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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浮服塔形浅议
口 张 华

北魏时期以
“

佛塔
”

形象作为佛教艺术的造像题

材
,

并成为重要特征之一
。

云冈石窟中的佛塔造型丰

富多彩
,

不仅雕有高大的中心塔柱
,

而且镌刻有众多

的浮雕塔
。

经调查现存有 120 余座
,

大多位于洞窟窟

门和佛完两侧的壁面之上
,

不仅显现出当时的造塔

信仰
,

而且简洁凝重
,

极富装饰韵味
,

折射出北魏佛

塔的建造特征
。

一
、

云冈石窟浮雕塔形的表现形制

塔是云冈石窟中晚期造像题材 中的重要内容
。

其多雕于壁面佛盒两侧
,

或是起装饰补白作用
。

从其

形制来看
,

主要分为三种
: 即屋檐楼阁塔

、

层柱塔和

覆钵塔
。

1
.

屋檐楼阁塔
: 即以中国传统的重楼屋檐结合

印度
、

中亚所传人的塔形构成的建筑
。

楼阁式塔最早

在公元 2 世纪末至 3世纪初就已出现
。

《三国志
,

刘

传》 载 : “

竿融者
· ·

…乃大起浮图祠
,

以铜为人
,

黄

金涂身
,

衣以锦采
,

垂铜盘九重
,

下为重楼阁道
,

可

容三千余人
”
ll]

。

记载中即很显明地是说明运用木结

构的重楼作为建筑主体
,

这可称得上是中国楼阁式

塔的萌芽
。

据 《魏书
·

释老志 》 记载
: 北魏皇兴元年

( 4 67 )平城的永宁寺塔
“

基架博敞
,

为天下第一
” ,

其

形制为高三百余尺的七级塔
。

皇兴年间 ( 4 67 一 4 71)

的天宫寺塔
“

镇固巧密
,

为京华壮观叫
。

其形制为高

十丈的三级塔
。

北魏迁都洛阳后
,

孝明帝熙平元年

( 5 16 ) 的永宁寺塔
,

据 《洛阳伽蓝记》 载
“

中有九层

浮图一所
,

架木为之
,

举高九十丈
。

有刹复高十丈
,

合去地一千尺… …
”

3[]
。

此塔为方形木结构楼阁式塔
,

平城永宁寺塔的七级重层也亦为木结构楼阁式塔
,

虽遗迹无存
,

但这些文献仍是我们研究北朝佛塔式

样宝贵的参考资料
。

现从北魏石窟中可直接看到的

式样-

握
檐楼阁塔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塔建筑

。

云冈石窟所见的石雕浮雕楼阁式塔中
,

多数表

现在窟内
,

仅少数镌刻在窟外壁窟完之上 (一般出现

在晚期窟 )
,

龙门石窟多出现于外壁
,

保存较好的是

莲花洞外壁和药方洞北壁上
。

云冈壁面上的浮雕塔

形
,

其基本的形制特征
,

见不到印度桑奇
、

巴尔胡特

大塔的形式
,

已变为中国式的佛塔
,

即塔基
、

塔身 (中

国仿木楼阁式 ) 和塔刹 (印度
、

中亚的基本元素构

件 4[] ) 融合构成
。

云冈石窟的中
、

晚期均可见到
,

出

现于第一
、

二窟的东壁
、

第五窟南壁明窗东西侧
、

第

六窟周壁及第十一窟南壁
、

西壁
、

第十四窟西壁等

等
。

第一
、

二窟东壁 屋檐楼阁塔在云冈最早出现于

此两窟的东壁
。

第一窟东壁四佛完之间浮雕有三座

楼阁塔形
,

现仅存中部和南部的上层部分和塔刹
。

塔

刹均为三刹
,

有
“

相轮
”

和
“

宝珠
” ,

但中部的塔刹

出现
“

承花
”
; 第二窟东壁四完之间浮雕三座五层楼

阁塔
,

每层均为一佛皇
,

逐层减窄减低
,

每层的两柱

头直承屋檐
,

无斗拱铺作
,

屋檐翼角悬挂
“

流苏
” 。

塔

刹为单刹
,

但与第一窟东壁的不同
,

其塔的基本构件
“

覆钵
” 、

“

基坛 (刹座 )
” 、 “

刹柱 (伞竿 )
”

、
“

相轮 (伞

盖 )
”

和
“

承花
”

等都集中在刹顶上
,

并在刹柱上出

现了飘扬的
“

蟠
” 。

第五窟南壁明窗东西侧
: 五层屋檐楼阁塔采用

高浮雕镌刻
,

塔形的特征更为清晰
。

此两塔均驮于大

象之上
,

塔基为须弥座
,

塔身 自下往上逐层减窄减
,

塔身佛完是尖拱完
,

为二完或三完
,

瓦葺形的屋
。

塔刹为高耸的单刹
,

基坛为须弥座
,

刹柱用七层

低顶

相轮来表现
,

刹顶装饰有宝珠
。



第六窟周壁 窟内东壁
、

南壁和西壁佛盒间配置

浮雕有十座五层屋檐楼阁塔
,

这些塔形雕饰华丽
,

建

筑技艺精湛
,

在此窟表现出很高的水平
。

塔基均为须

弥座
,

塔身每层屋檐翼角都悬挂有
“

流苏
” ,

塔身佛

皇为尖拱完和盈形完
。

塔刹为三刹
,

刹座为须弥座
,

刹部有承花
、

覆钵
、

相轮和宝珠
。

第十一窟
:
为云冈石窟中雕刻浮雕塔形最多的

一个洞窟
,

可以称为
“

塔窟
” 。

但各壁面浮雕的塔形

不规整
,

佛完与塔的配置无秩序
。

西壁中层西南角的七层楼阁塔
,

塔基为须弥座
,

塔身的面阔和高度递减
,

塔身佛完除三层为二完外
,

其余每层均为一完
。

第二层至第七层屋檐翼角悬挂
“

流苏
”

(第一层未雕饰 )
,

屋檐正脊两端均雕饰有鸥

尾
,

檐下无斗拱铺作
,

但檐下的仿长而厚
,

并每层翼

角处都有斜搭的椽子
。

塔刹为单刹
,

刹柱高大
。

南壁明窗东侧的三层楼阁塔
: 塔基为素方台基

,

塔身每层的佛完各不相同
,

第一层为尖拱盒
,

第二层

为孟形盒
,

第三层为尖拱完
。

每层的檐下雕有斗拱

铺作
,

瓦葺形屋顶
。

塔刹为单刹
,

覆钵上刻有化生像
,

承花的雕刻与第十二窟前室门拱两侧的式样相同
,

刹柱上饰有蟠
。

第三十九窟门拱东侧 雕有三层屋檐楼阁塔
,

塔

基为高大的素方台座
,

塔身的每层比例不均衡
,

第三

层接近方形
,

屋檐下雕有人字拱
,

正脊两端为鸥尾
。

塔刹为单刹
,

刹座为须弥座
,

简单的覆钵上承托几重

相轮和宝珠
。

2
.

层柱塔 它是由几层长方形直檐状 (或板状 )

所构成的层柱式的塔形
。

每层的直檐是长方形
,

不是

瓦葺形
,

故在表现建筑的概念上
,

也可认为其是
“

柱
”

的说法
。

梁思成认为其上无相轮
,

疑为浮雕柱的一

种 5[]
,

但云冈石窟出现的这种建筑造型
,

因其特征与

在石窟壁面上所起的作用
,

与其塔制的建筑表现上

仍有共通之处
,

所以依照其构造
,

姑且仍可以为浮雕

塔形的一种
。

云冈石窟层柱塔
,

首先表现在中期洞窟

的第七
、

八窟后室东
、

西壁面
,

其次在第一
、

二窟西

壁以至第九
、

十窟前室
。

第七窟西壁
:
第四层两完之间配置浮雕有三座

四层层柱式塔形
,

每层内为二佛并坐
,

柱顶饰一承

花
,

下部为一力士承托
,

别具趣味
。

3
.

覆钵塔
:
为表现印度中亚的原始造型

。

最早

的造塔起源于印度
,

关于早期覆钵塔的形制
,

在小乘

律典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卷十八 ) 记载
“

应可用砖两重作基
,

次安塔身
,

上安覆钵
,

随意高

下
。

上置平头
,

高一二尺
,

方二三尺
,

准量大小
。

中

竖轮竿
,

次著相轮
,

其相轮重数
,

或一
、

二
、

三
、

四
,

及其十三
,

次安宝瓶
。 ”

现存最早的造塔遗址
,

例如

桑奇地区一号塔
,

原型也是覆钵式
,

以此推测早期的

造塔形制均为覆盖半球体状的覆钵塔形
。

它是由基

坛
、

覆钵
、

刹柱和相轮组成的实心建筑物
,

这是早期

塔制的特征和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

后来传人 中国

后
,

这些构成要素就安置在塔顶上
,

这种高耸的标

志
,

称为
“

刹
” ,

既有宗教意义
,

又对塔起了装饰作

用
。

另外
,

在吐鲁番
、

敦煌
、

酒泉发现的北凉石塔
,

对我们认识早期塔形的特征
,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

考旁证 16 ]
。

云冈石窟浮雕覆钵塔的形制并不多见
,

出现在

云冈晚期雕刻中
,

第十一窟西壁
、

第十三窟东壁和第

十四窟西壁等
,

所表现的式样和形制与原印度式覆

钵塔不同
,

实为单层塔的表现
。

第十一窟西壁 塔基为须弥座
,

塔身为二佛并坐

完
,

塔刹为三刹
,

承花之中的覆钵硕大
,

整个塔刹高

耸
,

刹柱上的装饰为重叠的相轮
。

第十三窟东壁
:
塔身佛完为圆拱完

,

无塔基
,

塔

刹为单刹
,

承花之中雕有化生像
,

刹杆上未雕相轮
。

第十四窟西壁
: 素方塔基

,

塔身佛盒为尖拱完
,

内为一坐佛
,

塔刹为三刹
。

刹顶的刹柱和相轮比例稍

小
,

承花之中的覆钵较大
。

比较有特色的是在覆钵体

上方的基坛上又出现了承花的装饰
。

十窟前室
:
第九窟西

、

北壁和第十窟东
、

西壁和北壁明窗两侧屋形皇内均浮雕有四层
、

五层
“

柱
”

的效果
,

洞开三间
。

层柱塔每层

也均 自下而上逐层递减
,

下部有的用一力士承托
。

二
、

云冈浮雕塔形的基本特征

1
.

云冈浮雕塔形
,

其基本造型的建筑特征
,

表

现了实际的造塔式样
,

即为四面塔制
。

在北魏塔的形

制中
,

可知方形的四面塔是主要的造塔规格
,

例如北

魏天安元年 ( 4 6 6 ) 曹天度造千佛方塔 7[] 和太和二十

年 ( 4 96 ) 曹天护造塔 8[] 和山西羊头山北魏造像塔 9[] 以

及云冈石窟第一
、

二
、

六和三十九窟等的中心塔柱
,

均为方形四面的形制
。

因此从这些塔的形制
,

约略可

以看出北魏造塔平面多限于方形一种
,

是当时塔的

普遍形式
。

印度岌多时期的覆钵塔台基为方形结构
,

如古

雅拉特的德夫尼莫里
,

这座塔建于 4世纪末
,

台基为

方形
,

台基上有小方台
,

再向上是覆钵三 辛德附近

2 0 0 J 4



的米尔普哈斯
,

建于五六世纪
,

台基也为方形
。

方形

台基是岌多时期塔的普遍形制
,

是仿键陀罗覆钵塔

建造的
。

键陀罗的塔
,

台基大多方形
,

台基之上是圆

柱形塔身
,

塔身之上为覆钵丘
,

迎腻色迎大塔以及罗

里延唐盖出土的供养塔
,

台基均为四方形 l0I[
。

所以云

冈也可推断是仿键陀罗覆钵塔方形台基雕刻的
。

2
.

塔的层数
,

佛教以奇数为上
,

因而云冈浮雕

塔的层数也以奇数为多
。

云冈多见 3层
、

5层和 7层
,

第七窟西壁
、

第九窟西壁和第十窟东西壁的层柱塔

为 4 层 (偶数 ); 仅有的覆钵塔为 1层 (第十四窟西

壁等 )
,

也可称为单层塔
。

不过云冈以 7层塔居多
,

人

们常称塔为
“

七级浮屠
” ,

可见 7层的塔更为常见
。

据

史料记载
,

当时平城的寺塔最高的是永宁寺七级浮

图
。

《魏书
·

释老志》 载
: “

永宁寺七级浮图
,

高三百

余尺
,

基架博敞
,

为天下第一
。 ”

可以认为
,

云冈第

五窟的五级浮雕塔
、

第十一窟的七级浮雕塔 以及其

他洞窟的 3层塔均是写实的
。

3
.

浮雕塔形的各层面阔和高度
,

向上逐层递减
,

与云冈中心塔柱一样
,

也与实物塔制一致
。

如北魏的

曹天度千佛石塔
,

该塔建于一个石雕台基上
,

共分 9

层
,

塔身自下往上逐层减低
。

云冈石窟浮雕塔的式样

和北魏时期的实物塔具有相似之处
,

也与后代一致
,

这对唐以后的造塔形制的发展
,

起了一定的影响
。

4
.

浮雕塔刹的装饰表现
:

(1 ) 云冈塔刹的
“

覆钵
”

为纯粹的装饰性
。

表现

在洞窟壁面上
,

也是当时造塔式样的重要组成部分
,

覆钵塔的形制中覆钵体积 比例较大
,

与原始造塔的

式样有相似之处
,

在 印度桑奇覆钵塔主要有三个
,

“

覆钵
”

体在塔制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
。

表现在中期

洞窟屋檐楼阁塔的
“

覆钵
”

体积的比例就相对减小
,

突出表现了刹柱的高度和相轮的级数
,

覆钵体反而

显得不重要了
,

甚至在第五窟南壁塔形中覆钵没有

表现出来
。

(z) 云冈塔刹的基坛 (覆钵体下方之台座统称为

基坛 )
,

形制几乎为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须弥座
,

也

就是 5层叠涩结构
,

这在云冈浮雕塔中很盛行
,

有的

连总高度也超过覆钵体
,

这就使浮雕塔形的塔刹变

得更为高大
。

早期印度桑奇和巴尔呼特出现的覆钵

塔形基坛只为 1层
,

高度也不高于覆钵体
。

(3) 云冈刹柱和相轮 刹柱一般是直接插在覆钵

体上
,

也有的直接插在基坛上
,

如第二窟西壁层柱

塔
。

关于刹柱出现在塔刹上的数目
,

云冈为单刹 (一

根刹柱 ) 和三刹 (三根刹柱 ) 的装饰表现
。

相轮是佛

教语言
,

又称九轮
、

金刹等
,

是耸立在塔顶的表相
,

我国早期常把相轮称为承露盘 l[ `】。云冈塔形中刹柱和

相轮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
: 一是刹柱的粗细几乎

上下一致
,

相轮的宽度 比刹柱大得多
,

并层叠在下

部
,

如第五窟南壁; 二是刹柱柱宽变细长
,

相轮的宽

度也相对缩小
,

如第六窟周壁塔 三是刹柱为下宽上

窄
,

相轮随刹柱的宽度 由下往上递减
,

宽度和刹柱宽

几乎相等
,

如第十一窟南壁上层东部
。

#() 云冈刹柱顶端的
“

宝珠
” : 又名

“

摩尼宝珠
”

和
“

如意宝珠
” ,

此珠好似聚宝盆
。

宝珠常在塔刹之

顶
,

一般为 l 个
,

变式的有 3 个至 9个
,

大小不等
。

云冈为 1个
,

只是宝珠的形状略有不同
,

如第五窟南

壁东塔的宝珠是略带尖端的椭圆形状 ; 第六窟周壁

的为尖橄榄的长椭圆形状等
。

(5 )
“

承花
”

又名
“

受花
”

或
“

山花焦叶
” , “

山花

焦叶是佛教的一种装饰
,

在 印缅一带佛教建筑佛完

上常见此物… …
”

1[ 2]
。

云冈石窟所见的层柱塔上部的

承花面积很大 ; 但承花与覆钵体结合雕刻时
,

承花的

面积逐渐减小 ; 表现在覆钵塔形时
,

承花的面积更为

微小
。

尤为具有特色的是云冈第十一窟南壁东侧和

第十二窟前室北壁拱门柱出现的一种特异的承花式

样
,

其造型类似阶梯状的式样
,

此型在敦煌莫高窟第

25 4 窟和第 2 57 窟等壁画中也可窥见
。

(6)
“

蟠
”

本不是佛教所专用
,

早在佛教传人以前

就已经有了此种装饰物
,

一般称之为信蟠
、

蟠帜或灵

旗
,

相当于旗帜的作用
。

在佛塔上悬挂蟠是作为供具

以求佛佑
。

云冈第二窟东壁
、

第十一窟西壁和南壁上

层东部楼阁塔刹柱之上等处均有蟠
,

表现的不是很

多
,

但其造型却不雷同
。

(7 )
“

化生像
”

雕刻在云冈浮雕塔刹部
,

出现在

面积广大的承花之 中
,

是层柱塔最突出的装饰表现
,

如第七
、

八窟等 其次表现在屋檐楼阁塔和覆钵塔塔

刹上
,

但化生像很小
,

没有层柱塔中显要
。

化生像表

现在云冈浮雕塔形中
,

这在云冈中晚期洞窟中相当

盛行
,

而迁洛后雕凿的龙门石窟则表现不多
,

由此可

见云冈石窟造塔的特色
。

云冈石窟浮雕塔形
,

真实地反映了北魏佛塔的

式样
,

可以作为平城地区造塔复原的直接史料
,

也可

作为中国建筑史上珍贵的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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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米尔普哈斯
,

建于五六世纪
,

台基也为方形
。

方形

台基是岌多时期塔的普遍形制
,

是仿键陀罗覆钵塔

建造的
。

键陀罗的塔
,

台基大多方形
,

台基之上是圆

柱形塔身
,

塔身之上为覆钵丘
,

迎腻色迎大塔以及罗

里延唐盖出土的供养塔
,

台基均为四方形 l0I[
。

所以云

冈也可推断是仿键陀罗覆钵塔方形台基雕刻的
。

2
.

塔的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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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云冈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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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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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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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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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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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魏书
·

释老志》 载
: “

永宁寺七级浮图
,

高三百

余尺
,

基架博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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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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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冈第

五窟的五级浮雕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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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洞窟的 3层塔均是写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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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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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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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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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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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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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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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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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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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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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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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第五窟南壁塔形中覆钵没有

表现出来
。

(z) 云冈塔刹的基坛 (覆钵体下方之台座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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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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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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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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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有了此种装饰物
,

一般称之为信蟠
、

蟠帜或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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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旗帜的作用
。

在佛塔上悬挂蟠是作为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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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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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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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东部楼阁塔刹柱之上等处均有蟠
,

表现的不是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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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造型却不雷同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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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刻在云冈浮雕塔刹部
,

出现在

面积广大的承花之 中
,

是层柱塔最突出的装饰表现
,

如第七
、

八窟等 其次表现在屋檐楼阁塔和覆钵塔塔

刹上
,

但化生像很小
,

没有层柱塔中显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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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云冈中晚期洞窟中相当

盛行
,

而迁洛后雕凿的龙门石窟则表现不多
,

由此可

见云冈石窟造塔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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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地反映了北魏佛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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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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