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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译师仁钦桑布是西藏佛教后 弘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

根据丈献记载
,

大译师创建

有众多寺院和佛塔
。

为了印证文砍中记载的仁钦桑布时期 大黄佛教建筑的创建
,

年 四

川 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再次组队
,

对西藏古代古格政权统治

的腹心地区阿里札达县进行 了考察
,

街发现了有可能属于 世纪仁钦桑布时期的早期佛教遗

存
,

这对于研究西戴西部佛教后 弘期初期的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中圈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一 以 】《加 一 一

大译师仁钦桑布 一 年 是藏传

佛教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

为佛教

在西藏的再次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

据仁钦

桑布传记记载
,

他 年出生于古格热尼
,

岁时出家为僧
,

得法名仁钦桑布
。

岁

年 起曾先后 次赴克什米尔
、

印度等地求

学
,

在外停留时间达 年
,

依止 位班智

达
,

学习显密经论
,

返回古格时带回众多显密

经典
。

他一生翻译
、

校订显教经典 部
、

论

部
、

密教经典 部
,

为藏传佛教后弘期

诸大译师之首
,

人们将他之后编译的密乘称

为新密
,

此前的称为旧密
。

此外
,

大译师走遍

了西藏西部
,

创建了上百座寺庙
、

殿堂 据说

是 座 以及 余座佛塔
,

迄今人们仍将

许多寺院和佛塔的创建归功于仁钦桑布
。

不

仅如此
,

当他第三次从克什米尔返回古格时
,

还请来 名克什米尔艺术家
,

装饰和装修寺

院
,

为后人留下了灿烂的佛教文化
。

川

关于仁钦桑布创建的 座佛教寺庙
,

传记中明确列出名字的有 座
。【’〕 年

月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再次组队
,

前往西藏阿

里地区对这些寺庙进行调查
,

笔者有幸参加

了此次考察
。

此次调查的区域为札达县托林

镇的波林村和底雅乡的底雅村
、

什布奇村
。

前者是仁钦桑布之父亲的故乡
,

后者是仁钦

桑布的诞生地
,

均是久负盛名的佛教圣地
,

也

因此曾引起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
。

早在上个世纪 年代
,

国外学者进人这

一地区进行调查
,

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

教授在其 卷本的著作

印度一西藏 》 一 中有 卷是

关于西藏西部的佛教遗存的
,

其中有 卷专

门论及仁钦桑布与西藏的佛教复兴
,

书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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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到仁钦桑布在其诞生地底雅建立的热尼

寺
,

以及在其父的诞生地波林的卡孜河谷建

立的郭卡寺 仁钦桑布为其父亲在克什米尔

定做的观音菩萨像就放置在这座寺庙里
,

据

说由于在运回古格途中被碰掉了一根手指的

指端
,

所以也以断指佛像而著称
。 〔’ 今天被

称作卡孜寺的佛寺里
,

保存有一尊精美的观

音大铜像
,

其无名指断缺
,

有学者认为这极有

可能是仁钦桑布为其父亲在克什米尔定做的

佛像
。

’自上个世纪 年代以来
,

中国学者

也多次在这一地区进行调查
,

发现许多重要

遗址
,

如在波林村的卡孜河谷
,

发现了帕尔嘎

尔布石窟遗址
、 〔’ 帕尔宗石窟遗址 在底

雅乡的底雅村发现了热尼拉康
,

在什布奇村

发现了普 日寺
。 〔’〕但是这些重要的发现除少

数发表过正式的简报外
,

大多还没有经过系

统的调查
,

因而我们此次调查的初衷是拟对

这些重要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补查
,

但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发现
。

一
、

札达县托林镇波林村卡孜河

谷的新发现
一 轰普巴

聂普巴位于西藏札达县波林村卡孜河

谷
,

依山而建
,

系在开凿的天然洞窟中筑土坯

泥墙
,

然后在泥墙的表面绘制壁画
。

石窟平

面略呈长方形
,

门道开于东壁
,

顶部已经坍

塌
,

仅剩有南北两壁
,

表面绘制有壁画
。

南壁满绘菩萨像
,

壁面中央绘制五尊菩

萨形的 佛
,

体量略大于周边的菩萨像
。

中

央的一尊身白色
,

四面八臂
,

头戴五佛冠
,

坐

骑为一对白狮 其两侧各有两尊与之体量相

同
、

造型类似的菩萨形佛像
,

从左至右身色分

别为土黄色
、

蓝色
、

红色和深绿色
,

坐骑分别

为马
、

大象
、

孔雀和金翅鸟
。

该壁的题材内容

应该为以中央法界语自在文殊为中心的曼茶

罗的横列式构图
,

其余的四尊分别为宝生佛
、

阿阴佛
、

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
。

中央五佛

的上下方各有两排菩萨像
,

体量略小
、

排列整

齐
,

应为五佛的供养菩萨和护法神
。

类似的

以四面八臂的文殊为中心的法界语自在文殊

曼茶罗在西藏西部早期佛教艺术中似乎十分

流行
,

在印度西北部的塔波寺主殿
、

拉达

克松达寺
、 〔 〕西藏阿里东嘎

、

号窟均有发

现
。 ’

北壁的构图分为东西两部分
,

西半部中

央绘制 尊菩萨形佛像
,

均一面两臂
,

中央的

一尊双手作智拳印
,

其两侧各有两尊
,

分别是

宝生佛
、

不动佛
、

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
。

因

此这部分构图极可能为金刚界的五佛曼茶

罗
,

居中作智拳印的为大 日如来
。

环绕中央

五佛的上下左右另有 尊菩萨和供养女神
。

该壁东半部绘制一大幅规模宏大的说法图
,

中央一佛像着祖右袭装
,

左手作禅定印
,

右手

上举
,

结枷跌坐于仰筱莲座上
,

身后有椭圆形

头光和圆形身光
,

头光和身光中均有蟋抖状

的蓝色闪电纹
。

佛像的四周围绕上百名肤色

各异的僧人
,

其四分之三侧面朝向中央的主

尊
。

这种构图令人想起了塔波寺主殿的听法

图
,

众多僧人围绕中央的尊像席地而坐
,

听闻

佛法
。 〔川这些肤色各异的僧人也许暗示着佛

法传播所远达的广大区域
。

该窟壁画的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克什米

尔风格的影响
,

菩萨像健硕的身躯
、

弯而细长

的眉毛
、

鱼肚般的眼睛
、

身着轻柔纱裙均与卫

藏地区的绘画有着明显的不同
,

系典型的克

什米尔风格绘画
。

佛像椭圆形肉髻
、

圆形背

光
、

背光中蟒抖状的闪电纹与印度西北部塔

波寺 约 世纪 的壁画非常相似
。

因此该

窟的年代有可能与塔波寺的主殿壁画属于同

一时期
,

即 世纪
。

二 查宗贡 巴

查宗贡巴也位于西藏札达县波林村卡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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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
,

与聂拉康相距约 公里
。

石窟开凿在

山崖断面的中腰部
,

距地表高约 米
,

与地

表几近垂直
,

但有竖井通道可 以通上洞窟
。

该窟坐北朝南
,

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
,

门开在

南壁西端
,

南壁中部开有一窗
。

窟内壁画保

存较为完好
,

主壁绘制有 尊禅坐佛像
,

其中

左起第一尊身红色
,

左手作禅定印
,

右手作触

地印
,

应为释迎牟尼佛 第二尊身蓝色
,

左手

持钵
,

右手施与愿印
,

应为药师佛
,

因此初步

判断这 尊佛像为释迎牟尼佛与药师佛 该

壁顶端还有一排 尊大成就者
、

上师
、

金刚

红瑜伽女和密教双身像等
,

其中五尊密教双

身像及一尊金刚红瑜伽女位于正 中
。

左壁

即西壁 绘制三尊禅坐佛像
,

中央的一尊身

红色
,

双手作禅定印
,

持钵
,

应为无量光佛
。

右壁 即东壁 绘制 位上师像
。

北壁的主

要位置绘制两排佛像
,

上排为一排 尊佛像
,

下排绘制六尊佛像
,

分别为菩萨装的五方佛

以及顶髻尊胜佛母
,

中间开有一窗户
。

门上

方绘制三尊蓝色怒相护法神和一排骑乘动物

形象
。

从该窟外墙表施绘红
、

灰等多种颜色以

及窟内绘制的密教双身像
、

上师像等
,

初步判

断这可能是一座萨迩派的石窟
,

考虑到萨迎

派在西藏西部兴盛的时间
,

该窟壁画的年代

可能不早于 世纪
。

在艺术风格上
,

该窟虽

然在时代上可能晚于仁钦桑布时期
,

但显然

继承了从仁钦桑布时期传承下来的艺术手

法
,

尊像面部特征的描绘
,

尤其是眼睛的画

法
,

双眼平视
,

上眼睑平直
,

黑黑的瞳孔点绘

于眼睛的正中
,

仍然可以看出典型的克什米

尔风格的影响
,

与卫藏地区上眼睑弯曲
、

眼睛

微闭的绘制方法迥然不同
。

这种独具特色的

鱼肚眼在现存仁钦桑布时期的壁画
,

如印度

西北部的塔波寺祖拉康的壁画以及一些金属

造像中均可见到
。

三 卡孜建筑遗址的调查

在卡孜河谷与另一河谷的交汇处
,

发现

有一处建筑遗址
,

已与现代村落融汇在一起
,

部分建筑已经废弃
,

部分建筑被村民改建或

挪作他用
。

现遗大约有 多座房屋建筑
,

但

目前已无人居住
。

在村子的中央
,

有一座贡

巴
,

系一座家族式殿堂
,

距今约 年
,

墙面

绘制的壁面
、

保存的铜像均制作粗糙
,

价值不

高
。

但是贡巴的木门雕刻精致
,

与西藏西部

其他地方发现的 世纪左右的木雕十分相

似
。

在村子的北面
,

有许多断垣残壁
,

有些上

面残存有背光痕迹
。

经仔细辨认
,

可推测这

里可能原来建有 座寺院或殿堂建筑
。

这

使人想起了仁钦桑布传记中的记载
,

据说仁

钦桑布在卡孜为他的 大家族建筑了 座

殿堂
。【” 或许这些古老的废墟遗址与仁钦桑

布为其家族修建的佛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

在村庄周围的高地
,

还盗立着多处佛塔建筑
,

正对着两条河谷交汇处的山头就集中分布有

余座
,

其中有 座保存比较完整
,

形制均

为吉祥多门塔
,

塔瓶及 相轮均尚存
,

并且

在塔瓶部分还残存有 尊立像
,

推测原来绕

塔瓶一周均有类似的塑像
,

在周围地面也散

落着塔瓶和 相轮的残片
。

此种形制的佛

塔也是西藏西部现存不多的保存较好的早期

佛塔之一
。

尽管今天的卡孜河谷已几乎无人居住
,

但是从这些残存的辉煌灿烂的佛教艺术中
,

从分布于高耸山崖上的蜂窝般的洞窟中
,

我

们不难想象在仁钦桑布时期
,

僧侣们负经背

筐
、

信徒们往来于途
、

络绎不绝的繁荣场景
。

二
、

札达县底雅乡的调查

底雅乡位于札达县的西北
,

象泉河在这

里 自东向西流 出国境
。

由于海拔较低
,

仅
犯 米左右

,

又地处河谷
,

因此底雅的气候

宜人
,

比较适合农作物
、

果树的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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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热尼拉康

据仁钦桑布传记记载
,

底雅是其出生地
,

至今仍吸引着许多虔诚的信徒前来朝圣
。

据

载
,

大译师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独特的殿堂
,

即

有名的热尼拉康
。

据称
,

大译师还把当地的

众地方神征服并请进佛殿
,

使她们成为佛教

的护法神
。

在殿堂内保存有 件珍宝
,

分别

是 一尊象牙菩萨像 一尊喜金刚像 一套无

上密乘梵文贝叶经
。

如果有谁将这三样东西

带出佛殿
,

将会带来厄运
。 〔’ 文献中记载的

热尼拉康至今尚存
,

属于底雅乡底雅村热尼

组
。

热尼坐落在象泉河与另一条河谷交汇形

成的三角形河边谷地上
,

象泉河在村北 自东

向西流过
,

村民的出行必须要绕行约 个小

时的山路
,

再经过一座铁索桥
,

才能走向外面

的世界
。

热尼拉康不像一些其他的寺院
,

位

于大山深处
、

人迹罕至的高山之旗
,

它就坐落

在村子的中央
。

热尼拉康门向大致朝北
,

平面略呈
“

亚
”

字形
,

由门道和主殿构成
。

门道左侧残存有

土坛
,

上面塑有 尊红色三面六臂的护法神
,

背后壁面有晚期绘制的壁画
。

门道右侧未见

土坛及塑像
,

仅在壁面绘制有晚期壁画
。

主

殿平面呈
“

凸
”

字形
,

中央立有 柱
,

柱头有

托木
,

上置横梁
,

梁上架椽
,

在顶部北侧中央

有一天井
,

可 以透进光线
。

主殿沿后壁砌有

长约 米
、

宽约 米
、

高约 米的佛坛
,

佛坛上有 尊塑像
,

均呈菩萨装
,

其中中央五

尊
,

朝向主殿
,

两侧相对各有一尊
。

中央五尊

均为三面六臂
,

呈结咖跌坐
,

身色分别为黄
、

蓝
、

红
、

白
、

绿
,

除中央较高红色尊像莲座为单

层外
,

其余莲座均为双层仰覆莲座
。

中央红

色尊像的莲座下有高约 米的台座
,

台座

上绘有绿鬃狮子
。

根据身色及组合
,

初步判

断这 尊像分别应为黄色的宝生佛
、

蓝色的

阿阴佛
、

红色的阿弥陀佛
、

白色的大 日如来和

绿色的不空成就佛
,

但一般而言
,

处于中央位

置的应为白色的大 日如来
,

但这里处于中央

的却是红色的阿弥陀佛
,

不知是否经过了后

期的挪动或是其他的原因
。

位于佛坛左端的

一尊身色呈粉红色
,

一面二臂
,

右手执一金刚

柞
,

左手手指相扣放在左膝上 佛坛右端的一

尊身色呈橙黄色
,

亦是一面二臂
,

右手手指已

残
,

似乎于胸前施无畏印
,

左手已佚
,

置于左

膝
,

结枷跌坐于仰覆莲座上
。

在距这些塑像

高约 米的上方墙上也有两尊塑像
,

左侧的

一尊身白色
,

一面六臂
,

头戴花冠
,

额上有天

眼
,

呈游戏坐于仰覆莲座上 右侧的一尊身褐

色
,

一面四臂
,

头戴花冠
,

额上有天眼
,

两腿斜

置于莲座上
。

这 尊泥塑菩萨像与塔波寺集

会殿的泥塑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

比

如菩萨头部的双层三角形花冠
,

前层冠叶之

间呈半圆形
,

这种样式与塔波寺集会殿泥塑

头部的花冠非常类似
。 〔’ 〕因此热尼拉康的这

批塑像有可能是寺院初建时期的作品
。

除了

泥塑
,

在殿堂的四壁还绘满了壁画
,

但壁画的

情况较为复杂
,

有可能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
,

大部分壁画年代晚于 世纪 另有一部分壁

画可能是 一 世纪时绘制 最早的可能属

于仁钦桑布初创时期的壁画
,

但仅存一小部

分
,

位于北壁西侧最下角
,

面积约

米 另外在西壁折角处也保存有一小块可能

属于早期的壁画
。

至于传记中记载的热尼拉

康保存的 件珍宝
,

现均已不存
,

代之有 件

晚期的仁钦桑布塑像
。

二 普 日寺

底雅乡另一座久负盛名的寺院是普 日

寺
,

中国学者对其作过 比较详细的调查
。 ”

据说该寺也是由仁钦桑布创建
,

位于古让村

偏僻的高山上
,

邻近边界
。

该寺东距底雅乡

政府约 公里
,

从山脚下的古让村出发需要

攀登约 个半小时
,

山路崎岖
,

险峻陡峭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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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围绕寺院居住有多户人家
,

现在已经无人

居住
,

只有一片夏季牧场
。

原先的居民一部

分迁到了附近的什布奇村
,

一部分迁到山下

的古让村
,

从残存废弃的房屋建筑以及几乎

被风沙完全掩埋的梯田可以看出当年众多百

姓围绕普 日寺而居的情况
。

普 日寺建成后
,

曾分另是竹巴噶举和格鲁派经营的寺庙
,

现

仍是托林寺的属寺
,

属格鲁派
。

现存普 日寺

的主体建筑有杜康殿 集会殿
、

曲吉拉康和

贡康 护法殿
。

杜康殿大体坐北朝南
,

围绕

杜康殿有转经回廊
。

殿内中央立有 柱
,

沿

后壁砌有佛坛
,

上有塑像
。

壁画保存状况较

差
,

色泽黯淡
,

剥落较甚
,

且年代不早于 世

纪
。

曲吉拉康大体坐西向东
,

柱位于殿内

左侧的中央位置
。

殿内保存有部分噶举派祖

师的塑像及佛塔
。

壁画保存状况较好
,

绘有

密集诸尊像
、

宗喀巴大师像以及多幅曼茶罗

等图像
,

其年代也分属不同时期
,

仁钦桑布时

期的壁画仅在一些剥落的地方露出珠丝马

迹
,

多数为竹 巴噶举时期和格鲁派时期的壁

画
。

环绕曲吉拉康一周
,

也有转经 回廊
。

贡

康亦为坐西向东
,

平面呈方形
,

殿内中央立

柱
,

外围有一周转经回廊
,

殿内主要供奉忿怒

相护法神及密乘诸尊像
。

三
、

小 结
通过对札达县卡孜和底雅两个地方近

个月的考察
,

在西藏西部地区发现了众多早

期佛教遗存
,

表明从佛教复兴初期的 世纪

晚期 世纪初期直迄
、

世纪
,

佛教及其

艺术在西藏西部绵延不绝
、

传承不断
。

噶当

派
、

噶举派
、

萨迎派
、

格鲁派先后在这个舞台

上活动
,

并留下了各 自辉煌灿烂的佛教艺术
。

尤其在后弘期初期
,

西藏西部地区对于佛教

的再次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

在藏传佛教发

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

聂普巴
、

卡孜佛教建筑遗址以及热尼拉

康等仁钦桑布时期佛教遗存的发现
,

均可与

仁钦桑布传记中的记载相印证
,

由此可知
,

文

献中关于大译师仁钦桑布曾经建有 座寺

院和 余座佛塔的记载并非全是虚妄
,

他

为西藏西部佛教的振兴
,

为藏传佛教的繁荣

与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永远值得人们景

仰
。

西藏西部地区这些仁钦桑布时期佛教遗

存的发现
,

是现存为数不多的真正属于佛教

复兴初期约 世纪晚期至 世纪初期的遗

存
,

而这一时期
,

在西藏西部的佛教发展史上

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 古格王益西沃放弃王

位
,

出家为僧
,

并派遣仁钦桑布等贵族青年远

赴克什米尔
、

印度等地留学 大译师仁钦桑布

从 年起先后 次外出留学
,

在外停留时

间长达 年
,

返 回后翻译了大量的显密经

典
,

创建许多寺院
、

殿塔 年东印度大师

阿底峡来西藏传教 年大法会的召开

等
。

因此 世纪晚期至 世纪是西藏西部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
,

来自克什米尔
、

印度
、

尼泊尔等地的高僧大德
、

艺术家们在西

藏西部地区从事译经
、

传法以及佛教艺术的

创作活动
,

从所发现遗存体现克什米尔风格

影响看
,

毫无疑问曾来 自克什米尔的艺术家

参与了西藏西部的艺术创作活动
,

但除此以

外
,

应该还有来自印度
、

尼泊尔乃至中亚的艺

术家们留下的痕迹
,

因此通过对这批新发现

的早期佛教遗存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
,

辨析

不同的艺术风格流派
,

对研究西藏西部佛教

后弘期初期的佛教艺术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

意义
。

附注 此次考察得到 了 西 藏 自治 区旅

游局
、

文物局
、

札达县文物局等部 门的大力支

持与协助
,

并得到 了 美国友好人士托马斯
·

·

普瑞 茨克 尔 的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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