及马吐造像艺术演变而来
,

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统传艺遗术风的时同各具面貌特征
。

于地理由位置上的接近
,

在展 发过程中又相互影响
,

此因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

如立姿文殊菩萨ǎ图一à
,

通高十五厘米
,

制作年代在八至九世纪
,

纯为正早期克什米风格尔造像
。

此像头部硕大
,

戴上高耸三叶宝冠
,

面部长眼弯眉
、

鼻翼宽厚
、

唇小丰实
、

大 耳饰环
、

耳垂际下数条发辫
;上身赤裸
,

饰有联珠项链及圣带
,

两手臂圆润舒展
,

饰佩臂 有)llt
、

手镯
,

披肩飘帛垂饰于身两侧
。

左手执于腰部持一曲茎长莲
,

右手持剑高举过头
,

下身着长短裙
,

裙面刻阴有双平行衣饰纹理
,

赤足而立
。

整体浑圆古拙
、

朴素大方
。

胎体一次铸就
,

实心无接缝
,

铜质极佳
,

色泽发红
,

莹润光亮
,

细察放彩虹光芒
,

为米克什尔八至九世纪前后金合制作精品
,

随后佛教文化交流传至藏西地区
,

成为当地膜拜圣物及藏西本土早期造像粉本
,

伴随古格佛教发展始终
。

至公元十纪世中叶古格建之国初
,

随着国



内佛教发展迅猛
,

从域零散外传入的佛造像不已能满足于古格开始兴建的大小寺佛
,

加之藏西产黄铜
、

黄金
,

于是兴起古格造像业
。

古文献曾记载
,

时宗当领教袖意希沃和仁钦桑布曾多次迎请域艺外僧来格古授教艺 技
,

仅仁钦桑布在一次从米克什学尔

成归国时就带回三十二位克什米籍尔艺术家
,

格早使期佛教古艺术深受克什米影尔响
。

今天里地阿区扎县达内 境的鲁巴村即当年古格重要造像基地
,

时古当格佛教复兴大钦仁师桑布生即出在这里
。

意大利学者杜齐教授在ī西藏考古í中发表了鲁巴一村寺

庙里一尊造像图片
,

并认是十定那二世纪ō出自一度居住那在里一位的工匠之手ó的作品
。

制作于十一世纪菩姿殊文 立萨ǎ图二à
,

通高十六厘米
,

此赤像足立于方洁简形覆莲座上
,

发髻高耸并以阴线刻画纹理发髻出
!

头冠简洁
,

束增带冠的在上方两耳束呈三角扇形
,

两随颈垂绍辫发肩
,

面目安详
,

上身裸
,

佩饰以项联珠链及缨络
,

珠联圣带自左贴肩斜身佩至右珠腰联后与 腰带相连
。

联佩珠两臂臂)llt及手镯
,

手持左莲
,

手右握一短式宝头剑举至侧
。

下身过着膝短裙
,

裙式简洁反膝在下翻一道出ōUó字衣形纹
,

面裙上敲梅花小点
。

整体造型给以人且略稚拙显板刻
!

是格早期古本地工匠模域仿造外像时期作品
,

呈现出不尽成技时制熟段作艺特征
。

此像中使用联珠纹面及裙敲击出梅花小点等完全做法来自东印度像 和克什米造尔中饰式手段
,

较为典型古格造 最早期像作品
,

露初 造也此时藏西风格像从期端倪
。

藏西风格造像在其早期相当短的



图七 释逝牟尼立像 古格皮央遗址出土 图六 莲花手观音 古格皮央遗址出土

陀世纪 西藏阿里文物局藏 2] 世纪 西藏阿里文物局藏

时段顺应时佛当教高发展 度热潮
,

使初期模的仿阶段快很进入吸收消化时期
。

这一时期一有重要背景就是古格已然步人密教金刚乘盛行期
,

教义主张语密
、

身密
、

意密
,

三相密应
,

即身是佛
,

所以造佛像修在法意中义极其重要
,

古格造像业在此景下背繁盛并在籍外艺家术的协作下
,

造像工迅猛艺提高
,

在保持域外造像遗时融风的同人了本土审美观
,

藏西风格造像峰发高展应时而生
。

近年土于古出格皮

央遗址杜康殿的释迎坐像ǎ图三
、

图四à
,

收藏于里文阿物部门
,

为十二世纪藏西作品
。

造像躯体四肢结实
,

颇有



肌感肉
,

面部圆鼓
、

双目低垂
、

神态典雅
,

肉髻呈球半状
,

经打磨理处
。

身着袒右肩架装
,

衣纹呈波谷状
,

左肩领口饰以写实花边
。

须弥座都为束腰台座
,

图须弥三的座上加垫来自克什米尔造像做法
。

图四中莲座与弥须

座结合形式为东早期度印形之式一
,

座台正面作高浮雕士力像和坐狮
,

显出古朴意味
。

整体似极公元八至九世纪的克什米尔及中亚于田释迎造像
,

说一以 可脉相承
,

后又影响及其他藏区
。

传生坐佛世品宝像象造牙雕像

ǎ图五à
,

通高十四厘米
,

十世为二纪作品
,

造颇受像尼尔泊影响
。

主尊体型偏瘦
,

五官巧面小微带笑
,

头戴三叶宝冠
,

蹭两侧宝飘飞
,

耳饰环大
,

裸挂饰身项链以络缨
,

两臂佩训
、

镯
,

腰部宝带自至然搭右腿小部
。

跌枷呈

仰坐覆于腰莲束座
,

大硕 莲瓣并卷雕以草纹装饰
。

莲座下为一半圆形束腰台

图八 不空成就佛 高2 9厘米 15 世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座
,

形造随雕八正面尊坐佛
,

手印各异
。

主尊身站一各侧 两菩萨
,

面主向尊呈微笑状
,

身姿婀娜呈三折式枝
,

肩宽腰细
,

臀部肥硕
,

赤足立于高台
。

主尊头光两侧
,

另十尊有各式坐姿菩萨小像
,

身型各异
,

满富态动
,

手印各不相同
。

主尊头光上站立方一叉腰迎陵频伽像
,

两侧又各有一龙身像飞天女
,

都佩冠饰环耳
,

侧身飞起身优姿美
,

双乳圆实具明显女性特征
。

整体隙间又



以卷草纹样雕饰其中
,

给人以繁复肌理感
,

营造出浓厚宗教气氛
。

此件作品技艺高超
,

且虽年久而保存完好
,

难成为得的藏西风格造像精品
,

在同类雕制品中几难再见
,

尤显珍贵
。

这个时期造像特征使藏西风格愈

加明显
,

要主表现为身型舒展
、

比例合理匀称
、

面部及手脚富于写实
。

衣

图九 不动佛 高24 厘米 巧世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纹
、

饰物精美玲珑显昭华贵
。

铜质多为藏西当地产黄铜
,

质地细腻莹润
。

胎体较薄
,

多为一次铸就
,

一般不馏金
。

其镶嵌工艺美轮美奥
,

常常以银 白嵌白毫
、

眼珠
,

红铜嵌嘴唇
、

珠链衣及带
,

嵌缝往往不露痕迹
,

故得以ō格古银眼ó名美闻之于世
。

如里阿
文物单位所藏两另尊型质较大造像ǎ图

六
、

七图à
。

图六花为莲手观音立像
,

制于十作二纪世
,

极富写风实格
。

面部表情祥和
,

为土族女性相貌
。

白毫
、

眼珠嵌银
,

冠帽繁复雕饰细致人微
,

镂空交织呈网状
。

裸身健美大方
,

丝带巾身斜系
,

腹小部凸显四小块肌肉
。

腰细带系
,

下垂透薄短裙
,

裙纹自然写实
,

长腿健硕
,

艺术家对佛界神像完美表达如斯让叹服人
。

七图为十二世纪释迎立像
,

同为藏西土族模样
,

头饰螺发
,

眼嵌白银
,

炯炯有神
。

长鼻挺直
,

嘴唇丰实紧闭
。

身着披风般通肩架装
,

似逆风而立
,

架装贴紧躯体
,

体型显露无遗
,

在上身现呈三道ōuó形衣纹
。

架装下部衣边下摆呈
叠加状

,

左手执架装衣角
,

右手结施无畏印
,

掌心呈外凸状
,

整体显得神采飞扬
,

内透量力美
。

藏造西像艺术高峰维持百二了余

年
,

为后世下留诸多传世作品
。

之后的古格佛教一发展度停顿
,

原因不详
,

文献极记少载
,

其造像业随之入低陷谷状态
。

直到公元十四世纪以后发 佛教展重新复苏
,

格古造业再像度崛



起
,

但其造像艺术开始缓慢走陈向式
,

并明显趋近藏中风格
。

但在制作工艺上保仍持传统藏西风格特点
。

整体而言
,

这段时期藏西的作品仍不透断露出其早高峰期时的风范
,

如身型修长
,

相貌典雅
,

裸身饰物
,

肩搭飘帛
,

头
、

身光的多种组合等
,

只是形象开始显出板直
、

矫饰
、

注重外在华美
,

失渐自然
。

风格特征以维持已有的自特身点藏与中地风区格相融合
,

同时不时透露出已然受中原汉地造像影响ǎ八图
、

九图
、

图十à
。

这个时期作

品遗留数量较多
,

并且在工艺上制作保持极高水准
,

也反映出当时佛教再度复兴给带晚期造像业持的续热潮
,

这股热潮直至延续到公一六元二三年那场导致古格灭亡战的争
,

藏西造像业此退从出了历史舞台
。

当年的古格造像基地鲁巴村今如只是一个只数有户人村小家的
,

至今还地人当对那段造像历念念史忘不
。

造藏西像如同史其佛教发展颇史

具传奇
,

她们共承同载着历赋予史承传的
、

演变
、

发展又命 被传承的使
,

如同中途接棒力不可缺少
。

边早期收域吸周外 从教佛国如什克米尔
、

东度等印地造像艺术
,

将其消演化其赋变新的本土面目
,

到独特风范气度
,

已然卓然不朽
,

且并未因其跌发展宕中断而中断
,

相反当年的遗留物如分散今世界各地公馆藏 私
,

却仍显示鲜明身份
。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
,

藏西佛教雕像更具有延展性作用
,

藏西使风格艺术不持魅力 朽续延伸
。

ǎ编责徐鼎一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