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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即佛—佛教造像對南北朝帝王等身御容的影響

學與思

魏
晉
是
文
藝
自
覺
的
時
期
，
發
展
至

南
北
朝
陸
續
出
現
了
許
多
著
名
的
畫
家
、

雕
塑
家
和
書
法
家
等
，
其
中
繪
畫
方
面
人

物
肖
像
開
始
脫
離
漢
以
來
稚
拙
風
格
，
注

重
形
神
氣
韵
的
表
達
，
並
逐
漸
形
成
影
響

後
世
的
繪
畫
理
論
，
為
中
國
人
物
肖
像
藝

術
的
發
展
開
闢
了
新
紀
元
。
但
與
以
往
一

樣
，
目
前
仍
很
少
發
現
魏
晉
南
北
朝
帝
王

畫
像
御
容
︵
註
二
︶

的
文
獻
記
載
和
實
物

遺
存
。
反
而
由
於
北
方
少
數
民
族
入
主
中

原
，
其
早
先
鑄
像
以
卜
的
習
俗
和
後
期
受

佛
教
造
像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
北
魏
時
期
開

始
出
現
了
帝
王
及
皇
族
等
的
鑄
像
。
帝
王

鑄
像
御
容
的
出
現
打
破
了
傳
統
御
容
平
面

繪
寫
的
格
局
︵
圖
一
、
二
︶
，
在
中
國
古

代
肖
像
發
展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的
意
義
，

對
隋
唐
、
五
代
、
宋
雕
塑
御
容
的
影
響
重

大
而
深
遠
。
︵
圖
三
、
四
︶

鑄
像
以
卜
與
北
朝
鑄
像
御
容

鑄
像
以
卜
是
北
方
少
數
民
族
中
較
為

流
行
的
一
種
問
天
命
的
習
俗
。
鑄
像
的
出

現
目
前
最
早
可
追
溯
到
西
漢
時
期
的
﹁
金

人
﹂
，
元
狩
二
年
︵
西
元
前
一
二
一
年
︶

霍
去
病
隴
西
討
伐
匈
奴
時
獲
休
屠
王
的
祭

天
金
人
。
︵
註
三
︶

十
六
國
時
期
後
趙
的

大
將
冉
閔
殺
石
鑒
稱
帝
後
，
遣
常
煒
出

使
前
燕
，
前
燕
主
慕
容
俊
令
封
裕
問
常
煒

﹁
聞
閔
鑄
金
為
己
像
，
壞
而
不
成
，
何
得

言
有
天
命
？
﹂
︵
︽
晉
書
．
慕
容
隽
載
記
︾
︶
冉

閔
雖
然
是
漢
族
人
，
其
鑄
像
的
習
俗
應
是

從
羯
族
而
來
。
︵
註
四
︶

北
魏
孝
昌
三
年

︵
五
二
七
︶
孝
明
帝
暴
病
身
亡
，
重
臣
爾

朱
榮
謀
廢
新
帝
孝
莊
自
立
，
﹁
榮
抗
表
之

始
，
遣
從
子
天
光
、
親
信
奚
毅
及
倉
頭
王

相
入
洛
，
與
從
弟
世
隆
密
議
廢
立
。
天
光

帝
王
即
佛

佛
教
造
像
對
南
北
朝
帝
王
等
身
御
容
的
影
響

王
豔
云

南
北
朝
帝
王
等
身
像
及
等
身
御
容
的
出
現
，
是
﹁
帝
王
即
佛
﹂
觀
念
最
直
觀
的
體
現
，
帝
王
通
過

等
身
御
容
將
皇
權
與
教
權
結
合
起
來
，
宗
教
借
帝
王
提
升
了
自
己
的
地
位
，
皇
權
與
教
權
之
間
的

這
種
相
互
利
用
，
直
接
催
生
出
隋
唐
至
明
清
帝
王
的
佛
裝
、
道
裝
、
儒
裝
甚
至
是
洋
裝
御
容
系
列
。

圖一　 唐　傳閻立本　歷代帝王圖　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繪畫三千年》

乃
見
莊
帝
，
具
論
榮
心
，
帝
許
之
。
天
光

等
還
北
，
榮
發
晉
陽
。
猶
疑
所
立
，
乃
以

銅
鑄
高
祖
及
咸
陽
王
禧
等
六
王
子
孫
像
，

成
者
當
奉
為
主
，
惟
莊
帝
獨
就
。
﹂
︵
︽
魏

書
．
爾
朱
榮
傳
︾
︶
爾
朱
榮
采
取
北
魏
鮮
卑
族

傳
統
的
作
法
，
與
孝
莊
帝
同
時
鑄
造
高
祖

及
咸
陽
王
元
禧
等
六
王
子
孫
像
，
結
果
孝

莊
帝
鑄
像
成
功
，
挫
敗
了
爾
朱
榮
的
陰

謀
。
爾
朱
榮
覬
覦
帝
位
鑄
己
像
不
成
，
被

人
勸
阻
放
棄
。
﹁
及
至
河
陰
之
戰
，
爾
朱

榮
欲
僭
帝
位
，
遂
鑄
金
為
己
像
，
數
四
不

成
。
時
幽
州
人
劉
靈
助
善
占
卜
，
為
榮
所

信
，
言
天
時
人
事
必
不
可
爾
，
乃
止
。
﹂

︵
︽
魏
書
．
爾
朱
榮
傳
︾
︶
但
曾
是
北
齊
權
臣
的

高
洋
僭
位
鑄
像
成
功
即
位
。
︵
高
洋
︶
欲

僭
位
，
﹁
群
臣
皆
意
為
不
可
，
於
是
鑄
像

卜
之
，
一
寫
而
成
，
遂
決
意
僭
位
。
﹂
︵
趙

翼
︽
卄
二
史
札
記
︾
︶
高
洋
的
先
祖
曾
仕
前
燕

鮮
卑
慕
容
氏
，
父
高
歡
生
長
於
鮮
卑
軍
人

駐
守
的
邊
鎮
，
長
大
後
又
娶
了
鮮
卑
人
作

妻
子
，
幾
乎
是
個
鮮
卑
化
的
漢
人
，
因
此

鮮
卑
人
鑄
像
卜
天
命
的
理
念
根
深
蒂
固
。

不
過
學
者
指
出
：
﹁
無
論
鮮
卑
族
還
是
羯

族
南
下
中
原
之
初
，
生
產
力
水
平
低
下
，

複
雜
的
鑄
像
技
術
並
非
游
牧
民
族
所
擅

長
，
有
可
能
是
定
居
中
原
後
，
從
已
經
入

居
中
原
的
北
方
少
數
民
族
那
裏
受
到
了
浸

染
。
﹂
︵
註
五
︶

正
是
少
數
民
族
這
種
鑄
像
卜
天
問
命

之
習
俗
的
交
匯
和
影
響
，
發
展
至
北
朝
時

期
，
中
原
政
權
開
始
出
現
帝
王
御
容
的
鑄

造
。
如
上
述
北
魏
孝
莊
帝
和
權
臣
爾
朱
榮

鑄
造
的
北
魏
高
祖
及
咸
陽
王
元
禧
等
六
王

子
孫
像
。
高
祖
為
北
魏
孝
文
帝
元
宏
，
六

王
子
孫
分
別
為
咸
陽
王
元
禧
、
廣
陵
王
元

羽
、
彭
城
王
元
勰
、
北
海
王
元
詳
、
任
城

王
元
澄
和
宣
武
帝
元
恪
。
元
禧
、
元
詳
、

元
勰
是
孝
文
帝
的
弟
弟
，
元
澄
是
孝
文
帝

的
叔
叔
，
元
嘉
是
孝
文
帝
的
叔
祖
，
宣
武

帝
元
恪
是
孝
文
帝
次
子
，
太
子
元
恂
死
後

立
為
太
子
，
孝
文
帝
病
死
後
繼
位
。
鑄
像

中
帝
王
御
容
有
孝
文
帝
元
宏
和
宣
武
帝
元

恪
，
其
它
為
皇
弟
、
皇
叔
、
叔
祖
形
象
。

此
外
，
北
魏
宮
廷
還
有
以
能
否
手

鑄
金
像
成
功
為
立
後
的
傳
統
，
否
則
即
便

是
生
子
，
也
不
得
登
後
位
。
︽
魏
書
︾
卷

十
三
︿
列
傳
﹀
中
記
載
：

　

 

魏
故
事
，
將
立
皇
后
，
必
令
乎
鑄
金

人
，
以
成
者
為
吉
，
又
則
不
得
古

也
。
︙
道
武
皇
后
慕
容
氏
，
寶
之
季
女

也
。
中
山
平
，
入
充
掖
庭
，
得
幸
。
左

丞
相
衛
王
儀
等
奏
請
立
皇
后
，
帝
從
群

臣
議
，
令
後
鑄
金
人
，
成
，
乃
立
之
，

告
於
郊
廟
。
︙
道
武
宣
穆
皇
后
劉
氏
，

劉
眷
女
也
。
登
國
初
，
納
為
夫
人
，
生

華
陰
公
主
，
後
生
太
宗
。
後
專
理
內

事
，
寵
待
有
加
，
以
鑄
金
人
不
成
，
故

不
得
登
後
位
。
︙
明
元
昭
哀
皇
后
姚

氏
，
姚
興
女
也
，
興
封
西
平
長
公
主
。

太
宗
以
後
禮
納
之
，
後
為
夫
人
。
後
以

鑄
金
人
不
成
，
未
升
尊
位
，
然
帝
寵
幸

之
，
出
入
居
處
，
禮
秩
如
後
焉
。
是
後

猶
欲
正
位
，
而
後
謙
讓
不
當
。

手
鑄
金
人
成
功
與
否
為
立
後
的
依
據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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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唐五代前蜀開國皇帝王建石像　引自李福順《中國美術史》

圖二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　初唐　東壁北側維摩詰經變中　局部　帝王圖壁畫　 
引自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

後
所
鑄
的
﹁
金
人
﹂
為
何
？
是
佛
像
、
帝

王
像
還
是
己
像
？
也
有
待
於
專
家
學
者
的

進
一
步
考
訂
。
同
時
仍
需
指
出
的
是
，
從

後
趙
冉
閔
鑄
金
為
己
像
、
北
魏
爾
朱
榮
僭

位
鑄
金
為
己
像
、
北
齊
高
洋
僭
位
鑄
像
即

位
、
北
魏
立
後
手
鑄
金
人
以
及
後
來
隋
文

帝
自
寫
帝
形
象
於
恒
岳
寺
︵
註
六
︶

等
情
況

來
看
，
古
代
雕
塑
藝
術
成
就
中
，
帝
王
、

帝
后
和
權
臣
也
應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

佛
教
等
身
像
與
南
北
朝
御
容

等
身
像
，
又
名
等
身
、
等
身
佛
像
。

︽
佛
光
大
辭
典
︾
釋
所
謂
等
身
像
，
除
了

指
丈
六
佛
像
外
，
還
有
與
願
主
同
等
身
長

之
像
的
意
思
。
︽
佛
學
大
辭
典
︾
﹁
等

身
，
造
諸
尊
之
形
象
，
等
於
自
己
之
身

量
，
謂
之
等
身
﹂
。

﹁
等
身
像
﹂
一
詞
最
早
出
現
在

佛
經
翻
譯
中
。
東
晉
晉
安
帝
隆
安
三
年

︵
三
九
九
︶
，
僧
人
法
顯
歷
時
十
四
載
西

行
印
度
求
法
，
義
熙
八
年
︵
四
一
二
︶
返

回
後
抵
建
康
道
場
寺
開
始
譯
經
，
其
翻
譯

的
蓮
花
經
中
提
到
了
﹁
等
身
﹂
一
詞
。

︽
太
平
御
覽
．
釋
部
五
．
像
︾
載
﹁
法
顯

記
曰
：
僧
尼
羅
國
王
以
金
等
身
而
鑄
佛

佛
理
，
撰
述
著
書
。
梁
武
帝
曾
率
道
俗

二
萬
人
舍
道
歸
佛
，
建
寺
鑄
像
、
設
齋
供

僧
，
四
次
捨
身
同
泰
寺
，
為
歷
代
帝
王
中

篤
信
佛
法
第
一
人
。
此
後
陳
代
仍
多
效
法

梁
武
帝
，
奉
佛
不
輟
。
在
這
種
崇
佛
的
氛

圍
帶
動
下
，
南
朝
佛
教
造
像
十
分
盛
行
。

宋
武
帝
造
有
無
量
壽
金
像
，
宋
明
帝
造
有

丈
四
金
像
及
行
像
八
部
鬼
神
。
此
外
，
小

金
像
也
多
有
鑄
造
，
塑
像
、
旃
檀
像
更
為

普
通
。
齊
武
帝
時
，
石
匠
雷
卑
造
瑞
石
釋

迦
像
，
鐫
琢
極
巧
。
梁
武
帝
崇
佛
，
不
惜

耗
費
為
自
己
鑄
造
了
等
身
金
、
銀
像
各
一

軀
。
︵
註
八
︶

北
朝
諸
帝
，
除
北
魏
太
武
帝
和
北
周

武
帝
短
暫
的
反
佛
外
，
餘
皆
崇
奉
佛
教
、

舉
國
力
建
寺
院
、
護
佛
教
。
北
魏
初
太
武

帝
也
信
奉
佛
法
，
禮
敬
沙
門
。
道
武
帝
任

用
沙
門
法
果
，
綰
攝
僧
徒
，
參
與
國
初
諸

多
經
營
，
沙
門
謂
﹁
太
祖
明
睿
好
道
，
即

是
當
今
如
來
，
沙
門
宜
應
盡
禮
。
﹂
將
天

子
比
作
佛
主
，
這
是
佛
教
公
開
向
世
俗
統

治
者
北
朝
靠
攏
。
在
此
影
響
下
北
朝
開
始

出
現
帝
王
等
身
像
。
據
史
料
記
載
，
北
朝

擁
有
等
身
像
的
帝
王
有
北
魏
神
元
帝
、

道
武
帝
、
太
武
帝
、
文
成
帝
，
北
周
孝
閔

帝
。
等
身
像
不
僅
有
當
朝
帝
王
為
自
己
製

造
的
，
還
包
括
為
諸
離
世
先
王
所
造
。
數

量
上
少
則
一
二
尊
，
多
則
十
尊
以
上
。
材

質
有
石
、
銅
、
檀
木
、
金
和
銀
等
。
如
北

魏
興
安
元
年
︵
四
五
二
︶
，
文
成
帝
﹁
詔

有
司
為
石
像
，
令
如
帝
身
。
既
成
，
顏

下
、
足
上
各
有
黑
子
同
帝
體
上
下
黑
子
，

論
者
以
為
純
誠
所
感
。
﹂
︵
︽
魏
書
．
釋
老

志
︾
︶
興
光
元
年
︵
四
五
四
︶
秋
，
文
成
帝

又
詔
令
為
太
祖
以
下
五
帝
各
鑄
造
等
身
釋

迦
佛
像
一
尊
，
﹁
五
級
大
寺
內
，
為
太
祖

像
，
髻
裝
寶
珠
。
﹂
但
據
專
家
考
證
，

﹁
今
傳
法
顯
︵
三
三
五

∼

四
四
二
︶
︽
佛

國
記
︾
無
此
文
字
，
或
另
有
︽
法
顯
記
︾

一
書
。
文
中
僧
尼
羅
之
名
不
見
於
它
書
，

不
可
考
，
但
它
為
外
域
名
，
當
無
疑
。
法

顯
於
後
秦
弘
始
元
年
︵
三
九
九
︶
西
行
求

法
，
東
晉
義
熙
九
年
︵
四
一
三
︶
還
至
建

康
，
次
年
撰
成
︽
佛
國
記
︾
。
外
域
此
時

已
有
等
身
像
。
而
中
土
也
已
有
知
曉
此
事

者
。
﹂
︵
陸
永
峰
，
︿
中
土
等
身
佛
述
論
﹀
︶

一
、
帝
王
等
身
像
的
鑄
造

南
北
朝
各
統
治
者
為
鞏
固
政
權
，
麻

痹
百
姓
，
大
多
積
極
參
與
扶
持
佛
教
，
佛

界
也
乘
機
宣
揚
﹁
帝
王
即
佛
論
﹂
， 

將

佛
教
與
皇
權
結
合
起
來
，
佛
教
借
帝
王
提

升
地
位
，
帝
王
借
佛
教
增
加
了
神
性
和
威

嚴
，
其
鮮
明
的
標
志
之
一
就
是
石
窟
、
寺

廟
中
開
始
出
現
帝
王
及
帝
王
等
身
像
的
雕

刻
和
供
奉
。

南
朝
宋
齊
梁
陳
各
個
朝
代
，
諸
帝
多

崇
信
佛
教
。
且
延
請
僧
人
佐
政
，
因
此
佛

教
在
南
朝
有
長
足
的
發
展
。
劉
宋
文
帝
曾

說
：
﹁
若
使
率
土
之
濱
，
皆
純
此
化
，
則

吾
坐
致
太
平
，
夫
複
何
事
？
﹂
︵
註
七
︶

齊
文
宣
王
蕭
子
良
廣
召
賓
客
高
僧
，
精
研

圖四　 山西雲岡石窟第20窟大佛　引自李治國《雲岡石窟》

恐
怕
仍
與
鮮
卑
舊
俗
有
關
。
宋
末
元
初
的

胡
三
省
是
個
大
學
問
家
，
他
在
︽
資
治
通

鑒
︾
注
中
曾
說
過
：
﹁
魏
人
立
後
，
皆

鑄
像
以
卜
之
。
慕
容
氏
謂
冉
閔
以
金
鑄
己

像
不
成
。
胡
人
鑄
像
以
卜
君
，
其
來
尚

矣
﹂
，
也
提
到
了
鑄
金
像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占
卜
。
或
許
鑄
像
卜
吉
凶
還
有
更
深
的
內

容
包
含
其
中
，
雖
然
這
與
佛
教
當
中
造
像

的
本
義
有
無
關
連
，
仍
是
值
得
深
究
的
。

︵
李
福
順
︽
中
國
美
術
史
典
故
集
錦
︾
︶

此
處
明

顯
還
存
有
另
外
一
個
問
題
，
就
是
北
魏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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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思

以
下
五
帝
鑄
釋
迦
像
五
各
長
一
丈
六
尺
，

都
用
赤
金
二
十
五
萬
斤
。
﹂
︵
︽
魏
書
．
釋
老

志
︾
︶

太
祖
以
下
五
帝
應
為
神
元
帝
、
道

武
帝
、
太
武
帝
、
文
成
帝
、
孝
文
帝
︵
註

九
︶

，
北
周
孝
明
帝
二
年
︵
五
五
八
︶
為

其
父
孝
閔
帝
敬
造
等
身
檀
像
一
十
二
軀
，

﹁
敬
建
造
盧
舍
那
一
軀
並
二
菩
薩
，
高
二

丈
六
尺
。
等
身
檀
像
一
十
二
軀
，
各
二
菩

薩
及
金
剛
師
子
等
，
麗
極
天
成
，
妙
同
神

制
。
﹂
︵
︽
大
正
藏
︾
︶

︽
集
神
州
三
寶
感
通

錄
︾
載
，
南
朝
梁
武
帝
崇
佛
也
為
自
己
鑄

造
了
等
身
金
銀
像
各
一
軀
，
﹁
每
引
高
僧

談
敘
幽
旨
，
又
造
等
身
金
銀
像
兩
軀
，
於

重
雲
殿
晨
夕
禮
事
五
十
許
年
﹂
。
由
以
上

可
知
，
南
北
朝
帝
王
等
身
像
的
安
置
場
所

有
寺
廟
如
五
級
大
寺
、
皇
宮
大
殿
如
重
雲

殿
等
。
其
中
重
雲
殿
中
供
奉
的
梁
武
帝
等

身
金
銀
像
，
早
晚
奉
祭
達
五
十
年
之
久
。 

二
、
帝
王
等
身
像
與
帝
王
御
容
之
間
關
係

按
照
︽
佛
光
大
辭
典
︾
與
︽
佛
學

大
辭
典
︾
的
解
釋
，
等
身
像
是
等
於
﹁
身

長
﹂
和
﹁
身
量
﹂
，
可
理
解
為
等
同
身
高

和
體
量
，
但
通
過
北
魏
文
成
帝
﹁
為
太

祖
以
下
五
帝
鑄
釋
迦
像
各
長
一
丈
六
尺
﹂

來
看
，
似
乎
並
不
是
簡
單
的
身
高
和
體

量
，
帝
王
等
身
像
應
該
是
除
了
身
高
和
體

量
之
外
，
還
具
有
帝
王
某
些
特
徵
的
佛
教

形
象
，
如
文
成
帝
的
等
身
石
像
如
帝
身
，

﹁
既
成
，
顏
下
、
足
上
各
有
黑
子
同
帝
體

上
下
黑
子
。
﹂
對
此
，
國
內
學
者
有
持
相

同
的
觀
點
，
如
帝
王
等
身
像
的
存
在
表
明

著
佛
教
與
君
主
間
的
密
切
關
係
。
︵
陸
永

峰
︿
中
土
等
身
佛
述
論
﹀
︶

國
外
學
者
謝
和
耐

同
樣
也
認
為
所
謂
等
身
佛
，
系
按
照
皇
帝

的
形
象
來
建
造
的
佛
像
，
﹁
這
種
根
據
已

故
皇
帝
的
肖
像
而
鑄
造
佛
像
︵
即
﹃
等
神

佛
﹄
︶
的
作
法
，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是
習
以

為
常
的
行
為
。
﹂
︵
︽
中
國
五
至
十
世
紀
的
寺
院

經
濟
︾
︶

由
於
文
獻
記
載
不
詳
及
實
物
的
不

存
，
帝
王
等
身
像
是
否
在
身
體
特
徵
外
，

容
貌
是
否
相
近
？
仍
難
定
論
。
但
從
南
北

朝
等
身
像
對
隋
唐
帝
王
御
容
在
製
作
材

質
、
供
奉
場
所
等
方
面
來
看
，
帝
王
等
身

像
與
帝
王
御
容
之
間
確
實
存
在
著
密
切
的

關
聯
，
且
帝
王
等
身
像
直
接
催
生
了
帝
王

御
容
的
出
現
。

三
、
帝
王
等
身
像
政
治
與
宗
教
雙
重
功
用

帝
王
等
身
像
是
﹁
帝
王
即
佛
﹂
觀

念
最
直
觀
的
體
現
，
宗
教
崇
拜
與
皇
帝

崇
拜
通
過
等
身
佛
巧
妙
地
結
合
起
來
。
帝

王
通
過
等
身
像
將
皇
權
與
佛
教
結
合
起

來
，
借
佛
教
增
加
了
自
己
的
神
性
。
佛
教

圖五　 普寧寺乾隆佛裝像　引自羅文華《龍袍與袈裟》

圖六　 清人畫雍正洋裝御容　引自聶卉《雍正皇帝肖像畫》

註
釋

1.  

御
容
，
古
代
為
了
供
奉
、
祭
祀
或
瞻
仰
等
活
動
的

需
要
，
專
門
繪
寫
、
雕
鑄
、
織
造
或
拍
攝
的
帝
王

后
妃
的
圖
與
像
。

2.  

﹁
其
明
年
春
，
漢
使
驃
騎
將
軍
去
病
將
萬
騎
出
隴

西
，
過
焉
支
山
千
餘
裏
，
擊
匈
奴
，
得
胡
首
虜
萬

八
千
餘
級
，
破
得
休
屠
王
祭
天
金
人
。
﹂
︽
史

記
︾
卷
一
百
一
十
︿
匈
奴
列
傳
﹀
第
五
十
。

3.  

冉
閔
父
冉
瞻
為
後
趙
石
虎
養
子
，
石
虎
是
羯
族
，

由
此
推
知
。

4.  

金
申
，
︿
北
魏
鑄
像
以
卜
的
風
俗
﹀
，
︽
文
物
天

地
︾
二
〇
〇
七
年
第
九
期
。

5.  

︿
隋
恒
岳
寺
舍
利
塔
碑
﹀
跋
曰
：
﹁
隸
書
，
不
著

書
撰
人
名
氏
。
隋
文
帝
仁
壽
元
年
︵
六
〇
一
︶
，

建
舍
利
塔
於
恒
岳
寺
，
詔
吏
民
皆
行
道
七
日
，

人
施
十
錢
，
又
自
寫
帝
形
像
於
寺
中
。
大
業
元

年
，
長
史
張
果
等
立
碑
。
﹂
︽
寶
刻
叢
編
︾
卷

六
，
︽
叢
書
集
成
初
編
︾
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
頁
一
四
三
。

6.  

梁
僧
祐
撰
，
︽
弘
明
集
︾
卷
十
一
，
︿
何
令
尚
之

答
宋
文
皇
帝
贊
揚
佛
教
事
元
嘉
十
二
年
五
月
五

日
﹀
，
引
自
︽
中
華
大
藏
經
︾
︵
漢
文
部
分
︶
，

第
六
二
冊
。

7.  

唐
釋
道
宣
撰
集
，
︽
集
神
州
三
寶
感
通
錄
︾
：

﹁
每
引
高
僧
談
敘
幽
旨
，
又
造
等
身
金
銀
像
兩

軀
，
於
重
雲
殿
晨
夕
禮
事
五
十
許
年
﹂
。

8.  

趙
一
德
，
︿
雲
岡
曇
曜
五
窟
的
帝
王
象
徵
﹀
，
︽
魏

晉
南
北
朝
史
論
文
集
︾
，
濟
南
：
齊
魯
書
社
，

一
九
九
一
，
頁
二
七
八—

二
八
五
。
但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是
北
魏
開
國
以
來
的
五
位
先
帝
，
即
太
祖
平

文
、
太
祖
道
武
、
太
宗
明
元
、
世
祖
太
武
、
恭
帝

景
穆
，
參
見
陳
清
香
，
︿
論
雲
岡
石
佛
式
樣
的
源

流
﹀
、
︽
華
岡
佛
學
學
報
︾
一
九
八
三
年
第
六
期
，

頁
三
四
九
、
三
七
三
。

9.  

陸
永
峰
，
︿
中
土
等
身
佛
述
論
﹀
，
︽
閩
南
佛

學
︾
一
九
九
八
年
第
二
期
。

10.  

本
研
究
為
二
〇
一
一
年
北
京
市
社
科
規
劃
重
點
項

目
︽
北
京
繪
畫
圖
史
︾
資
助
。

借
帝
王
的
支
持
提
升
了
自
己
的
地
位
，
壯

大
了
自
己
的
勢
力
。
帝
王
﹁
形
像
上
的
合

二
為
一
，
君
王
賦
予
自
己
同
佛
一
般
的
尊

貴
、
神
聖
，
正
式
以
佛
的
面
目
立
於
世
人

之
前
。
它
要
求
著
僧
俗
對
皇
帝
的
尊
敬
、

佛
教
置
於
皇
權
的
影
響
之
下
，
更
要
求
著

這
種
尊
敬
不
僅
是
基
於
皇
帝
的
身
分
，
還

要
基
於
他
是
佛
這
一
﹃
事
實
﹄
。
佛
即
皇

上
，
皇
上
即
佛
，
聖
覺
之
化
與
聖
皇
之
德

二
體
如
一
，
宗
教
崇
拜
與
皇
帝
崇
拜
通
過

等
身
佛
巧
妙
地
結
合
起
來
。
﹂
︵
註
十
︶

正

因
為
如
此
，
自
南
北
朝
開
始
至
明
清
，
歷

代
帝
王
多
重
視
御
容
的
製
作
、
祭
拜
和
奉

安
等
，
陸
續
增
設
御
容
殿
、
御
容
祭
儀

等
，
帝
王
御
容
也
在
南
北
朝
佛
裝
等
身
御

容
的
基
礎
上
，
逐
漸
衍
生
出
後
世
的
佛
裝

御
容
︵
圖
五
︶
、
道
裝
御
容
、
儒
裝
御
容

甚
至
是
洋
裝
御
容
等
。
︵
圖
六
︶
︵
註
十
︶

作
者
為
北
京
印
刷
學
院
設
計
藝
術
學
院
副
教
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