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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普陀山多宝塔石刻的艺术特征
盐城市书画院二级美术师 丨 夏

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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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多宝塔位于普济寺东南方 ， 又名太子塔 ， 始建于元代

元统二年 （ 公元 １ ３３４年 ） 。

孚中怀信禅师为普济寺 （ 时称宝陀观音寺 ） 住持时 ， 曾去

江南一带托钵募化 ， 得到庐州宣让王的礼遇 ，
宣让王帖木尔不花

捐银千锭 ， 用太湖石造三层佛塔 ， 孚中怀信禅师以船载回普陀

山 ， 于普济寺旁再造两层台基 ， 建成多宝塔 ， 耸立于山 门之侧名

取 《法华经 》 中
“

多宝佛塔
”

之意 。 据 《元史 》 载 ： 帖木儿不花

（１ ２８６
—

１ ３６８ ） ， 为元世祖之孙 、 镇南王脱欢的第四子 ，
民间

传为太子 ， 所以多宝塔又称
“

太子塔
”

。 多宝塔在历史上几经兴

废 ， 又屡经修复 ，
现为普陀山最古老的建筑之

一

， 也是普陀山三

大镇山之宝之
一

。

多宝塔为五层方塔 ， 髙约 １ ８米 ， 占地 １２平方米 。 其中下二层

为塔座 ， 由条石垒积而成 ； 上三层为塔身 ， 有台无檐 ， 全由太湖

石砌筑雕镂而成。 每一层四周均有石栏围绕。 塔座栏外四面雕有

３２个蝻首 ， 均作吐水之状 。
一层石栏杆外有浮雕像２４个 ，

石栏杆

上雕有小石狮子２０头 。 三层塔身四面均凿有佛龛 ， 各雕刻有古佛

—

荨 ， 共 １ ２尊佛像 。 塔基一层四角有四大天王像 ， 塔身第一层四

周有十八罗汉像。 由于这些雕像大都破损 ，
因此笔者综合根据遗

迹 、
历史图片和同类造像 ， 来探析其独特的艺术特征。

多元的文化艺术特征

多宝塔的建造年代为元朝 中后期 ，
元朝 自建立始便十分崇

尚藏传佛教 ，
元世祖忽必烈册封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八思巴为帝

师 ， 统领全国的佛教事务 。 因此 ， 随着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布 ，

带有梵式特点的藏传佛教建筑形式也流行开来 。 从多宝塔塔身残

存的佛像来看 ， 上有头冠 、
飘带等装饰 ， 以及疑似法器等物件 ，

塔身外檐四周刻有
“

六字大明咒
”

的藏文 ， 这些元素都体现了梵

式造像的特点 ， 与汉地传统佛教造像有着明显的区别 。 汉地传统

的佛教造像从唐代以后基本定形 ，

一般是螺发 肉髻 ，
除了背光 、

衣着外少有繁复的装饰 ，
程式化明显 ，

可谓
＂

千佛一面
”

，

一

般

只能从手印上来识别不同的佛 。 因此
， 从佛像的繁复装饰上基本

可以认定此为
一

座藏传梵式佛塔 。

藏传佛教是在印度密教输入的情况下形成的 ， 其造像艺术也

带有明显的 印度文化特点 ， 造像
一

般丰肩 、 细腰 、
肥臀 ， 且手印

复杂 ， 头冠 、 飘带以及各种法器装饰繁杂 。 这些特点在元初汉地

的藏传佛教造像中较为明显 ， 如杭州飞来峰的藏传佛教造像等 。

多宝塔虽然是
一

座藏传佛塔 ， 但与典型的藏传梵式佛塔又有很大

差别 。 从塔身来看 ， 藏地佛塔多为
“

瓶式塔
”

。 瓶式塔由方形塔

基 、
圆形塔身和塔刹三部分构成 ，

而多宝塔的塔身为方形 ， 异于

典型藏塔的圆瓶形 ， 很可能是把汉地传统亭台楼阁的建筑形式融

入其中 ； 从造像来看 ， 虽然多宝塔的佛像多有头冠 、 飘带 、 法器

等种种装饰 ， 但丰肩 、 细腰 、
肥臀的梵式特征已不明显 ， 为汉地

中正平和的儒家文化所模糊 ， 面容仁厚慈祥 、 丰润婉丽 ， 更符合

汉地传统的审美意识 。

元朝幅员辽阔 ， 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互相交流实为常态 ， 特别

是到了元朝中后期 ， 藏文化 、 西夏文化 、 蒙文化和汉文化在互相

交流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多宝塔正是这
一

多元文化趋于融合的

具体体现 ， 它在建筑形式 、 造像风格 ，
乃至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

都更贴近汉地传统的宗教意识和审美理念 。 因此 ， 多宝塔正是元

代中晚期多元文化艺术相互激荡 ， 并趋于融合的产物 。

工艺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审美特性

在 《普陀洛迦新志 》 卷六 （ 《大正藏 》 第 ９册 ） 的孚中禅师

条 目下清楚地记载了多宝塔的建造因缘 ：

“

姑苏产奇石 ， 信购善

工
， 造多宝佛塔上三层 （ 即太子塔 ）

， 载归普陀 ， 俾信心者礼

焉 。

”

从现在塔身的建造材料看 ， 所谓
“

姑苏奇石
”

当 为太湖

石
，
佛塔上三层即塔身部分皆为太湖石所建造 ， 并雇用当地工匠

进行加工雕刻 ， 造好后由船运回普陀山组装安置 。 太湖石属于石

灰岩 ，
容易受到外来自然力量如水 、

土壤的侵蚀而风化 ，
经过漫

长岁月大自然的精雕细琢 ，
坚硬的部分得以留存下来 ，

逐渐形成

了形状各异 、
姿态万千 、 通灵剔透 、 曲折圆润的形态 。 所以太湖

石又称窟窿石 、 假山石 ，
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传统供石之一 ， 其以

造型取胜 ，
多作为修造园林之用 ，

呈现玲珑剔透 、 重峦叠嶂之姿

态 ， 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推崇和喜爱 。

孚中怀信禅师选用太湖石作为修造佛塔的石料可谓 慧眼独

具
，
在佛塔的建造中也甚为稀有 ， 并且聘用了姑苏 当地一流的工

匠对这些太湖石加以雕刻成形 ， 其独特的原始风格表现了佛菩萨

深居洞窟海岛的幽远意境 。 可以说 ， 其建造雕刻工艺水平达到了

当时江南地区的最髙水平 。 而且
， 从多宝塔塔身的

＇

由往常圆形的
“

瓶式
”

转变为方形的
“

亭台楼阁式
”

， 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猜

想——造塔的能工巧匠把苏州园林的
一

些建造雕刻技艺融入到佛

塔的建造中 。 但不论是否我们所猜想的 ， 多宝塔的建造雕刻显然

也不是对藏式佛塔进行简单的机械复制 ，
而是在尊崇原有藏塔工

艺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汉地的文化元素 ，
具有极髙的艺术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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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性在传统佛塔建造中是非常重要的
一

个因素 ， 在多宝塔

残存保留下来的原始石刻构件上 ， 作为工艺性的物化结晶无不体

现出刻工的匠心独运 。 如 ： 塔身第
一

层基座中部的涡卷云纹 ， 上

部为山纹 ，
层层叠桡

， 线条丰满圆润 ； 塔身有许多圆形孔穴的太

湖石 ，
凹凸不平 ， 罕见稀有 ，

工匠于此巧妙地运用了太湖石的天

然特点 ； 塔身四 角 的圆形柱上刻有蟠龙 ，
须爪鱗鲔 ， 盘曲环绕 ，

刻工精当 ； 第二层的佛食造型有莲瓣形和火焰形两种 ， 皆刻工精

细 ， 线条流畅 ； 第三层四角有马耳状的凸起 ， 微微弯曲 ， 每面均

刻有种种山花蕉叶的饰纹 ，
线条饱满 ， 气韵生动

……

历史上 ， 元代藏传佛教佛塔的造像样式继承了梵式佛塔的一

些特点 ，
同时又融入自身的

一

些特色 ， 在汉地又进一步受到汉文

化的影响 ，
更为注重写实 ， 人物比例勾称 、 动态优雅 ， 佛像的脸

形也逐渐变得丰满起来 ，
而多宝塔的造像样式也有这样的特点 。

从多宝塔的人物造像来看 ，
服饰厚重 、 华丽 ，

衣纹变化也较为丰

富 ，
形成了端庄优雅 、 秀丽柔美的造型特点 。

多宝塔的佛菩萨雕像虽然曾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 但后来者

从残存的遗迹来看 ，
不仅仍然能清楚感受到初建时髙超的工艺水

平 ，
更能获悉多宝塔的佛菩萨雕像对细节刻画的注重 ， 其制作精

巧
， 造型优美 ，

可谓达到了工艺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 在
一

定

程度上也反映出 当时社会对于佛教雕像普遍的审美需求 。

神圣化与人格化的完美结合

多宝塔的建造虽然是在藏式佛塔基础上有所创新 ， 但仍然保

留 了藏式佛塔的风格特点 。 多宝塔通过外在形状的变化来象征藏

传佛教所宣扬的欲界和色界 、
无色界 ， 分别对应于佛塔的塔基 、

塔身和塔刹 ， 从下向上逐步收窄 ，
呈金字塔形 ， 体现了佛教的宇

宙观 ， 也突出 了神圣的象征意味 。

按照藏传佛教教义 ，
可以推定多宝塔在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遭受破坏的 １ ２尊佛像的名称 ， 其中塔身的第
一

层是东为普贤 、

南为文殊 、 西为弥勒 、
北为观音

１

１
１

； 第二层是东为宝幢佛 、 南为

开敝华王佛 、 西为无ｆｉ寿佛 、
北为天鼓音佛 ； 第三层是东为阿闕

佛 、 南为宝生佛 、 西为弥陀佛 、 北为不空成就佛 。 ⑵根据残存的

雕像判断 ， 每尊佛像 、 菩萨像的姿势 、 朝向均与藏密 曼陀罗 中所

标示的位置
一

致 。

由此可见 ， 多宝塔仍然是严格按照佛教造像规制来建造的 ，

且有着细致 的划分 ， 在空间布局上突出 了佛像的神圣地位 ， 使伟

大与崇髙的神圣气质得以完整的体现 ， 让人不由产生敬畏之情。

当然 ， 严格遵循教义和造像规制 ，
不免导致雕像创作的固定化 、

程式化 ， 但尽管如此 ， 多宝塔的雕像仍然具有鲜明的人格化倾

向 ， 达到了神圣化与人格化的统
一

， 两者皆有充分的表现 。

多宝塔虽然仅仅是
＿

座石塔 ， 但其雕像的种类极为丰富 ，
如

各方世界的佛陀 、 菩萨 、 罗汉 、 护法天王 、 供养人等 。 多宝塔的

佛 、 菩萨造型的创作手法比较拘谨和程式化 ， 其着力表现出
一

种

威严的神态 ， 面部特征安静 、 祥和 、 肃穆而悲悯 ， 旨在传达出佛

与菩萨用慈悲情怀普度众生之意 。 而护法天王 、 罗汉 、 供养人造

像的创作手法则比较灵活多样 ， 或浪漫夸张 、 或传统逼真 ，
如供

养人的浮雕大多依据真人面貌特征雕刻而成 ，
五官特征表现得十

分鲜明而真实 。 值得注意的是 ，
护法天王 、 罗汉的造像于此虽有

人格化的特征 ， 但又具有不同于现实人的神圣气质 。

纵览多宝塔各类造像的造型特点 ，
我们不难发现 ：

一方面 ，

为了表现宗教信仰的超越性 ， 多宝塔的雕像传递出一种神圣的表

达 ， 让信众产生敬信 ；
另
一

方面 ， 在汉文化的影响下 ， 这些造像

又有世俗化的倾向 ， 拉近了人与神 的距离 ，
让信众产生亲和力 。

概而言之 ，
超越性的神圣化表达与世俗性的人格化表现 ， 构成了

多宝塔主要的审美意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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