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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大佛寺山门

在千里河西走廊，过去曾有闻名遐迩的三座大寺———张掖的大佛

寺、山丹的大佛寺和武威的大佛寺，并且分别有卧着、站着和坐着的

三尊大佛。

张掖大佛寺与大卧佛

被誉为西域佛都的张掖大佛寺，寺内的卧佛是全国最大的室内

泥塑卧佛，是佛界奇迹。据考证，一位名叫嵬咩的法师于 1098年在甘

河西走廊为什么有
三座大寺和三尊大佛

河西走廊为什么有三座大寺和三尊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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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张掖未解之谜·佛寺之谜

州迦叶如来寺遗迹发现这尊卧佛像后，开始创建卧佛寺，至 1103年由

皇室支持建成，迦叶如来寺由此成为皇家寺院。嵬咩法师，法名思能，

生卒不详，是西夏史记载的十三个国师之一。“嵬咩”原作“嵬名”，又为

“於弥”之异译，即西夏拓跋氏，唐末赐李姓，宋赐赵姓，“世为夏国主”。

思能早年跟随西夏燕丹国师学习佛法，由于他精通佛学，“阖境之内，

贵贱耆壮，敬信无间，号之为国师”。嵬咩国师发愿“欲建宏刹，用崇祗

奉”，他“殚厥劳贳，经营缔构”，上下呼吁，筹集财物，最后得到西夏主

乾顺的鼎力支持。1103年，乾顺为了替母后梁氏祈求冥福，敕建卧佛

寺。卧佛殿建成了，塑造庞大的佛像却成了难题，嵬咩绞尽脑汁，日思

夜想，忽因一梦提示，先用木枋构建卧佛骨架，再于骨架外钉木板，最

后裹泥肤并妆塑彩绘成卧佛巨像，这种将建筑艺术与塑像艺术融为一

体的做法，成为中国塑像史中的一大创举，“木胎，泥塑，中空”这六个

大佛寺正殿之前的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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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大佛寺内的泥塑卧佛

字，准确地概括了大佛的结构。这尊大卧佛就塑在大佛殿殿内正中

1.2米高的佛坛之上，为释迦牟尼涅槃像，头北脚南，面西侧身而卧，

按释迦牟尼涅槃时方向塑造。佛身长 34.5米，肩宽 7.5米，耳朵长约 4

米，脚长 5.2米，是中国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金妆彩绘，着团龙

红色佛衣，丰满端秀，姿态恬静安详。头枕莲台，面庞贴金，面容饱满

慈祥，双眼半闭，嘴唇微启，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充分展现了佛祖异

于常人的超然特征。右手掌展放在脸下，左手放在大腿一侧，胸前画有

斗大“卐”字符号，梵文意为“吉祥海云相”。据说，这尊佛的头部曾塞

满了经书，象征佛祖十分有智慧；心脏是一面铜镜，象征佛祖心明如

镜；胃由一个铜壶填充而成，象征肚量大；成串的铜钱，代表肠子；在

卧佛腹部还藏有许多宝物。

卧佛首足处还侍立着两尊塑像，有 9米之高，头前塑像云髻高

河西走廊为什么有三座大寺和三尊大佛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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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大佛寺（1910年拍摄）

挽，彩带飘扬；脚前塑像面目威严，峨冠博带。在卧佛背后，是他的十

大弟子站着的举哀群像，高 5.8米，塑像身躯饱满结实，线条简洁流

畅，丰腴而不虚，人物刻画细腻，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显示出不同的

个性和修养，生动地反映出了释迦牟尼涅槃时弟子们的神态，充分体

现了塑造者所追求的憨厚、拙朴的塑像风格。佛坛南北两侧塑的是十

八罗汉，有的威严，有的刚猛，有的慈祥，有的和善，有的怒目而视，有

的开怀大笑，浓妆彩绘，展现出不同的体态容貌和情感世界。大佛殿

内的整组塑像造型精美，比例协调，线条流畅，神态自然，端庄祥和，

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大到身体结构，小到毫发，都精雕细刻，一丝不

苟，而且神情各异，互不雷同，喜怒哀乐，各具特色，虽有残缺，但独具

神韵和魅力，体现了西夏少数民族的体貌特征。

在卧佛腹内取出的铜壶非常珍贵，它用黄铜锻造，高 54厘米，壶

口直径 17.2厘米，高领撇口，溜肩鼓腹，喇叭形高圈足，壶口有两道凸

弦，颈部有一对螭龙耳，耳内套环，腹部一侧有錾刻铭文，为明代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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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卧佛腹内取出的重建卧佛记事铜牌

的典型器物。它的造型古朴庄

重，工艺雅致精细，真实地反

映出当时铜器制作的杰出工

艺。

1966年，从张掖大佛寺

卧佛腹内取出了重建卧佛记

事牌，又叫明成化十三年记事

铜牌。此牌造于明成化十三年

（1477 年）六月初一，用紫铜

铸造，长方形制，长 44 厘米，

宽 49厘米，薄铜板上沿饰覆

莲花瓣状，下沿为仰、覆莲台

形，纹饰皆捶揲而成；正面錾

刻铭文为端庄隽秀的 239 个

汉文楷体字，中间雕刻铭文

151字，落款处有僧职名单。

它真实记载了张掖大佛寺创

建的年代、历史和维修经过，

以及佛首倾颓，修复佛首的情

况。尤为珍贵的是它记载了明

成化十三年（1477年）四月初

一申时张掖发生的一次地震，

这次地震未见诸史料，为甘肃

地震史补充了新资料，也为研

究我国古代地震史提供了宝

卧佛腹内取出的铜壶

河西走廊为什么有三座大寺和三尊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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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张掖未解之谜·佛寺之谜

贵的资料。此牌的发现，填补了张掖大佛寺的敕建时间只有地方志记

述而无实物证明的空白，也进一步证实了藏传佛教对大佛寺佛教文

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印证了明代甘州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为

研究大佛寺建筑、塑像的历史也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1996年 8月

29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确认重建卧佛记事牌为国家一级

文物。

1966年，从张掖大佛寺卧佛腹内发现了一件漆绘描金人物铜镜，

呈圆形，直径 34厘米，厚 1.5厘米，背面有凸起的阔边，中心位置有半

球形孔钮。镜被通体为漆绘描金人物画，画面以朱红漆为底色，用金粉

汁勾绘画面，边缘用水波纹装饰，镜钮周围有绘画，内容为游园图。近

景绘一松树，一童子在树石间玩耍，左侧殿堂内二位官人端坐歇息，

门前左侧三游客相随而行，其中二人与殿堂内官人拱手打招呼，一人

观赏园景。中景水池左侧绘一亭台，亭窗口立一观景的游人，远景绘

山石树木，林中透出亭台楼阁。画面运用传统的线描技法，构图布局

疏密得当，用笔精巧，透视

感极强，整个镜面色调和

谐，给人富丽优雅之感，是

镜子、漆工艺与绘画技巧

完美结合的典范，为全国

独有，是明代铜镜中的经

典之作。镜面虽经五百余

年，至今光可鉴人。此镜经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

组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

文物。珍藏在卧佛腹内的漆绘描金人物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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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大佛寺与大站佛

山丹大佛寺旧名土佛寺，该寺历经数代，横遭兵祸战乱，几番重

建，几度兴衰。据史料记载，仅在明正统五年（1440年）至清光绪十三

年（1887年）的 440多年间，就先后修缮六次。明英宗朱祁镇曾为该寺

题写“土佛”二字，制额悬挂其间。《山丹县志》载：山丹站佛“高一十三

丈”。清代光绪年间（1875年—1908 年），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载：

大佛“在狮山（今山丹祁家店水库旁），一名石嘴岩大佛，负山面东，高

十三丈，覆屋七层”。它是依傍山崖向东而筑的佛寺，高大而雄伟。大

佛是顺着岩石而上，雕塑成巍峨的大站佛，高大恢宏。这尊佛到底有

多大呢？陶保廉又说：“登上最上层共一百五十余级，始见佛顶。”峻峭

的山顶，就是大佛的佛顶。释迦牟尼的立姿，又叫“旃檀佛像”，也是供

建在嘹高山上的山丹大佛寺

河西走廊为什么有三座大寺和三尊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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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张掖未解之谜·佛寺之谜

山丹大佛寺内的坐佛

佛人喜擅雕刻的一种姿态。山丹的大佛是站着的，准确地说，它是根

据山丹嘹高山岩石的具体情况凿塑而成的。山丹的“旃檀佛像”刻于

何时？陶保廉说：“系明正统（1436年—1449年）时，太监王贵等建。”

一百余年后的“万历（1573年—1619年）初，巡抚侯东荣重修”过。清

代同治（1862年—1874 年）初被焚，陶保廉辛卯年（1891 年）伴父西

行，“边地民穷，集此世赀”又重建。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疏于管理，

当地的年轻人经常钻到大佛的耳朵里，玩捉迷藏的游戏。“文化大革

命”时期，大佛被当作“破四旧”的对象，被一位造反派头子用一汽车

的炸药将它炸毁。现在的山丹大佛寺寺院是近年山丹县有关部门集

资 800万元重建的，佛很大，不过，已经将站佛改成坐佛了。寺院重建

得到香港佛教界的大力支持，他们捐赠了价值 200万元的金箔 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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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使泥塑坐像金碧辉煌。现

该寺坐西面东，依山而建，占

地面积 10000多平方米。山门

前有大青石条铺就的 18层台

阶，拾级而上，给人以威严之

感。寺院分前庭、后院，120多

间古朴典雅的房屋点缀其中，

错落有致。山门门庭、过道里

丈余高的哼哈二将和四大天

王塑像，形态各异，呼之欲应。

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全木质

结构、琉璃瓦盖顶的楼阁，高

39 米，平面呈长方形，面宽 9

山丹大佛寺内泥塑五百罗汉像

山丹大佛寺内的天王像

山丹大佛寺内的哼哈二将之一

河西走廊为什么有三座大寺和三尊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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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大佛寺（1910年拍摄）

间，进深 7间，重楼 7层，飞檐陡壁，金碧辉煌，雄宏壮观。内有释迦牟

尼讲经说法泥塑坐像一尊，高 35米。大佛全身彩绘，面部及手、足、胸

部皆贴金，造型逼真，姿态优美，线条流畅，栩栩如生，有威严、慈祥、

庄重之动感，被海内外佛教界高层人士誉为“天下第一佛”。据考证，

这尊佛像为世界室内坐佛之最，在佛坐下加了一条通道，祝愿祈福

者，可猫腰钻过。

武威市天梯山大佛寺与大坐佛

天梯山石窟，也叫大佛寺，位于武威市城南约 40公里的中路乡

灯山村。因山道崎岖，峰峦叠嶂，形如悬梯，故名天梯山。山巅白雪皑

皑，常年不化；山间泉水叮咚，草木丛生，风光旖旎。“天梯积雪”为凉

州八景之一。天梯山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也是我国早期石

窟艺术的代表，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为佛教石窟艺术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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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乃至全国传播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被专家们誉为“凉州模式”“中

国石窟之父”，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距今已有 1580 多年

的历史。现在，天梯山石窟仅存 3层，大小洞窟 17处，其中一大型洞窟

高 30米，宽 19米，深 6米。窟内有释迦牟尼大坐像 1尊，高 28米，宽

10米，大佛是顺着自然的大岩石雕琢而成，面水而立，右臂前伸，指向

前方，巍然端坐。释迦两旁还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广目天王、多闻、

迦叶、阿难 6尊造像，造型生动，神态威严。窟内南北两壁绘有大幅壁

画。南壁上部为云纹青龙；中部为大象梅花鹿，大象背部驮有烟焰发

光的经卷，下部是猛虎和树木花卉。北壁上部绘有青龙双虎，中部绘

有白马、菩提树，马背上经卷闪光；下部绘有牡丹花卉。整幅壁画笔触

清新，色泽艳丽，形象逼真。大佛现在已经处在黄羊水库里，有一半也

淹没在水里；水库满涨时，水没到大佛的胸前。

这尊佛有多大呢？据《武威县志》记载：“有石佛，像高九丈，贯楼

武威天梯山石窟坐佛

河西走廊为什么有三座大寺和三尊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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