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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

古队，在今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村北

发掘了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编号造像

2895件（块）[1]。据初步统计，现有造像底

座近900件，题记造像300件左右，时代以东

魏北齐为主，另有少量的北魏及隋唐时期造

像。题材包括释迦、弥勒（交足、倚坐）、

定光、无量寿（阿弥陀）、药师、卢舍那、

释迦多宝及观世音、思惟太子等，其中谭副

造释迦像为邺城地区出土时代最早的北魏造

像之一，做工精致，造型精美，图像题材丰

富，对探讨公元五世纪中后期中原北方地区

佛教造像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2]。

一、造像的类型、样式与题材

谭 副 造 像 在 埋 藏 坑 中 已 破 碎 成 十 余

块，散布于坑内西北部位，出土编号分别

为2012JYNH1∶69、247、256、295、353、

354、391、445、448、540、649、776、

779、783、784及04、056等小残块，经室内

修复拼接，除主尊面部、右胁侍躯体及底座

部分残损外，造像主体基本完整（图一；图

二）。

该 像 为 中 大 型 青 石 背 屏 造 像 ， 残 高

125、背屏最宽处67.5厘米。表面残存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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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绿彩绘和贴金痕。造像组合为一佛二

菩萨。主尊立姿，高78厘米，头部大半残，

仅存脸颊后部，面容贴金，条缕状编发。头

后项光分内、外两区，内区宝装莲瓣；外区

十一身小型坐佛，面相较丰腴，发髻黑绘，

肉髻略扁圆，均为禅定坐姿，红绘的通肩袈

裟和黑绘的袒右袈裟相间排列，身体裸露处

贴金。内、外区之间有一周短棱线界格，边

缘贴金。主尊身着通体红绘的通肩袈裟，双

肩覆搭，身体裸露部位均经贴金处理，颈下

阴刻“卍”形符号，胸前衣纹呈“U”形，

条带状衣褶厚重繁密，臂膀处呈舌状分叉，

下裾三重褶边。右手屈伸至右胸前作施无畏

印，掌心有法轮痕，左手下垂持袈裟褶边。

双足外撇，跣足立于低矮的覆莲台上，双足

之间浅雕双龙，作昂首弓身垂尾状，腰身相

互缠绕，口衔忍冬枝。

主尊两侧各一身立姿胁侍菩萨，左菩

萨保存完整，高31.8厘米。面容较圆润，五

官紧凑，头戴宝冠，额前发丝成缕状后拢，

缯带斜披头侧；圆形项光，外缘一周火焰

纹。上身半裸，颈悬贴金的桃形项饰，下以

链状物垂挂珠饰。双腕戴镯，右手在胸前持

一莲蕾形饰；左手自然下垂，在身侧握一桃

形香囊。穗形璎珞在腹下交叉穿环，披帛较

宽大，缠肩绕臂后沿体侧呈“S”形下垂。

下身着贴体长裙，裙褶繁密，裙腰外翻。双

足外撇，跣足立于力士托举的低矮的仰莲

台上。力士体躯健壮，头梳宽扁髻，上身赤

裸，右手上举，侧首托持菩萨莲台，挺胸鼓

图一 北魏谭副造像正立面图

0 20厘米

图二 北魏谭副造像正面

577 



· 98（总       ）·

2020年第5期

腹，下身缠腰布，右腿直立，左腿盘曲。力

士下方为一面目狰狞的狮子，张口露齿，怒

目圆睁，颈部浅刻勾旋状鬃毛，后肢屈跪作

侧身蹲踞状，其下为贴金的矮覆莲台。力士

与主尊左腿之间浅浮雕出一身男性世俗装供

养人，头束高圆髻，外覆皂巾，身着窄袖交

领袍服，腰间有悬垂的带饰，双手在胸前持

一长茎莲蕾，头微侧作胡跪姿。左菩萨与主

尊之间有两段供养人题刻，上段位于菩萨头

部和主尊肩膀之间，竖刻“魏县秦当当」妻

许明陵夫妻侍佛”。下段在菩萨腰部和主尊

左肘下方之间，竖刻“魏郡西曹魏县翟槃劫

侍佛时”。

右胁侍菩萨仅存额部以上，可辨贴金宝

冠和红、黑彩绘的发辫，圆形项光外缘为一

周交织的变形忍冬图案。菩萨下方力士等保

存完好，力士面向前方，束髻，浓眉阔嘴，

下颌三角形胡须，上身赤裸，肌肉发达，下

身缠腰布，双手拄膝，双足一上一下蹬立于

狮子身上。狮子面向外侧，张口露齿，作侧

身蹲踞状，下方覆莲台同左侧。力士左侧浅

浮雕出一身女性世俗装供养人，头梳双髻，

面目清秀，上身着窄袖交领袍服，双手在胸

前持一长茎莲蕾，顶端分为三朵，下身着褥

裙。右菩萨与主尊之间亦有两段供养人题

刻，上段竖刻“比丘身弁始为所生父母」供

养始是并州人姓李”。下段残见竖刻“……

路（？）鹅皇侍佛时”。

背屏呈尖楣形，上部雕刻六身供养菩

萨和八身飞天，边缘饰火焰纹。菩萨、飞天

服饰以红绘为主，冠饰、颈饰及火焰纹均贴

金，个别处可见绿绘痕。左右两侧各有三身

供养菩萨，上一下二，姿态、服饰相同，均

头戴宝冠，面向主尊，上身半裸，颈悬宽项

饰，双手在胸前合十，披帛缠肩绕臂垂下，

下身着贴体长裙，略侧身作跪拜状。左侧下

方两身供养菩萨之间竖刻“胡客石郎侍佛」

郎妻步陵”，右侧下方两身供养菩萨左侧各

有一款题刻，由内向外分别为“都军司马清

渊侯伯孙”和“邯郸县庞安兵”。飞天左

右各四身，由下向上分别编为1～4，头戴宝

冠或束高髻，颈悬宽项饰，上身半裸，下着

长裙，披帛缠肩绕臂向后飘扬。左1、左3和

右2飞天长裙在小腿以下缠绕成螺旋状。左

1和左3飞天各持一长茎曲柄花束，左2和右2

飞天各托一高柄香炉。最上端的左4和右4飞

天共同托持一尊莲花化生像，该像头梳宽高

髻，后有项光，上身半裸，颈悬桃形饰，披

帛缠肩绕臂下垂，双手在胸前合十，下身隐

于莲瓣中。背屏上部外缘浅浮雕缠绕勾旋的

火焰纹，阴线刻划细部，并有贴金和红、绿

彩绘痕。

背屏背面上部为剔底浅雕弥勒兜率天说

法图及供养人像，人物细部均系线刻，下部

为长篇题记（图三；图四）。弥勒说法画面

置身于一座融合塔、殿特征的大型殿堂建筑

内，下方有高台，中部设阶，台阶两旁及高

台四周有勾片栏杆。两侧有立柱，柱间设阑

额，其上五铺一斗三升栱和四铺叉手相间排

列，其中第一、三、五铺斗栱显示为重栱样

式，叉手两翼平直，具有早期特征，中间各

饰一小型勾喙长尾鸟。殿堂侧面檐下可见斜

昂式构件。正视的屋顶为庑殿式，阴线刻划

瓦垄，斜脊上方浅刻两只勾喙长尾立鸟，口

衔忍冬枝叶，下有两半圆莲盘。正脊卧伏两

只勾喙长尾鸟，两端有高大的鸱尾。殿顶上

方阴刻塔刹，七重相轮，顶端为火焰形饰，

两翼扬幡，外缘饰两朵圆形莲盘。

弥勒菩萨头戴珠冠，面相椭圆，瞑目，

直鼻，小口，耳镶环饰，头后有缯布，圆形

项光，边缘一周环节纹。上身半裸，斜披络

腋，颈悬珠链，下垂铃形饰，长串珠饰在腹

部交叉。臂佩钏，腕戴镯，右手在胸前作

说法印，左手在腹下提长颈净瓶。下身着长

裙，衣纹贴体，双线勾勒，交足坐于方座

上。弥勒身后背光四重，由内向外分别为火

焰纹、大联珠纹、波状纹和火焰纹。方座正

面浅雕一对侧身回首作蹲踞状的狮子，外缘

578 



· 99（总       ）·

何利群：邺城遗址出土北魏谭副造像图像考释

各有一曲足竖瓶式香炉状物。弥勒两侧各有

三身护法、供养人及四身飞天形象，均面向

中央的弥勒菩萨，画面空隙处填补圆形莲盘

或忍冬枝叶。由内向外左侧第一身像头梳高

髻，戴化佛冠，双目略瞑，鼻尖微翘，耳戴

环饰，额间有白毫，头后圆形项光。身着宽

松细软长袍，双手在胸前捧一细颈瓶状物，

身体微侧，略屈膝作侍奉状。该像右侧上方

竖刻“此大梵天王”五字。左侧第二身像头

梳扁三股髻，直鼻细目，嘴角微翘，双耳佩

环。圆形项光，边缘饰环节纹，上方雕出六

条曲颈长蛇，蛇身饰鳞甲。上身半裸，斜披

络腋，披帛从肩后绕臂垂下，臂腕处简刻钏

镯。左手屈伸至左胸前，右手向前屈伸，手

拈一小莲蕾形饰。下身着宽松长裙，舒腿坐

于束腰藤座之上。该像右侧上方竖刻“难陀

龙王”。左侧第三身像为世俗男供养人，头

梳高圆单髻，外覆皂巾，微颔首，瞑目下

视。身着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下垂五组

饰件，双手在胸前握一长茎曲柄莲蕾。该像

右上竖刻“副亡」父闉侍佛时”。左侧四身

飞天均为圆形项光，披帛缠肩绕臂向下或后

方飘扬，上身或上仰或下俯，姿态各异。下

部两身较大，头梳髻，耳佩环，斜披络腋，

下身着贴体长裙，最下部的飞天作仰身托持

莲蕾状。上部两身飞天略小，上身半裸，下

身着裙，一手叉腰，一手上举或前伸。弥

勒右侧第一身像头戴羽冠，面相椭圆，瞑目

抿嘴，耳佩环饰，额间有白毫，头后圆形项

光，边缘饰环节纹。身着铠甲，肩甲六角

形，披膊和腹甲菱形，下披为鱼鳞甲，膝下

露裤褶。左手自然下垂，右手屈至胸前，披

帛缠肩绕臂垂下。双足外撇，跣足踏莲盘。

该像左上竖刻“天帝释”。右侧第二身像头

束扁髻，项光外缘可辨五身曲颈蛇首，右手

叉腰，左手屈至左胸前，面相、服饰、坐姿

等同左侧第二身像。该像左上竖刻“跋难陀

龙王”。右侧第三身像为世俗女供养人像，

头梳高耸双髻，外覆皂巾，耳佩环饰，上身

着交领窄袖褥袄，双手在胸前持一长茎直柄

莲蕾，下身着覆足长裙。该像左上题刻“副

母张明姬”。右侧四身飞天，下部三身体形

较大，发式、姿态、服饰相似，均面相椭

圆，头梳髻，耳佩环，斜披络腋，披帛缠肩

绕臂向身后飘扬，下身着长裙，俯身作飞行

状。最上一身飞天形体较小，身部线条刻划

简单，可辨一手叉腰，一手上举，仰上身作

飞翔状。

弥勒说法图之下有两排供养人像，上排

为伎乐天，除中央舞者，其余均手持乐器，

上身半裸，披帛绕身，下着禅裙，多为舒腿

坐姿。分九栏，中栏较宽，伎乐三身组合，

图三 北魏谭副造像背屏背立面图

0 20厘米

579 



· 100（总       ）·

2020年第5期

中央舞者全身近裸，左足微抬，双臂平伸作

舞蹈状。左侧伎乐抱持阮咸，右侧伎乐双手

在胸腹间持一对碰铃。中栏左右各有四栏，

每栏内一身伎乐。由内向外左一手持横笛作

吹奏状；左二胸腹间斜挂细腰羯鼓，双手作

拍打状；左三残半，可辨伎乐头上昂，双手

托举一埙状物作吹奏状；左四残无。右一伎

乐腹前斜挂椭圆形腰鼓，亦作拍击状；右二

面向内侧，双手持竖笛或筚篥状乐器；右三

略向外侧，持乐同前作吹奏状；右四跪姿，

双手在腹前作抚琴状。

下排为世俗供养人像，分三栏。中栏

为像主夫妻，博山炉居中，高喇叭足，下有

联珠纹托盘，盘上站立两只勾喙长尾鸟。炉

体呈桃形，下半饰窄长叶瓣，上半为起伏

山峦形，炉侧悬垂忍冬枝叶。香炉左侧为一

身男性供养人像，头梳高圆单髻，外覆皂

巾，身穿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带下悬挂

四组饰件，下身着宽大褶裤。身体微侧，左

手在胸前捧香盒，右手前伸至炉前，手捏香

片作投掷状。该像左后竖刻“像主谭副烧香

时”。香炉右侧为一身女性供养人像，头梳

高耸双髻，上身穿交领窄袖褥袄，下着裙。

左手前伸持一曲柄行炉，右手在腹下提一长

颈净瓶。该像右后竖刻“副妻孙女姬”。左

栏为三身男性供养人像，左一残半，服饰同

像主，左手在左肩上方托举一香盒，身后残

见“副息……”；左二仅余供养人发髻局

部；左三残无。右栏为三身女性供养人像，

衣冠服饰同像主之妻。右一面向中央，左手

自然下垂，右手在胸前捧香盒，该像左前竖

刻“息女路姜侍佛时”；右二面向外侧，左

手下垂，右手屈举至右肩上方，该像左前竖

刻“息女陵姜侍佛”；右三略颔首，右手下

垂，左手支颌，该像左侧竖刻“清信女□□

路（？）户姿”。

背屏两侧面剔底浅雕二方连续变形忍

冬纹，勾旋的图案中部可见姿态各异的裸体

童子及勾喙长尾鸟相间排列，下部各有一身

昂首短吻卷角、体躯细长、身饰鳞甲、四肢

张扬、口吐忍冬枝蔓的腾龙形象（图五至图

八）。

造像底部为抹角长方形平板，大部残

破，正面浅雕二方连续忍冬纹，侧面勾连的

忍冬图案中间亦刻有人物花鸟，现存可辨者

有作后空翻姿态的裸体童子像、勾喙长尾衔

枝鸟及侧身跪伏的童子像。底板下端有近方

锥形的榫，宽约43.5、残高11.4厘米，其下

应另有插嵌的底座。

二、造像的题记与录文

谭副造像背屏背面下段残存长篇题刻，

竖刻右书，魏碑体，字体规整方正，遒劲有

图四 北魏谭副造像背屏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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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共22列，每列17字，字间阴刻界格线，

现存314字（图九）。

（上残）五日辛丑。」□□□□ 

□□近情所恻，夷涂遐缅，非一步」

□□□□□圣，殖灵根于冥寂之初，

修 大 功 」 □ □ □ □ □ ， 故 能 获 妙 果

于 神 躯 ， 留 遗 形 于 」 □ □ □ □ 轮 亭

（ 停 ） 驾 ， 渐 馀 千 纪 。 致 使 三 有 沉

沦 ， 」 □ □ □ □ 。 自 非 体 解 玄 纵 ，

嘿 （ 默 ） 识 幽 旨 者 ， 熟 （ 孰 ） 能 」

□ □ □ □ 佛 弟 子 发 干 县 谭 副 挺 拔 兰

渊，芳」颖天□。□标和氏之珍，长

怀 荆 山 之 璧 。 故 能 」 泛 道 因 以 济 昏

愚，震法响以拯聋滞。知财五」家，

身难常保[3]，竭己名珍，上为」皇帝

陛下、皇太子敬造释迦牟尼清（青）

石立像」一躯，光趺七尺六寸。真容

严 仪 ， 飞 天 云 峙 。 瞻 」 之 者 不 觉 羲

（ 曦 ） 影 屡 迁 ， 睹 之 者 足 以 功 成 弥

劫。」庶俟微福，远资圣躬。愿国祚

永隆，重光映世；」基蔚千龄，仁懿

诞德；圣扬万里，恩覆四海；百」国

钦风，殊方归荫；遐荒（？）之民，

葡 （ 匍 ） 蔔 （ 匐 ） 皇 阙 ； 军 征 」 息

讨 ， 干 戈 止 用 ； 民 遭 无 为 ， 修 农 进

德；朝丰贤」辅，儁喆蔚茂；国境晏

图六 北魏谭副造像
左侧面 图八 北魏谭副造像右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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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北魏谭副
造像左侧立面图

0 10厘米

图七 北魏谭副
造像右侧立面图

0 10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