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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佛教艺术光辉灿烂。安徽佛教的传播进程与发展轨迹可谓中国汉

地佛教发展脉络的一个缩影。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楚

王刘英南迁，刚刚在中土落户的佛教便由此时传入安徽南部的宣城、泾县一带。禅宗早期

的传播与发展也与安徽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公元 6 世纪，二祖慧可和弟子三祖僧璨在安

徽司空山一带弘扬禅法，使得禅宗在这一区域内不断发展壮大。唐代九华山佛教的兴起成

为安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九华山作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藏王菩萨道场

名扬天下，而地藏文化、地藏精神更是为海内外信徒所向往。

  “佛光恒常——安徽佛教文物精品展”是安徽博物院依托安徽省博物馆陈列展览联盟

平台，联合浙江省博物馆、阜阳市博物馆、九华山佛教协会、九华山历史文物馆、青阳县

博物馆、寿县博物馆、潜山县博物馆、舒城县文物管理所等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精品展。

展览在省内外遴选佛教文物 89 件（套），分“佛风初度”“佛根深培”“九华佛迹”“佛

相万千”四个单元，历数安徽佛教文化发展历程与佛教艺术特点。展品中精品累累：有从

亳州咸平寺旧址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神情安详的佛造像；有省内多处佛塔地宫出土的造型庄

严的鎏金佛塔、做工精巧的宋代锤揲金棺、充满神秘色彩的舍利子以及九华山珍藏的明万

历皇帝圣旨、地藏利生宝印、小贝叶经等。此次展览展出的佛教文物，多是佛教文物中的

上品，如此多的佛教文物精品“大聚首”，在安徽还是首次。

  本书分为展览与学术专文两部分，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图片展示、细致入微的文字介

绍以及清新雅致的形式设计将展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还原。相较于展览，图书增加的

学术专文板块，进一步阐释了佛教艺术的内涵与外延，使读者在香气四溢的笔墨中深思佛

教文化的精深与佛教艺术的璀璨。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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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永平年间 (58—75 年 )，汉明帝同

父异母的弟弟楚王刘英南迁，刚刚在中土落户的佛教便由此时

传入皖南宣城、泾县一带。从这一时期起，安徽地区佛教便开

始传播，历经千年风雨，长盛不衰。

  禅宗作为汉传佛教主要宗派之一，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禅

宗早期的传播与发展，与安徽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公元 6 世
纪，二祖慧可和弟子三祖僧璨在安徽司空山一带弘扬禅法，使

得菩提达摩的佛法学说在这一区域内不断发展壮大。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九华山佛

教的兴起成为安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九华山为中国四

大佛教名山之一，是地藏王菩萨道场，至今香火鼎盛，为海内

外信徒所向往。九华山上留存着大量的佛教名胜和历史文物，

承载着九华佛教文化的浓厚氛围。

  随着佛教的深入发展，敬佛、礼佛逐渐成为佛教信众乃至

普通百姓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佛教在古代社会中影

响颇深，它与中国本土的儒、道并称“三教”，成为中国古代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世俗社会的文化、艺术、日常生活

等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 

言



第一单元

佛风初度

  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梦遇金人，派人出使天竺，白马驮

经将佛教引入中国。据史料记载，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南迁

时，将佛教带入皖南宣城、泾县一带。从这一时期起，安徽地

区佛教便开始传播，历经千年风雨，长盛不衰。

  汉末至隋初的四百年间，国家的分裂，战争的频发，给百

姓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饱经战争动乱摧残的世人从佛光普照

中寻求到精神的支持和心灵的抚慰。人们拜佛、礼佛的活动使

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大量的佛教造像、经卷等流传至今，反

映出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与佛教艺术的精湛。



第一单元

佛风初度

  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梦遇金人，派人出使天竺，白马驮

经将佛教引入中国。据史料记载，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南迁

时，将佛教带入皖南宣城、泾县一带。从这一时期起，安徽地

区佛教便开始传播，历经千年风雨，长盛不衰。

  汉末至隋初的四百年间，国家的分裂，战争的频发，给百

姓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饱经战争动乱摧残的世人从佛光普照

中寻求到精神的支持和心灵的抚慰。人们拜佛、礼佛的活动使

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大量的佛教造像、经卷等流传至今，反

映出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与佛教艺术的精湛。



北凉神玺三年《贤劫千佛名品》
北凉

两段：前段两幅粘接长 54.2 厘米
            后段四幅粘接 长 121.9 厘米，宽 24.3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贤劫千佛名品》抄写于北凉的神玺三年（399 年），属于早

期敦煌遗书一类，为传世写经署年较早者，可谓稀世佛家珍宝。

出土于敦煌高昌，属于敦煌遗书的早期流散品，是现存时间

最早的敦煌遗书之一。

  正面题“贤劫九百佛品第九、贤劫千佛品第十”，末署“神玺

三年太岁在死正月廿日道人宝贤于高昌写此千名佛愿使众生礼敬奉

侍所生之处奉千佛”。北凉《千佛名经卷》抄自《贤劫千佛品经》

中《贤劫经卷第八 •千佛名号品第二十》，抄录了这一期所有的佛（贤

劫经千佛）名号品，但因写卷被人为裁截，残段仅显示了一部分内

容的节录。佛名经背面为一段关于议断肉食的内容。

004 005第一单元  佛风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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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造像
北魏

通高 19.5 厘米，底径 4.5 厘米，背光宽 8 厘米
阜阳市博物馆藏

  此造像为一佛二菩萨。造像通体鎏金。弥勒佛挽高肉髻，双眼

直视前方，闭口微笑，神态端庄。施无畏予愿印。身披袈裟，U 形

通肩式，腹部衣纹作层层下展的垂鳞状，衣褶细密，纹条圆润。佛

跣足站立在高束莲花座上，身后是莲瓣大背光，背光正面阴刻火焰

纹。佛的两侧，分立一尊菩萨像，左边菩萨挽磨光式高肉髻，两菩

萨皆身披袈裟，双手合十，站立在圆石台上，身后各一桃形小背光。

大背光背面刻发愿文共 33 个字：“延和元年（432 年）五月初四日

弟子邵景伯为三父母居家眷属敬造弥勒像一区愿世安隐。”

北齐河清二年上官僧度等造像碑 
北齐

上石高 101 厘米，宽 55.5 厘米，厚 26 厘米
下石高 99 厘米，宽 54.5 厘米，厚 28 厘米，座榫长 14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碑分上、下两石。上石四面雕刻，正面造像四层 : 一层左边雕

显贵，面前一人跪拜，两旁四人侍立，右边一人一马卧于菩提树下。

二层左右两侧各凿有小龛，居士端坐其中，两龛之间有供养人八身，

盘腿并坐。三层雕两龛，左龛肉髻释迦与多宝佛像并坐须弥座上，

两侧各立菩萨一身。右龛弥勒佛、观音盘腿并坐须弥座上，余与左

龛相同。四层为一大龛，龛楣由四飞天组成，龛饰帷幔内雕面相庄

严观音立像，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背光莲花，左右侍立花冠菩萨

和迦叶、阿难。左右两侧造像各分两层：左侧上龛雕普贤菩萨与御

夫骑象行于菩提树下，下龛雕 10 身伎乐天正在吹排箫、击鼓、弹

琵琶。右侧上龛雕着透体通肩大衫立佛，两侧比丘分立，一供养人

跪于右侧；下龛雕云中二佛塔，塔有 4 门，门中有佛倾出上身。塔

下佛殿内有高髻佛结跏趺坐，二边侍残。背面饰蟠螭碑额，并刻有

铭文。铭文界以方格，共计横 17 格，竖 27 格，铭文计约 273 字。

  下石四面雕刻，正面造像亦分四层 : 一层承接上石莲座。二层

雕左右两龛，左龛内维摩诘面容清瘦，头戴小冠，手执佛尘，两侍

者侧立于帷帐内。右龛文殊师面对维摩诘盘腿坐于菩提树下的幡盖

内，有菩萨拱手侍立两侧，另有信徒、比丘立于讲坛间。三层主龛

雕阿弥陀佛结跏趺盘坐须弥座上 , 背光莲花，主佛两旁分立观世音

及大势至菩萨及侍者、8 罗汉列坐两侧。四层雕两金刚和两狮子，

御狮人手抱博山炉夹立其中。下石左侧雕龛三层：上龛内于侧身坐

佛面前有两比丘合十分别作跪立状，龛上雕菩提树并有伎乐天吹角

飞舞；中龛菩提树下坐一佛，右边侍立一菩萨、一比丘尼；下龛中

坐一居士，两旁各立一名供养人。下石右侧雕上下两龛：上龛有右

臂佛坐于菩提树下，另有两伎乐天分别吹笙、弹琵琶，一比丘侍立

左侧，下雕群山叠嶂。下龛为浴佛图，远岸密林之上有 4 伎乐天奏乐，

8 个挽髻青年在激流中沐浴。造像碑下石背面刻 51 名造碑人姓名，

上下刻 4 排，界以方格，计 24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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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延和元年鎏金弥勒佛造像
北魏

通高 19.5 厘米，底径 4.5 厘米，背光宽 8 厘米
阜阳市博物馆藏

  此造像为一佛二菩萨。造像通体鎏金。弥勒佛挽高肉髻，双眼

直视前方，闭口微笑，神态端庄。施无畏予愿印。身披袈裟，U 形

通肩式，腹部衣纹作层层下展的垂鳞状，衣褶细密，纹条圆润。佛

跣足站立在高束莲花座上，身后是莲瓣大背光，背光正面阴刻火焰

纹。佛的两侧，分立一尊菩萨像，左边菩萨挽磨光式高肉髻，两菩

萨皆身披袈裟，双手合十，站立在圆石台上，身后各一桃形小背光。

大背光背面刻发愿文共 33 个字：“延和元年（432 年）五月初四日

弟子邵景伯为三父母居家眷属敬造弥勒像一区愿世安隐。”

北齐河清二年上官僧度等造像碑 
北齐

上石高 101 厘米，宽 55.5 厘米，厚 26 厘米
下石高 99 厘米，宽 54.5 厘米，厚 28 厘米，座榫长 14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碑分上、下两石。上石四面雕刻，正面造像四层 : 一层左边雕

显贵，面前一人跪拜，两旁四人侍立，右边一人一马卧于菩提树下。

二层左右两侧各凿有小龛，居士端坐其中，两龛之间有供养人八身，

盘腿并坐。三层雕两龛，左龛肉髻释迦与多宝佛像并坐须弥座上，

两侧各立菩萨一身。右龛弥勒佛、观音盘腿并坐须弥座上，余与左

龛相同。四层为一大龛，龛楣由四飞天组成，龛饰帷幔内雕面相庄

严观音立像，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背光莲花，左右侍立花冠菩萨

和迦叶、阿难。左右两侧造像各分两层：左侧上龛雕普贤菩萨与御

夫骑象行于菩提树下，下龛雕 10 身伎乐天正在吹排箫、击鼓、弹

琵琶。右侧上龛雕着透体通肩大衫立佛，两侧比丘分立，一供养人

跪于右侧；下龛雕云中二佛塔，塔有 4 门，门中有佛倾出上身。塔

下佛殿内有高髻佛结跏趺坐，二边侍残。背面饰蟠螭碑额，并刻有

铭文。铭文界以方格，共计横 17 格，竖 27 格，铭文计约 273 字。

  下石四面雕刻，正面造像亦分四层 : 一层承接上石莲座。二层

雕左右两龛，左龛内维摩诘面容清瘦，头戴小冠，手执佛尘，两侍

者侧立于帷帐内。右龛文殊师面对维摩诘盘腿坐于菩提树下的幡盖

内，有菩萨拱手侍立两侧，另有信徒、比丘立于讲坛间。三层主龛

雕阿弥陀佛结跏趺盘坐须弥座上 , 背光莲花，主佛两旁分立观世音

及大势至菩萨及侍者、8 罗汉列坐两侧。四层雕两金刚和两狮子，

御狮人手抱博山炉夹立其中。下石左侧雕龛三层：上龛内于侧身坐

佛面前有两比丘合十分别作跪立状，龛上雕菩提树并有伎乐天吹角

飞舞；中龛菩提树下坐一佛，右边侍立一菩萨、一比丘尼；下龛中

坐一居士，两旁各立一名供养人。下石右侧雕上下两龛：上龛有右

臂佛坐于菩提树下，另有两伎乐天分别吹笙、弹琵琶，一比丘侍立

左侧，下雕群山叠嶂。下龛为浴佛图，远岸密林之上有 4 伎乐天奏乐，

8 个挽髻青年在激流中沐浴。造像碑下石背面刻 51 名造碑人姓名，

上下刻 4 排，界以方格，计 24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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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天保十年夏侯显穆等四面造像
北齐

残高 124.5 厘米，宽 29.5 至 30.5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北齐天统三年石济周等造像碑
北齐

长 145 厘米，宽 41.5 厘米
厚 25 厘米，榫长 11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石略残，正面碑额雕蟠螭纹，两蟠螭

间有一小龛，龛内雕立像，居于莲花须弥

座上。座下有两力士坐地弯腰，背承佛座，

受托两莲座，座上立两菩萨，菩萨头戴宝

冠，身披璎珞。下龛雕两金刚，袒胸赤足，

怒目圆睁，金刚之间有两御狮人骑于狮背。

龛下边缘雕饰山峦。造像碑左侧刻碑铭，

楷书，铭文约 200 字，造像碑背面刻 43 位

施主名。

  石呈方形柱，顶部有榫，底有卯眼，原有上额及下石，惜已缺失。

正面：雕凿三龛，上龛的龛楣雕人字帷披，莲座上立高髻佛像，两

旁侧立菩萨各一身，右位仅残存一手，左位一手提带一手拈荷叶，

背后一裸童作揭幔状。中龛莲座上坐合手观音，戴花冠，身披璎珞。

两菩萨一手举珠一手提带分立两侧，冠上有莲花化生。下龛仅残存

一高髻佛上身及莲花背光。

  右面：雕凿三龛，上龛一佛高髻，结跏趺坐。两侧各立一花冠

菩萨，皆一手举珠一手提带。中龛为经变故事，共雕 24 人，以山

脉为界，隔为七组。下龛仅存一浮屠及一飞天头部。左面：雕凿三

龛，上龛一佛高髻，结跏趺坐于莲花须弥座上，两花冠菩萨分别侍

立两侧，皆一手提裙带一手拈两枝莲花。中龛所雕主佛比上龛略小，

两菩萨并两弟子分别侍立两侧，身后两棵菩提树。下龛雕一佛二菩

萨及两莲花化生，菩萨戴花冠，披璎珞，背后盛开莲花两朵。背面：

仅雕一龛，龛楣雕人字帷披，侧向高髻抽手，结跏趺坐，左侧侍立

一花冠菩萨，举火珠，提裙带，龛下镌刻文字，界以方格，其横 9 格，

竖存 23 格。所刻造像铭文和比丘及供养人姓名共约 240 字。

008 009第一单元  佛风初度



北齐天保十年夏侯显穆等四面造像
北齐

残高 124.5 厘米，宽 29.5 至 30.5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北齐天统三年石济周等造像碑
北齐

长 145 厘米，宽 41.5 厘米
厚 25 厘米，榫长 11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石略残，正面碑额雕蟠螭纹，两蟠螭

间有一小龛，龛内雕立像，居于莲花须弥

座上。座下有两力士坐地弯腰，背承佛座，

受托两莲座，座上立两菩萨，菩萨头戴宝

冠，身披璎珞。下龛雕两金刚，袒胸赤足，

怒目圆睁，金刚之间有两御狮人骑于狮背。

龛下边缘雕饰山峦。造像碑左侧刻碑铭，

楷书，铭文约 200 字，造像碑背面刻 43 位

施主名。

  石呈方形柱，顶部有榫，底有卯眼，原有上额及下石，惜已缺失。

正面：雕凿三龛，上龛的龛楣雕人字帷披，莲座上立高髻佛像，两

旁侧立菩萨各一身，右位仅残存一手，左位一手提带一手拈荷叶，

背后一裸童作揭幔状。中龛莲座上坐合手观音，戴花冠，身披璎珞。

两菩萨一手举珠一手提带分立两侧，冠上有莲花化生。下龛仅残存

一高髻佛上身及莲花背光。

  右面：雕凿三龛，上龛一佛高髻，结跏趺坐。两侧各立一花冠

菩萨，皆一手举珠一手提带。中龛为经变故事，共雕 24 人，以山

脉为界，隔为七组。下龛仅存一浮屠及一飞天头部。左面：雕凿三

龛，上龛一佛高髻，结跏趺坐于莲花须弥座上，两花冠菩萨分别侍

立两侧，皆一手提裙带一手拈两枝莲花。中龛所雕主佛比上龛略小，

两菩萨并两弟子分别侍立两侧，身后两棵菩提树。下龛雕一佛二菩

萨及两莲花化生，菩萨戴花冠，披璎珞，背后盛开莲花两朵。背面：

仅雕一龛，龛楣雕人字帷披，侧向高髻抽手，结跏趺坐，左侧侍立

一花冠菩萨，举火珠，提裙带，龛下镌刻文字，界以方格，其横 9 格，

竖存 23 格。所刻造像铭文和比丘及供养人姓名共约 240 字。

008 009第一单元  佛风初度



北齐武平五年王伯奴等造像碑
北齐

通高 103 厘米，宽 37 厘米，厚 21.5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碑额饰有螭龙，共六条分三排并列，头皆向

下。中部凿一佛龛，佛结跏趺坐于龛口，肉髻圆

脸，双目平视，着双肩外衣，下垂于龛口边缘，

双手叠合于膝上。碑首镌刻帷幔，下雕一佛，跏

趺于方形台垫上，圆脸、肉髻，着双肩外衣。再

下为六角形的束腰宝座。后侧左为弟子迦叶，右

为弟子阿难。左右并立侍菩萨皆美女像，腰部微

有曲线，脚踏莲花。二力士中间雕雌雄二狮，双

目前视，长尾高翘 , 形象凶猛。狮后有力士双手

托宝瓶放于头上，瓶口出一狮首托佛座，又向左

右生莲花两朵承托菩萨。碑阴题刻“大齐武平五

年”（574 年），造像系透雕，刀工雄健刚劲，

线条简练浑厚。

弥勒佛造像
北朝

残高 136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佛像螺发高髻，长耳垂肩，面颊丰满，俊秀端庄，双

目微闭，略带浅笑，表情生动。身着多褶通肩大衫，衣纹

流畅，疏练柔和。此弥勒造像的雕凿手法巧妙，运用剔地

浅刻法，融合绘画形式上的“湿折纹”描画，将佛身所着

软薄衣衫的质地及皮肤细腻柔润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看到北朝后期在刀法上已由方趋圆、由硬直转柔软 , 开启

了隋唐佛像世俗化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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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武平五年王伯奴等造像碑
北齐

通高 103 厘米，宽 37 厘米，厚 21.5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碑额饰有螭龙，共六条分三排并列，头皆向

下。中部凿一佛龛，佛结跏趺坐于龛口，肉髻圆

脸，双目平视，着双肩外衣，下垂于龛口边缘，

双手叠合于膝上。碑首镌刻帷幔，下雕一佛，跏

趺于方形台垫上，圆脸、肉髻，着双肩外衣。再

下为六角形的束腰宝座。后侧左为弟子迦叶，右

为弟子阿难。左右并立侍菩萨皆美女像，腰部微

有曲线，脚踏莲花。二力士中间雕雌雄二狮，双

目前视，长尾高翘 , 形象凶猛。狮后有力士双手

托宝瓶放于头上，瓶口出一狮首托佛座，又向左

右生莲花两朵承托菩萨。碑阴题刻“大齐武平五

年”（574 年），造像系透雕，刀工雄健刚劲，

线条简练浑厚。

弥勒佛造像
北朝

残高 136 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佛像螺发高髻，长耳垂肩，面颊丰满，俊秀端庄，双

目微闭，略带浅笑，表情生动。身着多褶通肩大衫，衣纹

流畅，疏练柔和。此弥勒造像的雕凿手法巧妙，运用剔地

浅刻法，融合绘画形式上的“湿折纹”描画，将佛身所着

软薄衣衫的质地及皮肤细腻柔润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看到北朝后期在刀法上已由方趋圆、由硬直转柔软 , 开启

了隋唐佛像世俗化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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