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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以佛像为神圣之物，隋文帝开皇二十

年（600年）发布诏书，将毁坏及偷盗佛像视为“不

道”，沙门毁坏佛像视同“恶逆”［1］。在崇佛

时期，有意破坏佛像的可能性很小。而佛教在中

国并非一直稳定发展，以“三武一宗”法难为代

表，佛教的发展在崇佛与废佛之间不断循环。近

年来各地陆续出土了大批佛教残像，引发学界对

于集中埋藏佛像这一现象的极大关注。

关于佛像埋藏的原因众说纷纭，较多发

掘报告推测其为北周武帝或唐武宗灭佛时埋

入。或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地方性埋葬佛像的

活动，北宋时主要流行于山东地区［2］。或有

观点以临朐明道寺为依据，推断大部分佛像

埋藏是将佛像视为法舍利［3］。也有研究者认

为将佛像视为舍利进行埋藏的行为不是发生

在废佛时，而是一种护法行为，是北宋时期

流行的法事活动［4］。

发掘出土的佛像除集中埋藏的以外，也

有寺院荒废后形成的废弃堆积，并不能简单的

将出土佛像都与埋藏佛像相对应。本文使用的

佛像埋藏，指多件佛像集中出土于同一遗迹单位

中的情况，如青州龙兴寺…［5］、邺城北吴庄…［6］、

泾川大云寺…［7］、成都下同仁路等［8］佛教造像埋

藏坑。笔者共收集46例佛像埋藏，详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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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各地陆续出土大批集中埋藏的佛像。本文根据遗迹现象和遗物状况将佛像埋藏分为 A、B、C

三类。A 类埋藏以破坏佛像或是将寺院土地改作他用为目的。B 类埋藏是为避免废佛、战争等灾难，僧侣或佛教徒为保

护佛像而进行埋藏的行为。C 类埋藏则是为处理不再使用的佛像，由寺院或是佛教信者主导实施的佛像瘗埋，与舍利瘗

埋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活动。对中国佛像埋藏的分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适用于其他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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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tashed Buddhist statues have been discovered nationwide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article, reasons for stashing and burying Buddhist statues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i.e. Category A, Category B and Category 

C, according to conditions of the discovered Buddhist statues and the place each of them was unearthed. Category A is 

purely destroying the statues or converting the land owned by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for other uses. Category B is mo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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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believers, and was a kind of religious ceremony different from enshrining Buddhist relics. To a certain extent, 

researches into reasons for stashing and burying Buddhist statues in Chinese history can be referred to in other academ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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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物
》

，
20
18
-1

2）

土
坑

开
口

于
明

代
地

层
下

，
打

破
唐

代
地

层

32
西

安
19

70
陕

西
省

西
安

西
郊

醴
泉

寺
16

以
上

土
坑

杂
乱

？
铜

？
隋

唐
无

损
B

唐
长

安
醴

泉
寺

遗
址

出
土

的
鎏

金
铜

造
像

（
《

考
古

与
文

物
》

，
20

04
-3

）

20
世

纪
70

年
代

初
，

简
略

为
19

70

33
西

安
19

75
陕

西
省

西
安

北
郊

17
土

坑
规

律
石

无
北

朝
无

损
B

西
安

文
管

处
所

藏
北

朝
白

石
造

像
和

隋
鎏

金
铜

像
（

《
文

物
》

，
19
79
-3
）

34
西

安
19

83
陕

西
省

西
安

莲
湖

区
空

军
通

讯
学

校
32

土
坑

？
石

？
北

魏
、

北
周

～
唐

均
破

损
陕

西
馆

藏
造

像
概

述
（

《
敦

煌
学

辑
刊

》
，

20
14

-3
）

续
表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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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地
点

佛
像

数
量

遗
迹

安
置

形
式

材
质

伴
出
遗
物

佛
像
时
代

佛
像
出
土
状
态

类
型

出
处

备
注

35
西

安
19

85
陕

西
省

西
安

南
大

门
外

11
土

坑
？

石
？

北
周

～
隋

均
破

损
隋

正
觉

寺
出

土
的

石
造

像
（

《
考

古
与

文
物

》
，

19
87

-6
）

36
西

安
19

86
陕

西
省

西
安

原
民

航
机

场
北

侧
42

余
土

坑
及

井
？

石
、

陶
砖

瓦
碎

块
北

魏
～

唐
破

损
及

无
损

、
无

修
复

痕
迹

A
礼

泉
寺

遗
址

出
土

佛
教

造
像

（
《

考
古

与
文

物
》

，
20

00
-2

）

37
西

安
19

98
陕

西
省

西
安

北
郊

尤
家

庄
节

能
检

测
中

心
H
1

4
土

坑
？

石
填

土
中

砖
、

瓷
器

残
片

等
北

周
、

隋
唐

均
破

损
，

无
修

复
痕

迹
A

西
安

北
郊

出
土

的
佛

教
造

像
及

其
反

映
的

历
史

问
题

（
《

考
古

与
文

物
》

，
20

05
-3

）

38
西

安
20

04
-1

陕
西

省
西

安
灞

桥
区

湾
子

村
5

土
坑

规
律

石
？

北
周

轻
微

破
损

，
部

分
保

存
贴

金
彩

绘
B

西
安

市
东

郊
出

土
北

周
佛

立
像

（
《

文
物

》
，

20
05

-9
）

39
西

安
20

04
-2

陕
西

省
西

安
未

央
区

汉
城

街
道

办
事

处
中

查
村

31
土

坑
杂

乱
石

？
北

周
均

破
损

，
无

修
复

痕
迹

，
部

分
保

存
贴

金
彩

绘
A

古
都

遗
珍
—

长
安

城
出

土
的

北
周

佛
教

造
像

（
文

物
出

版
社

，
20

10
）

40
西

安
20

07
南

坑
陕

西
省

西
安

窦
寨

村
10

余
土

坑
杂

乱
石

建
筑

遗
物

、
马

头
骨

北
朝

均
破

损
，

无
修

复
痕

迹
，

部
分

保
存

贴
金

彩
绘

A
西

安
窦

寨
村

北
周

佛
教

石
刻

造
像

…
（

《
文

物
》

，
20

09
-5

）

41
广

元
19

83
四

川
省

广
元

城
关

豫
剧

团
基

建
工

地
8

土
坑

规
律

石
？

北
魏

～
唐

均
破

损
C
1

广
元

新
发

现
的

佛
教

造
像

（
《

文
物

》
，

19
90

-6
）

42
汶

川
19

89
四

川
省

汶
川

威
州

师
范

附
小

6
土

坑
？

石
？

南
朝

破
损

及
无

损
B

四
川

汶
川

出
土

的
南

朝
佛

教
石

造
像

（
《

文
物

》
，

20
07

-6
）

43
彭

州
19

94
四

川
省

彭
州

龙
兴

寺
塔

地
宫

49
余

地
宫

？
石

无
梁

～
唐

均
破

损
C
2

四
川

彭
州

龙
兴

寺
出

土
石

造
像

（
《

文
物

》
，

20
03

-9
）

佛
像

何
时

放
入

不
明

44
成

都
19

95
四

川
省

成
都

西
安

路
10

土
坑

杂
乱

石
、

陶
陶

俑
、

瓷
器

残
片

齐
梁

破
损

及
无

损
A

成
都

市
西

安
路

南
朝

石
刻

造
像

清
理

简
报

（
《

文
物

》
，

19
98

-1
1）

45
成

都
20

14
H
3

四
川

省
成

都
下

同
仁

路
H
3

70
土

坑
杂

乱
石

陶
瓷

器
残

片
、

建
筑

遗
物

、
钱

币
梁

、
北

周
～

唐
均

破
损

A
成

都
下

同
仁

路
—

佛
教

造
像

坑
及

城
市

生
活

遗
址

发
掘

报
告

（
文

物
出

版
社

，
20

17
）

二
坑

之
间

关
系

不
明

，
故

算
为

两
例

46
成

都
20

14
H
6

四
川

省
成

都
下

同
仁

路
H
6

57
土

坑
杂

乱
石

陶
瓷

器
残

片
、

建
筑

遗
物

、
钱

币
南

朝
～

唐
均

破
损

A

通过分析发现埋藏佛像的遗

迹现象并不完全一致，下文

将通过遗迹现象和遗物状况

对佛像埋藏进行分类与比

较，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

埋藏的意识与理念。为使行

文简略，各例均用出土佛像

地点的市县级名称加出土时

间来表示。

一、佛像埋藏的考察与

分类

（一）佛像破损程度

出土佛像破损程度不

一，常见有脸部受损、背

光断裂、手腕断裂等局部损

伤，严重的头部与身体分

离，或已残碎成块。根据埋

藏佛像破损程度可分为：①

均为残损像的埋藏；②破损

与无损像一同埋藏；③无损

像或微损像的埋藏。

（二）遗迹单位形式

佛像埋藏较常见的遗

迹单位有土坑、井和地宫。

多数金铜佛像出土于陶罐

中，陶罐埋放地点大多情况

不明。土坑平面呈现各种形

状，壁面有经过修整的，也

有未加修饰的。井在置入佛

像时，已丧失其原本功能，

与废弃坑性质相同。地宫则

是建筑而成的空间，有直接

将佛残像置入宫室的，也有

置于宫室之上的。埋藏佛像

的遗迹不能单纯的从建筑形

式来区分，但从根本上来续
表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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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遗迹单位呈现两种形式：①规整，②不

规整。

（三）佛像安置状态

遗迹单位中佛像的安置状态分为：①规

律，②杂乱。规律指佛像摆放具有一定的规

律性，但并不遵循同一规律。杂乱则指佛像

摆放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明显是将佛像随意

投掷入遗迹内。

（四）佛像埋藏的分类

通过以上三点，可将佛像埋藏分为三类：

A类：埋藏的佛像为残损像，或包含无损

像。遗迹呈不规整形式，其内的佛像杂乱放

置。

B类：埋藏的佛像无损或微损，规律摆

放。

C类：埋藏的佛像残损严重，且不含无损

像。遗迹规整，且佛像规律摆放。根

据遗迹形式，可进一步细分为2类。

C1类：非地宫的埋藏。

C2类：与舍利地宫相关的埋藏。

二、中国中古佛像埋藏的主要

类型及其特征

（一） A类埋藏

破损及完整的佛像均被杂乱放

置于不规整土坑或井内。（图一）

除部分遗物不明外，常伴出建筑材

料或生活用品。可判断为A类的共有

13例，分别为宁县1999、南宫2006、

临漳2012、新乡2013、昌邑1996、平

顺1987、西安1986、西安1998、西安

2004-2、西安2007南坑、成都1995、

成都2014H3和H6。通过地层关系及出

土遗物可推测出其分属于三个埋藏时

期。

南北朝末期的埋藏… 成都1995为

一土坑，开口于唐宋地层下，打破

汉代地层。坑内填土分两层，下层出土石陶

像、瓷器残片，上层出土包括莲花纹瓦当在

内的大量砖瓦、陶器残片［9］。建筑材料均为

南朝样式，出土佛像亦为南朝样式且没有修

复痕迹。由于覆盖埋藏坑的上层填土夹杂着

建筑废弃物，最早可将埋藏时间上溯至南朝

末期。（见图一，3）

西安2004-2地层堆积简单，仅为耕土、

扰土、生土。坑口径约8米，深约2.50米。土

坑内杂乱地埋藏着31件北周时期的佛像及部

分残块［10］。佛像未见修复痕迹，残存大量贴

金彩绘痕迹，应是毁坏后即刻埋藏。

唐代埋藏… 南宫2006为一土坑，开口平

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2.10米，南北1.90

米，深1米。坑内杂乱地填埋着279件东魏至

唐代的石、陶佛造像，并混有瓦片。佛像没

图一……A类佛像埋藏
1.…南宫2006（《河北南宫后底阁遗址发掘简报》图3）… 2.…临漳2012（《河
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图4）… 3.…成都1995
（《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图2）… 4.…成都2014H3（《成都
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5）… 5.…成都2014H6

（《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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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修复痕迹，最早纪年为东魏武定二年（544

年），最晚为唐天宝七年（748年）［11］。

埋藏坑开口于④层下，打破生土。④层中夹

杂有大量砖瓦碎块、少量陶瓷片及石、陶质

佛像残块。同样开口于④层下的灰沟中，出

土大量建筑构件，填土中还混有红彩白灰墙

皮，附近应有毁废的寺院建筑。出土建材中

年代最晚的一件鸱吻仍带有唐代特征，佛像

埋藏与寺院建筑的废弃应为同一时期。这种

彻底破坏寺院建筑及佛像的行为，应与晚唐

压制佛教经济的政策有关。（见图一，1）

临漳2012埋藏坑开口于第②层下，该层

出土典型的磁州窑白地黑花残片，年代应不

早于北宋。打破第③～⑤层，④层出土较多

砖瓦残块，⑤层出土青瓷片，从出土遗物

的类型和特征来看，第④、⑤层应不早于北

朝。土坑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长约3.30米，

深约1.50米。坑内杂乱地埋藏着编号2895件

（块）北魏至唐代的佛像及大量残块，其中

存在无损造像，伴出砖瓦等建筑材料［12］。造

像贴金彩绘保存较好，唐代造像不见修复痕

迹。造像或经过多次损坏和修复，最后一次

毁坏与埋藏时间应相距不远。（见图一，2）

不早于北宋的埋藏… 成都2014H3与H6，

均开口于明代层位下，打破东汉至蜀汉地

层。发掘部分平面均呈不规则形，H3长14.10

米，宽11.50米，深1～1.20米。H6长4.45米，

宽3.32米，深1.30米。两坑内均杂乱埋藏着

南朝至隋唐时期的残石像、五代至北宋的瓷

片、建筑材料等［13］，埋藏时间不早于北宋。

（见图一，4、5）

埋藏目的… A类埋藏从现象来看是将佛像

与废弃物一起杂乱地填埋，埋藏之人不信仰

佛教或是迫于形势表现为不信仰佛教，可认

为这一行为与抑佛政策相关。这一类型最早

可追溯至南北朝末期，最晚至宋代以后。根

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圆仁记录的会昌

三年（843年）六月“向前有勅，焚烧内里佛

经，又埋藏菩萨、天王像等”［14］，埋藏可

被视为破坏佛像的一种方式。《佛祖统纪》

载：“（隋炀帝大业）五年，诏天下僧徒无

德业者，并令罢道。寺院准僧量留，余并毁

折。”［15］又《历代三宝记》载，北周武帝灭

佛时“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

第宅”［16］，寺院被废之后，多数变成王公贵

族的宅邸。此外，《新唐书》记载李德裕在四

川“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17］。

在抑佛政策之下，寺院之地会被当作非佛教性

质的土地再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清理

原有的寺院遗留物。综上所述，A类埋藏是为

破坏佛像、废弃佛像而埋，其本质是以土地

宅院再利用为目的的废弃物处理。

（二）B类埋藏

B类佛像埋藏共11例，出土佛像不见人为

破坏痕迹，并且摆放规律。该类埋藏所出佛

像有明显的材质之分。

铜像埋藏… 铜像埋藏共8例，分别为河间

1982、河间1983、临漳1985、诸城1978、博

兴1983、武乡1983、寿阳1986、西安1970。

埋藏不见铜像与其他材质造像混合的情况。

会昌废佛时铜像均被熔化用于铸钱［18］，埋

入地下是资源的浪费，并不是一种毁佛的形

式。金铜佛像均是偶然发现再进行回收的，

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埋藏情况不明

确。其中4例出土时佛像位于陶质容器中，可

见埋藏者埋藏时加强了对佛像的保护，比如

博兴1983［19］。

石像埋藏… 石像埋藏有3例，西安1975、

西安2004-1、汶川1989。西安1975无遗迹图，

简报描述17件无损的北朝佛龛像“两两相

对、整齐叠放在地下”［20］，据此可知当时埋

藏者埋藏的十分细致。西安2004-1同样没有

现场图，5件通高2米左右的北周时期巨像埋

藏于南北2.90米，东西3.80米，深约4米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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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中，除1件平放外，余均直立放置［21］。造

像仅局部受损，面相及整体保存完好，不见

人为破坏痕迹。汶川1989埋藏坑中出土数件

南朝石造像，文管所征集到4件，除一件风化

严重外，余均保存完好［22］。

埋藏目的… B类埋藏不掺杂其他遗物，

且埋藏者仔细地将无损或轻微损伤的佛像埋

入地下，推测这类埋藏出自佛教信者之手，

在灭佛、战争等灾难来临之时，由僧侣和信

者自发进行，是保护性质的埋藏。这种情况

下，金铜佛像较常见。B类埋藏均没有地层

和伴出遗物的相关资料，故难以确定埋藏时

间。

（三）C类埋藏

C类埋藏中的佛像受损程度最为严重，

但遗迹单位规整，并且佛像放置规律。（图

二）

1.…C1类埋藏…

C1类埋藏均用规整的土坑埋藏佛像，共

有9例，分别是泾川2013H1和H3、曲阳1953

甲坑、博兴1976、诸城1990、青州1996、济

南2003、忻州2013、广元1983。埋藏坑中的

图二… C类埋藏
1.…泾川2013H1第③层（《甘肃泾川佛教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图2）… 2.…曲阳1953甲坑（据
《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图3重新描图）… 3.…青州1996（《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
清理简报》图1）… 4.…临朐1984（《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佛教造像清理简报》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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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物一般较为纯净，不混入其他杂物。较多

材料因为发掘年代较早或是抢救性发掘，提

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埋藏时间。现有材料之

中可大致判断出存在早于北宋的埋藏与不早

于北宋的埋藏。

早于北宋的埋藏… 曲阳1953甲坑上部叠

压着明代、宋代和不晚于五代的三层建筑遗

址，可见佛像的埋藏不晚于五代。埋藏坑平

面近方形，南北2.50米，东西2.60米，出土北

魏至唐的2200件石造像及残块，最晚纪年为

唐天宝九年（750年）。根据相关发掘报告，

佛像几乎都是损坏的，但目前看到的造像

基本上都经过修复，无法判断其出土时的状

态。发掘者认为埋藏者将已毁的石像散乱地投

掷进去，但也提到小型像多集中在上面，大型

像多集中在下面，并且除佛像外没有混入任何

遗物，可见其埋藏具有一定规则性［23］。（见

图二，2）

不早于北宋的埋藏… 青州1996埋藏坑开

口于金元层下，埋藏时间早于金元。土坑平

面呈长方形，东西8.70米，南北6.80米，偏

东部有一条南北向斜坡，应是向坑内运送佛

像的通道。土坑内出土400余件北魏至北宋

的佛像残块，其中最早的纪年为北魏永安二

年（529年），最晚的纪年为北宋天圣四年

（1026年）。残像在土坑内大致分三层，呈

东西向排列。较完整的身躯放置于中部，头

部置于坑周边，较残的像上部用较大的造像

碑覆盖，陶、铁、泥、木质造像均置于坑

底，造像顶部残留席纹。此外还撒有从唐开

元通宝到北宋崇宁通宝等各时代的铜钱，斜

坡北部东侧放置1件北宋瓷碗［24］。（见图

二，3）埋藏坑位于青州龙兴寺遗址之内，龙

兴寺于北朝开始营造，经过隋、唐、五代，

北宋时增筑了殿舍，于明代废弃［25］，佛像埋

藏之时，可以确定寺院尚存。

泾川2013H1开口于宋代地层下，平面

近长方形，南北2.40米，东西1.90米，深1.20

米。出土210余件北魏至宋代的造像，造像均

破损。佛像残块摆放较为整齐，共分三层，大

型像大多背向西面朝东横向安放，小型像和残

块多填在大像之间或沿土坑四周安置。在坑内

最上层出土了大宋淳化三年（992年）铭砖，

可知埋藏时间是在北宋淳化三年以后［26］。在

埋藏坑东约7米处发现宋代地宫［27］，出土砖

铭，以及与舍利瘗埋相关的陶棺、琉璃瓶等

遗物。砖铭载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

于龙兴寺文殊菩萨殿内葬“佛舍利约二千余

粒并佛牙佛骨”［28］。据此可知埋藏佛像的地

点位于龙兴寺内，但也可以看出佛残像与舍

利瘗埋具有差别。（见图二，1）

埋藏目的… C1类埋藏的遗迹单位均为规

则的土坑，佛像摆放规律，并多见法事仪式

痕迹，如青州1996埋藏坑内可见撒钱铺席痕迹，

济南2003佛像全部面朝坑内中心的平台［29］。

目前发现的北宋以降的佛像埋藏附近有寺院

的情况较多，并且是规模较大的寺院，这些

大寺所埋藏的残损佛像数量较多。佛像并非

一直固定于同一地方，比如会昌废佛时，长

安、洛阳的十寺及全国上州各留一寺外，下

州寺院均被废毁，寺院中的铜、铁等金属质

佛像被熔解之后转铸他器，而石像则转移至

大寺中保存［30］。再比如后周废佛时，废除没

有敕额的寺院，将佛像与僧尼一起转移至保

留下来的寺院中安置［31］。这一行为，造成了

佛像向大寺集中的现象。此外，可以推测大

寺内存在保存旧像及残损像的仓库。C1类埋

藏是寺院定期选择无法进行修复，或不再使

用的佛像集中进行埋藏的遗存，埋藏时举行

一些仪式，可以称为佛像瘗埋。

2.…C2类埋藏

C2类埋藏与舍利地宫相关，共有6例，分

别是亳县1965、北京1977、登封1988、临朐

1984、兖州2008、彭州1994。按埋藏时间是



82 考古文物研究

否与舍利埋藏同时，可分为两类。

与舍利埋藏同时… 北京1977是砖塔下覆

盖地宫的石板之上立着石经幢，经幢附近散

布着20件北朝至五代的佛像残块。地宫中发

现辽重熙二十年（1051年）的舍利函，内有

完好的石造佛涅槃像和舍利［32］。佛像应是建

塔时埋入，同为辽重熙二十年。

临朐1984是所有佛像埋藏中唯一记录其

缘由的实例。佛像位于一座六角形砖塔下的

地宫内。20世纪30年代砖塔尚残存初层，西

壁嵌有《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20

世纪40年代塔已被毁，在清理发掘之前，地

宫曾数次被打开，1965年村民在取出部分造

像残块之后又将其封堵，1984年再次打开。

地宫中藏有北魏至隋的佛像残块1200余件，

均破损，且风化严重。佛像大致分三层安

置，上层是中小型佛像的残块，中、下层是

大型佛像和背屏式佛像的残块。大部分面朝

下，沿壁面平摆［33］。碑文载：“睹石镌坏像

三百余尊，收得感应舍利可及千锞……镕宝

作棺，固至地平。方命良工砌垒塔……”除

残损造像外，原本应有容纳感应舍利的棺。

宋景德元年（1004年）建造舍利塔，将残损

旧佛像与感应舍利一同埋入地宫。（见图

二，4）

与舍利埋藏不同时… 兖州2008陶佛像置

于八角形塔下地宫北甬道的竖井以及封堵墙

内。根据地宫内出土碑文，该舍利塔建于北

宋嘉祐八年（1063年）。地宫有南北两条甬

道延伸至塔基外，甬道内的佛像是最后封闭

地宫时放入，根据北甬道的地层叠压关系，

最后封闭时间大约在北宋中晚期［34］。

亳县1965是在八角形砖塔的塔基下发现

舍利地宫，地宫内出土舍利石棺，棺内有宋

代铜钱及天圣五年（1027年）《释迦如来砖塔

记》。发掘报告原文记录造像出土于地宫封土

内［35］，有可能与北京1977相类似。但清理时

塔已无存，具体情况不明，暂不进行分析。

登封1988是在塔下地宫内填土中出土了北魏

及唐代的12件佛像。地宫年代为唐代，但曾

被数次打开，留下墨书题记，最晚为清乾隆

八年（1743年），佛像何时置入不明［36］。

埋藏目的… C2类埋藏是佛教信徒发愿营

造舍利塔或是寺院利用地宫现成的空间，将

无法修复或不再修复的破损佛像置于塔下供

养的行为，亦为佛像瘗埋，虽均与舍利地宫

相关，但残损佛像并不等同于舍利，是两种

瘗埋行为的结合，多发生于北宋以后。

C类埋藏是为处理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佛

像的埋藏。由寺院主导，或由僧侣、信者发

愿，实为佛像瘗埋。C1类埋藏最早可追溯到

北宋之前，北宋之后C1类埋藏和C2类埋藏并

行。通过分析C类埋葬的两种类型，可以将

舍利瘗埋与佛像瘗埋这两种宗教行为区分开

来。

三、结  语

佛像埋藏并非罕见，各例表面上类似，

但背景复杂，并不一定是同一类行为。佛像

的埋藏方式，可以反映出参与人的意志。从

佛像破损程度、出土佛像遗迹单位的形式、

佛像安置状态这三点可将佛像埋藏分为三

类，并且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A类埋藏以

破坏佛像或是将寺院土地改作他用为目的，

将佛像视为废弃物的一部分，这从文献记载

的角度也可以得到证实。B类埋藏是为避免废

佛、战争等灾难，僧侣或佛教徒为保护佛像

而进行埋藏的行为。C类埋藏则是为处理不

再使用的佛像，由寺院或佛教信徒主导实施

的佛像瘗埋，并可进一步分为非地宫埋藏的

C1类埋藏和与舍利地宫相关的C2类埋藏。C2

类埋藏伴随着舍利埋藏，但并不是将埋藏的

残损佛像视为舍利，不能将舍利瘗埋与佛像

埋藏视为同一种宗教活动。从时间上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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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埋藏从南北朝出现一直延续到北宋之后，

B类埋藏的时间无法明确，C类埋藏中C1类埋

藏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北宋之前，北宋之后C1

类埋藏和C2类埋藏并行。

佛像埋藏既非仅存于某一特定区域，亦

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日本奈良县川原寺里山

遗址一土坑中曾出土大量残损的塑像、砖瓦

及佛教法器，该遗址被推断为埋藏焚毁的川

原寺遗物之处［37］。因为没有出土情况的图

片，只能据纲干善教介绍该遗址的文章去推

测遗迹的形状及佛像的安置形式。纲干氏认

为遗物是从东侧“投入”，并且土坑东侧斜

面上部小型、轻量的遗物较多，越向底部残

块的体量越大。此外，井上正在对埋藏坑内

出土塑像进行详细观察之后，推测塑像残块

在最开始就经过挑选，仅选择能辨别出形象

的部分进行埋藏［38］。可见，该土坑内佛像的

安置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属于C1类，是

寺院参与的埋藏。此外，朝鲜半岛也有类似

的实例，益山帝释寺遗址也曾发现埋放大量

被火焚烧后的塑像和建筑材料的土坑［39］。

2001年柬埔寨吴哥窟遗址群的班蒂呵黛

寺出土了274尊佛像。这些佛像大多数是11世

纪至13世纪前半叶制作的石佛，推测是在13

世纪中叶灭佛运动时被破坏的［40］。但从方

形土坑中佛像被细心的埋藏这一现象分析，

其也属于C1类埋藏，极可能是佛教信众或僧

侣有意识的行为。在信仰佛教的国家及地区

中，类似这样埋藏佛像的实例时有所见，因

此对中国佛像埋藏的分类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也可适用于其他地域。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佛像的制作展开了

各种讨论，但是对佛像退出其使命之后的阶

段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佛像自身的

历史，从其被制作到安置于寺院，再到被破

坏废弃，各个阶段均同等重要。遗憾的是，

埋藏佛像被发现之时，更多的关注点往往是

［1］… 《隋书·高祖下》载：“（开皇二十年十二月）

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

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

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敢有毁坏偷盗

佛及天尊像、狱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

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魏

徵，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45，

46.…）

［2］… 李森.…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窖藏佛教造像研究.…济

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155.…

［3］… 高继习.…舍利地宫的变体样式：宋辽时期残损造像

群瘗埋现象研究//中国古代舍利地宫研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2020：274～300.…

［4］… 崔峰.…佛像出土与北宋“窖藏”佛像行为.…宗教学

研究，2010，（3）.…

［5］…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

理简报.…文物，1998，（2）.…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邺城考古队.…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

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7）.…

［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泾川县博物馆.…甘

肃泾川佛教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文物，2016，

（4）.…

［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下同仁路—佛教造像

坑及城市生活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7.…

［9］…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

1998，（11）.…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古都遗珍—长安

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南宫

市文物保管所，编.…南宫后底阁.…北京：文物出版

社，2019：7，286~289.…

［12］…同［6］.…

［13］…同［8］：10，11.…

［1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会昌三年

六月）廿九日，长乐门外失火，烧草场。向前有

勅，焚烧内里佛经，又埋藏菩萨、天王像等，向

出土佛像，而忽视了对遗迹现象及埋藏情况

的观察和分析，导致能够全面综合研究的实

例较少。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理念的进步，今

后关于佛像埋藏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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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

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

严。’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

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

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

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

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

旧。’”（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

局，1975：604，605.…）

［31］…《旧五代史·周书六·世宗纪第二》载：“（显

得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

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

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6：1529.…）

［32］…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

考古，1980，（2）.…

［33］…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佛教造

像清理简报.…文物，2002，（9）.…

［34］…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兖州

市博物馆.…兖州兴隆塔北宋地宫发掘简报.…文物，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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