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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收录了有关佛教思想、寺院法器、佛寺文物、僧尼生活、佛教艺术等国
际研讨会的几十篇论文。
　　此书为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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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日本东大寺和中国法门寺最引人注意。
隋唐时期日本派遣的大量政府使节、留学生、僧人来中国，获得了许多物品，带回日本後许多归皇室
收藏。
8世纪中叶日本圣武天皇死，天平胜宝八年（756）後陆续归属东大寺。
几万件物品中有袈裟、书籍、乐器、武器、镜、屏风、花毡、药物和各类器具等，许多是来自隋唐的
物品。
法门寺是唐代重要的佛寺，皇帝常常亲自迎送供奉佛骨，每次活动皇室，寅族和信徒们都施舍大量财
物，最後珍藏在寺院之中。
塔基地宫保存器物几万件，包括金银、玻璃、织物，宝石、钱币、铜铁，漆木、石器、书籍等。
　　东大寺正仓院藏品人藏时有《天平胜宝8岁（756）六月二十一日献物账》等，法门寺也出土咸通
十五年（874）镌刻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账》碑，原始记录表明两寺拥有的
文物分别代表唐代前期和後期，物品种类十分丰富，展示出了唐代手工业发展的轨迹，由於物品多来
自皇室和贵族馈赠，属於当时生产制作的最高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献物账净。
《衣物账》详载了物品的奉献理由，物品的来源，物品的名称、数量、尺寸、质地、形状和特徵等。
其中所记的工艺技术名称、装饰方法，由於有寅物直接对照，可以搞清许多手工业产品特徵。
　　《献物账》记载东大寺正仓院各类器物六百多件，提到了如“银平脱合子，各纳棋子”、“银平
文琴”、“金铜铀装唐大刀”、“银装铀作大刀，银镂龙星形，银作山形葛形兽形平文”、“金铜装
唐大刀，金作山形葛形裁文，但鞘尾及约以金柒”、“铜金柒作大刀，银目但以金涂扼”、“金柒银
铜作大刀，金镂作日月星云形符。
等，这些诲涩难懂的工艺技术名词，参照实物可一目了然。
　　“平脱”和“平文。
是镶嵌工艺的一种，与漆结合，可出现在木、铜，瓷等各种材质的器物上。
凡称“平脱”和“平文”者，一般不离开金或银，是将金银捶打成很薄的金银箔片，修剪成各种需要
的花纹图形，用漆粘合在器物上，打磨光滑，露出金银箔的图案，有时再錾刻纹样。
《安禄山事迹》载玄宗赐禄山的器物中的大量平脱物品广由於有东大寺正仓院的实物存在便可以理解
其样式了。
金银平脱需要的金银很少，成品又与金银器相似，艺术效果更为豪华，是当时极为珍贵的工艺品。
　　“金铜”为铜鎏金，“金柒”与鎏金工艺相同，施用的范围更广。
鎏金在战国西汉时期已经十分成熟，大量运用在铜器上，汉代称为涂金、黄涂。
汉代以後“涂金”继续流行，而且不光是指金属器物，建筑上用金粉涂抹装饰也包括其中。
‘这种技术的具体工艺过程的记录，出现在明代《物理小识》中：“镀金法，以汞合金涂银器上，成
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即黄”。
是将纯金和汞按一定比例混合合成金汞，涂抹在器物上，然後在火上烘烤，汞遇热蒸发，金留存於器
表。
鎏金工艺在唐代也叫“金涂”，或称“镀金”、“金镀”。
法门寺《衣物账》记载了“金涂锁子”、“银金涂锻花菩萨”等金银器物的名称，出土事物表明即为
鎏金银器（图6．2）。
《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赐安禄山“金镀银盖碗。
，“金镀银盒子”等也应如此。
唐代鎏金银器工艺上的最大特点是金层极薄，而且紧密，看不出是刻意装饰。
通体鎏金看上去和金器相同。
至於局部鎏金，即只在花纹部分鎏金的产品，艺术效果黄、白对照鲜明，叫做“金花银器”。
《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太和二年。
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造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充挺银及绫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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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事迹》载玄宗赐安禄山“金花大银盆二”，法门寺《衣物账》中称为“银金花合”、“银金
花盆”等，有实物对照。
　　荀子《劝学篇》中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的名句，锲缕是用刀雕刻。
“金镂。
是指在金器上錾刻，唐代又常称。
锻。
，缕连用，贺知章《笞朝土》诗有“镂银盘盛蛤蜊”之句。
法门寺出土的四天王纹方形银盒，六臂观音纹方形金盒，在《衣物账》中分别叫作“银金花趿作函”
和“真金锻花函”（图6.3）。
　　工艺技术名称和特点之外，一些器物自身的名称也可通过两寺的文物搞清。
通常情况下，考古学器物的定名采用以现代器物类比和参照文献记载来进行，许多并非准确，寺院出
土文物有时使之豁然明朗。
器物的准确定名直接涉及的是器物的用途，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时尚，甚至礼仪制度。
　　《旧唐謇，李大亮传》载，因他政绩突出受到皇帝的赏赐：“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干镒之重，是
朕自用之物”。
《通鉴释文辨误》卷五：“唐太宗赐李大亮胡瓶。
瓶，盖洒器也，非汲水器也。
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亦曰胡瓶，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
”虽然进行了考证，却没说清楚胡瓶究竟是什么样式。
唐代文献提到胡瓶甚多，人们把考古发现的陶俑塑像中胡人手中所执的瓶或骆驼上悬挂这种带把、有
流苏的瓶与之对应，但毕竟不是最直接的证明。
东大寺《献物账》有“漆胡瓶一口”，舆收藏的一件银平脱漆瓶相吻合，明确了“胡瓶。
的形状及其定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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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宿 白　　北京大學考古系　　2001年6月，由美國西北大學美術史系與中國北京大學中國
古代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唐宋的佛教與社會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學術研討會，在風景如畫的北
京大學隆重召開。
這次國際性的學術交流，以其醒目的主題、深入的研討和出色的組織工作，在國内外學界引起不小的
反響。
現在蒼萃這次會議精要的論文彙編，即將由上海書畫出版社（朵雲軒）付梓面世，謹為祝忱！
　　這次研討會之所以成功，首先是選題中鵠，貼近熱點。
眾所周知，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宋代是佛教中國化或中國化佛教的形成時期．剖析西
元7世紀至lO世紀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因素與佛教之間的關係，對佛教以及中國歷史等研究領域具有重
大意義。
唐宋時期的中國佛教，曾以何等光輝的面貌，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華彩樂章。
唐代佛教創宗立說，遠播海外；宋代的融會貫通，刊印大藏，自不待言，唐宋佛教對中國政治、文化
、宗教、意識形態等一切領域的深遠影響，更是不遑多論。
　　在唐宋佛教與社會這一廣泛的背景下，會議切入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這一中心展開論證，深得個
中三昧。
因為，寺院經濟是佛教生存、發展的基石，而世俗供養與功德則是佛教昌盛的源泉。
世俗對佛教的支援成為傳播佛教思想和形式的主要因素。
學者們把西元7至10世紀看作中華文明受到印度佛教影響而產生了彪炳千秋的一種文化模式的時期，蓋
因於此。
　　佛教是具有廣泛認知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探討唐宋佛教與社會這一主題，也需要國際性的交流與合作。
我們欣喜地看到，參與研討的各國學者，在其不同的歷史和文化的框架下，在很大程度上對這一課題
達成了共識。
文化無國界，人類文明由共同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們共同締造，此次研討會和這本論文集是一個很好的
證明。
　　中國正在大跨步地走向世界，多元化的世界更加需要中國。
此次研討會的成功舉辦和論文集的成功出版，是多學科綜合交叉研究的結果。
從物質文明到精神世界，從經典理論到具體實踐，從考古研究到文獻考據，多層面，多學科、多方位
地顯示了綜合研究的必要和必需，儘管還衹是走出了頭幾步。
　　紙短話長，拉雜寫了這些，是為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物质文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