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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思

瑞
像
是
佛
教
藝
術
中
特
殊
的
題
材
，
早
在

初
唐
，
道
宣
︵
五
九
六

∼

六
六
七
︶
就
注
意
到

這
個
題
材
在
中
國
佛
教
信
仰
傳
播
上
的
重
要
性
。

他
在
︽
集
神
州
三
寶
感
通
錄
︾
︵
六
六
四
年
成

書
︶
開
宗
明
義
言
道
：
﹁
光
瑞
出
沒
，
開
信
於

一
時
；
景
像
垂
容
，
陳
迹
於
萬
代
。
或
見
於
既

往
，
或
顯
於
將
來
，
昭
彰
於
道
俗
，
生
信
於
迷

悟
。
﹂
該
書
有
三
卷
，
載
錄
八
十
一
則
自
晉
迄

初
唐
瑞
像
、
靈
塔
、
奇
僧
傳
說
。
由
於
時
代
久

遠
，
︽
集
神
州
三
寶
感
通
錄
︾
記
載
的
瑞
像
都

沒
有
保
存
下
來
，
可
是
有
些
祂
們
的
模
本
卻
僥

倖
傳
世
，
阿
育
王
像
即
為
其
一
。

成
都
先
後
出
土
了
九
尊
阿
育
王
像
，
包
括

西
安
路
出
土
一
尊
︵
圖
一
︶
、
下
同
仁
路
出
土

一
尊
和
萬
佛
寺
遺
址
出
土
七
尊
。
七
尊
中
，
缺

頭
的
單
體
立
像
計
五
尊
︵
圖
二
︶
，
頭
像
有
二

件
︵
圖
三
︶
。
由
於
這
五
尊
的
軀
體
和
兩
個
頭

像
均
不
相
配
，
故
知
萬
佛
寺
遺
址
出
土
的
阿
育

王
像
至
少
有
七
尊
之
多
，
均
為
等
身
大
小
的
單

體
造
像
。

西
安
路
出
土
的
阿
育
王
像
小
腿
後
方
有
一

塊
條
石
，
陰
刻
銘
文
曰
：

 

太
清
五
年
︵
五
五
一
︶
九
月
卅
日
，
佛
子
杜
僧

逸
為
亡
兒
李
仏
施
敬
造
育
王
像
供
養
。
願
存
亡

眷
屬
在
所
生
處
，
值
仏
聞
法
，
早
悟
无
生
，
七

□

因
緣
及
六
道
含
令
普
同
斯
誓
。
謹□

。

萬
佛
寺
遺
址
出
土
的
一
尊
無
頭
阿
育
王
像
，
背

面
陰
刻
造
像
題
記
云
：
「
益
州
捴
管
柱
囯
趙
囯

公
招
敬
造
育
王
像
一
軀
。
﹂
根
據
考
證
，
趙
國

公
宇
文
招
於
保
定
二
年
至
五
年
間
︵
五
六
二

∼

五
六
五
︶
任
益
州
總
管
，
可
見
此
像
應
為
宇
文

招
所
造
。
這
兩
尊
阿
育
王
像
的
年
代
雖
有
先
後
，

但
形
貌
極
為
相
似
，
當
源
自
同
一
稿
本
。
這
九

瑞
像
是
佛
教
藝
術
中
特
殊
的
題
材
，
初
唐
時
道
宣
就
注
意
到
這
個
題
材
在
佛
教
信
仰
傳
播
上
的
重
要
性
。
他
在
︽
集

神
州
三
寶
感
通
錄
︾
中
記
述
八
十
一
則
自
晉
迄
初
唐
瑞
像
、
靈
塔
、
奇
僧
傳
說
。
由
於
時
代
久
遠
，
該
書
所
載
的

瑞
像
都
沒
有
保
存
下
來
，
可
是
有
些
祂
們
的
模
本
卻
僥
倖
傳
世
，
阿
育
王
像
即
為
其
一
。
成
都
先
後
出
土
了
九
尊

蕭
梁
和
北
周
初
期
的
阿
育
王
像
，
祂
們
與
現
存
同
期
的
造
像
風
格
迥
異
，
特
別
與
眾
不
同
。
究
竟
阿
育
王
像
代
表

那
一
尊
佛
？
祂
的
故
事
和
圖
像
來
源
為
何
？
都
是
饒
有
趣
味
的
問
題
。

阿
育
王
像

李
玉
珉

圖1　 梁太清5年（551）　杜僧逸造阿育王像　成都西安路出
土四川成都市考古所藏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圖版52-1

圖2　 蕭齊　阿育王像　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　四川省博物館藏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圖版13

圖3　 蕭齊　阿育王頭像　成都萬
佛寺遺址出土　四川省博物
館藏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
佛教造像》圖版26-1

尊
阿
育
王
像
與
現
存
蕭
梁
和
北
周
初
的
造
像
風

格
迥
異
，
顯
得
特
別
與
眾
不
同
。
究
竟
阿
育
王

像
代
表
那
一
尊
佛
？
祂
的
故
事
和
圖
像
來
源
為

何
？
都
是
饒
有
趣
味
的
問
題
。

文
獻
記
載

義
淨
︵
六
三
五

∼

七
一
三
︶
︽
南
海
寄
歸

內
法
傳
︾
即
有
天
竺
阿
育
王
像
的
記
載
。
阿
育

王
像
又
稱
育
王
像
，
為
阿
育
王
︵K

ing A
śoka

，

又
稱
無
憂
王
，
西
元
前
二
七
二

∼

二
三
一
在
位
︶

或
阿
育
王
第
四
女
所
造
釋
迦
牟
尼
像
的
略
稱
。

阿
育
王
篡
奪
其
兄
之
位
，
成
為
印
度
孔
雀
王
朝

︵M
auryan D

ynasty

︶
第
三
代
國
王
，
原
為
暴

君
，
後
皈
依
佛
教
，
痛
改
前
非
，
成
為
一
位
護

持
並
弘
揚
佛
教
的
轉
輪
聖
王
。
他
曾
在
華
氏
城

召
集
第
三
次
佛
教
結
集
，
使
佛
教
成
為
了
印
度

全
國
性
的
宗
教
，
並
派
遣
僧
侶
到
周
邊
國
家
傳

法
。

根
據
慧
皎
︵
四
九
七

∼

五
五
四
︶
︽
高
僧

傳
︾
，
早
在
四
世
紀
初
中
國
即
有
阿
育
王
像
的

發
現
。
該
書
卷
六
︿
釋
慧
遠
傳
﹀
載
：

 

又
昔
潯
陽
陶
侃
︵
二
五
九

∼

三
三
四
︶
經
鎮

廣
州
，
有
漁
人
於
海
中
見
神
光
，
每
夕
艶

發
，
經
旬
彌
盛
。
怪
以
白
侃
，
侃
往
詳
視
，

乃
是
阿
育
王
像
，
即
接
歸
，
以
送
武
昌
寒

溪
寺
。
寺
主
僧
珍
嘗
往
夏
口
，
夜
夢
寺
遭

火
，
而
此
像
屋
獨
有
龍
神
圍
繞
。
珍
覺
馳
還

寺
，
寺
既
焚
盡
，
唯
像
屋
存
焉
。
侃
後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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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像

學與思

圖1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鎮
，
以
像
有
威
靈
，
遣
使
迎
接
，
數
十
人
舉

之
至
水
，
及
上
船
，
船
又
覆
沒
，
使
者
懼

而
反
之
，
竟
不
能
獲
。
︙
︙
及
︵
慧
︶
遠

︵
三
三
四

∼

四
一
六
︶
創
寺
既
成
，
祈
心
奉

請
，
乃
飄
然
自
輕
，
往
還
無
梗
。
方
知
遠
之

神
感
，
證
在
風
諺
矣
。
於
是
率
眾
行
，
道
昏

曉
不
絕
，
釋
迦
餘
化
，
於
斯
復
興
。

同
書
卷
五
︿
釋
曇
翼
傳
﹀
言
：

 

翼
常
歎
寺
立
僧
足
，
而
形
像
尚
少
。
阿
育
王

所
造
容
儀
，
神
瑞
皆
多
，
布
在
諸
方
，
何
其

無
感
，
不
能
招
致
。
乃
專
精
懇
惻
，
請
求
誠

應
。
以
晉
太
元
十
九
年
︵
三
九
四
︶
甲
午
之

歲
二
月
八
日
，
忽
有
一
像
現
于
城
北
，
光
相

衝
天
。
時
白
馬
寺
僧
眾
，
先
往
迎
接
，
不
能

令
動
。
翼
乃
往
祇
禮
，
謂
眾
人
曰
：
﹁
當
是

阿
育
王
像
，
降
我
長
沙
寺
焉
。
﹂
即
令
弟
子

三
人
捧
接
，
飄
然
而
起
，
迎
還
本
寺
。
道
俗

奔
赴
，
車
馬
轟
填
。
後
罽
賓
禪
師
僧
伽
難
陀

從
蜀
下
，
入
寺
禮
拜
，
見
像
光
上
有
梵
字
，

便
曰
：
﹁
是
阿
育
王
像
，
何
時
來
此
？
﹂
時

人
聞
者
方
知
翼
之
不
謬
。

同
書
卷
十
三
︿
釋
慧
達
傳
﹀
云
：

 

又
昔
晉
咸
和
中
︵
三
二
六

∼

三
三
四
︶
，
丹

陽
尹
高
悝
於
張
侯
橋
浦
裏
，
掘
得
一
金
像
，

無
有
光
趺
，
而
製
作
甚
工
。
前
有
梵
書
，
云

是
育
王
第
四
女
所
造
。
悝
載
像
還
至
長
干

巷
口
，
牛
不
復
行
非
人
力
所
御
，
乃
任
牛

所
之
，
徑
趣
長
干
寺
。
爾
後
年
許
，
有
臨
海

漁
人
張
係
世
，
於
海
口
得
銅
蓮
華
趺
，
浮
在

水
上
，
即
取
送
縣
。
縣
表
上
上
臺
，
勅
使
安

像
足
下
，
契
然
相
應
。
後
有
西
域
五
僧
詣
悝

云
：
﹁
昔
於
天
竺
得
阿
育
王
像
，
至
鄴
遭

亂
，
藏
置
河
邊
。
王
路
既
通
，
尋
覓
失
所
。

近
得
夢
云
：
﹃
像
已
出
江
東
，
為
高
悝
所

得
。
﹄
故
遠
涉
山
海
，
欲
一
見
禮
拜
耳
。
﹂

悝
即
引
至
長
干
，
五
人
見
像
歔
欷
涕
泣
，
像

即
放
光
，
照
于
堂
內
。
五
人
云
：
﹁
本
有
圓

光
，
今
在
遠
處
，
亦
尋
當
至
。
﹂
晉
咸
安
元

年
︵
三
七
一
︶
，
交
州
合
浦
縣
採
珠
人
董
宗

之
，
於
海
底
得
一
佛
光
。
刺
史
表
上
，
晉
簡

文
帝
︵
三
七
一

∼

三
七
二
在
位
︶
勅
施
此

像
，
孔
穴
懸
同
，
光
色
一
重
。
凡
四
十
餘

年
，
東
西
祥
感
，
光
趺
方
具
。

道
宣
摭
採
各
種
傳
記
，
在
︽
集
神
州
三
寶
感
通

錄
︾
中
詳
細
記
載
長
干
寺
阿
育
王
像
的
歷
史
與

流
傳
。
在
長
干
寺
阿
育
王
像
和
臺
座
、
圓
光
接

合
後
，
他
又
提
到
：

 

瓦
官
寺
沙
門
慧
邃
欲
求
摹
寫
，
寺
主
僧
尚
恐

損
金
色
，
語
邃
曰
：
﹁
若
能
令
佛
放
光
，

迴
身
西
向
者
，
非
余
所
及
。
﹂
邃
至
誠
祈

請
，
中
宵
聞
有
異
聲
，
開
殿
見
像
，
大
放

光
明
，
轉
坐
面
西
。
於
是
乃
許
模
之
，
傳

寫
數
十
軀
，
所
在
流
布
。
至
梁
武
帝
於
光

上
加
七
樂
天
并
二
菩
薩
，
至
陳
永
定
二
年

︵
五
五
八
︶
，
王
琳
屯
兵
江
浦
，
將
向
金

陵
，
武
帝
命
將
泝
流
，
軍
發
之
時
，
像
身
動

搖
，
不
能
自
安
。
因
以
奏
聞
，
帝
檢
之
有

實
，
俄
而
鋒
刃
未
交
，
琳
眾
解
散
，
單
騎
奔

北
，
遂
上
流
大
定
，
故
動
容
表
之
。
天
嘉
之

中
︵
五
六Ο

∼

五
六
六
︶
東
南
兵
起
，
帝

於
像
前
乞
願
，
兇
徒
屏
退
，
言
訖
光
照
階

宇
，
不
久
東
陽
、
閩
越
皆
平
。
沙
門
慧
曉
長

干
領
袖
，
行
化
所
及
，
事
若
風
移
，
乃
建
重

閣
，
故
使
藻
畫
窮
奇
，
登
臨
極
目
。
至
德

︵
五
八
三

∼

五
八
七
︶
之
始
，
加
造
方
趺
。

自
晉
迄
陳
五
代
王
臣
莫
不
歸
敬
。

由
上
述
這
些
資
料
可
知
，
阿
育
王
像
一
說
為
阿

育
王
所
造
，
另
一
說
為
阿
育
王
四
女
所
造
，
是

一
種
天
竺
瑞
像
，
祂
的
出
現
富
神
異
色
彩
，
多

與
感
應
靈
驗
有
關
。
從
︿
釋
曇
翼
傳
﹀
中
﹁
阿

育
王
所
造
容
儀
，
神
瑞
皆
多
，
布
在
諸
方
﹂
之

言
來
看
，
四
世
紀
時
，
阿
育
王
像
的
流
傳
已
十

分
普
遍
，
當
時
河
北
鄴
城
、
湖
北
武
昌
寒
溪
寺
、

江
西
廬
山
東
林
寺
、
荊
州
︵
今
湖
北
襄
陽
︶
長

沙
寺
和
建
康
︵
今
江
蘇
南
京
︶
長
干
寺
都
曾
有

阿
育
王
像
的
供
奉
。
不
過
整
體
而
言
，
此
一
圖

像
在
南
方
更
為
流
行
。

依
據
文
獻
記
載
，
各
寺
的
阿
育
王
像
來
源

不
一
。
其
中
，
建
康
長
干
寺
的
阿
育
王
像
最
富

盛
名
。
四
世
紀
晚
期
，
瓦
官
寺
的
沙
門
慧
邃
便

曾
摹
寫
此
像
數
十
軀
，
廣
為
流
布
。
後
又
因
此

像
屢
現
靈
驗
瑞
跡
，
梁
、
陳
的
帝
王
、
臣
子
莫

不
歸
敬
，
長
干
寺
阿
育
王
像
更
加
神
聖
。
至
隋

滅
陳
︵
五
八
九
︶
，
隋
文
帝
詔
敕
迎
送
該
像
入

京
大
內
供
養
，
後
移
長
安
︵
今
陝
西
西
安
︶
大

興
善
寺
。
直
至
初
唐
，
此
像
仍
被
人
們
廣
為
圖

寫
。
河
南
洛
陽
龍
門
石
窟
西
山
中
段
唐
字
洞
西

壁
的
上
層
，
尚
存
唐
代
淨
福
寺
比
丘
尼
淨
命
所

造
的
阿
育
王
一
龕
。

圖
像
特
徵
與
來
源

長
干
寺
阿
育
王
像
原
為
一
單
尊
的
鎏
金
青

銅
佛
立
像
，
有
圓
形
的
頭
光
，
足
下
配
有
蓮
花

座
。
梁
武
帝
時
在
其
頭
光
上
添
加
了
七
身
伎
樂

天
，
並
在
立
佛
的
身
側
加
上
脇
侍
菩
薩
。
到
了

至
德
初
年
，
長
干
寺
僧
又
在
蓮
座
下
加
了
方
臺
。

目
前
成
都
出
土
的
阿
育
王
像
皆
為
單
尊
像
，
杜

僧
逸
造
阿
育
王
像
︵
圖
一
︶
頭
後
有
圓
光
，
立

於
仰
覆
蓮
臺
之
上
，
顯
示
這
些
阿
育
王
像
應
接

近
此
像
的
古
制
。
過
去
有
些
學
者
指
出
，
阿
育

王
像
的
祖
形
應
為
笈
多
時
期
︵G

upta Period

，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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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笈多王朝　5世紀　佛頭像　印度秣菟羅出土　印度秣菟羅政府博物館藏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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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像

學與思

圖6　 五胡十六國　3世紀末　佛坐像　美國哈佛大學福格美術
館藏　引自《中國美術》第3卷圖版7

圖7　 五胡十六國　4世紀　佛立像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
館藏　引自《金銅佛》圖錄3

圖8　 貴霜王朝　1至2世紀　彌勒菩薩坐像　印度秣菟羅　
法國巴黎居美美術館藏　作者攝

圖9　 貴霜王朝晚期　3至4世紀　印度秣菟羅出土　
佛立像　印度秣菟羅政府博物館藏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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