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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圖
一
的
佛
坐
像
是
本
院
於
二
○
○
八

年
新
購
藏
的
一
件
重
要
作
品
，
它
的
風
格

特
徵
不
禁
令
人
聯
想
到
現
存
的
重
要
佛
教

遺
跡—

山
西
大
同
雲
岡
石
窟
。
作
為
北

魏
平
城
時
期
的
重
要
佛
教
藝
術
建
設
，
雲

岡
石
窟
不
但
匯
聚
各
地
精
神
文
明
的
菁

華
，
包
括
了
由
西
域
傳
來
的
佛
教
和
異
於

遊
牧
民
族
的
漢
文
化
，
同
時
也
承
接
各
地

的
藝
術
人
材
，
進
而
創
造
出
屬
於
平
城
特

有
的
北
魏
藝
術
，
自
成
一
格
，
繼
而
回

饋
、
或
影
響
其
他
各
地
，
晉
升
為
北
魏
佛

教
藝
術
的
重
要
源
流
之
一
。

這
件
北
魏
佛
坐
像
很
早
就
吸
引
佛
教

藝
術
史
重
量
級
學
者
的
目
光
，
例
如
曾
對

雲
岡
石
窟
做
過
重
要
的
考
古
調
查
和
研
究

的
學
者
水
野
清
一
，
早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的

《
佛
教
藝
術
》
第
二
十
一
期
就
介
紹
此
坐

像
，
當
時
為
日
本
私
人
收
藏
家
小

龜
三

郎
氏
所
收
藏
，
且
將
它
訂
為
雲
岡
中
期
至

後
期
之
作
品
；
此
外
，
對
中
國
雕
刻
史
用

功
極
深
的
松
原
三
郎
也
將
本
件
造
像
收
錄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的
鉅
著
《
增
訂
中
國

教

彫
刻
史
研
究
》
之
中
，
並
標
明
該
像
已
成

為
藤
井
有
鄰
館
的
收
藏
，
初
步
將
其
訂
年

為
四
六
五
至
四
八
五
年
之
間
；
松
原
氏
的

學
術
研
究
精
益
求
精
，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將

前
述
的
著
作
改
版
為
《
中
國

教
彫
刻
史

論
》
，
更
進
一
步
地
將
該
件
文
物
的
年
代

訂
為
太
和
時
期
（
四
七
七—

四
九
九
）
的

前
半
。
太
和
是
北
魏
文
化
建
設
的
黃
金
時

期
，
其
所
聚
集
的
文
化
實
力
不
容
小
覷
，

但
是
作
為
北
方
大
國
的
北
魏
是
如
何
形
塑

她
獨
樹
一
幟
的
文
化
，
並
將
其
影
響
力
發

揮
作
用
，
進
而
打
造
出
黃
金
時
期
的
呢
？

這
恐
怕
得
從
平
城
（
今
山
西
大
同
）
作
為

北
魏
都
城
說
起
。

平
城
造
像
實
力
的
聚
集

平
城
是
北
魏
中
期
重
要
的
國
都
，
她

作
為
京
畿
的
年
代
為
西
元
三
九
八
年
至
四

九
四
年
之
間
。
鮮
卑
族
拓
跋
珪
（
三
七
一

—

四
○
九
）
，
即
北
魏
太
祖
道
武
帝
，
趁

著
北
方
混
亂
時
，
於
西
元
三
八
六
年
時
，

在
盛
樂
（
今
內
蒙
古
和
林
格
爾
）
自
封
為

代
王
，
復
興
其
被
滅
的
父
祖
之
國—

代

國
，
改
元
登
國
（
三
八
六—

三
九
六
）
，

並
改
國
號
為
「
魏
」
，
即
史
稱
的
「
北
魏
」

（
三
八
六—

五
三
四
）
。
西
元
三
九
八
年
又

將
國
都
遷
至
平
城
，
自
此
展
開
近
一
百
年

的
平
城
盛
世
。

道
武
帝
即
位
之
初
便
開
始
積
極
地
擴

張
領
土
，
囊
括
各
地
各
式
人
材
至
京
畿
，

例
如
西
元
三
九
八
年
平
定
太
行
山
以
東
、

中
山
等
地
之
後
，
便
遷
徙
太
行
山
以
東
六

州
的
民
吏
、
百
工
伎
巧
等
十
萬
餘
口
充
實

京
師
，
其
中
也
包
括
了
來
自
河
北
地
區
、

後
來
擔
任
綰
攝
全
國
僧
徒
職
務
的
道
人
統

釋
法
果
（
三
四
三—

四
一
六
）
。
他
所
主

張
的
「
皇
帝
即
如
來
」
的
觀
點
，
在
《
魏

書
·
釋
老
志
》
（
成
書
於
西
元
五
五
四
年
）

「
法
果
每
言
：
太
祖
明
叡
好
道
，
即
是
當

今
如
來
，
沙
門
宜
應
盡
禮
，
遂
常
致
拜
，

謂
人
曰
：
能
鴻
道
者
人
主
也
，
我
非
拜
天

子
，
乃
是
禮
佛
耳
」
的
文
句
中
表
達
無

遺
，
為
日
後
佛
教
作
為
北
魏
國
教
舖
設
了

重
要
的
基
石
。
此
外
，
由
於
佛
圖
澄
（
二

三
二—

三
四
八
）
及
其
弟
子
釋
道
安
（
三

一
二—

三
八
五
）
在
河
北
地
區
長
期
的
弘

法
，
佛
教
在
該
地
甚
為
流
行
。
由
現
存
的

佛
教
造
像
遺
例
可
以
得
知
，
河
北
的
造
像

風
氣
非
常
地
興
盛
，
例
如
一
九
五
四
年
於

河
北
曲
陽
修
德
寺
出
土
超
過
二
千
餘
件
的

白
石
造
像
，
其
中
就
不
乏
北
魏
之
作
，
而

現
存
的
北
魏
金
銅
佛
造
像
也
不
在
少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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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佛坐像　北魏太和年間（477-499）　高7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佛坐像背面　北魏太和年間

高7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雲
岡
石
窟
是
北
魏
平
城
時

期
的
重
要
佛
教
藝
術
建

設
，
它
不
但
匯
聚
各
地
精

神
文
明
的
菁
華
，
包
括
由

西
域
傳
來
的
佛
教
和
異
於

遊
牧
民
族
的
漢
文
化
，
同

時
也
承
接
各
地
的
藝
術
人

材
，
進
而
創
造
出
屬
於
平

城
特
有
的
北
魏
藝
術
，
繼

而
回
饋
、
或
影
響
其
他
各

地
，
晉
升
為
北
魏
佛
教
藝

術
的
重
要
源
流
之
一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新
購
藏
的

北
魏
佛
坐
像
就
是
受
其
影

響
之
下
的
造
像
遺
例
。

王
鍾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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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子
國
（
今
錫
蘭
）
沙
門
邪
奢
遺
多
、
浮

陀
難
提
等
五
人
奉
佛
像
三
尊
至
平
城
，
而

《
魏
書
·
釋
老
志
》
轉
述
時
人
傳
說
僧
人

難
提
在
西
域
造
的
大
佛
「
去
十
餘
步
，
視

之
炳
然
，
轉
近
轉
微
」
；
又
如
沙
勒
（
今

新
疆
喀
什
）
沙
門
赴
京
師
致
畫
像
，
為
天

山
南
麓
藝
術
傳
入
京
畿
的
一
個
例
證
。

各
地
優
秀
的
菁
英
集
中
於
這
個
都

城
，
她
不
但
蘊
含
著
雄
厚
的
佛
事
基
礎
，

還
具
備
充
足
的
人
力
、
物
力
和
各
種
工
巧

的
人
才
，
而
且
西
域
諸
國
的
影
響
源
源
不

絕
於
京
畿
之
中
。
再
者
，
文
成
帝
下
詔
復

佛
（
四
五
二
）
，
全
國
各
地
佛
事
迅
速
恢

復
，
終
於
在
和
平
（
四
六
○—

四
六
五
）

初
年
，
因
綰
攝
全
國
僧
徒
之
沙
門
統
曇
曜

的
請
求
和
皇
室
的
全
力
支
持
之
下
，
於
平

城
京
近
郊
的
武
州
山
南
麓
開
創
出
氣
勢
宏

偉
的
雲
岡
石
窟
，
也
是
平
城
的
佛
教
造
像

最
傑
出
之
代
表
。

平
城
時
期
的
造
像
風
格

作
為
首
善
之
區
的
平
城
因
北
魏
帝
王

連
年
擴
張
領
土
範
圍
而
吸
納
各
地
各
式
人

材
，
一
直
到
西
元
四
三
九
年
統
一
北
方
，

征
戰
大
幅
減
少
，
都
城
的
各
項
建
設
也
得

以
積
極
地
進
行
。
然
惜
太
武
帝
下
令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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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
文
獻
的
記
錄
說
明
當
地
的
僧
侶
們

視
造
像
為
一
項
極
重
要
的
工
作
，
《
高
僧

傳
·
卷
五
·
釋
道
安
一
》
記
錄
一
尊
丈
六

佛
像
安
置
完
成
時
，
道
安
歎
曰
：
「
安
既

大
願
果
成
。
謂
言
。
夕
死
可
矣
。
」
這
一

段
話
全
然
展
現
他
對
於
造
像
的
殷
切
之

情
。
除
了
釋
法
果
、
釋
道
安
與
河
北
有
極

深
的
淵
源
之
外
，
在
太
武
帝
拓
跋
燾
滅
佛

時
（
四
四
六
）
，
雲
岡
石
窟
創
建
的
重
要

僧
人
曇
曜
（
活
動
於
五
世
紀
下
半
葉
）
就

是
暫
避
於
中
山
（
今
河
北
定
縣
）
，
可
見

河
北
佛
教
根
基
十
分
深
厚
，
即
使
在
法
難

時
，
該
地
成
為
僧
人
避
難
的
場
所
。

除
了
對
河
北
地
區
的
佛
教
文
化
底
蘊

貢
獻
良
多
之
外
，
釋
道
安
弘
法
的
足
跡
還

遠
達
長
安
地
區
，
他
於
前
秦
苻
堅
建
元
十

五
年
（
三
七
九
）
被
請
至
長
安
五
重
寺
說

法
。
其
後
名
僧
鳩
摩
羅
什
（
三
四
四—

四

一
三
）
亦
為
姚
興
延
請
至
長
安
譯
經
講
學

（
四
○
一
）
，
所
譯
之
經
典
不
勝
枚
舉
，
其

中
《
維
摩
詰
經
》
和
《
妙
法
蓮
華
經
》
對

造
像
藝
術
影
響
尤
深
。
長
安
地
區
就
是
在

這
些
大
師
長
期
說
法
的
薰
習
之
下
，
成
為

十
六
國
時
期
佛
教
的
重
鎮
，
太
武
帝
在
西

元
四
二
六
年
取
得
長
安
時
，
自
然
承
襲
了

長
安
佛
教
的
傳
統
；
根
據
《
魏
書
·
世
祖

紀
·
下
》
的
記
載
，
即
使
在
毀
佛
的
太
平

真
君
七
年
（
四
四
六
）
「
三
月
，
詔
諸
州

坑
沙
門
，
毀
諸
佛
像
，
徙
長
安
城
工
巧
二

千
家
於
京
師
。
」
長
安
的
工
匠
遷
入
平

城
，
而
其
造
像
的
傳
統
也
就
跟
著
進
入
了

京
畿
之
中
。

北
魏
太
武
帝
（
四
二
三—

四
五
二
在

位
）
雄
才
大
略
，
結
束
了
長
期
戰
亂
的
五

胡
十
六
國
，
完
成
北
方
的
統
一
，
其
疆
土

之
擴
及
北
涼
（
三
九
七—

四
三
九
）
的
領

土—

涼
州
，
正
如
《
魏
書
·
世
祖
紀
·

上
》
所
載
他
於
太
延
五
年
（
四
三
九
）
西

征
姑
臧
（
今
武
威
）
、
酒
泉
等
地
，
回
京

時
還
遷
徙
涼
州
居
民
三
萬
餘
家
於
平
城
。

北
涼
皇
室
篤
信
佛
教
，
在
帝
王
的
支
持

下
，
涼
州
佛
教
鼎
盛
，
《
魏
書
》
記
述
大

批
涼
州
移
民
遷
居
至
平
城
，
其
中
不
乏
高

僧
和
藝
匠
，
他
們
具
有
深
厚
的
佛
教
文
化

涵
養
，
無
怪
乎
後
世
史
家
魏
收
（
五
○
五

—

五
七
二
）
形
容
「
沙
門
佛
事
皆
俱
東
，

像
教
彌
增
」
，
以
禪
觀
見
稱
的
師
賢
和
其

弟
子
曇
曜
先
後
成
為
北
魏
的
最
高
僧
官
沙

門
統
，
他
們
對
北
魏
佛
教
影
響
深
遠
。
涼

州
佛
教
文
化
直
接
移
植
至
平
城
，
成
為
後

來
文
成
帝
復
佛
（
四
五
二
）
極
為
重
要
的

依
據
。雖

然
已
經
統
一
了
北
方
，
但
軍
事
行

動
未
曾
停
歇
，
驃
悍
的
遊
牧
民
族
乃
是
占

領
各
地
的
常
勝
軍
，
遷
徙
各
地
居
民
充
實

京
畿
的
政
策
未
曾
改
變
，
太
武
帝
正
平
元

年
（
四
五
一
）
將
淮
南
降
民
五
萬
餘
家
遷

入
平
城
地
區
；
獻
文
帝
皇
興
三
年
（
四
六

九
）
又
納
青
、
齊
（
今
山
東
青
州
、
濟
南
）

入
其
版
圖
。
青
齊
原
屬
南
朝
劉
宋
的
舊

地
，
漢
化
程
度
極
深
，
北
魏
帝
王
徙
青
齊

人
士
入
京
師
，
為
平
城
文
化
帶
來
了
新
的

養
份
，
其
中
如
蔣
少
游
（
？—

五
○
一
）

即
是
通
曉
各
種
技
藝
之
文
人
，
北
魏
服
制

改
革
的
主
事
者
；
劉
孝
標
（
四
六
二—

五

二
一
）
本
來
是
南
朝
的
名
士
，
後
在
雲
岡

石
窟
寺
從
事
譯
經
筆
受
的
工
作
，
在
北
魏

佛
教
史
上
，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平
城
不
但
是
北
魏
網
羅
各
地
移
民
的

政
治
、
文
化
中
心
，
在
當
時
也
是
一
個
國

際
性
都
會
，
來
自
西
域
、
印
度
等
國
之
沙

門
、
使
者
、
商
賈
紛
紛
來
到
了
北
魏
的
首

都
，
其
所
帶
來
的
域
外
影
響
自
不
在
話

下
。
僧
侶
也
常
攜
帶
佛
像
、
佛
畫
至
京

畿
，
例
如
西
元
四
五
五
年
的
復
佛
時
機
，

圖三　第二十窟全景　北魏和平年間（460-465）　筆者2002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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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雄
心
壯
志
。
這
些
造
像
特
徵
似
乎
能
在

河
西
石
窟
找
到
它
的
源
頭
，
但
是
北
涼
所

留
下
來
的
遺
跡
不
多
，
所
幸
，
原
來
位
於

武
威
天
梯
山
第
四
窟
中
心
柱
右
向
面
下
層

龕
外
右
側
第
一
層
的
菩
薩
立
畫
像
（
圖
四
）

和
中
心
柱
正
面
下
層
龕
外
右
側
第
一
層
所

殘
留
的
菩
薩
畫
像
（
圖
五
）
表
現
了
北
涼

佛
教
藝
術
傳
統
的
特
徵
。
圖
四
雖
然
是
二

度
空
間
的
平
面
繪
畫
且
為
菩
薩
像
，
但
其

臉
龐
十
分
渾
圓
豐
腴
，
以
高
光
法
表
現
祂

的
深
目
高
鼻
，
濃
重
的
墨
色
細
細
勾
勒
雙

眉
和
拉
長
的
上
眼
瞼
，
這
種
繪
畫
方
式
正

是
來
自
西
域
的
傳
統
，
也
傳
至
雲
岡
立
體

的
雕
像
之
中
，
以
平
直
剛
勁
的
方
刀
手
法

雕
刻
，
呈
現
出
雄
強
的
氣

勢
；
菩
薩
的
頸
部
粗
短
，

且
與
肩
部
的
連
結
處
不
甚

自
然
，
即
使
畫
家
巧
妙
地

藉
由
頸
飾
的
佩
戴
企
圖
掩

蓋
，
但
生
硬
之
感
還
是
十

分
明
顯
。
此
外
，
北
涼
的

菩
薩
像
都
具
有
肩
寬
體

壯
、
胸
部
飽
滿
、
臂
膀
渾

圓
的
特
色
，
尤
其
是
圖
五

胡
跪
的
菩
薩
畫
像
，
身
著

右
袒
式
袈
裟
已
經
顯
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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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六
）
燒
經
毀
像
並
坑
殺
沙
門
，
使
得
京

畿
的
「
土
木
宮
塔
，
聲
教
所
及
，
莫
不
畢

毀
矣
。
」
所
幸
文
成
帝
（
四
五
二—

四
六

五
在
位
）
努
力
補
救
，
他
應
是
受
其
未
能

登
上
王
位
的
父
親—

太
子
拓
跋
晃
（
四

二
八—

四
五
一
）
在
法
難
期
間
極
積
護
持

佛
教
的
影
響
，
即
位
之
初
，
立
刻
下
詔
復

佛
。
因
根
基
深
厚
，
全
國
各
地
佛
事
迅
速

恢
復
，
原
本
因
滅
佛
被
迫
還
俗
的
僧
侶
回

歸
寺
院
，
因
擔
心
法
難
無
端
毀
壞
而
秘
藏

的
經
像
也
重
新
使
用
，
積
極
修
復
毀
損
的

寺
院
和
營
建
新
寺
，
造
像
之
事
業
於
是
再

度
興
盛
。
平
城
對
於
復
佛
的
志
業
自
是
不

能
置
身
事
外
，
讓
沈
潛
已
久
的
造
像
實
力

也
迅
速
動
員
了
起
來
，
《
魏
書
·
釋
老
志
》

有
言
：
「
興
光
元
年
（
四
五
四
）
秋
，
敕

有
司
於
五
級
大
寺
內
，
為
太
祖
以
下
五

帝
，
鑄
釋
迦
立
像
五
，
各
長
一
丈
六
尺
，

都
用
赤
金
二
十
五
萬
斤
。
」
由
此
看
來
，

復
佛
後
的
文
成
帝
不
但
大
張
旗
鼓
地
為
太

祖
以
下
的
五
位
帝
王
造
丈
六
釋
迦
像
，
而

且
還
所
費
不
貲
地
耗
用
為
數
驚
人
的
銅

料
。
而
現
今
所
存
、
最
能
展
現
平
城
造
像

實
力
的
莫
過
於
雲
岡
石
窟
。
它
開
鑿
的
時

間
超
過
六
十
年
，
可
以
分
為
三
期
工
程
，

即
第
一
期
為
和
平
年
間
、
第
二
期
始
於
西

元
四
六
六
年
至
遷
都
洛
陽
（
四
九
四
）
之

前
和
第
三
期
遷
洛
之
後
至
正
光
年
間
（
五

二
○—

五
二
五
）
。
然
最
能
體
現
平
城
時

期
造
像
風
格
的
應
該
是
第
一
、
二
期
石

窟
，
以
下
擬
以
雲
岡
石
窟
的
材
料
鉤
勒
這

兩
期
平
城
地
區
造
像
的
風
貌
。

帝
王
式
的
都
會
風

第
一
期
代
表
為
雲
岡
第
二
十
窟
（
圖

三
）
，
其
開
鑿
年
代
為
和
平
年
間
。
主
尊

圖四　菩薩立像　北涼　武威梯山石窟第4窟中心柱右向面下層龕外右側第一層

引自《武威天梯山石窟》彩版五一

圖五　菩薩殘像　北涼　武威梯山石窟第4窟中心柱正面下層

龕外右側第一層　引自《武威天梯山石窟》彩版四四

圖六　坐佛局部　北魏和平年間（460-465）　雲岡石窟第二十窟　筆者2002年攝

身
著
右
袒
式
袈
裟
，
衣
緣
搭
在
袒
露
的
右

肩
上
，
袈
裟
內
為
帶
有
連
珠
紋
邊
飾
、
貼

體
的
僧
祇
支
，
可
遠
溯
及
貴
霜
犍
陀
羅
、

笈
多
秣
菟
羅
的
造
像
，
近
可
在
新
疆
、
涼

州
看
到
先
驅
者
。

第
二
十
窟
坐
佛
的
肉
髻
和
頭
部
皆
平

素
無
紋
，
面
容
飽
滿
豐
腴
，
深
目
高
鼻
，

細
眉
長
眼
，
唇
上
蓄
鬍
；
嘴
角
上
揚
雖
略

顯
笑
意
，
但
雙
眼
直
視
前
方
，
透
露
出
肅

穆
的
神
情
。
雖
然
在
頭
、
頸
、
胸
和
臀
部

之
間
的
銜
接
部
分
處
理
較
為
生
硬
，
但
短

頸
寬
肩
，
胸
厚
體
壯
，
整
體
造
型
展
現
淳

厚
的
雄
健
之
風
，
充
分
呈
現
遊
牧
生
活
的

純
樸
和
金
戈
鐵
馬
統
一
北
方
、
傲
視
群
倫

圖七　佛立像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引自《增訂中國 教彫刻史研究》圖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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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故
又
可
分
為
前
後
兩
期
。
繼
第
一
期

之
後
，
首
先
開
鑿
的
應
是
第
七
、
八
窟
，

是
第
二
期
前
期
窟
的
代
表
。
本
期
風
格
以

第
七
窟
後
室
西
壁
第
五
層
南
側
佛
龕
主
尊

為
例
，
一
方
面
延
續
前
述
第
二
十
窟
造
像

特
色
，
依
然
身
著
右
袒
式
袈
裟
，
且
同
樣

地
頸
部
粗
短
，
也
還
是
未
能
處
理
頸
胸
之

間
的
關
係
，
同
時
也
並
未
交
代
腰
部
過
渡

至
腿
部
的
身
軀
，
肩
寬
的
程
度
雖
略
遜
於

第
二
十
窟
，
但
仍
保
有
壯
碩
厚
實
體
態
。

然
而
另
一
方
面
本
期
造
像
的
衣
褶
卻
大
多

為
階
梯
式
的
衣
紋
，
或
簡
單
的
陰
刻
線

條
，
簡
化
許
多
，
著
重
線
條
性
的
表
達
。

線
性
趣
味
之
採
用
極
有
可
能
是
受
到
青
徐

人
士
和
河
北
、
長
安
等
地
移
民
工
匠
之
影

響
，
因
為
他
們
有
些
人
本
來
就
深
深
地
浸

淫
在
擅
長
使
用
線
條
的
漢
文
化
之
中
。
此

外
，
本
期
造
像
臉
部
的
線
條
變
得
較
為
柔

和
（
圖
八
）
，
不
像
第
二
十
窟
主
尊
的
五

官
具
有
方
直
刀
痕
的
銳
利
之
感
，
細
眉
杏

眼
微
視
下
方
，
再
加
上
揚
的
嘴
角
，
使
得

整
尊
佛
像
增
添
了
不
少
的
親
切
感
，
與
南

朝
造
像
風
格
頗
有
雷
同
之
處
（
下
詳
）
。

擺
脫
前
期
造
像
風
格
束
縛
的
典
型
範

例
應
為
第
五
、
六
窟
，
它
們
已
經
具
有
獨

特
的
雲
岡
第
二
期
造
像
之
特
色
，
是
雲
岡

二
期
後
半
所
開
鑿
的
石
窟
。
以
第
六
窟
中

心
塔
柱
北
面
下
層
的
二
佛
並
坐
龕
像
（
圖

九
）
為
例
，
在
拉
長
的
臉
形
上
，
往
昔
高

目
深
鼻
的
五
官
已
然
不
存
，
漢
人
較
為
平

面
的
面
容
代
之
而
起
，
眉
眼
細
長
，
雙
頰

豐
潤
，
臉
龐
呈
現
出
柔
和
的
線
條
，
透
著

和
藹
的
微
笑
表
情
和
慈
悲
下
視
的
眼
神
。

體
形
俊
秀
，
若
與
前
期
相
較
，
胸
膛
則
較

為
扁
平
，
也
許
是
受
到
青
徐
人
士
將
南
朝

造
像
風
格
傳
入
京
城
的
影
響
；
袈
裟
雖
然

厚
重
蔽
體
，
但
腹
前
的
衣
紋
微
微
起
伏
，

似
乎
是
雕
刻
者
意
識
到
合
理
的
人
體
結

構
，
暗
示
腰
部
至
腿
部
身
軀
的
結
構
部

位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受
到
南
朝
文

化
的
影
響
，
這
二
尊
坐
佛
都
是
穿
著
南
朝

士
大
夫
「
褒
衣
博
帶
」
的
服
式
。

北
魏
一
連
串
漢
化
政
策
下
的
服
制
變

革
始
於
太
和
十
年
（
四
八
六
）
，
也
就
是

孝
文
帝
開
始
服
袞
冕
的
時
間
。
而
前
述
遷

移
平
城
的
青
徐
人
士
蔣
少
游
等
和
太
皇
太

后
馮
氏
在
對
此
服
制
之
改
革
上
，
具
有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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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
部
的
寬
度
，
再
以
紅
色
鉤
染
輪
廓
，
試

圖
表
現
立
體
感
，
使
得
胸
膛
超
乎
尋
常
的

寬
厚
飽
滿
、
臂
膀
渾
圓
壯
碩
。
這
些
河
西

石
窟
早
期
的
造
像
特
色
似
乎
隨
著
涼
州

「
沙
門
佛
事
皆
俱
東
，
像
教
彌
增
」
而
進
入

平
城
，
也
融
入
雲
岡
石
窟
的
造
像
之
中
。

比
較
有
趣
的
是
，
雲
岡
第
二
十
窟
坐

佛
的
衣
紋
處
理
方
式
較
為
細
膩
，
即
在
凸

起
的
陽
面
之
中
和
兩
個
凸
面
之
間
，
都
加

上
一
條
陰
刻
的
凹
線
，
以
線
條
強
調
平
面

性
衣
褶
的
層
次
感
，
尤
其
是
左
膀
臂
Ｙ
字

形
的
衣
褶
更
是
別
具
特
色
（
圖
六
）
。
雖

然
衣
襞
面
的
立
體
感
減
弱
，
線
條
性
增

強
，
但
是
像
這
樣
藉
由
深
淺
不
同
的
雕
刻

手
法
表
現
衣
紋
，
使
得
整
個
造
像
看
起
來

更
顯
精
緻
。
這
種
衣
紋
表
現
的
手
法
並
非

獨
創
，
早
在
太
平
真
君
四
年
（
四
四
三
）

銘
的
金
銅
佛
立
像
（
圖
七
）
之
中
就
出
現

了
。
此
尊
金
銅
佛
像
的
五
官
雖
然
較
不
立

體
，
但
其
面
容
十
分
飽
滿
豐
潤
；
身
體
比

例
雖
頗
為
合
理
，
但
卻
也
短
頸
寬
肩
、
臂

膀
圓
滾
如
柱
；
通
肩
式
袈
裟
衣
褶
的
表
現

除
了
能
與
肢
體
動
作
相
互
呼
應
、
令
曲
線

畢
露
之
外
，
在
臂
膀
的
正
面
和
身
旁
兩
外

側
的
袈
裟
上
都
出
現
了
明
顯
的
Ｙ
字
形
衣

紋
，
也
能
與
身
體
的
起
伏
而
作
寬
窄
的
變

化
。
此
件
金
銅
佛
的
造
像
題
記
說
明
它
的

供
養
人
菀
申
是
高
陽
（
今
河
北
博
野
縣
西

南
）
人
，
所
以
這
種
衣
紋
的
表
現
手
法
應

該
是
河
北
巧
匠
細
膩
思
維
的
呈
現
。
這
件

菀
申
造
的
金
銅
佛
較
雲
岡
第
二
十
窟
的
坐

佛
早
了
十
年
，
足
見
雲
岡
沿
用
Ｙ
字
形
衣

紋
，
是
河
北
的
工
匠
在
平
城
地
區
耕
耘
的

結
果
，
雲
岡
的
匠
師
吸
收
河
北
的
造
像
元

素
後
，
展
現
出
自
我
的
新
面
貌
。

融
合
漢
風
的
轉
化

雲
岡
石
窟
第
二
期
開
鑿
的
時
間
較

圖八　佛龕　雲岡石窟第七窟後室西壁第5層南側　引自《雲岡石窟（一）》圖版147圖九　二佛並坐龕　雲岡石窟第六窟中心塔柱北面下層　引自《雲岡石窟（一）》圖版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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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之
，
此
造
像
已
不
再
呈
現
遊
牧
民

族
的
雄
壯
威
武
，
帝
王
式
的
雄
強
之
風
逐

漸
褪
去
，
漢
文
化
的
特
色
日
積
月
累
地
馴

服
、
琢
磨
著
驃
悍
的
遊
牧
民
族
。
無
論
是

其
臉
形
較
為
拉
長
、
線
條
較
為
柔
軟
，
不

如
第
一
期
的
那
麼
的
方
圓
、
線
條
剛
硬
，

或
是
其
肩
膀
不
如
第
一
期
的
厚
實
。
整
體

而
言
，
本
件
作
品
的
厚
實
壯
碩
之
中
，
尚

可
發
現
許
多
的
娟
秀
柔
和
之
氣
，
呈
現
出

一
股
流
暢
舒
緩
之
感
。
也
就
是
在
經
過
漢

文
化
的
洗
禮
之
後
，
將
方
刀
銳
利
的
懾
人

氣
勢
蛻
變
為
圓
刀
娟
秀
的
穩
定
之
感
。

由
於
上
述
的
造
像
特
徵
，
我
們
可
以

將
這
件
新
購
藏
的
造
像
訂
為
雲
岡
二
期
窟

後
半
的
作
品
；
而
它
的
造
像
材
質
與
雲
岡

石
窟
的
相
同
，
皆
為
砂
岩
。
那
是
一
種
主

要
由
石
英
，
也
就
是
砂
子
所
形
成
的
岩

石
，
具
有
如
呼
吸
般
的
多
孔
特
質
，
容
易

吸
收
水
份
，
引
入
污
染
物
質
而
產
生
病

變
，
進
而
導
致
斑
點
、
脫
落
、
風
化
、
甚

至
崩
裂
等
劣
化
的
情
況
，
最
極
端
的
例
子

就
是
雲
岡
第
二
十
窟
，
它
本
來
欲
鑿
成
石

窟
，
但
是
其
具
有
明
窗
的
南
壁
和
部
分
窟

頂
在
營
建
之
時
，
就
已
經
崩
塌
，
成
為
今

日
的
景
象
。
此
外
，
近
年
來
，
因
惡
劣
的

氣
候
和
環
境
，
許
多
造
像
都
像
脫
皮
一
樣

地
剝
落
，
如
同
本
件
新
購
藏
作
品
的
舊
損

傷
一
樣
。
不
論
是
從
風
格
，
或
是
從
其
雕

鑿
的
石
料
來
看
，
本
院
新
入
藏
的
佛
坐
像

應
是
北
魏
中
期
平
城
地
區
的
造
像
，
也
就

是
五
世
紀
下
半
葉
山
西
大
同
地
區
的
重
要

作
品
之
一
。

本
件
流
傳
有
緒
的
石
雕
佛
像
不
但
保

留
雲
岡
第
一
期
窟
的
許
多
特
徵
，
而
且
也

呈
現
出
帶
有
雲
岡
二
期
窟
後
半
期
風
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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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沒
的
地
位
。
馮
氏
本
為
漢
族
，
對
於

漢
化
政
策
之
推
行
不
遺
餘
力
，
而
孝
文
帝

在
親
政
（
四
九
○
）
之
後
，
也
蕭
規
曹
隨

地
施
行
更
多
的
漢
化
政
策
，
服
制
之
改
革

仍
然
循
序
漸
進
地
繼
續
進
行
。
而
在
現
存

的
佛
教
造
像
之
中
，
看
到
最
早
的
「
褒
衣

博
帶
」
式
袈
裟
應
是
四
川
茂
縣
出
土
的
南

齊
永
明
元
年
（
四
八
三
）
銘
之
釋
玄
嵩
造

像
碑
（
圖
十
）
，
由
於
它
明
確
的
紀
年
早

於
北
魏
服
制
改
革
之
始
，
而
且
它
所
呈
現

的
線
性
、
平
面
趣
味
更
是
其
造
像
的
特

點
，
是
南
朝
佛
教
造
像
風
格
最
佳
的
範

例
，
它
造
像
的
特
色
也
都
出
現
在
本
期
的

造
像
之
中
。
造
像
碑
的
坐
佛
肉
髻
高
聳
，

額
寬
臉
方
，
五
官
輪
廓
並
不
凸
出
明
顯
，

較
似
漢
人
，
雙
眼
細
長
，
樣
貌
溫
和
親

切
，
肩
部
單
薄
，
胸
膛
扁
平
，
身
體
完
全

隱
沒
於
袈
裟
之
中
，
結
構
不
明
，
完
全
沒

有
考
量
到
人
體
應
有
的
量
感
，
十
分
平

板
；
但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祂
的
袈
裟
，
那
是

標
準
的
「
褒
衣
博
帶
」
式
僧
衣
，
即
內
有

結
帶
、
外
為
雙
領
下
垂
的
袍
服
，
是
南
朝

士
人
慣
穿
的
服
飾
。
衣
紋
作
淺
階
梯
狀
，

其
落
差
極
小
；
而
下
裳
的
衣
褶
更
像
是
將

原
有
立
體
的
衣
襞
面
熨
平
的
結
果
，
淺
浮

雕
的
衣
褶
充
滿
著
線
性
的
裝
飾
趣
味
，
以

上
所
述
的
特
點
與
第
一
期
的
造
像
大
相
逕

庭
，
都
呈
現
在
第
二
期
的
造
像
中
。

雲
岡
的
第
一
、
二
期
的
造
像
風
格
在

融
合
各
地
文
化
菁
華
之
後
，
形
成
自
己
特

有
之
風
貌
，
其
所
依
賴
的
實
力
正
是
由
首

善
之
區
所
提
供
的
，
進
而
影
響
平
城
時
期

的
佛
教
造
像
。
現
存
許
多
單
尊
的
石
造

像
、
造
像
碑
和
金
銅
佛
像
都
是
在
平
城
造

像
風
格
自
我
蘊
釀
和
向
外
傳
輸
的
大
潮
流

下
所
塑
造
出
來
的
，
本
院
新
購
藏
的
佛
坐

像
即
為
一
例
。

院
藏
的
北
魏
佛
坐
像

本
件
新
購
藏
的
禪
定
佛
（
圖
一
）
身

著
右
袒
式
袈
裟
，
其
衣
緣
搭
在
袒
露
的
右

肩
和
右
臂
之
上
，
衣
角
延
伸
至
左
臂
垂
落

而
下
，
袈
裟
內
為
帶
有
連
珠
紋
邊
飾
的
僧

祇
支
，
圓
鼓
高
聳
的
肉
髻
和
頭
頂
皆
平
素

無
紋
；
耳
長
及
肩
，
眉
間
有
白
毫
，
這
些

特
徵
與
雲
岡
第
二
十
窟
的
造
像
十
分
相

似
。
本
件
坐
佛
的
五
官
以
陰
刻
線
條
表
現

的
弦
月
眉
、
下
視
微
睜
的
杏
眼
和
微
笑
上

揚
的
嘴
角
，
在
在
使
得
此
佛
方
額
豐
頤
的

臉
龐
散
發
著
慈
悲
柔
和
的
莊
嚴
表
情
，
與

前
述
第
六
窟
坐
佛
的
神
情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雖
然
袈
裟
遮
蓋
住
左
上
身
和
腰
間
，

而
且
肩
部
顯
得
頗
為
削
狹
，
但
圓
滾
如
柱

的
臂
膀
、
豐
腴
渾
圓
的
右
胸
和
穩
若
磐
石

的
結
跏
雙
腿
使
得
這
尊
坐
佛
的
身
軀
依
然

壯
碩
。
帶
有
形
式
化
衣
褶
的
佛
衣
雖
然
強

調
線
性
的
趣
味
，
與
雲
岡
二
期
窟
的
造
像

不
分
軒
輊
，
但
其
隨
著
身
體
的
起
伏
，
暗

示
著
腰
和
髖
部
的
位
置
，
而
不
像
第
二
十

窟
主
尊
忽
略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可
見
本

件
作
品
的
雕
鑿
者
依
合
理
的
人
體
結
構
造

像
，
只
是
「
隱
身
」
於
袈
裟
之
中
，
如
同

第
二
期
後
期
的
造
像
一
樣
（
圖
九
）
。
此

外
，
該
像
背
面
（
圖
二
）
尚
有
一
淺
浮

雕
，
刻
有
一
尊
頭
戴
高
冠
、
身
披
天
衣
的

交
腳
菩
薩
像
，
其
上
方
似
為
建
築
物
屋
簷

的
一
角
，
但
此
浮
雕
應
為
後
加
之
作
。

圖十　釋玄嵩造像碑　南齊永明元年（483）

四川省博物館藏　引自China: Dawn

of a Gold Age, 200-750 AD,�Pl.�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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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因
素
，
再
加
上
其
造
像
石
材
的
關
係
，

能
推
定
為
平
城
一
帶
、
受
雲
岡
石
窟
造
像

影
響
下
的
作
品
，
因
此
本
件
新
購
藏
的
佛

坐
像
對
於
平
城
時
期
造
像
風
格
的
演
變
有

著
說
明
性
的
指
標
作
用
，
實
是
不
可
多
得

之
佳
作
，
彌
足
珍
貴
，
尤
其
是
對
於
那
些

無
法
前
往
山
西
大
同
雲
岡
石
窟
的
人
而

言
，
此
尊
佛
像
可
以
彌
補
其
不
能
親
炙
佛

像
之
美
的
缺
憾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保
存
維
護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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