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收清宮舊藏的《物

品點查報告》記載，這批造像所屬的編號「餘

一二三五」，共 57項物品，原來存放在毓慶

宮後殿的一個木櫃中。物品清單除了造像，

還有藏經、法器及供具等，時間涵蓋咸豐、

同治和光緒等朝，其中 25項收藏在國立故宮

博物院。本次展覽選展乾隆朝的內填琺瑯五

供、青玉噶布拉手鼓等，品質均十分精良。

毓慶宮是乾隆朝之後皇子的居所，嘉慶皇帝

居住的時間最長，並沒有高宗在此居住的文

獻記錄。本文介紹的三組件造像，風格獨特，

值得仔細分析，思考他們在朝隆朝無量壽佛

造像中的地位。

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尊像

　　橢圓形臺座上，波浪起伏，自蓮池中央

伸出一株蓮莖，向左右分枝延伸出兩株相連

的蓮座，三蓮座上各結跏趺坐一尊像（圖

1-1），中央蓮座上的尊像尺寸較大，主次關

係明顯。三尊像分別以珊瑚、白玉及青金石

為頭、身及手足，佩戴金鑲綠松石的頭冠、

耳飾、天衣、臂釧及手環，腰部以下為金身。

這組造像於清宮舊藏時已傷破，但臉相及手

印等主要部份仍完整保留，因此特別修護後

展出。主尊為紅色珊瑚身，手捧珍珠瓶身的

長壽寶瓶，當為無量壽佛。右側脅侍〈白玉

菩薩〉像（圖 1-2），左肩斜披金胎鈶鈒的羊

首獸皮，佩帶的方式和清宮重要的造像指導

著作《造像度量經續補》的記載相符，其文曰：

「以仁獸皮為絡腋⋯⋯按仁獸⋯⋯形似山羊

而小⋯⋯天性最慈，為人忘己。⋯⋯其披法

則毛向外，頭前尾後，斜披左肩上，以頭皮

遮著左乳，而將右邊後腿皮從像之背後由右

腋下挽過至像之前，與右前腿皮互相交盤縛

之。惟獨觀音及慈氏菩薩像有之。」也就是

說彌勒和觀音菩薩都有肩披獸皮的圖像特徵，

作為無量壽佛的脅侍，應為觀音。另一側菩

薩以藍色青金石為身，因作西方三聖的組合，

故應為大勢至菩薩。清代宮廷的無量壽佛造

像中，不乏相同圖像特徵的作品，此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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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隆朝〈御製讚緙絲極樂世界圖〉（圖 2）

即為一例。大型畫幅的上方為樓閣及瑞光，

前景蓮池為九品往生，中央為極樂世界三尊

像，華麗的圓形寶蓋下，主尊著紅色袈裟，

結跏趺坐在圓碩的蓮座上，雙手交疊腹前，

拇指按食指，作彌陀定印，脅侍觀音菩薩外

披幾近白色的透紗衣，手捧接引眾生的蓮臺，

大勢至菩薩為深藍色外衣，手持長莖蓮花。

　　〈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尊像〉底層的橢

圓形臺座表現淨土世界的蓮池。臺座內波濤

起伏，波浪作斜向排列，營造出向後延伸的

視覺空間。臺座底層作覆蓮紋，主蓮瓣內淺

浮雕一小瓣，主瓣之間露出下層蓮尖，三個

瓣尖均捲起，光影下猶如瓣上圓滾的水珠，

圓潤瑩亮，和池緣環繞的連珠紋相輝映，金

質熠熠，共同烘托出淨土世界的輝煌與殊勝，

表現出宮廷作坊金工鑄造工藝的嚴謹與講究，

臺座下緣陰刻「大清乾隆年敬造」字樣（圖

1-3），是乾隆朝常見的樣式。三尊像趺坐的

蓮座以單片蓮瓣排列組合成四層立體的造型，

十分具有特色。康熙朝銅鎏金〈大持金剛〉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蓮座的作法相同（圖

3），3
而且上層瓣間露出蓮心的蕾絲，蓮座

上緣為連珠紋，是蒙古喀爾喀札那巴札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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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清　乾隆　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尊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835～0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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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清　乾隆　御製讚緙絲極樂世界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絲00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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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尊像　脅侍金嵌白玉觀音菩薩

 圖1-3 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尊像　臺座



常見的樣式。〈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尊像〉

（見圖 1-2）蓮瓣上也有瓣脈的表現，而無蓮

蕾，因此是經過選擇後簡化的樣式。

　　尊像背後為背屏式背光，主尊的背光最

高大，三件背光的樣式大致相同。以脅侍觀

音菩薩的背光為例（圖 1-4），中心為圓形頭

光，其正上方為一獸面，再往上是一寶樹居

中而立，枝葉向兩邊開展，樹頂有摩尼寶珠，

樹下兩側各一迦陵頻伽鳥，立於方屏邊框之

上，鳥首朝外，長尾向上迴繞，獸面、樹與

鳥共同構成一圓拱形，環繞在尊像頭部上方。

背屏的下段以兩橫槓加上四立柱組成，在尊

像兩側形成二長方框，框內一似羊又似獅的

異獸站在蓮臺上。這種以動物組合而成的裝

飾圖像，通常出現在建築物的券門或造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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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西藏　16世紀　紅銅泥金無量壽佛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羅
文華，《圖像與風格》，頁76。

 圖1-4 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尊像　脅侍金嵌白玉觀音菩薩　背光

 圖3 清　康熙　大持金剛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羅文華，《圖像
與風格》，頁48。



背光，因為有六種動物，通

稱為六拏具，其樣式淵源於

東印度帕拉王朝。六拏具屏

風式背光不只出現在入貢清

宮的造像中，
4
乾隆二十五年

（1760）清宮還曾為一件西

藏貢入的〈無量壽佛〉配紫

檀木的臺座及拏具大背光（圖

4），背光正上方為金翅鳥（鳥

首傷缺），兩側有摩竭羅魚、

騎馬童子、龍子，由此可見六

拏具式背光在宮廷的運用。惟

展出的〈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

尊像〉背光一則動物的種類較

少（見圖 1-4），二則橫槓不

寬，致使背屏下段幾乎隱藏在

尊像背後，是較為簡化的表現

方式。

　　以金嵌玉、珊瑚、青金

石雕製尊像是本作品的一大特

點，《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

計清檔》有類似作法的記載，

例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高

宗諭旨：「佛法身不必用金鑲

做，按色用珊瑚、青金石、蜜

蠟、車璖巴結成造。」展出的

這組造像以主尊為例，坐佛

的臉小而略圓（圖 1-5），雙

目微垂視，面帶稚氣，斜披天

衣，天衣的衣褶為平行線，不

論小花朵的耳璫、單一小墜飾

的瓔珞或是花瓣式的臂釧等

樣式，都說明擷取自尼泊爾風

格的元素。金嵌寶石原是尼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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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5 金嵌珊瑚無量壽佛三尊像　主尊



爾工匠專擅的技藝，學者研究指出乾隆九年

至十年（1740-1741）期間高宗特別尋來三位

尼泊爾工匠在造辦處承作，
5
主要參與雍和宮

的改建，又經由對照《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

計清檔》的描述，證明本次展出的五方佛及救

度母〈數珠箱〉極可能是目前所知這批工匠留

下來的少數作品之一。
6
以其中〈五方佛數珠

箱〉的〈金嵌珊瑚阿彌陀佛像〉為例，坐佛

的臉形尖圓（圖 5），五官清晰，眼神靈活，

唇形圓潤，手掌圓實柔軟，金與珊瑚結合緊

密，工藝精良。相較之下，展出的〈金嵌珊

瑚無量壽佛三尊像〉中的主尊無量壽佛（見

圖 1-5），眉形平緩，眼神微闔，鼻樑銳直，

身軀硬挺，和前者的風格有所差距。乾隆九

年至十年尼泊爾工匠在宮廷期間，高宗曾派

工匠跟著學習，因此這組造像有可能是造辦

處工匠模仿尼泊爾工藝的作品。

無量壽佛金像

　　無量壽佛金像（圖 6-1），一佛結跏趺坐

於蓮座上，手捧代表永生的長壽寶瓶，是為

無量壽佛。坐佛的臉形方圓，眉形圓弧綿長，

延伸至鼻側，唇線細緻，面容輕淡專一，眼

神下視，嘴角輕閉，神情平和靜謐，彷彿進入

禪定無我的境界。坐姿微前傾，著裙，胸前

繫結，手臂、胸前及裙襬的衣褶輕重轉折猶

如繪畫的筆法線條，緊湊的向身體中軸集中。

肩披外衣輕輕垂落，衣緣微揚翻摺，如水面

漣漪。對稱而井然有序的衣褶，似乎訴說外

在的種種紛擾，經過梳理與轉化之後，終將

歸於平靜。無論面貌、衣著，表現的語彙以

及傳達的精神內涵，都是漢式造像的作法。

　　清初的漢式造像風格是什麼面貌呢？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明代鄭重畫〈無量壽佛像〉

（圖 7），可以說明其中的一個面向。鄭重

為明末清初安徽歙縣人，生卒年不詳，正德

十六年（1521）進士，明末清初姜紹書撰《無

聲詩史》記載，鄭氏「寓居金陵 (南京 )，風

儀修潔，雅好內丹，其作壽含毫濡素超軼韋

品。」清初馮仙等人纂定的《圖繪寶鑑續纂》

云：「流寓金陵，好樓居，日事香茗，善寫

佛像，必齋沐而後舉筆。」鄭氏如晚明文人

般，喜避開塵世的煩擾，幽居於園林小樓，

好道、品茗、聞香，齋戒沐浴所繪的坐佛，

面貌清秀，結跏的坐姿專注而自適，穩重安

坐在廣大的蓮臺上，衣紋細密流暢，用色雅

潔，具體呈現漢式造像的繪畫技法與沈靜自

在的文人品味。該畫有清高宗御題：「一大

圓相，調御現中，三身四智，卍字當胸。不

色中色，不空中空，如如堂堂，而非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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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清　乾隆　五方佛數珠箱　金嵌珊瑚阿彌陀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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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1 清　乾隆　無量壽佛金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852



天花繽紛，法雲滃濛，跏趺叉手，萬有歸宗。

歙人著筆，齋沐致恭，幻中福緣，詎曰心

蓬。壬寅孟秋御賞。」壬寅為乾隆四十七年

（1782），相同的題識內容也出現在另一幅

高宗〈御製無量壽佛贊〉的畫像上，因此這

幅鄭重的畫（見圖 7）雖無題名，可知其為

無量壽佛像。以上兩件作品（見圖 6-2、6-3、

6-4及圖 7），雖然一為立體雕塑造像一為平

面筆墨繪畫作品，兩者在衣服樣式和衣褶表

現的手法上卻十分接近，輕柔婉轉而綿長，

臉型雖一圓一圓中帶方，同樣都有著寂靜不

染的氣質。

　　這件乾隆朝〈無量壽佛金像〉最富巧思

的是蓮座以及背光的處理。（圖 6-5）紙胎成

型的橢圓形仰覆蓮座，一片片玉製的蓮瓣以

一條條細銅絲緊繫，仰覆錯落排列在蓮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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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2 無量壽佛金像　正面  圖6-3 無量壽佛金像　側面

 圖6-4 無量壽佛金像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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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明　鄭重　無量壽佛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000081



蓮座的兩側各裝飾一株蔓妙延伸的植物，以

金地點翠的技法表現，色澤鮮豔，充滿活力

與生氣。點翠枝葉是雍正、乾隆朝宮廷作坊

常見的工法，例如乾隆朝的〈金鑲鑽石菱花

結子〉是后妃鈿子上的飾件（圖 8），中心為

鑲鑽的折枝花卉，四周環繞金纍絲嵌珍珠、

寶石的小花，兩側以金貼點翠的卷雲紋烘托，

豔麗又不失雅緻。相同的手法也出現在坐佛

背後的身光（圖 6-6），鏤空的舟形背光內層

為卷草紋，外飾火焰紋，同樣貼飾點翠，精

緻高貴，背光中央的頭光則巧妙的鑲著一面

圓鏡，隨著觀看的視角，反射出不同的外在

世界，甚具哲思。坐佛繫一清宮黃籤，註記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一日熱河請來」，

是清代宮廷作坊沿襲漢式文人傳統風格十八

世紀的佳作。

金阿彌陀佛像

　　〈金阿彌陀佛像〉（圖 9-1），佛結跏趺

坐於方形臺座上，身著菩薩裝，臉形修長，

眉眼細長，五官秀氣，肩披天衣，繞臂而下，

胸前瓔珞一長一短，樣式簡單，上半身如桶

形，平順無飾，雙手腹前交疊，腰繫裙帶，

裙褶繞膝圓滑而流轉，全像傳達出沈靜而優

雅的氣氛，具有漢式造像的特點。（圖 9-2、

9-3）臺座陰刻「大清乾隆甲寅年敬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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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5 無量壽佛金像　臺座及背光局部  圖6-6 無量壽佛金像　背光



寅，乾隆五十九年（1784），是乾隆朝晚期

宮廷的作品。

　　坐佛附黃籤：「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十一

日造辦處呈覽利益金造阿彌陀佛一尊，九成

金，重二十八兩，銅鍍金背光、座。」也就

是說造像是以金質錘鍱成型，火焰紋背光和

方形臺座均為銅鎏金鑄造（圖 9-4、9-5），

分開製作再組合而成，背光背面通常不加封

板，這件作品則特別加一銅鎏金封板，更為

平整。臺座五面分製接合，轉角的卷枝植物

紋和座前敷巾也是鑄造後再接合。

　　臺座與背光的的樣式受到六世班禪進獻

的西藏造像的影響。乾隆四十五年（1780）

六世班禪攜來北京的造像，成為宮廷模仿的

對象，其中〈紅銅鎏金嵌綠松石無量壽佛像〉

是被大量仿作的樣式。（圖 10，北京故宮博

物院藏）
7
菩薩裝的無量壽佛，戴寶冠、耳飾、

臂釧及手環，斜披天衣，著裙，手捧珊瑚瓶

身的長壽寶瓶，坐在方形臺座上。臺座前垂

掛著敷具（尼師壇）的一部份，上嵌綠松石

蓮花，臺座四面透空，轉角四柱為成束的忍

冬植物紋。背後為大小雙環交疊的火焰紋背

光和頭光，坐像、背光、臺座分鑄，臺座背

面有孔，供背光插榫，像與座已接合固定。

造像底座貼白綾上書滿漢蒙藏四體文字，漢

字：「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十日皇上駕幸南

苑，班禪額爾德呢迎駕，恭進大利益扎什琍

瑪無量壽佛。」是扎什倫布寺扎什吉彩作坊

十八世紀的典型風格。北京故宮博物院就收

藏一件幾乎相同造型的〈銅鎏金無量壽佛〉

（圖 11），8
高 20.5 公分，臺座鏨刻「大

清乾隆庚戌年敬造」，庚戌為乾隆五十五年

（1790），正值乾隆八十大壽，附黃籤「五十五

年四月十五日收造辦處呈覽利益紫金琍瑪無

量壽佛」。由此可見這款風格模式在宮廷中

的流行。

　　除了臺座和背光，金阿彌陀佛像的臉形、

瓔珞和衣著（見圖 9-3），都和班禪進獻或宮

漢
藏
兼
容
的
無
量
壽
佛
造
像—

清
代
活
佛
文
物
大
展
選
介

67

展
場
巡
禮

 圖8 清　乾隆　金鑲鑽石菱花結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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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1 清　乾隆　金阿彌陀佛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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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2 金阿彌陀佛像　側面  圖9-3 金阿彌陀佛像　正面

 圖9-4 金阿彌陀佛像　背光  圖9-5 金阿彌陀佛像　臺座



廷模仿的無量壽佛有很大的差距，反而更接

近乾隆三十六年（1771）李世姚所進的〈金

無量壽佛像〉。（圖 12-1）除了〈金阿彌陀

佛像〉（見圖 9-3）髻前飾葫蘆形冠，冠上鏨

刻雙龍紋，無耳環之外，二者均為高髮髻，

髮上飾瓔珞並垂掛至肩側，髮絲成綹披於肩

上。根據清宮黃籤記載，〈金阿彌陀佛像〉（見

圖 12-1）是「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李世

姚進」，查乾隆朝職官表的官員，未見名為

「李世姚」者，只有「李侍堯」，而且根據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進單》，乾隆

三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兩廣總督李侍堯呈進一

批貢品，清單中就有「金無量壽佛一尊」，

因此李世姚很可能是指李侍堯，同音異字的

寫法在清宮的黃籤上常出現。

　　這尊來自南方的造像，坐佛的面相稚氣

（圖 12-2），肩腰寬細的差距不甚大，身體

肌肉較柔和，再加上耳飾及瓔珞的形式，都

有尼泊爾造像的特點；下層銅鎏金方形臺座

（圖 12-5），上緣兩側轉角內凹各雕一獅

子，臺座敷具露出下層坐墊的一角，臺座下

緣中央以兩株枝葉左右護托一圓形花飾，同

樣有著尼泊爾風格的痕跡。惟銅質厚重，鎏

金緊實，雕工熟練，背光亦鑄造成型（圖 12-

3），插於座後，又紫檀木雕仰覆蓮座（圖

12-4）瓣間嵌銀絲，三者同樣是江南工法。西

藏造像深受尼泊爾影響，明代對於西藏造像

並不陌生，明末文震亨（1585-1645）《長物

志》的佛室所供的就是「金鏒甚厚，慈容端

整，妙相具足」的烏絲藏佛，可見明代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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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清　銅鎏金無量壽佛像　乾隆五十五年造　北京故宮博
物院藏　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站

 圖10 清　紅銅鎏金嵌綠松石無量壽佛像　乾隆四十五年班禪
進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等編，《須彌
福壽―當扎什倫布寺遇上紫禁城》，頁228。



江南佛教造像已或多或少摻入藏傳佛教的風

格因子。

　　實際上，〈金阿彌陀佛像〉的形貌非常

獨特（見圖 9-3），佛下半身的裙褶重視線條

的輕重起伏變化，這種以刀為筆的概念是漢

文化對毛筆繪畫線條的轉換。另一方面，坐

佛運用錘鍱技法而非鑄造，上半身薄而鼓脹

的肌肉感和幾近圓柱平直的表現，遠可追溯

漢
藏
兼
容
的
無
量
壽
佛
造
像—

清
代
活
佛
文
物
大
展
選
介

71

展
場
巡
禮

 圖12-1 清　乾隆　金無量壽佛像　乾隆三十六年李世姚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001834



到尼泊爾早期的風格，或是受到尼泊爾風格

影響下的西藏西部作風，近則是蒙古喀爾喀

受到西藏西部風格影響下的樣式。而造像的

臉形、五官則又和高宗的肖像畫，如北京故

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高宗觀月圖〉、清無款

〈高宗是一是二圖〉等，
9
都有幾分神似，

10

令人不禁懷疑相對於為法會儀式製作的造像，

是否存在為皇帝個人觀修而製作的佛像？
11

結語

　　這三組造像具體呈現清宮造像的多種風

格面貌。蒙古喀爾喀扎那巴扎作坊與尼泊爾

的風格在乾隆朝早期出現，前者沿襲康熙朝

後期已來的做法，後者則和乾隆七年（1742）

清廷番學總管蒙古族人工布查布翻譯《佛說

造像量度經》，續撰《造像量度經引》、《造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53

72

 圖12-4 金無量壽佛像　蓮座

 圖12-5 金無量壽佛像　臺座

 圖12-3 金無量壽佛像　背光

 圖12-2 金無量壽佛像　正面



像量度經解》和《造像量度經續補》，成為

清宮鑄造尼泊爾風格的指導性著作有很大的

關係。同時，宮廷作坊和蒙古、西藏交流頻

繁，工匠的相互往來，帶來錘鈒的技法、合

金調製的方法及寶石鑲嵌粘合的材料等工藝，

都對宮廷造像產生影響。乾隆四十五年六世

班禪的進京，攜來西藏西部扎什吉彩作坊的

樣式，再度為宮廷作坊提供新範式。這次展

品中都可以看到這些外來因素留下的痕跡。

　　除了藏式風格之外，漢傳佛教及其造像

的元素是這三組件的一大特色。〈金嵌珊瑚

無量壽佛三尊像〉（見圖 1-1）為無量壽佛與

觀音、大勢至三尊像的圖像組合，更常見於

大乘佛教阿彌陀佛淨土的表現。藏傳佛教的

阿彌陀佛具有兩種身形：無量光佛和無量壽

佛，前者是化身，作如來相；後者是報身，

作菩薩相，二者分別代表阿彌陀佛光明無限

和壽數無限的兩種願力功德。漢傳佛教的阿

彌陀佛信仰在隋唐時期達到極盛，以無病長

壽為主要信仰內容，多作如來身形，通常在

八至九世紀五方佛系統中的阿彌陀會有兩種

身形，不過，西方淨土觀念中的無量壽佛和

阿彌陀佛名稱雖不同，意義上並沒有區別。
12

展出的這組無量壽佛三尊像（見圖 1-1）運用

藏傳佛教尊像作報身相的顏色取代持物或冠

頂化佛等特徵，表現大乘佛教西方淨土常見

的三尊像組合，兼容漢藏造像的因素。

　　乾隆皇帝一方面致力於以雨花閣、六品

佛樓等大型佛堂建構出宏偉的佛國世界，章

嘉國師則為清宮藏傳佛教造像提供一套豐富

的圖像學範例，卻也使得宮廷造像趨於標準

化與程式化。相對於此，這次展出的無量壽

佛金像（見圖 6-1）手捧長壽寶瓶是在明代漢

式造像風格中摻入藏傳佛教的象徵符號，金

阿彌陀佛像（見圖 9-1）則是在宮廷藏式風格

中添加更多漢式造像的元素，重視尊像傳達

出定靜慧的面向，這正充分說明了藏傳佛教

密教次第修行的本質與淨土宗最終的哲學歸

宿在本質上是一致無二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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