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西铁塔位于广州市光孝寺内，铸造于南汉大宝六年（963），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一座铁塔，

是南汉后主时期内侍监龚澄枢与邓氏三十二娘合造的供养塔。南汉西铁塔虽仅余底座及以上三层，但其在造型、

纹饰、佛像组合上具有浓厚的特色。通过对西铁塔形制的分析，有利于了解南汉时期的佛教信仰和供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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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光孝寺南汉西铁塔形制考

西铁塔位于广州光孝寺内，光孝寺以历史悠久、规模

宏伟被誉为岭南佛教丛林之冠。据《光孝寺志》记载，光

孝寺原为南越国南越王赵建德之故宅。三国时代，吴国虞

翻谪徙居此，改为虞苑。虞翻死后，家人施宅为寺，称制

止寺。东晋隆安年间（397—410）称王园寺，唐贞观年间

（627—649）改称乾明法性寺 1。	

1999 年至 2000 年，为配合光孝寺东北角修建工程，广

东省文物考古所对光孝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揭

露光孝寺五代两宋时期的戒堂基址，出土有五代建筑构件、

瓷碗等遗物 2，说明唐五代时期光孝寺已经是广州城内颇具

规模的重要佛教寺院。

光孝寺现存南汉时期的两座铁塔，都铸造于南汉大宝

年间（958—971），因分别处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通

常被称为东铁塔和西铁塔。

根据考证，西铁塔铸造于南汉大宝六年（963），是我

国现存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一座铁塔，为南汉后主时期的内

侍监龚澄枢与女弟子邓氏三十二娘合造供养。铁塔原有七

级，原置于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住持僧了闻建造

的西塔殿内。上个世纪 20 年代，常盘大定前往广州光孝寺

考察时，西铁塔塔身依然完整。上个世纪 30 年代，因塔殿

塌毁，上方四层均被压坏，现在仅余底座及以上三层，并

向一侧倾斜。

西铁塔整体造型模仿楼阁式塔 3，样式类似于敦煌中的

多层石塔，分层叠垒，每层塔身辟出圆券拱门，塔檐叠涩

出檐 4。	现存的西铁塔分为底座、第一层、第二层及第三层，

残高 310 厘米。底座由覆莲方座、束腰须弥座、方座、仰

莲瓣座组成。第一、二层结构、造型大致一致，分为塔身

和塔檐，第三层仅剩塔身。

束腰须弥座上饰有双龙，相向而立，身体蜷曲成“C”

字型，各伸一前爪，中间为火焰宝珠纹。这种双龙拱珠纹

样常见于唐代佛教碑额上，因碑额位置限制，样式较为固

定，如陕西西安梁家庄出土唐显庆三年（658）道德寺碑、

山西临猗武周天授三年（692）造像碑、陕西西安西郊出土

唐元和元年（806）慧坚禅师碑、福建浦城唐大中三年（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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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碑 5 等，南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

碑的碑首正反面也雕刻有此纹样。铸造于大宝十年（967）

的南汉东铁塔，底座也饰有此种双龙拱珠纹样。这些装饰

有双龙纹饰的法物，都是由身份地位较高的皇家或内侍供

养铸造。双龙拱珠纹样一方面体现了法物供养人特殊崇高

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南汉时期佛教法物的铸造中遵

照了佛教纹饰图像的模式。

束腰须弥座四角为托塔力士，力士作为上方仰莲瓣座

与下方覆莲方座之间的承重所在，头顶莲座，双臂皆断，

袒胸露腹，与同时期梅州千佛塔底座四周托塔天王的形象

各有差异。托塔力士的形象广泛见于各佛塔和造像之中，

如唐贞观十年（636）的开元寺须弥塔、唐开元八年（720）

的邓裕石塔、北宋嘉祐六年（1061）的当阳铁塔、北宋宣

和三年（1121）的释迦多宝如来石塔等。力士在佛教中担

任护法卫教的职责，来源于佛教典籍记载中的金刚力士，

隋代《观世音义疏》中有“执金刚，为八部末，因有大力”

的记载。6 作为托座力士出现时，一般赤裸上半身，表现出

强壮体魄和力大无穷。使用力士支撑铁塔上层结构，除了

符合力士在佛教中的形象，也增强了铁塔构思的巧妙和灵

动。力士头顶一方座，边饰祥云纹，作为仰莲瓣座与覆莲

方座之间的过渡，巧妙地增加了受力面积，增强了铁塔结

构的稳定性。

方座上方为仰莲瓣座，四面中心莲瓣上同刻有造塔铭

文：“玉清宫使、德陵使、龙德宫使、开府仪同三司行内

侍监上柱国龚澄枢，同女弟子邓氏三十二娘，以大宝六年

岁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铸造，永充供养”。

塔身四角为竹节状角柱，间隔仰覆莲纹，塔身四面遍

铸小佛小龛，小佛龛和小佛像的样式一致，都是圆券龛，

内为带有背光、双手结禅定印的小佛像，中心开龛供奉不

同的佛像，皆为尖楣圆拱龛，佛像背光，第一、二层佛像

左右两侧铸有名称。因西铁塔位置数经变更，所以已无法

确定西铁塔当时的东南西北四面朝向。据清代钱大昕《潜

研堂金石文跋尾》记载：“第一层东曰释迦佛，西曰弥勒佛，

南曰弥陀佛，北曰药师佛……第二层东卢遮那佛，南卢舍

那佛，西牟尼佛，北毗舍浮佛。”7

现将三层每一面大龛佛像进行汇集（表 1）。

第一层中间大龛佛像依次为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左

手下垂施触地印，右手上举，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释迦

佛；呈倚坐姿，左手下垂，覆掌抚膝，右手上举，身着双

领下垂式袈裟的弥勒佛；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上，双手结

禅定印，身着袒右式袈裟的弥陀佛；跏趺坐于须弥座莲台，

左手下垂施触地印，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药师佛。与唐

代四面造像佛塔上的佛像组合相印证：唐永徽三年（652）

的大雁塔底层四面门楣线刻图，经考证南面为释迦牟尼佛，

东面为弥勒佛，西面为阿弥陀佛，北面为药师佛。8 唐开元

八年（720）的邓裕石塔，经考证塔身正面主尊为阿弥陀佛，

其他三面依次为释迦牟尼佛、药师佛与弥勒佛。9 日本奈良

时代（710—794）平城京兴福寺五重塔四面造像中的主佛

像分别是东方药师佛、南方释迦佛、西方阿弥陀佛与北方

弥勒佛。10 根据隋代吉藏在《观无量寿经义疏》中的记载：

“《无量观》辨十方佛化，《弥勒经》明三世佛化。十方

佛化即是横化，三世佛化即是竖化。言《弥勒经》三世竖

化者，过去七佛，现在释迦，未来弥勒，明三佛化，故是

竖化也。言《无量寿观》十方横化者，此方秽土释迦化，

西方净土无量寿化，明十方佛化，故是横化也。”11 释迦佛、

弥陀佛和弥勒佛代表着过去、现在、未来，是竖化时间排

序上的三世佛；药师佛与释迦佛、弥陀佛一起构成了空间

横化三世佛的组成部分。12 这种药师佛、释迦佛、弥陀佛和

弥勒佛具体朝向不一，但有机统一的佛像组合，流行于唐

代，南汉时期延续了这种在时间竖化和空间横化上集于一

塔的法身图像体系，体现了摆脱生死轮回、遍布十方空间、

超越时空永恒的精神追求。

第二层中间大龛佛像皆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依次为施

合掌印，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卢遮那佛；右手向下触及

宝座行触地印，左手置于腹前行禅定印，身着袒右式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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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牟尼佛；双手交叠施说法印，身着右肩半披式袈裟的卢

舍那佛；双手行智拳印，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毗舍浮佛。

卢遮那佛、卢舍那佛和牟尼佛为三身佛，分别代表法身、

报身和应身之相，来源于《全唐文》记载的“法王之身有三：

曰法、曰报、曰应”，法身指毗卢遮那佛，报身指卢舍那佛，

应身指释迦牟尼佛。13 毗舍浮佛是过去七佛之一，意为一切

自在、一切胜。西铁塔第二层的佛像组合由三身佛和过去

七佛之一构成，尚不见于其他佛塔和造像，体现了南汉时

期佛教信仰、供养和造像的特殊性。

第三层中间大龛佛像皆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依次为双

手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袈裟的佛像；左手施与愿印，右

手掌心朝上平放在腿上，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佛像；左

手行触地印，右手上举，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的佛像；双

手合掌屈指交叠，身着通肩式袈裟的佛像。	

塔身上有塔檐，塔檐仿屋檐，铸造出瓦垄形象，装饰

脊兽，塔檐脊兽样式为躬身的神兽，四爪着地，身体弓起

与塔檐形成空间，可能原有铃铛悬挂于此。塔檐飞翘，檐

下铸饰飞天、飞鹤、云彩等精美图案。第一层和第三层的

塔檐与塔身以花叶纹联珠垂幔间隔，第二层的塔檐与塔身

则以覆莲瓣纹间隔。

第一层塔檐装饰有仙鹤纹，仙鹤上下错落，展翅飞行，

每面共有十二只仙鹤相对，仙鹤之间错落分布着祥云纹。

仙鹤原为道教形象，是祥瑞的象征，表达延年益寿的祈愿。

在姚秦时期鸠摩罗什译的《佛说阿弥陀经》中提到了仙鹤

“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

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14

塔檐使用仙鹤祥云装饰，表现出佛乐禅音飘摇的仙境景象。

第二层塔檐铸造了四位飞天的形象，两两相对，其双

手举着花果供物，朝着中心的祥云莲花供奉，肩上系着的

飘带飞扬，祥云缭绕。飞天是佛教中重要的使者形象，最

早见于东魏成书的《洛阳伽蓝记》“有金像辇，去地三尺，

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15	飞

天根据具体形象和承担职能的不同，可区分为散花飞天、

伎乐飞天和供养飞天等。西铁塔上的飞天形象与东汉时期

支娄迦谶译《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记载的“诸欲天子悉

以天华飞行供养”16 相符，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 390 窟里的

捧着果盘的飞天形象相似，承担礼拜供奉的职责，属于供

养飞天，烘托出极乐净土祥和而神圣的氛围。

西铁塔现存有底座及以上三层，为仿楼阁式四方塔，

分层叠垒，逐层收进，塔身装饰上使用了莲花、力士、飞天、

仙鹤、祥云等传统典型的佛教纹样元素，每层大龛佛像形

态各异、生动精美，在佛像组合上别出心裁。西铁塔的造型、

纹饰与佛像组合延续了唐代的造像风格，但又与唐代流行

的建造佛塔、摩崖造像和壁画风俗不同，因地制宜，形成

了南汉时期独具特色的铁塔造像风格，呈现出一幅庄严祥

和的佛国景象，表达了供养人渴望摆脱生死轮回的祈求，

是反映南汉时期崇佛礼佛的一个重要侧面。

参考文献：

1. 顾 光 , 何 淙 . 光 孝 寺 志 [M]. 广 州： 广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2015:16-17.

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光孝寺五代两宋建筑基

址 [G]// 华南考古 1.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04:265-286.

3. 文章用图皆来源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 南汉二陵

博物馆 . 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 [M]. 北京：文

物出版社 ,2020:20-21.

4. 梁 思 成 . 中 国 建 筑 史 [M]. 天 津 :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2005:123.

5. 李静杰 , 齐庆媛 . 二龙系珠与二龙拱珠及二龙戏珠的

图像系谱 [J]. 石窟寺研究 ,2015(00):202-254.

6. 智者大师 . 观世音义疏 [G]// 中华大藏经第 98 册 . 北

京 : 中华书局 ,1996:942.

7.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G]//嘉定钱大昕全集6.南

京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289.

8. 白文 . 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石刻重构中的图像与复原 [J].

艺术探索 ,2016,30(03):75-91.

9. 于向东 . 邓峪石塔的塔身四面造像研究 [J]. 南京艺术

学院学报 ( 美术与设计 ),2018(01):79-85.

10. 清范 . 诸寺缘起集 [G]// 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118 册 . 东

京 : 东京印刷株式会社 ,1913:14.

11. 吉藏 . 观无量寿经义疏 [G]// 观无量寿经义疏 观无

量寿佛经疏 释观无量寿佛经记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23:330.

12. 同 1.

13. 梁肃 . 三如来画像赞并序 [G]// 全唐文 6. 北京 : 中华

书局 ,1983:5278.

14. 鸠摩罗什 . 佛说阿弥陀经 [G]// 中华大藏经第 18

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6:676.

15. 范祥雍校注 . 洛阳伽蓝记校注 [M].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78:88.

16. 支娄迦谶 .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 [G]// 中华大藏经第

23 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7:249.

作者简介：

苏漪，工作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

博物馆），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文物、博物馆

57

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