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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論

訶
利
訶
羅
與
佛
陀
共
舞
：
貝
葉
經
的
人
文
風
景

相
傳
在
兩
千
兩
百
多
年
以
前
，
阿
羅
漢
摩
哂

陀
︵M

ahinda

︶
一
行
七
人
，
從
孔
雀
王
朝
首
都

華
氏
城
︵
今
印
度
比
哈
爾
省B

ihar

巴
特
那Patna

︶

往
南
跋
涉
千
里
，
渡
海
來
到
楞
伽
島
︵L

anka

︶

的
師
子
國
︵
斯
里
蘭
卡
︶
。
此
行
他
負
有
弘
法
重

任
，
將
求
見
師
子
國
王
。
在
城
外
山
路
上
，
巧
遇

正
在
行
獵
的
國
王
天
愛
帝
須
︵D

evanam
piya

Tissa

︶
。
兩
人
展
開
了
如
是
一
段
對
話
：

國
王
，
這
是
一
棵
什
麼
樹
？

大
師
，
這
是
一
棵
芒
果
樹
。

除
了
這
棵
芒
果
樹
之
外
，
還
有
別
的
芒
果
樹
嗎
？

還
有
許
多
芒
果
樹
。

除
了
這
棵
芒
果
樹
和
別
的
芒
果
樹
外
，
還
有
其
他

樹
嗎
？

還
有
許
多
其
他
樹
。
大
師
，
但
那
些
都
不
是
芒
果

樹
了
。

除
了
其
他
芒
果
樹
和
那
些
不
是
芒
果
樹
的
樹
之

外
，
還
有
別
的
樹
嗎
？

那
就
是
這
棵
芒
果
樹
了
。

國
王
，
你
很
敏
銳
，
很
有
智
慧
。

摩
哂
陀
欣
慰
孺
子
可
教
，
便
向
天
愛
帝
須
傳

述
了
佛
法
。
這
位
摩
哂
陀
不
是
別
人
，
正
是
叱
吒

風
雲
的
印
度
孔
雀
王
朝
阿
育
王
︵A

soka,
c.

273~232
B

.C
.

︶
之
子
。
︵
註
一
︶
如
同
達
摩
在

中
國
的
一
葦
渡
江
；
摩
哂
陀
的
芒
果
樹
之
問
，
在

斯
里
蘭
卡
成
了
千
古
傳
誦
。

歷
史
在
各
地
留
下
不
同
形
式
的
軌
跡
。
這
些

形
式
有
沒
有
共
通
的
本
質
？
本
質
的
意
義
又
是
什

麼
？
佛
教
從
釋
迦
牟
尼
︵c.

565~486
B

.C
.

︶
創

教
開
始
，
歷
經
原
始
、
部
派
、
大
乘
、
金
剛
乘
；

犍
陀
羅
藝
術

—

南
亞
文
化
圈
宗
教
藝
術
之
一／

葛
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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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論
派
別
及
教
義
如
何
演
繹
，
探
索
的
價
值
始
終

不
外
乎
生
命
的
真
諦
、
事
相
的
本
質
。
摩
哂
陀
從

來
不
曾
孤
獨
，
他
何
嘗
不
是
同
時
代
的
須
那

︵S
o

n
a

︶
、
郁
多
羅
︵U

ttara

︶
及
末
闡
提

︵M
ajjhantika

︶
長
老
，
把
佛
教
東
傳
緬
甸
及
泰

國
南
部
的
金
地
︵Svarnabhum

i

︶
、
西
傳
罽
賓

︵
印
度
喀
什
米
爾K

a
s

h
m

ir

︶
及
犍
陀
羅

︵G
andhara

︶
；
他
也
是
後
來
北
赴
西
藏
的
蓮
華

生
大
師
︵
八
世
紀
中
葉
︶
、
阿
底
峽
尊
者
︵
十
一

世
紀
初
期
︶
。
摩
哂
陀
與
天
愛
帝
須
的
對
談
，
也

從
未
灰
飛
煙
滅
，
而
以
不
同
的
語
言
及
形
式
，
化

為
中
國
禪
宗
人
物
的
談
笑
機
鋒
、
西
藏
金
剛
乘
比

丘
的
激
烈
辯
經
。

跳
脫
錯
綜
複
雜
的
歷
史
敘
事
，
從
本
質
面
來

體
認
南
亞
宗
教
藝
術
：
稱
之
為
﹁
南
亞
文
化

圈
﹂
，
首
先
是
這
個
區
域
的
文
化
，
有
共
通
的
本

質
；
其
次
，
它
與
﹁
東
亞
文
化
圈
﹂
有
不
同
之

處
。

就
第
一
點
而
論
，
南
亞
文
化
圈
的
本
源
，
就

是
釋
迦
牟
尼
及
阿
育
王
父
子
成
長
的
北
印
度
恆
河

平
原
。
恆
河
培
育
的
吠
陀
哲
學
︵V

edas,
c.

1500~300
B

.C
.

︶
，
形
成
婆
羅
門
教—
印
度
教
，

以
及
互
補
的
佛
教
與
耆
那
教
信
仰
。
阿
育
王
遣
子

摩
哂
陀
及
弟
子
赴
各
地
弘
法
，
他
所
擴
張
的
非
僅

帝
國
勢
力
，
也
使
印
度
文
化
由
恆
河
平
原
向
外
傳

播
，
正
如
曼
荼
羅
的
軸
心
，
輻
射
的
化
區
，
包
括

自
然
地
理
學
上
的
中
南
亞
地
區
︵
斯
里
蘭
卡
及
廣

義
的
印
度—

印
度
河
流
域
的
古
代
犍
陀
羅
地
區
，

今
阿
富
汗
、
巴
基
斯
坦
北
部
︶
、
東
南
亞
地
區

︵
印
尼
及
中
南
半
島
各
國
，
向
北
擴
及
雲
南
傣
族

活
動
區
︶
、
環
喜
馬
拉
雅
山
地
區
︵
尼
泊
爾
、
不

丹
、
西
藏
︶
。
這
個
化
區
，
在
早
期
通
常
就
是

﹁
印
度
化
邦
國
﹂
或
﹁
貝
葉
文
化
圈
﹂
的
同
義

詞
。
其
次
，
上
述
特
色
正
突
顯
了
南
亞
與
東
亞
文

化
圈
的
差
異
，
是
吠
陀
神
話
相
對
於
儒
家
文
化
；

是
深
入
南
亞
民
間
的
印
度
教
、
部
派
與
金
剛
乘
佛

教
，
相
對
於
在
東
亞
居
主
流
的
大
乘
菩
薩
道
。

借
古
人
法
眼
，
所
見
是
一
個
多
元
宗
教
與
時

俱
遷
之
地
。
當
阿
富
汗
塔
利
班
政
權
摧
毀
巴
米
揚

大
佛
之
際
，
世
人
記
起
了
這
個
伊
斯
蘭
國
度
，
曾

經
是
玄
奘
︵600~664

A
.D

.

︶
路
過
，
讚
嘆
﹁
金

色
晃
曜
，
寶
飾
煥
爛
﹂
︵
註
二
︶
的
犍
陀
羅
佛
教

藝
術
聖
地
。
而
︽
梁
書
︾、
︽
隋
書
︾、
︽
舊
唐
書
︾

到
︽
真
臘
風
土
記
︾
︵1297

A
.D

.

︶
一
系
列
史
官

及
遊
子
筆
下
的
柬
埔
寨
，
﹁
多
奉
佛
法
，
尤
信
道

士
，
佛
及
道
士
並
立
像
於
館
﹂
︵
註
三
︶
，
也
正
是

印
度
化
的
中
南
半
島
寫
照
。

然
而
，
諦
視
南
亞
文
化
圈
各
國
的
金
銅
造

像
，
又
彷
彿
聽
到
一
股
無
言
心
聲
，
召
喚
我
們
深

入
一
切
分
別
相
的
內
在
本
質—

心
靈
的
淨
土
。
正

如
印
度
教
的
天
神
﹁
訶
利
訶
羅
﹂
︵H

ari~hara

︶
，

以
毗
濕
奴
︵H

ari

︶
及
濕
婆
︵H

ara

︶
一
體
兩
面

的
複
合
相
，
傳
達
摩
哂
陀
式
的
辯
證
哲
學
：
源
自

遠
古
的
吠
陀
思
想
，
以
濕
婆
神
代
表
的
破
壞
及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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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力
量
，
與
毗
濕
奴
神
代
表
的
維
護
力
量
，
合
成

循
環
不
已
的
宇
宙
生
命
能
量
，
從
中
衍
生
林
伽

︵linga

︶
、
胎
藏
︵yoni

︶
︵
註
四
︶
及
印
度
教
眾
神

造
像
；
也
以
佛
陀
的
形
式
，
述
說
成
、
住
、
壞
、

空
，
從
空
性
思
想
衍
生
佛
教
的
諸
佛
造
像
。

當
印
度
教
的
濕
婆
與
毗
濕
奴
，
藉
佛
教
大
黑

天
及
豕
母
的
金
剛
之
軀
北
傳
西
藏
；
當
南
亞
的
金

翅
鳥
王
，
成
為
泰
國
轎
輿
的
吉
祥
飾
具
；
當
身
披

袈
裟
的
佛
陀
，
以
耆
那
教
聖
者
的
裸
形
，
抒
發
人

格
中
極
端
苦
行
的
情
緒
；
當
遠
古
吠
陀
的
因
陀
羅

天
神
，
有
如
基
督
背
負
十
字
架
的
姿
態
，
出
現
在

十
八
世
紀
加
德
滿
都
的
慶
典
中⋯

當
一
切
神
佛
入
境
問
俗
，
在
犍
陀
羅
追
摹
希

臘
阿
波
羅
的
容
顏
；
在
印
度
展
現
怛
特
羅

︵Tantra

︶
的
性
感
；
在
部
派
佛
教
的
斯
里
蘭
卡
，

勾
勒
戒
律
的
森
嚴
輪
廓
；
在
柬
埔
寨
及
泰
國
羅

斛
，
為
發
揚
天
王
思
想
而
穿
戴
吳
哥
國
王
的
山
樸

︵Sam
pot

︶
服
飾
，
成
為
錐
髻
寬
鼻
闊
唇
的
高
棉

人
種⋯

我
們
看
到
的
其
實
是
：
隨
著
貝
葉
經
的
流

傳
，
︵
註
五
︶
吠
陀
與
各
地
文
化
融
合
的
心
靈
淨

土
。
猶
如
馬
克
吐
溫
︵M

ark
Tw

ain,1835~1910

︶

形
容
印
度
男
女
像
火
焰
在
路
上
行
走
，
︵
註
六
︶

形
成
一
幅
﹁
何
來
宗
教
﹂
︵N

o
B

uddhism

︶
︵
註

七
︶
亦
無
國
界
的
流
動
人
文
風
景
。

分
論
一
：
犍
陀
羅
藝
術

健
馱
邏
國
。
東
西
千
餘
里
。
南
北
八
百
餘

里
。
東
臨
信
度
河
︵
印
度
河
︶
。
國
大
都
城
號
布

路
沙
布
邏
︵
白
夏
瓦
︶
。⋯

。
穀
稼
殷
盛
花
果
繁

茂
。
多
甘
蔗
出
石
蜜
。
氣
序
溫
暑
略
無
霜
雪
。
人

性
恇
怯
好
習
典
藝
。
多
敬
異
道
少
信
正
法
。
自
古

已
來
印
度
之
境
。⋯

僧
伽
藍
千
餘
所
。
摧
殘
荒
廢

蕪
漫
蕭
條
。
諸
窣
堵
波
頗
多
頹
圮
。
天
祠
百
數
異

道
雜
居
。

玄
奘
︽
大
唐
西
域
記
︾︵
註
八
︶

犍
陀
羅
是
玄
奘
時
代
印
度
河
流
域
的
一
個
邦

國
，
印
度
佛
教
造
像
發
源
地
。
一
八
四
九
年
犍
陀
羅

歸
併
英
屬
印
度
之
後
，
往
昔
它
與
西
方
的
淵
源
、
曾

經
輝
煌
的
藝
術
，
再
度
喚
起
了
世
人
的
注
意
。
學
界

對
犍
陀
羅
考
古
的
熱
衷
，
不
亞
於
對
中
國
敦
煌
的
興

趣
，
相
關
論
述
甚
多
，
本
文
不
再
重
述
。
︵
註
九
︶

但
對
於
﹁
犍
陀
羅
﹂
一
詞
，
或
有
必
要
闡
釋
：

一
般
所
謂
﹁
巴
基
斯
坦
︵
或
阿
富
汗
︶
犍
陀
羅
﹂

的
語
意
不
甚
明
確
；
現
今
這
兩
個
國
家
，
並
沒
有

﹁
犍
陀
羅
﹂
這
個
地
名
。
正
確
的
說
法
應
是
﹁
古
代

犍
陀
羅
地
區
﹂
，
其
意
乃
指
玄
奘
曾
經
叩
訪
的
健
馱

邏
古
國
，
即
今
日
巴
基
斯
坦
白
夏
瓦
︵Peshaw

ar

︶

谷
地
。
廣
義
而
言
，
犍
陀
羅
泛
指
印
度
古
文
明
發
源

地
的
印
度
河
︵Indus

R
iver

︶
西
岸
，
經
斯
瓦
特
河

︵Sw
at

R
iver

︶
至
喀
布
爾
河
︵K

abul
R

iver

︶
之
間

谷
地
，
以
白
夏
瓦
為
中
心
，
旁
及
巴
基
斯
坦
的
斯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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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b

1-4 c

1-4 d 1-4 e

一之三 一之四 一之五

圖一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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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佛教與印度教人物群像　彭楷棟先生捐贈

圖一之一　輪寶天

圖一之二　龍天

圖一之三　彌勒

圖一之四　羅漢

圖一之五　待考

1-1 過去七佛與彌勒菩薩　二∼三世紀　古犍陀羅地

區出土　片岩浮雕　巴基斯坦白夏瓦博物館藏

1-2 菩薩頭像　約四世紀　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古犍陀

羅　灰泥　大英博物館藏

1-3 佛立像　五∼六世紀　銅　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古

犍陀羅　 leaded brass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1-4a 毗濕奴　五∼六世紀　阿富汗　leadedcopper-
zinc-tin alloy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1-4b 菩薩　約六世紀　阿富汗　銅　The Kronos
Collections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1-4c 菩薩頭像　七∼八世紀　阿富汗　unalloyed
copper 私人收藏

1-4d 戰神鳩摩羅童子　六世紀　巴基斯坦　片岩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1-4e 四臂戰神Kartikeya 六∼七世紀　巴基斯坦

石雕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1-5a 毗濕奴神複合體立像　約五∼六世紀　巴基斯坦

斯瓦特谷地　銅　彭楷棟先生捐贈

1-5b 菩薩立像　約八∼九世紀　印度喀什米爾或巴基

斯坦斯瓦特谷地　銅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1-5c 輪寶天　五∼六世紀　印度喀什米爾　leaded
copper-zinc-tin alloy 洛杉磯郡立美術館藏

1-5d 輪寶天　六世紀　印度西北Uttar省　銅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1-6 菩薩胸像　約二世紀末　巴基斯坦古犍陀羅

片岩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1-5 a 1-5 b1-6 1-4 a

一之一 一之二

1-5c 1-5d

一之二局部 一之三局部一之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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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

古

烏

長

國

，U
ddiyana,

今M
ingora,

M
ingaur

︶
、
布
奈
爾
︵B

uner

︶
、
呾
叉
始
羅
︵
又
名

塔
克
西
拉
，Texila,

今R
aw

alpirdi

西
北
︶
、
巴
爵

爾
；
阿
富
汗
的
喀
布
爾
、
貝
格
蘭
姆
︵B

agram
,

古

伽
臂
施
國K

apisa

首
府
，
迦
膩
色
迦
王
朝
的
夏
都
︶
、

哈
達
︵H

a
d

d
a

︶
、
巴
米
揚
︵
古
梵
衍
那
，

B
am

iyan

︶
，
遠
至
西
陲
的
巴
克
特
里
亞
︵
古
大
夏
國

B
actria,

今

巴

喀B
alkh

首

府

馬

沙

雪

瑞

夫

M
azar~e~Sharif

︶。

﹁
犍
陀
羅
藝
術
﹂
始
於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在
此

之
前
，
亞
歷
山
大
的
東
進
︵
西
元
前
四
世
紀
︶
、
印

度
孔
雀
王
朝
的
轄
被
︵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
以
及
希
臘

人
的
再
度
征
服
︵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
帶
給
犍
陀
羅

深
遠
的
影
響
；
在
犍
陀
羅
藝
術
興
起
之
前
，
印
度
的

宗
教
、
希
臘
的
美
學
，
早
已
在
這
片
土
地
上
紮
根
。

自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起
，
犍
陀
羅
在
塞
種
人

︵Saka

︶
、
安
息
人
︵Parthian,c.25~60

A
.D

.

︶
、
貴

霜
人
︵K

usana,64
A

.D
.∼

三
世
紀
，
四
世
紀∼

465
A

.D
.

；
三
世
紀
因
薩
珊
王
朝
入
主
而
中
斷
︶
相
繼
統

治
之
下
，
發
展
出
兼
具
希
臘
、
地
中
海
、
波
斯
、
中

亞
、
北
印
度
等
多
元
藝
術
形
式
。
貴
霜
王
朝
迦
膩
色

迦
王
在
位
︵K

anishka,

即
位
年
眾
說
紛
紜
，c.

78,
110,

128
or

144
A

.D
.

︶
，
是
犍
陀
羅
藝
術
黃
金
時

代
，
當
時
印
度
北
部
自
喀
什
米
爾
至
比
哈
爾
，
皆
入

貴
霜
領
域
。
西
元
五
世
紀
白
匈
奴
人
︵H

ephthalite
︶

大
舉
入
侵
，
將
佛
寺
夷
為
平
地
，
終
結
了
犍
陀
羅
的

藝
術
生
命
。
雖
然
如
此
，
犍
陀
羅
餘
風
在
阿
富
汗
、

巴
基
斯
坦
延
續
至
七
世
紀
；
玄
奘
約
在
當
時
行
經
該

地
，
看
到
印
度
教
︵
異
道
︶
後
來
居
上
，
佛
教
窣
堵

波
︵
塔
︶
多
已
頹
圮
；
從
此
犍
陀
羅
成
為
歷
史
名

詞
。

犍
陀
羅
代
表
一
個
東
西
交
流
、
承
先
啟
後
的
年

代
。
由
於
貴
霜
帝
國
雄
厚
的
經
貿
實
力
，
以
及
橫
貫

地
中
海
至
北
印
度
的
樞
紐
地
位
，
︵
註
一
○
︶
使
亞

歷
山
大
以
來
數
百
年
的
印
度
思
想
內
涵
、
希
臘
技
術

形
式
累
積
成
熟
，
創
作
出
融
合
印
度
理
想
佛
格
、
希

臘
人
體
美
學
的
造
像
；
同
樣
的
，
貴
霜
的
沒
落
，
導

致
希
臘
化
與
印
度
化
兩
股
勢
力
在
犍
陀
羅
的
彼
消
此

長
，
從
而
開
展
印
度
本
土
笈
多
時
代
︵G

upta,

四
至

六
世
紀
︶
的
來
臨
。

以
下
藉
彭
楷
棟
先
生
捐
贈
的
三
件
文
物
︵
簡
稱

﹁
彭
贈
﹂︶，
為
這
個
年
代
寫
下
注
腳
。

︻
圖
一
︼
佛
教
與
印
度
教
人
物
群
像

五
、
六
世
紀
　
阿
富
汗
　
古
代
犍
陀
羅
地
區

紅
銅
及
鉛
、
鋅
、
錫
合
金

台
座
高
三
．
三
公
分
　
像
高
一
二∼

一
二
．
二
公
分

五
尊
圓
雕
人
物
並
立
一
台
座
上
。
群
像
給
人
的

第
一
印
象
，
可
能
就
是
一
個
陷
阱
；
因
為
我
們
太
熟

悉
﹁
犍
陀
羅
風
格
﹂
了
，
以
致
那
種
具
有
貴
族
美
感

而
雕
琢
分
明
的
印
象
深
烙
腦
海
，
而
忽
視
了
品
質
與

真
偽
並
無
必
然
關
連
，
從
而
可
能
誤
導
鑑
定
方
向
，

失
去
深
入
瞭
解
及
探
索
的
機
會
。

雕
像
的
臉
龐
五
官
，
與
西
元
二
世
紀
前
後
的
犍

陀
羅
經
典
之
作
確
實
不
同
。
但
重
點
在
於
可
否
從
中

找
到
一
些
變
遷
的
軌
跡
。
仔
細
觀
察
，
五
像
具
有
犍

陀
羅
藝
術
的
某
些
特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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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圓
雕
人
物
組
成
連
作
樣
式
，
可
溯
及
西
元

一
、
二
世
紀
犍
陀
羅
橫
幅
浮
雕
，
模
仿
希
臘
神
殿
雕

像
，
以
一
字
排
開
式
構
圖
，
表
現
佛
傳
圖
或
印
度
神

話
人
物
。
五
人
皆
有
頭
光
，
其
中
四
位
圓
光
；
這
種

簡
單
的
平
板
圓
形
背
光
，
以
及
雙
眼
圓
睜
凝
視
前
方

的
表
情
，
是
犍
陀
羅
造
像
特
色
。
︵
1-

1
︶
捲
髮
中

分
，
頂
髮
束
成
寬
鬆
的
扇
形
大
髻
；
此
種
髮
式
亦
見

於
呾
叉
始
羅
考
古
發
掘
︵
1-

2
︶
。
赤
膊
、
僅
於
左

肩
搭
帔
巾
，
斜
掛
胸
前
，
垂
至
右
腰
處
。
腰
繫
及
膝

短
裙
，
露
出
結
實
的
胸
膛
、
肌
肉
發
達
的
小
腿
。
以

凸
雕
技
法
刻
畫
裙
裳
及
帔
巾
襞
褶
厚
重
之
感
，
與
印

度
本
土
紗
衣
透
明
貼
身
的
樣
式
不
同
。
取
銅
合
金
鑄

像
，
似
有
意
模
仿
犍
陀
羅
石
雕
雲
母
質
片
岩
的
青
灰

色
澤
。
凡
此
種
種
，
皆
可
見
貴
霜
犍
陀
羅
藝
術
的
希

臘
化
痕
跡
。

在
相
關
考
古
文
獻
中
，
以
英
國
考
古
學
及
藝
術

史
家
約
翰
馬
歇
爾
︵John

H
ubertM

arshall,

一
八
七

六∼

一
九
五
八
︶
的
看
法
最
值
得
注
意
。
馬
歇
爾
曾

任
印
度
考
古
局
長
，
主
持
犍
陀
羅
三
大
遺
址
發
掘
；

他
根
據
呾
叉
始
羅
出
土
︵
一
九
一
三∼

一
九
三
四
︶

的
大
量
實
物
推
證
：

在
犍
陀
羅
曾
經
存
在
兩
個
截
然
不
同
的
藝
術

流
派
，
其
中
較
早
的
一
派
興
盛
於
公
元
一
至
二
世

紀
，
較
晚
的
一
派
興
盛
於
四
世
紀
後
半
葉
和
五
世

紀
。
︵
註
一
一
︶

馬
歇
爾
是
針
對
石
雕
而
論
，
看
似
與
銅
像
無
直

接
關
係
；
然
二
十
世
紀
其
他
的
考
古
研
究
，
證
實
犍

陀
羅
有
鑄
模
製
作
，
使
用
錘
、
鑄
、
脫
蜡
模
制
的
金

屬
工
藝
。
散
見
在
公
私
收
藏
的
犍
陀
羅
文
物
中
，
確

有
一
批
定
位
在
六
世
紀
前
後
阿
富
汗
古
犍
陀
羅
地

區
，
以
紅
銅
為
主
，
加
鉛
、
鋅
、
錫
等
合
金
鑄
造
的

袖
珍
銅
像
。
︵
註
一
二
︶
大
者
高
約
二
五∼

四
○
公

分
，
比
較
接
近
前
期
犍
陀
羅
造
型
︵
1-

3
︶
；
小
者

十
五
公
分
以
下
，
雕
風
簡
率
，
立
像
皆
微
張
雙
腿
，

足
踏
一
片
平
板
︵
1-

4a
、
4b
、
4c
︶
，
與
彭
贈
五
銅

像
及
當
時
石
雕
︵
1-

4d
、
4e
︶
相
近
，
顯
見
五
像
並

非
孤
例
。
雖
無
二
世
紀
銅
像
可
為
對
比
，
但
馬
歇
爾

所
論
﹁
較
晚
的
一
派
﹂，
亦
適
用
於
銅
像
。

風
格
的
形
成
及
演
變
有
許
多
因
素
。
考
古
發
掘

顯
示
，
三
世
紀
以
前
犍
陀
羅
雕
像
皆
為
片
岩

︵Schist

︶
，
其
後
則
出
現
大
量
灰
泥
︵Stucco

︶
沙
岩

之
作
，
其
原
因
有
部
份
出
自
地
理
因
素
，
也
是
﹁
犍

陀
羅
﹂
定
義
的
擴
大
：
當
盛
產
片
岩
的
白
夏
瓦
谷
地

逐
漸
沒
落
而
作
坊
蕭
條
，
在
廣
袤
的
印
度
西
北
地

區
，
佛
教
與
印
度
教
雖
仍
存
在
，
卻
僅
有
沙
岩
堪

用
，
自
然
無
法
表
現
片
岩
的
細
膩
之
感
，
與
同
期
的

小
型
銅
像
，
成
為
犍
陀
羅
黃
昏
之
作
。
這
種
﹁
廣
泛

地
分
佈
在
巴
基
斯
坦
、
印
度
和
阿
富
汗
三
國
的
土

地
上
，
最
遠
到
達
阿
富
汗
烏
滸
河
︵
阿
姆
河
，

A
m

u
R

iver

︶
西
岸
，
遠
遠
超
出
了
犍
陀
羅
的
疆

界
﹂，
就
是
馬
歇
爾
所
謂
﹁
後
期
犍
陀
羅
派
﹂
，
或
從

地
理
學
角
度
稱
為
﹁
印
度—

阿
富
汗
派
﹂
。
︵
註
一

三
︶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研
究
中
亞
藝
術
的
學
者
，
如
印

度
夏
爾
馬
︵R

.C
.

Sharm
a

︶
及
查
婭
‧
帕
塔
卡
婭

︵C
hhaya

B
hattacharya

︶
、
巴
基
斯
坦
達
爾
︵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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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1 d

圖二　佛頭像　彭楷棟先生捐贈

2-1a 佛立像　約二世紀　巴基斯坦　片岩

Mamane Dheri出土　巴基斯坦白夏瓦博物館藏
2-1b 佛頭像 二世紀後半　巴基斯坦Sari Bahlol出土

片岩　巴基斯坦白夏瓦博物館藏

2-1c 佛頭像 二世紀　巴基斯坦　石雕　巴基斯坦

白夏瓦博物館藏

2-1d 佛頭像　四至五世紀　阿富汗Hadda出土　石雕
阿富汗喀布爾博物館藏

2-2a 羅馬皇帝像　羅馬國立博物館藏

2-2b 亞歷山大頭像　大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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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r

︶
、
阿
富
汗
喬
延
達
︵M

.A
.

Joyenda

︶
及
烏
茲

別
克
的
普
加
欽
科
娃
︵G

.A
.

Pugachenkova

︶
等

人
，
在
馬
歇
爾
基
礎
上
，
與
其
他
學
者
進
行
更
廣
泛

地
考
古
，
調
查
報
告
中
所
謂
：

據
卡
爾
查
延
︵K

halchayan,

在
今
烏
茲
別

克
︶
、
艾
哈
農
︵A

y
K

hanum

，
阿
富
汗
北
部
︶

以
及
蘇
赫
科
特
爾
︵Surkh

K
otal,

阿
富
汗
喀
布

爾
北
方
︶
最
近
的
考
古
發
掘
，
有
某
種
希
臘
流
派

晚
於
犍
陀
羅
藝
術
，
但
是
若
將
它
視
作
一
種
西
方

藝
術
，
則
是
錯
誤
的
。
它
具
有
自
己
的
個
性
，
反

映
了
當
地
居
民
的
社
會
、
宗
教
熱
情
。
﹂
︵
註
一

四
︶

可
知
印
度—

阿
富
汗
派
不
限
於
巴
克
特
里
亞
，

更
越
過
阿
姆
河
西
岸
，
進
入
烏
茲
別
克
。
此
派
的
特

色
之
一
，
是
擺
脫
了
早
期
希
臘
化
的
理
想
色
彩
，
而

取
材
於
現
實
生
活
，
強
調
地
方
人
種
特
色
：

其
頭
顱
前
後
扁
平
，
眼
睛
長
至
太
陽
穴
，
鼻

子
挺
直⋯在

犍
陀
羅
藝
術
中
，
大
多
數
的
貴
族
人
物
與

菩
薩
上
半
身
赤
裸
，
但
每
人
披
一
塊
帔
巾⋯

有
兩

種
類
型
的
腰
布
：
一
種
是
全
身
的
或
者
是
長
腰

布
，⋯

一
種
是
半
長
腰
布
，
它
短
到
僅
可
罩
著
大

腿
。⋯

短
腰
布
多
為
世
俗
人
穿
，
如
雜
技
演
員
、

婆
羅
門
教
徒
和
苦
行
者
。
︵
註
一
五
︶

這
些
說
法
肯
定
了
經
典
︵
主
流
︶
之
外
造
像
的

存
在
，
亦
可
解
釋
彭
贈
五
像
面
相
、
服
飾
的
平
民
風

格
，
特
別
是
輪
寶
天
等
造
像
，
似
乎
表
現
了
﹁
眼
睛

長
至
太
陽
穴
﹂
的
赫
勞
斯
族
面
貌
。
相
較
於
前
期
犍

陀
羅
派
的
技
巧
高
超
、
輪
廓
清
晰
、
裝
飾
精
美
，
印

度—

阿
富
汗
派
的
粗
獷
風
格
及
品
質
差
異
︵
除
了
少

數
例
外
︶
，
提
供
我
們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去
觀
照
犍
陀

羅
藝
術
，
也
因
此
可
見
犍
陀
羅
延
續
變
化
的
全
貌
。

確
認
五
像
年
代
與
流
派
後
，
第
二
個
需
要
探
討

之
處
，
是
五
像
身
份
及
彼
此
關
係
。
在
彭
贈
原
題
資

料
中
，
僅
籠
統
名
為
﹁
巴
基
斯
坦
犍
陀
羅
人
物
群

像
﹂
。
是
否
原
本
就
是
同
組
連
作
，
或
為
後
來
安

排
？
以
下
就
圖
像
、
風
格
進
行
分
析
：

據
彭
贈
原
有
編
號
，
由
左
而
右
以
第
一
尊
最
為

突
出
︵
一
之
一
︶
。
他
雙
手
交
叉
抱
胸
，
抬
頭
挺

胸
，
身
材
矮
小
卻
有
睥
睨
群
倫
的
氣
派
。
相
形
之

下
，
頭
光
圓
輪
顯
得
格
外
碩
大
；
據
此
圖
像
特
徵
，

此
尊
應
是
輪
寶
天
，
即
印
度
教
毗
濕
奴
天
神
手
持
的

武
器
法
輪
︵C

hakrapurusha

︶
。
︵
註
一
六
︶
由
於

毗
濕
奴
信
仰
的
盛
行
，
法
輪
也
成
為
具
有
神
格
的
人

物
，
六
世
紀
時
盛
行
印
度
西
北
一
帶
。
第
二
尊
頭
頂

伸
出
一
龍
︵
蛇
︶
，
或
為
印
度
教
與
佛
教
共
有
的
龍

天
︵
一
之
二
︶
。
第
三
尊
蓄
髭
者
右
手
持
數
珠
，
左

手
執
淨
瓶
，
或
為
彌
勒
菩
薩
︵
或
梵
天
︶
︵
一
之

三
，
參
1-

1
左
一
持
瓶
者
︶
。
第
四
尊
剃
髮
人
物
是

佛
教
阿
羅
漢
或
比
丘
︵
一
之
四
︶
。
第
五
尊
俊
美
少

年
，
左
手
持
弓
，
身
份
待
考
︵
一
之
五
︶。

初
步
判
斷
，
此
五
像
可
能
分
為
兩
組
。
就
圖
像

意
義
而
言
，
輪
寶
天
應
屬
彭
贈
另
一
組
連
作
︿
毗
濕

奴
神
複
合
體
立
像
﹀
︵
1-

5a
︶
；
就
風
格
而
論
，
輪

寶
天
與
犍
陀
羅
前
期
希
臘
風
格
︵
1-

6
︶
、
後
期
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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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羅
阿
富
汗
風
格
︵
一
之
二∼

一
之
五
，
1-

4a
、

4b
、
4c
、
4d
、
4e
︶
不
同
，
而
比
較
接
近
巴
基
斯
坦

斯
瓦
特
及
北
印
度
風
格
︵
1-

5a
、
5b
、
5c
、
5d
︶
。

其
他
四
像
橢
圓
臉
龐
，
平
鼻
，
眉
骨
與
上
下
眼
瞼
為

浮
雕
突
起
技
法
；
而
輪
寶
天
眉
部
及
光
圈
處
有
陰
刻

線
條
。
前
額
雖
同
樣
低
平
，
然
額
面
內
縮
，
大
眼
偏

生
側
面
，
鼻
梁
呈
鷹
勾
形
突
出
，
鼻
翼
外
張
，
構
成

較
誇
張
而
富
有
個
性
的
面
容
︵
一
之
一
局
部
︶
。
其

次
，
五
像
中
唯
輪
寶
天
頭
部
與
輪
光
是
合
鑄
的
，
其

餘
四
尊
皆
於
腦
後
加
鑄
平
口
圓
柄
為
榫
，
插
入
分
鑄

的
圓
光
中
空
處
︵
一
之
二
、
三
局
部
︶
。
在
以
後
的

討
論
中
，
筆
者
將
進
一
步
論
證
輪
寶
天
與
︿
毗
濕
奴

神
複
合
體
立
像
﹀
三
尊
，
特
別
是
他
與
伽
陀
天
女

︵G
adadevi

︶
的
關
係
。
︵
註
一
七
︶

台
座
是
否
同
組
亦
可
再
論
。
此
座
青
銅
鑄
體
，

︵
註
一
八
︶
而
五
像
為
脫
蜡
灌
製
而
成
，
目
視
可
知

像
身
殘
餘
鎏
金
為
後
加
，
然
銅
質
無
法
辨
識
。
據
加

大
生
物
環
境
科
學
實
驗
室
、
大
英
博
物
館
研
究
實
驗

室
對
印
度
西
北
部
︵
包
括
後
期
犍
陀
羅
︶
銅
像
成
分

的
分
析
，
︵
註
一
九
︶
以
紅
銅
合
金
居
首
，
黃
銅
次

之
。
如
五
像
為
犍
陀
羅
後
期
之
作
，
則
銅
質
為
紅
銅

合
金
鍍
鉛
的
可
能
性
大
於
青
銅
。
總
結
而
論
：
這
件

作
品
原
本
應
非
連
作
；
而
此
，
正
提
供
了
我
們
繼
續

配
對
的
挑
戰
及
有
趣
的
新
課
題
。

︻
圖
二
︼
佛
頭
像

二
十
世
紀
　
巴
基
斯
坦
二
世
紀
犍
陀
羅
石
雕
風
格

紅
銅
合
金
　
高
二
六
．
五
公
分

頭
像
銅
體
甚
薄
，
中
空
，
由
頸
部
內
探
可
見
紅

銅
原
色
。
錫
成
分
較
高
，
故
表
面
呈
現
銀
質
效
果
。

︵
註
二
○
︶
外
觀
具
有
典
型
的
犍
陀
羅
風
格
，
但
細

節
過
度
精
準
規
律
，
反
而
顯
露
形
式
化
的
習
氣
。
依

比
例
推
算
，
此
像
原
高
約
一
五
八
公
分
；
然
考
古
所

見
西
元
二
世
紀
造
像
均
石
雕
，
銅
像
如
圖
一
︿
人
物

群
像
﹀
等
皆
五
世
紀
後
作
，
且
均
袖
珍
像
。
銅
質
氧

化
程
度
應
有
相
當
時
日
，
但
是
否
可
歸
於
十
九
世
紀

偽
作
，
仍
有
商
榷
餘
地
。
犍
陀
羅
考
古
是
十
九
世
紀

以
後
之
事
，
至
二
十
世
紀
始
進
行
大
規
模
發
掘
，
在

此
之
前
民
間
雖
有
尋
寶
之
風
，
而
興
趣
在
貴
霜
古
錢

幣
並
非
造
像
，
是
盜
採
而
非
仿
製
。
當
時
出
土
錢

幣
、
石
雕
甚
多
，
作
偽
的
必
要
性
及
動
機
、
此
像
銅

質
的
科
學
分
析
、
乃
至
十
九
世
紀
仿
古
市
場
的
調

查
，
均
可
列
為
後
續
研
究
。
可
確
定
的
是
：
這
是
一

件
﹁
人
工
智
慧
﹂
，
造
像
者
欲
還
原
犍
陀
羅
經
典
之

美
︵
2-

1a
、
1b
、
1c
、
1d
︶
的
意
圖
非
常
明
顯
。
以

下
所
論
僅
以
此
像
為
媒
介
，
捕
捉
西
元
二
世
紀
東
西

交
流
時
代
的
造
像
理
念
與
形
式
特
色
。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印
度
部
派
佛
教
修
撰
的
︽
阿
含

經
︾
、
︽
佛
本
行
集
經
︾
，
對
於
影
響
佛
陀
造
型
最
重

要
的
﹁
三
十
二
相
﹂
法
則
，
已
經
形
成
共
識
。
︵
註

二
一
︶
部
派
佛
教
盛
行
於
西
北
印
度
，
︵
註
二
二
︶

三
十
二
相
的
圖
像
法
則
，
亦
隨
之
傳
至
犍
陀
羅
地

區
。
釋
迦
牟
尼
是
一
位
歷
史
人
物
，
一
尊
理
想
的
釋

尊
雕
像
，
必
須
是
凡
人
形
貌
，
而
同
時
掌
握
不
同
於

凡
人
的
特
質
，
以
此
彰
顯
釋
尊
的
完
美
人
︵
佛
︶

格
。
這
個
理
想
特
質
，
在
印
度
人
心
中
是
三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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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局部 9

3-3 a3-3 b

圖三

三之局部 8、10

圖三　奉獻塔　彭楷棟先生捐贈

3-1 山奇第一塔　西元前三世紀∼西元一世紀　印度

3-2 塔門柱頭　西元前二世紀末　印度巴特那出土

印度巴特那博物館藏

3-3a 奉獻塔　約二世紀　巴基斯坦　片岩

The James and Marilynn Alsdorf Collection
3-3b 佛塔型舍利容器　約三世紀　巴基斯坦呾叉始羅

出土　片岩　巴基斯坦國立博物館藏

3-3c 佛塔禮拜　日本私人收藏

3-3d 佛塔　巴基斯坦斯瓦特谷地 日本私人收藏

3-4a 樂師　一世紀　巴基斯坦　片岩　多倫多皇家

安大略博物館藏

3-4b 佛塔基壇　巴基斯坦呾叉始羅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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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
在
犍
陀
羅
藝
術
家
心
中
，
是
他
們
熟
悉
的
希
臘

美
學
典
範
，
如
此
形
成
了
融
合
東
西
觀
念
的
佛
陀
形

貌
。
一
方
面
表
現
印
度
經
典
描
述
的
圖
像
特
徵
，
如

束
起
頂
髮
顯
示
肉
髻
的
存
在
，
雙
眉
之
間
浮
雕
一
圈

白
毫
，
兩
側
耳
垂
拉
長
；
另
一
方
面
根
據
希
臘
審
美

觀
念
︵
2-

2a
、
2b
︶
，
以
寫
實
的
手
法
，
刻
畫
年
輕

俊
秀
的
西
方
人
面
孔
。
從
前
額
往
後
梳
理
的
波
浪
式

卷
髮
，
寬
廣
的
額
頭
，
橢
圓
形
的
臉
龐
，
隆
起
的
眉

骨
及
深
陷
的
眼
窩
，
配
上
挺
直
的
鼻
梁
、
弧
度
優
美

的
雙
唇
，
構
成
稜
角
分
明
而
深
具
美
感
的
五
官
。
而

微
微
合
起
的
雙
眸
，
及
唇
角
若
有
似
無
的
笑
意
，
成

功
地
將
強
調
個
性
與
人
性
的
希
臘
雕
像
之
美
，
轉
化

為
東
方
佛
陀
內
省
、
寧
靜
與
出
世
的
境
界
。

︻
圖
三
︼
奉
獻
塔

六
世
紀
　
巴
基
斯
坦
　
古
代
犍
陀
羅
地
區

銅
合
金
　
總
高
五
八
．
五
公
分

塔
︵
窣
堵
波
︶
是
佛
教
早
期
最
重
要
的
崇
拜

物
，
與
僧
伽
藍
︵
寺
院
堂
舍
、
僧
園
︶
並
為
佛
教
建

築
主
體
，
初
為
安
奉
釋
迦
牟
尼
遺
骨
之
處
，
以
後
凡

高
僧
聖
者
遺
物
皆
收
藏
塔
中
。
另
有
一
種
袖
珍
小

塔
，
形
如
大
塔
縮
影
，
可
做
舍
利
容
器
，
也
是
信
徒

還
願
奉
獻
、
紀
念
導
師
或
家
族
成
員
的
供
品
。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
在
犍
陀
羅
塔
寺
遺
址
發
現
為

數
可
觀
的
奉
獻
小
塔
，
其
形
制
反
映
印
度
與
西
方
觀

念
的
交
流
。
基
本
結
構
以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前
後
印
度

本
土
山
奇
︵S

a
n

c
h

i

︶
︵
3-

1
︶
、
巴
忽
特

︵B
arhut

︶
、
比
哈
爾
佛
塔
︵
以
下
簡
稱
﹁
印
式
﹂
︶
為

原
型
，
沿
襲
印
式
的
基
壇
、
塔
身
︵
伏
缽
︶
、
平

頭
、
傘
蓋
︵
塔
剎
︶
，
但
沒
有
欄
楯
與
四
門
。
基
壇

為
矩
形
，
四
面
有
階
梯
︵
三
局
部
1
︶
，
兩
側
裝
飾
團

形
蓮
花
︵
三
局
部
2
︶
，
是
印
式
玉
垣
或
柱
頭
常
見
圖

案
︵
3-

2
︶
。
四
角
處
有
獅
蹲
踞
︵
三
局
部
3
︶
，
可

溯
自
阿
育
王
的
印
式
石
柱
，
在
前
期
犍
陀
羅
有
四
角

高
豎
立
柱
的
樣
式
︵
3-

3a
、
3c
、
3d
︶
，
而
本
件
簡

化
為
僅
存
柱
頭
四
獸
，
以
為
守
護
佛
塔
儀
仗
行
列
之

意
。

塔
身
源
自
印
度
伏
缽
樣
式
，
但
印
式
形
如
低
矮

圓
丘
，
而
犍
陀
羅
奉
獻
塔
半
球
形
主
體
有
加
長
現

象
。
上
壁
圍
繞
一
圈
印
式
的
欄
杆
方
格
圖
案
︵
三
局

部
7
︶
，
下
壁
有
四
佛
龕
，
交
替
安
置
坐
佛
及
立
塔
。

銅
體
雖
鏽
蝕
嚴
重
，
依
稀
可
見
坐
佛
的
希
臘
化
波
浪

髮
式
︵
三
局
部
4
︶
，
及
龕
塔
的
犍
陀
羅
式
多
重
傘
蓋

︵
三
局
部
6
︶
。
龕
與
龕
間
有
壁
柱
相
隔
，
柱
頭
有
希

臘
科
林
斯
式
︵C

orinthian

︶
莨
苕
葉
外
翻
形
狀
︵
三

局
部
5
，
3-

4a
、
4b
︶
。
平
頭
雖
為
印
式
傳
統
，
但

其
下
以
蓮
瓣
與
塔
身
相
連
，
其
中
又
如
佛
龕
，
平

頂
、
矩
形
開
放
式
大
殿
，
四
周
繞
以
立
柱
迴
廊
︵
三

局
部
9
︶
，
則
是
希
臘
人
統
治
巴
克
特
里
亞
時
期
︵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至
貴
霜
帝
國
的
建
築
特
色
。
︵
註
二

三
︶

塔
剎
部
分
是
犍
陀
羅
與
其
他
各
地
佛
塔
最
明
顯

的
差
異
。
蓋
面
加
大
、
數
目
增
加
，
標
竿
自
平
頭
豎

起
，
支
撐
層
層
上
升
而
逐
層
縮
小
的
傘
蓋
︵
三
局
部

10
︶
，
導
引
奉
獻
者
目
光
集
中
塔
尖
，
加
上
原
本
已
經

加
長
的
塔
身
，
整
體
呈
現
﹁
以
天
空
為
背
景
映
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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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
直
的
輪
廓
﹂
︵
註
二
四
︶
高
聳
的
、
神
聖
的
視
覺

效
果
。犍

陀
羅
奉
獻
塔
精
緻
完
整
者
不
多
，
除
歷
史
上

受
匈
奴
、
伊
斯
蘭
教
徒
掠
奪
摧
毀
，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的
尋
寶
之
風
，
使
遺
址
再
遭
破
壞
。
此
塔
銅
身
應
為

原
物
，
表
面F

蝕
殘
破
，
塔
身
部
分
有
刷
金
、
灑
銀

粉
痕
跡
，
並
漆
有
狀
似
灰
塵
的
膠
質
物
，
殆
後
世
修

補
處
理
之
處
。
︵
註
二
五
︶
但
基
座
的
金
箔
殘
跡
可

再
檢
驗
；
如
亦
為
後
加
，
與
刷
金
並
用
原
因
何
在
？

再
者
從
呾
叉
始
羅
出
土
舍
利
容
器
可
知
，
犍
陀
羅
小

塔
是
有
貼
金
箔
傳
統
︵
3-

3b
︶
。
從
塔
基
以
四
獸
取

代
石
柱
的
簡
化
樣
式
，
以
及
平
頭
附
塔
的
蓮
瓣
形
式

︵
三
局
部
8
︶
，
推
測
約
為
犍
陀
羅
後
期
巴
基
斯
坦
斯

瓦
特
或
印
度
喀
什
米
爾
之
作
。
塔
身
與
基
座
可
分

合
、
中
空
，
或
亦
為
儲
存
舍
利
之
用
。

註
釋
：

一
、
﹁
芒
果
樹
之
問
﹂
典
出
西
元
五
世
紀Thera

M
ahanam

a-
sthavira

︵
摩
訶
那
摩
︶
著
斯
里
蘭
卡
編
年
史T

he
M

ahavam
sa:the

greatchronicle
ofSriLanka.

原
書
為

巴
利
文
，
中
文
譯
本
見
韓
廷
傑
譯
，
︽
大
史
：
斯
里
蘭

卡
佛
教
史
︾
︵
台
北
：
佛
光
文
化
事
業
出
版
公
司
，
一
九

九
六
︶
，
頁
一
○
○—

一
○
一
。
本
文
採
鄧
殿
臣
譯
文
，

見
鄧
殿
臣
，
︽
南
傳
佛
教
史
簡
編
︾
︵
北
京
：
中
國
佛
教

協
會
，
一
九
九
一
︶
，
頁
八
。
傳
法
事
跡
見
︵
梁
︶
寶
唱

等
集
，
︽
經
律
異
相
︾
卷
十
六
﹁
摩
哂
陀
化
天
愛
帝
須

王
﹂
，
收
錄
於
︽
大
正
藏
︾
第
五
三
冊
，
頁
八
五
下—
八

六
上
。

二
、
︵
唐
︶
玄
奘
述
、
辯
機
編
，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一
，

收
錄
於
︽
大
正
藏
︾
第
五
一
冊
，
頁
八
七
三
中
。

三
、
︵
唐
︶
魏
徵
等
撰
，
︽
隋
書
︾
卷
八
二
﹁
南
蠻
傳
﹂
之

﹁
真
臘
﹂
，
收
於
楊
家
駱
主
編
，
︽
中
國
學
術
類
編
︾
︵
台

北
：
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七
︶，
頁
一
八
三
七
。

四
、Y

oni

一
詞
一
直
沒
有
理
想
中
譯
；
筆
者
參
酌
梵
文
原

意
，
譯
為
﹁
胎
藏
﹂
。
自
﹁
胎
藏
﹂
及
以
下
兩
段
﹁
大
黑

天
﹂
至
﹁
高
棉
人
種
﹂
各
國
金
銅
佛
特
色
，
將
在
各

︻
分
論
︼
針
對
個
別
實
例
考
證
說
明
。

五
、
周
達
觀
︽
真
臘
風
土
記
︾
記
載
：
﹁
寺⋯

中
只
有
一

像
，
正
如
釋
迦
佛
之
狀
，⋯

此
外
別
無
像
也
。
塔
中
之

佛
，
相
貌
又
別
，
皆
以
銅
鑄
成
。⋯

所
誦
之
經
甚
多
，

皆
以
貝
葉
疊
成
。
﹂
見
︵
元
︶
周
達
觀
，
︽
真
臘
風
土

記
︾
，
收
於
︽
叢
書
集
成
新
編
︾
︵
台
北
：
新
文
豐
，
一

九
八
五
︶
，
頁
一
九
八
。
古
代
南
亞
文
化
圈
皆
採
貝
葉

經
；
西
藏
雖
使
用
紙
張
，
仍
沿
襲
貝
葉
形
式
。

六
、M

ark
Tw

ain,Follow
ing

the
Equator:a

Journey
around

the
W

orld
(

N
ew

Y
ork

and
L

ondon:
H

arper
&

B
rothers,1899

),C
hapter41.

七
、
﹁
何
來
宗
教
﹂
一
詞
，
出
自
泰
國B

uddhadasa
B

hikkhu

︵
佛
使
尊
者
︶
佛
學
思
想
名
著
，
書
名
英
譯
為N

o
B

uddhism

，
本
文
採
鄭
振
煌
中
譯
，
見
︵
泰
︶
佛
使
尊

者
著
，
鄭
振
煌
譯
，
︽
何
來
宗
教
︾
︵
台
北
：
慧
炬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二
︶。

八
、
︵
唐
︶
玄
奘
述
、
辯
機
編
，
前
引
書
，
卷
二
，
頁
八
七

九
中—

八
八
一
上
。

九
、
以
文
物
考
古
為
基
礎
、
論
述
藝
術
風
格
流
派
者
，
首
推

約
翰
．
馬
歇
爾
︵John

H
ubert

M
arshall

︶
著
、
王
冀

青
譯
，
︽
犍
陀
羅
佛
教
藝
術(

T
he

B
uddhist

A
rt

of
G

andhara
)

︾
︵
甘
肅
：
甘
肅
教
育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九
︶
；Janos

H
arm

atta
ed.,H

istory
of

C
ivilization

of
C

entralA
sia,Vol.2:The

D
evelopm

entof
Sedentary

and
N

om
adic

C
ivilizations

(
Paris:U

nesco,19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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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史
料
為
基
礎
收
集
漢
文
獻
最
完
備
者
，
見
桑
山
正
進

著
，
︽
カ--

ピ
シ--

=

ガ
ン
ダ--

ラ
史
研
究
︾
︵
京
都
：
京

都
大
學
人
文
科
學
研
究
所
，
一
九
九
○
︶
。
整
理
相
關
文

獻
、
綜
合
諸
家
之
說
者
：
高
田
修
著
，
高
橋
宣
治
、
楊

美
莉
譯
，
︽
佛
像
的
起
源
︾
︵
台
北
：
華
宇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五
︶。

一
○
、
貴
霜
時
期
地
中
海
至
中
國
﹁
貿
易
路
線
圖
﹂
，
見

Stanislaw
J.C

zum
a,K

ushan
Sculpture:Im

ages
from

Early
India

(
O

hio:
The

C
leveland

M
useum

of
A

rt,
1985

),p.6.

西
元
二
世
紀
﹁
貴
霜
帝
國
疆
域
圖
﹂，
參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網
站http://w

w
w

.m
etm

useum
.org/

toah/hd/kush/hd_kush.htm

。

一
一
、
約
翰
．
馬
歇
爾
，
前
引
書
，
頁
一
三
；
頁
一
一
三
有

進
一
步
說
明
。

一
二
、
相
關
分
析
除
筆
者
對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藏
品
之
研
究
，

並
參
考
附
有
銅
質
分
析
數
據
的
兩
本
學
術
論
著
：W

.
Zw

alf,A
C

atalogue
of

the
G

andhara
Sculpture

in
the

B
ritish

M
useum

(
L

ondon:
B

ritish
M

useum
Press,

1996
),Vol.

,p.85;
C

handra
L.R

eedy,H
im

alayan
B

ronzes:Technology,Style,and
C

hoices
(U

niversity
of

D
elaw

are
Press:

A
ssociated

U
niversity

Presses,
1997

),
pp.

281-290,
A

ppendix1
。
前
者
為
大
英
博
物

館

研

究

實

驗

室(
B

ritish
M

useum
R

esearch
Laboratory

)

，
後
者
為
加
州
大
學
生
物
環
境
科
學
實
驗

室(the
Laboratory

forB
iom

edicaland
Environm

ental
Sciences

atthe
U

niversity
of

C
alifornia,LA

)
，
分
析

數
據
顯
示
印
度
西
北
部
︵
包
括
犍
陀
羅
︶
銅
像
以
紅
銅

為
主
，
黃
銅
次
之
。
前
者
紅
銅
占
百
分
七
十
以
上
，
其

次
為
錫
、
鋅
，
鉛
等
。

一
三
、
約
翰
．
馬
歇
爾
，
前
引
書
，
頁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

一
四
、G

.A
.Pugachenkova,S.R

.D
ar,R

.C
.Sharm

a
and

M
.A

.Joyenda,


K
ushan

A
rt


,in
Janos

H
arm

atta

ed.,
H

istory
of

C
ivilization

of
C

entral
A

sia,
Vol.

2:
T

he
D

evelopm
ent

of
S

edentary
and

N
om

adic
C

ivilizations
(

Paris:
U

nesco,
1994

),
C

hapter
15,

p.371.

一
五
、
︵
印
︶
查
婭
‧
帕
塔
卡
婭
著
，
︿
中
亞
藝
術
﹀
，
收
於

許
建
英
、
何
漢
民
編
譯
，
︽
中
亞
佛
教
藝
術
︾
︵
新
疆
：

新
疆
美
術
攝
影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二
︶
，
第
二
編
，
頁
一

二
一
。

一
六
、C

hakrapurusha

中
文
名
稱
未
見
著
錄
。
據D

igital
D

ictionary
of

B
uddhism

,
purusha

意
為spirit

,
spirit

beings

可
譯
為
﹁
天
﹂
。chakra

是
﹁
法
輪
﹂
；
筆
者
合

譯
為
﹁
輪
寶
天
﹂。

一
七
、
詳
見
本
文
︻
分
論
：
印
度
︼
部
分
。

一
八
、
楊
源
泉
提
供
，
謹
致
謝
。

一
九
、
同
註
一
二
。

二
○
、
本
件
作
品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本
院
︽
金
銅
佛
造
像
特
展

圖
錄
︾
圖
版
二
○
著
錄
為
﹁
銀
質
﹂
，
此
次
彭
贈
資
料
改

為
﹁
青
銅
﹂
；
筆
者
推
斷
為
紅
銅
。
楊
源
泉
告
知
紅
銅

表
現
呈
現
銀
質
色
澤
，
導
因
於
銅
合
金
中
錫
含
量
較

多
；
謹
致
謝
。

二
一
、
在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部
派
佛
教
修
撰
匯
編
的
︽
阿
含

經
︾
、
︽
佛
本
行
集
經
︾
，
已
提
到
佛
陀
﹁
三
十
二
相
﹂

的
圖
像
特
徵
。
參
見
︵
後
秦
︶
佛
陀
耶
舍
共
竺
佛
念

譯
，
︽
長
阿
含
經
︾
卷
一
，
收
於
︽
大
正
藏
︾
第
一

冊
，
頁
五
中
；
︵
隋
︶
闍
那
崛
多
譯
，
︽
佛
本
行
集
經
︾

卷
三
，
收
於
︽
大
正
藏
︾
第
三
冊
，
頁
六
六
七
下
。

二
二
、
水
野
弘
元
、
中
村
元
著
，
許
洋
主
譯
，
︽
印
度
的
佛

教
︾
，
︵
台
北
：
法
爾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
，
頁
一
○

一—

一
一
○
﹁
部
派
佛
教
的
地
域
分
佈
情
況
﹂。

二
三
、G

.A
.Pugachenkova,S.R

.D
ar,R

.C
.Sharm

a
and

M
.

A
.

Joyenda,
ibid,

p.332-337;
B

.
A

.
L

itvinsky,
“C

ities
and

U
rban

Life
in

the
K

ushan
K

ingdom
”,in.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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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os
H

arm
atta

ed.,ibid,C
hapter13,p.309.

二
四
、B

.A
.Litvinsky,ibid.

二
五
、
楊
源
泉
先
生
提
供
，
謹
致
謝
。

圖
片
來
源
：

圖
1-

1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編
，
︽
パ
キ
ス
タ
ン
．
ガ
ン
ダ--

ラ

雕
刻
展
︾
︵
東
京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二
○
○
二
︶
，

圖
一
三
。

圖
1-

2
、W

.Zw
alf,A

C
atalogue

ofthe
G

andhara
Scripture

in
the

B
ritish

M
useum

(L
ondon:

B
ritish

M
useum

Press,1996),fig.611.

圖
1-

3
、
作
者
拍
照
。

圖
1-
4a
、
作
者
拍
照
。

圖
1-

4b
、
作
者
拍
照
。

圖
1-
4c
、C

handra
L.Reedy,H

im
alayan

Bronzes
(U

niver-
sity

of
D

elaw
are

Press:
A

ssociated
U

niversity
Presses,1997),fig.A

10.

圖
1-

4d
、
作
者
拍
照
。

圖
1-

4e
、
作
者
拍
照
。

圖
1-

5a
、
作
者
拍
照
。

圖
1-

5b
、
作
者
拍
照
。

圖
1-

5c
、C

handra
L

.
R

eedy,
H

im
alayan

B
ronzes(

U
niversity

of
D

elaw
are

Press:A
ssociated

U
niversity

Presses,1997),fig.K
34.

圖
1-

5d
、
作
者
拍
照
。

圖
1-

6
、
作
者
拍
照
。

圖
2-

1a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編
，
︽
パ
キ
ス
タ
ン
．
ガ
ン
ダ--

ラ

雕
刻
展
︾
︵
東
京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二
○
○
二
︶
，

圖
二
。

圖
2-

1b
、
高
田
修
著
，
高
橋
宣
治
、
楊
美
莉
譯
，
︽
佛
像
的

起
源
︾︵
台
北
：
華
宇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五
︶，
圖
三
五
。

圖
2-

1c
、G

andhara
Sculpture

from
P

akistan
M

useum
s(

N
ew

York:The
A

sia
Society,1960),PL.3.

圖
2-

1d
、
︽
並
河
萬
里
寫
真
集
ガ
ン
ダ--

ラ
︾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一
九
八
四
︶，
圖
二
六
。

圖
2-

2a
、1

口
隆
康
等
編
輯
，
︽
パ
キ
ス
タ
ン
．
ガ
ン
ダ--

ラ
美

術
展
︾︵N

H
K

，
一
九
八
四
︶，
插
圖
五

圖
2-

2b
、
中
亞
文
明
史
．
第
二
卷
︾
︵
北
京
：
中
國
對
外
翻
譯

出
版
公
司
，
二
○
○
二
︶，
圖
二
。

圖
3-

1
、
肥
塚
隆
、
宮
治
昭
，
︽
世
界
美
術
全
集

東
洋
編
13

印
度
︵
一
︶︾︵
東
京
：
小
學
館
，
二
○
○
○
︶，fig.49.

圖
3-

2
、
高
田
修
、
上
野
照
夫
，
︽
イ
ン
ド
美
術
︾
︵
東
京
：

日
本
經
濟
新
聞
社
，
一
九
六
五
︶,Vol.l,PL.128.

圖
3-

3a
、P.

Pal,
A

C
ollecting

O
dyssey(

N
ew

Y
ork:

Tham
es

and
H

udson,1997),PL.92.

圖
3-

3b
、1

口
隆
康
等
編
輯
，
︽
パ
キ
ス
タ
ン
．
ガ
ン
ダ--

ラ
美

術
展
︾︵N

H
K

，
一
九
八
四
︶，
圖

-2

圖
3-

3c
、
栗
田
功
編
著
，
︽
ガ
ン
ダ--

ラ
美
術
︵
一
︶
：
佛
傳
︾

︵
東
京
：
二
玄
社
，
一
九
八
八
︶，
圖
五
二
八
。

圖
3-

3d
、
栗
田
功
編
著
，
︽
ガ
ン
ダ--

ラ
美
術
︵
一
︶
：
佛
傳
︾

︵
東
京
：
二
玄
社
，
一
九
八
八
︶，
圖
五
三
六
。

圖
3-

4a
、D

ancing
to

the
Flute

(
Sydney:The

A
rtG

allery
ofN

ew
W

ales,1997),PL.50b.

圖
3-

4b
、
桑
山
正
進
著
，
︽
カ--

ピ
シ--

=

ガ
ン
ダ--

ラ
史
研
究
︾

︵
京
都
：
京
都
大
學
人
文
科
學
研
究
所
，
一
九
九
○
︶
，

圖
版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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