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纪

江苏省丈物工作队旗江分队

旗 江 市 博 物 馆

续江甘露寺铁塔
,

位于北固山后峰东部

甘露寺长廊入口的地方 (图一 )
。

塔的平面作

八角形
,

原来是七粗
,

境在速座只存三触
。

下

面是须弥座
,

满着云水花杖
,

上面两层塔身
,

各有八面四阴
,

绮有文字
、

佛像
、

菩落像和斗

桃等
,

两层之简
,

还有腰檐和飞檐
。

冤存的三

始
, 5 月 8 日桔束

,

出土文物两千多件
。

一
、

失掘情况

铁塔的基座 (须弥座 ) 高出地面豹 2
.

肠

米
。

从外部看
,
上面一段豹 .1 63 米是铁座

,

铁座不是直接放在地面上的
,
而是安置在地

面上高豹 .0 7 8米的一个搏石桔构 的墓础 之

上
。

座内被搏
、

土旗浦
,

考虑到基座的稳固和

技术上的困难
,

我俩没有把基座吊开
,

发掘

工作是从基座内部开始
,
自上而下进行

。

发

掘深度 .4 邓米 (图二 )
。

图一 甘礴寺铁塔位砚图

粗塔身
, 因为年代久远

,

已破摄倾斜
。

明代

补修的第四
、

第五两粗塔身
,
曹粗在同治七

年璧落塔下
,
还保留在老君毅 西面 的花 园

中
。

1 9 6 6年
,

江苏省人民委具会把甘露寺铁

塔定为省一粗的文物保护单位
。

线江市文物

管理委具会为了保护这座铁塔
,

决定进行修

复
。

修复工程在 1 9 60 年 4 月里 开始
,
并 对

塔墓进行了一次发掘
。

发掘从 4 月触 日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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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哑赶卿碗目
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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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甘忍寺铁塔塔基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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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以上的塔基建筑
,

最上为厚 10 厘

米的黄砂土
,

下面奥青傅三层
,

厚 1 0一跟 厘

米
,

每块长熟
,

竟 9 ,

厚 6 厘米
,

搏简以石

灰抹链
。

其中出土明代
“

泰昌通宝
” 、

清代
“

顺治通宝
”

各 1 枚
, “

乾隆通宝
”

2 枚
。

再下

平铺青搏十八层
,

穗每块长 ”
,

竟 13
.

6 ,

厚

3 厘米
,

也用石灰抹徒
,

其中出土铁弥 丸 4

枚
。

搏下隔一层黄土层后 是厚 13 一46 厘米

的石基
,

铁造基座即安置在这层石基上
。

由

大小不等之十八块石板铺成 (图三 )
。

石板厚

的 13 厘米
,

其简以石灰抹键
。

正中一块石

板为正方形
,

长竟均 .1 03 米
,

厚达 .0 46 米
,

当中有一园窝朝上
,

征触
,
深 10 厘米

,

用

途不明
。

在这块方石的四周
,

是平铺的青傅

八层
,

也以石灰抹徒
。

石基下是夯土层
,

此

层下部四周
,

为平铺的青搏十层
,

底也用青

搏端成
。

中部自上而下
,

距离 地表豹 45 厘

米的地方
,

出现东西向青石石板三层
。

上层

一块
, 中层两块

,

下层石板三块
,

这三层石

板
,

上面的正好盖住下面的纵键
,

用三合土

严密封固
,

盖住下面的坑子
。

在这夯土层中

出土有宋代的陶瓷片
。

在深 .3 奴一 .4 邓米的地方
,

是
“

地宫
”

建

筑
。

它东西长 9 7
,

南北竟 8 6
,

深 8 0 厘米
,

由十九层长 加
,

竟 14
,

厚 3
.

5 厘米的青傅平

铺构成 (图四 )
,

底铺石板
。

地宫内
,

放一长方形大石面
,

作东西向
,

面盖上复
“

渭州甘露寺重痊舍利塔祀
”

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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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甘露寺铁塔塔基地宫平
、

剖面图

顶上散置 40 枚铜钱
,

面盖上也有一些翎线
。

大石两 四周还有空隙
,

在南北两面放遭着一

些唐代的石刻
,

南面中简是李德裕重痊祖众

寺舍利的手祝石刻一方 , 其东
,

是韶建塔的

石刻一合 ; 其西
,

是较小的石刻一对 , 北面

靠东
,

是另一对较小的石刻 , 靠西
,

是李德

裕重座神众寺舍利时所用的石函盖子一个
。

把大石函吊出
,

坑底显出酮钱豹 9 00 枚
、

建铁器 6 件
、

翎渣 1 块
、

琉璃珠 3 颗和玉穿

1件
。

大石面盖内有宋人刻字
,

石函 口沿上粘

着儿枚铜烧
。

面内用哪锈撰 包着 小石 函两

个
,

叙面
、

跟盒两个
,

漆盒一个
,
还有静多

灵骨和 4 00 枚左右的铜场
。

西面一个小石两

内有叙椰和金棺
,

是痊祖众寺舍利的 , 东面

一个小石面内有叙榔
、

金棺和小金棺
,

是座

长千寺舍利的
。

在这个石函的东面
,

是一个

漆盒
,

内盛木轴和银牌
。

漆盒值上北面
,

是一

件园银盒
,

内盛木西
、

琉璃瓶
、

舍利
、

灵骨等
。

更北是长方叙函一件
,

内盛舍利
。

、̀.ró丫`

二
、

出土丈物

图三 甘露寺铁塔石基平面图

发掘出土的遣物
,

包括石
、

玉
、

骨
、

金
、

叙
、

铜
、

铁
、

陶
、

瓷
、

琉璃
、

木
、

漆
、

袄
、

释十

四类
,

共编 76 号
,

2 6 76 件
,

兹分 远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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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石刻

1
.

李德裕重瘫长千寺阿育王塔舍利韶

一合
。

质料青石
,

长竟均 19
,

厚 4 厘米
。

在

石的中央有 10
.

6 厘米兄方
, .0 3 厘米 高 的部

分突出来
,

刻楷书 6行
。

盖上俊刻人首扁身翘陵缓伽图案
,

大部

分建拗
,

盔顶倾斜部分和边沿侧面刻花叶图

案
。

盖阴刻楷书 6 行 (图五 )
。

2
.

长方形石刻 两对
,

青石
。

第一对石

刻
,

其一长 1 5 ,

宽 11
,

厚 .3 6 厘米
,

一面漫刻

人首扁身双手持物的翅陵频伽和花叶图案
,

一面刻楷书 6 行 ; 其二长 18 .6
,

竟 14 忍
,

厚

3 .9 厘米
,

一面刻双手持盘作供养状的 题陵

须伽和花叶图案
,

另一面样头状
,

声刻楷书

6 行 (图七
,
旦 )

。

第二对石刻
,
其一形状大

小同于上项第一石
,

一面刻双手持物的翅陵

频伽和花叶图案
,

另一面楷书 5 行 ; 其二
,

大小形状同上琪第二石
,

一面刻双手持笙的

翅陵叛伽和花叶图案
,
一面刻楷书 6 行 (图

七
,

1 )
。

这两对石刻无瀚就形状和内容看
,

既不完整
,

又不速贯
,

估针当有缺失
。

3
.

李德裕重痰祖众寺舍利题韶石刻 青

石
。

邱 厘米显方
,

厚 10 厘米
。

刻楷书 14 行
,

共 1 71 字 (图一 O
,

参看附录一 )
。

4
.

祥众寺舍利石函盖 青石
。

长 31
,

竞

邓
,

厚 6 厘米
。

盖琪漫剥凤凰一对
,

简以花

叶
,

边坡及四周侧刻花叶图案
。

盖阴刻楷书

7 行 (图九 )
。

6
.

调州甘露寺重痊舍利塔祀 青石
。

长

8 8
,

竟 6 6
,

厚 1 0 厘米
。

刻楷书邪行
,

行 8 0

字 (图八
,

参看附录二 )
。

6
.

大石函 为一整块的青石凿成
,

速盖

长 89
,

冤 61
.

5 ,

高 60
.

2 厘米
。

无花文装饰
。

函盖作盔顶状
,

厚 16 厘米
。

盖阴竖刻楷书 8

行
,
共 场 8字 (图一一

,

左
、

一三 )
。

7
.

长千寺舍利石函 在大石函之内
,

作

南北向
,

青石凿成
。

函身长 31 .4
,

外 口竟 2 1 .9,

高 拐
.

7厘米
,

两端各刻双狮云气
,

两侧各刻

龙凤云气 (图版伍
,

7
、

8 , 图六
、

一二 )
。

函

盖长 3 .1 4
,

竟 姐
.

8 ,

高 .9 1 厘米
。

盖面隆起
,







图一三 大石雨纵横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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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各刻两个高髻的翅陵组伽
,

前者两臂伸

强
,
后者双手合捧果盘

。

棺盖刻飞鹤 ( 图版

肆
, 1一 3 , 图一九 )

。

2
.

长千寺舍利小金棺 原在长千寺舍利

金棺中
。

盖长 久 9
,

底长 2
,

底竟 .0 7
,

头 高

1 厘米
。

钝金
,

重 .0 17 两
。

朴 素 无 文
,
腰

身有封袄握住
,

内盛舍利 n 粒
。

3
.

神众寺舍利金棺 原在神众寺舍利叙

娜之中
。

盖长 .7 9 ,

底座长 .6 8
,

底座头竟

.3 9 ,

座尾竟 .3 2
,

头部通高 .4 9 ,

尾高 .4 4 厘

米
。

棘金
,

重 .6 2 两
。

有封条袄握腰
。

棺头下

部刻阴扉
,

阴的上部刻直袋校如栅栏状
。

棺

尾刻双雁
。

棺两侧各刻双头翅陇须伽
,

前者

双手持花果盘
,

后者合掌
。

须弥座上下朽刻

水波文
,

下臭刻斜迥文
,

束腰和上臭刻伞朵花

救正倒相简的图案
。

棺盖刻飞鹤 (图版肆
,

8
、

价 图一七
、

二一 )
。

(三 ) 眼器

1
.

长千寺舍利银娜 在长千寺舍利石函

内 ,
头朝北

。

盖长 11
.

6 ,

底长 .9 6
,

底头竟

.4 3
,

尾竟 3
,

头高 .4 9 ,

尾高 .3 9 厘米
。

林银
,

重 .6 肚 两
。

榔头下部中简刻阴屏
,

上面为栅

栏
,
其上双袋界内刻卷草

,

在中简会合上托

慧日 (智珠 )一颗
。

梆尾刻如意十朵
。

两侧各

刻双首也陵须伽像一身
,

高髻
,

四翅
,

手持花

盘 ; 榔顶为飞天两个
,

高髻
,

裸上身
,

下着

长裙
,

手持花盘或果盘
。

其前端
,

有如意宝

珠
,

其四周
,

有流云和花朵 (图版肆
,

4一 6 ,

图一八
、

二二 )
。

2
.

银人像 与小金棺同置于长千寺舍利

金棺之中
。

重 .0 14 两
。

作举左手蹬左足状
,

最长处 又 3 厘米 (图二七
,

左 )
。

3
.

神众寺舍利银娜 在神众寺舍利石函

中
,

头朝南
。

底长 .9 7 ,

底宽 8 ,

通高 1又 4 厘

米
。

重 11 .G 两
。

底系嵌上的
,

出土时脱落
。

椰头刻阴屏
,

有阴环一对
,

突出于平面外
,

上挂一其正的银絮
,

与虎丘云岩寺塔出土握

箱上的絮相同① ,

傲及钥匙还可以取下来 (图

版伍
,

2 ) ;梆后刻飞雁一对
,

两侧各刻题陇

频伽一身
,

一个双手合掌
,

另一个双手持花

盘作供养状 (图版伍
, 3 )

。

梆下为须弥座
。

娜

值刻
-

引鹅一对
,

盖边也刻有花校 (图一五
、

二

四 )
。

4
.

银函 长 10 .9 ,

宽 8 ,

高 10 厘米
。

重

.4 88 两 (不带盖 )
。

正面刻释翅 坐像 (图 版

伍
,

6 )
,

两侧刻仕女月
一

「焚香图
,

后面刻文

字 10 行
,

共 86 字 (图版伍
, 6 )

。

两盖刻二

龙攫珠
。

盖阴墨笔楷书 3 行 14 字为
: “

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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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水L元丰元年四月七 日韶
” ,

在出土时墨述

貌新 (图版伍
,

4 ,图一六
、

二三 )
。

5
.

眼盒
. .

圆形
,

直握 .6 8 ,
速盖高 .5 6厘

米
。

重 .1 61 两
。

朴素无文 (图版肆
, 7 ; 图二五 )

。

6
.

眼牌 双层中空
,

长 5石
,

宽 .4 2 ,

厚

.0 7 厘米
。

正面双往匆刻
“

佛
”

字
,

反面双挑

两刻
“

此丘惠不施
”

五字 (图二六 )
。

...........
...........

芥子
。

(六 ) 灵骨

共有 的 2 箱
。

唐代塞下的分三处
,

长干

寺舍利簇梆内 1 15 颗 ; 祖众寺舍利眼梆内 68

颗
,

金棺内 34 顺
,

均甚干澡
。

宋代瘫下的分

两处
:

圆娘盒内 1 56 颗
,

大石函内
’

t49 颗
,

后者比较潮湿
。

(七 ) 琉瑞

1
.

琉瑞瓶 圆形
,

鼓腹
,

高又 1厘米
,

极

薄极袒 (图二七
,

右 )
。

魁」夕 )
舀
加

图二五 旗盒剖面图 崔纂0

图二六 旗牌正
、

反面刻文拓本

(四 ) 封纸

存两条
,

一长 2
.

5
,

宽 .1 3 厘米
,

较厚
,

橙

黄色
,

其上墨书
“

口封
”

两字
,

是封小金棺用

的 , 一长 .8 5 ,

宽 .1 5 厘米
,

较薄
,

灰色
,

其

上也有
“

口封
”

两字
,

是封祖众寺舍利金棺用

的
。

两概均曹葫续江市大东造概厂技术科鉴

定
,

在显徽级下作 1 00 倍及的 0 倍观察
,

原

料单挽
,

都是桑皮徽稚
,

认为袄强的质量很

好
, 当是宋代的桑皮概

。

(五 ) 舍利

共有 7 73 粒
。

唐代痊下的舒两处
,

长干

寺舍利小金棺内 11 粒和称众寺舍利金棺内

1 6 6 粒
,

都是透明或牢透明的颗粒
,

无色的或

白色的多
,

栩如芥子
。

宋代续下的能三处
,

眼两内多7
饥附在一大块化石状物之上 , 眼

圆盒内 1 7 0救
,

另有 7粒作矿石状
,

释如孔

雀石 (图版伍
, 9 ) ; 木面内 8移怒 均翻如

图二七 左
:
旗人像正

、

背面

右
:

琉玻瓶

2
.

琉璃珠 无色透明
,

褪 .1 2一 七5 厘米

不等
,

中有穿孔
,

当系念珠
。

(八 ) 漆盒

木胎
,

墨内朱外
,

长肠 .5
,

宽 1又 4 ,

高

10
.

3 厘米
。

原在大石函内最东面
,

作南北向
,

有儿层薄栩包裹
,

上用墨笔画着花叶
,

在盒

顶作收缩打桔的形状
,

大都粘附在盒上
,

不

能取下
。

(九 ) 木器

1
.

木轴 长邓
,

征 1 厘米
。

两端用银皮

包筋
,

质料不易辨认
,

因潮湿而外表腐朽
,

是佛艇 ( 或佛像 ) 的内轴
,

握 ( 或像 ) 已超

不存在了
,

原来还用捐
、

锡制作的粗袱包裹
,

这种释撤品的连片还留存在漆盒中
,

大片的

捐紧贴在漆盒的内壁上
,

不能取下
。

乳 木两 长 5 ,

竟久 7
,

高 .3 2厘米 ,:楠木质

料
。

外璧薄漆
。

多 已刹脱
,

出土时散成数片
。

(一O ) 棘最品

1
.

包袜众寺叙娜的拣橄物 1 块
,

建长

.8 6
,

竟 .6 5 ,

厚 .0 4 厘米
。

朝外一面相 当 腐

坏
,

不易看出其桔构情况
,

其下露出好几层
,

似为罗
,

另一面为好儿层的毅子粗袱
,

朴素

无花
,

桔构栩密
。

它建留在梆顶上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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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包漆盒的棘掇品及盒内包握的趣袱

出土情况 已于漆盒条中述明
。

在盒身上画墨

花的栩上
,

有数处附有袱佛趁片
。

3
.

包银圆盒的棘禄物 一在盒下
,

质料

是罗
,

折叠为六层以上
,

长 10
.

5 ,

竟 .9 6 厘

米 (没有展开 )
,

_

L面留着很清晰的圆盒盒底

的印痕
。

另一块在其上
,

也是折叠为六层以

上的一块罗
。

其中夹有平布粗掇
,

但为斜交

的栋掇物
,

上面也留着圆盒的印痕
。

4
.

剪成菱形的罗 木函 内有剪碎成菱形

的罗 6 8 块
,

每块长的 .1 1 ,

竟 1 厘米
。

其中

一部分用墨笔画着单袋花叶
。

6
.

棘撤包璞 在大石函内
,

包裹两小石

函
,

两银盒
,

一漆盒的棘播包璞
,

珑破为 50

块以上
,

情况比较复杂
,

砚举以下几个片段

为例
:
第` 段

,

若干层粘在一起
,

很零碎
,

似为艘 , 第二段
,

栩片
,

密度各有不同
,

在

一平方厘米内
,

有艇 39
、

释 19 的
,

有握 5 6
、

释 15 的
,

有粗 4 6
、

释 1 6的 ; 第三段
,

是这

个包楼打桔的地方
,

在两小石函的上面靠东
,

是单楠的一种撤物
,

平掇 (平布粗徐 )
,

但耗

掉核斜交
,

上有墨字
,

已不能辨藏
,

桔子是

多层的
,

长 .9 2 厘米 ; 第四段
,

一面 为锦
,

另一面附有擞推长而齐的拣棉
,

面积大的长

11
,

竟 .8 5 厘米 ; 第五段
,

两面为锦
,

中 简

夹一层棘锦
,

一片上有墨写 的字
,

可 藏 出
“

佛
” 、 “

尽
” 、 “

藉
”

三字
,

另一片可藏出
“

一
” 、

“

彼
”

两字 ; 第六段
,

一面为佛
,

中夹棘貌
,

另

一面为翻
,

边用针健成 ;第七段
,

反面为捐
,

正

面为哪
,

栩在边上翻过来 .1 1 厘米竟
,

趋在正

面上
,

中简穿过一根或两根棘绳
,

律矫很粗 ;

第八段
,

长 .7 1
,

宽 7 厘米
,

反面为捐
,

中简为

斜文粗艘
,

正面为好儿层的罗
,
其上有小朵

矫花
。

以上这些断片如何成一整体
,

现在已

不清楚
。

掇锦上的花枚图案内容和原来的颜

色也均不清楚了
。

至于其时代
,

我俩认为应

是北宋熙宁年简到元丰元年的产品
。

因为第

一
,

唐代所瘫哪锈撰
,

在地下握过二百四十

年
,

在北宋出土时已腐烂 , 且熙宁二年出土
,

元丰元年再痊
,

中简隔了九年
,

还用原有的

娜模葬下去
,

是不大可能的 ; 第二
,

据李德

裕手甜
,

长干寺舍利是用哪矫横
“

十重
”

葬下
,

禅众寺舍利是用
“
九重

”

葬下去的
,

照两小石

函宋人题靛
,

一起变成了
“

十重
” ,

可早都是

宋人所施的
。

(

—
) 玉器

玉穿 1 件
。

攫 .1 6
,

长么 6厘米
。

两端不
,

两头大
,

中简小
,

中有穿孔
,

橙黄色
,

似为

念珠串中的一件
。

(一二 ) 铜钱

共箭 1 1 1 5 枚
。

有汉
“

半两
”

3 枚
、 “

货泉
”

2 枚
、

隋
“

五殊
”

7 枚
、

唐
“
开元通宝

”

熟 7枚
、

“

乾元重宝
” 3 枚

、

南唐
“

唐国通宝
”

2 枚
,

其

余均北宋的魏
,

针有
“

朱元通宝
”

9 枚
、 “

太平

通宝
”

67 枚
、 “

撑化元宝
”

皿 枚
、 “

至道元宝
”
旦8

枚
、 “

咸平元宝
”

43 枚
、 “

景德元宝
”

3 7枚
、 “

祥

符通宝
”

肠 枚
、 “

天祷通宝
”

54 枚
、 “

天圣元宝
”

矶枚
、 “
明道元宝

”
6 枚

、 “

景茄元宝
”

幼 枚
、

“

皇宋通宝
”

1 9 5枚
、 “

至和元宝
”

姐枚
、 “

嘉就通

宝
” 4 3 枚

、 “

治平元宝
”

10 枚
、 “

熙宁元宝
”

曲

枚
。

其它不能辨别的幼 90 枚
。

此外
,

在旗土和搏层中
,

还出土有宋代

瓷片
、

陶片
,

鹰铁器等共 14 件
,

又有明代
“

泰

昌通宝
” 1枚

、

清代的
“

顺治通宝
” 1 枚和

“

乾

隆通宝
”

3 枚
,

清代铁弥 丸 4 件
。

三
、

结蓄

这次出土的实物
,

澄清 了铁塔本身的历

史
。

首先
,

我俩知道了李德裕建的是
“

石塔
” ,

翘过情形是长庆四年 ( 8 24 年 ) 十一月十九 日

由长干寺分过一部分舍利来
,

于长庆五年正

月初 四 日建石塔瘫下
,

太和三年 (8 2 9 年 )正

月二十四 日稗众寺又出土舍利
,

在二月十五

日也葬到塔
一

「来
。

认为铁塔为唐李德裕建
,

是不对的
。

李德裕建石塔
,

在当时是地方上一

件大事
,

从石刻文字中看
,

有一大批官吏参

与了这件事情
,

其中如秘书监
、

太子左右赞

善大夫
、

杭州司揭
、

左右威卫嗬曹参策
、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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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侍御史
、

太子詹事
、

掖庭局合
、

监察御史
、

校书郎等
,

从从三品到正九品
,

文武职都确
.

,

虽然多是兼职或榆校
,

都是重要的官具
,

另外

还有一部分寺僧参加
。

这些人中
,

刘三复的名

字只于《旧唐书
·

李德裕傅 》 ,

杜牧和刘禹踢

都和他有文字交往
。

以后石塔大钓在乾符年

简倒掉
。

至北宋熙宁二年 ( 1 0 6 9年 ) 于其地大

兴土木时
,

挖出李德裕所葬遣物
,

由焦翼出魏

2加 万鸽造铁塔
,

熙宁九年五月开工
,

元丰

元年 ( 1 0 7 8 年 ) 四月完成
,

重痊这批唐代遣

物
,
但又加入了一批宋代的东西

,

可见过去

日人关野真
、

村田治郎等认为甘露寺铁塔建

于北宋初年的推侧是不正确的②
。

北宋这次

建塔
,

也应有不少军政僧民等参加
,

可惜韶

载较少
,

境在只知王安礼为叙函题了字
。

王

安礼是王安石弟
,

《宋史》卷部 7 有傅
,

他当时

在消州太守任上
。

撰写碑起的是浮玉的和尚

务周
,

浮玉是当时金山和焦 山的名字
。

免存

铁塔第三层
,

有一面撼有如下一些带职位名

称的僧人
。

境在鹰留在老君殿侧的四
、

五两毅塔身
,

大

豹是明代薄造
,

第四层从腰简折去一半
,

_

L

有两处不完整的路文为
:

“

中 宪 大 大 直

本 政 大 因

承 道 四

承 直 屡

文 林 画

儒 学 教 图

本 委 口
”

“

大圃坊信士史玫妻倪氏

男史证妻高氏

孙史圈善妻吴氏史

海泽会王
”

“

勾当塔主僧

知客僧

藏主僧

首座僧

l江岁僧

典座僧

稚那僧

监院僧

住持傅法沙阴

守严

洪永

应荣

口守

守口

口中

惠平

口口

应夫

其中有三人的名字
,

晃于出土的遣物文字中
:

一是守严
,

他的职务是看守铁塔 , 一是惠平
,

他的职务是管理寺中事务的 ; 一是应夫
,

是

当时甘露寺的主管和简
。

原来的铁塔是
“
九般

” ,

以后
,

据《丹徒县

志》
、

《康熙懊江府志》起载
,

万历十一年
“

塔颓

海哺
” ,

由
“

僧性成
、

功琪重建
”

这次重建可

能减少了两层
,

所以清初据高从龙幕精而刻

出的甘露寺图
,

嘉庆
、

道光年简
,

京江画派

画家强夕庵和周摘画的册夏
,

铁塔都似七层
。

“

中宪大夫
” 、 “

奉政大夫
” 、

承直郎
” 、 “

J趁林郎
”

都是明代的官职③
。 “

大圃坊
” ,

划是当时丹徒

二十二个坊之一④
。

这次发掘
,

还证明鸦片战事时期
,

英国

侵略者盗劫铁塔下的宝物的企图
,

是改有实

砚的⑤
。

这次出土的石刻
,

凡是唐代的
,

都以繁

褥的花救图案装前
,

反之
,

宋代石刻都是朴

素无文的
。

这些唐代石刻上的花叶
、

卷草装

饰
,

和在西安唐代大明宫含元殿遣址发现的

八梭青石柱上的花叶雕刻十分相似⑤
,

唐代

石刻文字都是李德裕所写
,

尤其以重座祖众

寺舍利题甜写剥得最为杰出
,

在刀抉上
,

把每

个字笔划的肥栩
,

棘折
,

锋芒
,

波碟和桔构

表免得完美无缺
。

铁塔塔基出土的这批金银器
,

原料可能

来 自摄州⑦或淮南
,

李德裕奏银妆具状淤
:

“

范今差人于淮南收买
,

旋到旋造
”

印
,

这是

长庆四年唐敬宗时的事
,

与李德裕施金棺叙

梆重瘫长干寺舍利正是同年
。

铁塔出土金撤

器
,

应是集中当时地方上金工的最高技艺作

成的
,

其制造和雕刻均极精美
,

甜得土是唐

代金眼器中的艺术珍品
。

最后再提一下应夫这个人
,

他 卜持甘露

寺达十四年之久
,

早年得法于越州天衣寺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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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怀。 ,

是月于祖宗系兢的云阴宗的
。

执笔者 郑金星 刘受农

摄荣春 梁白泉

注 裸

① 苏州文物管理委具会
: 《苏州虎丘塔 出土

文物 》
,

文物出版社 1958 年
。

② 关野真
: 《支那 。 建筑 七艺术 》 634 页 , 村

田治郎
: 《支那 。 佛塔》 140 真

。

③ 《明史》卷 72 职官志一
。

④ 《康熙旗江府志》卷 1坊市条
。

⑤ 《北固山志》卷 7 ,

述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事

靓
: “

二十二日英提督往江宁
,

所留 兵 目

日捉数千人拉甘露寺铁塔
,

历久不动
,

乃

止
, , 。

⑥ 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 究所
: 《唐长安大明

官》 , 3 Q
、

3 1 真 ; 图版伍拾
, 1 ,

科学出

版社 195 9 年
。

⑦ 《旧唐书》 卷 174 《李德裕傅》 “

金跟不出当

州
,

替须外处迥市
” , 《新唐书》卷 4 1《地理

志》靛揭州
“

土贡金跟炯器
” 。

⑧ 《 旧唐书
·

李德裕傅》 ,

又兑《李卫公别集》

卷 5
。

⑨ 《嘉定旗江志》卷 200

附录一 李德裕重座禅众寺舍利题祀录文

有唐大和三年己酉岁正月二十四 日」 乙巳
,

放上元县 禅

众寺旧塔荃下获」 舍利石面
,

以其年二月十五日乙亚」

重瘫藏胶丹徒县甘解寺东塔下
,

金」 棺一
,

叙梆 一
,

锦

拐撰九盆
:

曾余之施 J 也
。

余长庆壬寅岁
,

J 穆宗皇帝

翻自宪台
,

康放潭国
,

星霜」 乃透念
,

祖事 三朝
,

永怀

旧恩
,

残」 齿难报
。

创甘露宝刹
,

重也 舍利
,

所」 以

资」 穆皇之冥福也
。

浙江西道观察等使」 级青光碌大夫

娘佼扎部荀书兼润」 州朝史御史大夫李德裕能
. 」 长 千

寺 舍利在东函 ; 碑众寺 舍利在西函
。 」

附录二 消州甘露寺重座舍利塔靓录文

滔州甘露寺履建舍利塔靓 J 住浮玉沙尸,务周撰 J 唐大和

己酉岁
,

永相卫国李公持节是邦
,

得长千
、

禅众二寺旧塔

基下所藏舍 J 利
,

各以金棺叙梆重塞藏于北固 山甘礴寺

之东偏而塔焉
。

厥后星霜展变
,

世」 代陵迟
,

塔 既盘

摧
,

事亦晚昧
。

寺僧垦放是地
,

以为至卑至陋汗裹之所
。

方 」 今天子即位之二年
,

在熙宁之己酉岁
,

大新法度
,

兴

祟寺宇
,

天下之人
,

莫不乡」 夙而跃奉
。

寺之主者
,

欲

去故弊
,

强大其居
,

眷其地势之高隆
,

不能安 壮厥事
,

途」 用工去其土而平之
。

基将成
,

迅夙殊雨
,

一夕暴作
,

其基复从而预把
,

救募夫力
, 」相与扭管

。

一日
,

忽有数金

出于地
,

夫力利其金
,

不针其工多少而取之
,

其地愈」

下而其金愈多
,

几至寻丈
,

果觅石函一所
,

既惊且疑 ! 盈

具佛事
,

集徒众
,

焚香而」 启之
,

酒觅卫公所藏之 舍利

与其亲笔志文
,

集然如新
。

其舍利色璧质 明
,

香气」 芬

馥
,

祥光发现
,

晃放朝日
,

乃知是律图之故址也
。

南徐古为

形胜之地
,

夙俗醇」 厚
,

率多善人
,

阴是胜 徐
,

悉 来 软

跪
。

焦君翼者
,

胃力既厚
,

善心尤篇
。

悟身 不实
,

犹 J

若潭混
,

庆此难遭
,

如龟值木
。

盈乃攘良匠
,

冶黑金
,

为

浮图夕日汲
,

即其故址而藏 J 焉
。

起胶丙辰之仲 夏
,

成 于

戊午之孟夏
,

其所费之资二百余万
。

浮图成
,

远 近 之 J

人
,

咨曦喊叹 空稽首而圃蕊
。

且夫佛出放堪忍界内
,

普修

般僧正劫中
,

泥道放拘」 尸那城
,

圈雄放双林之 下
。

其

有员牙舍利
,

退饰戛放无穷
,

或随心所求
,

感物而现
。」 资

生变化
,

应放有徐
。

今卫公之所藏
,

岂非感应资生者乎?

此省以不可思藏之」 力之所燕修
,

管见艘阴
,

安敢拟歌放

其简哉? 自唐抵宋
,

甲子四周
,

玻而复兴
,

秽」而又净
,

一

出一人
,

若合符节
。

观其世数之推移
,

陵谷之迁变
,

高下

之相脊
,

隆显」 之相代
,

此盖在其形器者之冥 数也 , 放

其无生慈忍之力
,

又何少捐哉? 教中所 J 言胃指爪画像
,

童

子聚沙
,

昔能成佛
,

世人多以为不然
,

予尝歌之日
:
信心

发放一」 念
,

善种根放想耶
,

积劫不忘
,

遇徐斯社
,

证成

无漏
,

班又何疑? 今焦君之所信尚
,

J 成就大操
,

又岂聚

沙画像之可比也? 喊里而今而后
,

又不知几千百年
,

其简

或魔 J 或兴
,

器何有徐
,

乘是服力而相会遇
,

予固 不得

而知也
。

戳祀其塔成所藏之岁 J 月云耳
。

时元嫂元年 四

月入日靓
。

女弟子吕氏四娘舍级五百贯省入徐
. 」

发麒文」 大宋熙宁十年岁在丁已八月戊节才朔丙申日
,

丹徒

焦龚施技二百万
,

范黑金」 为俘图九极
,

重瘫藏 旧 塔基

下舍利般北固山甘露寺之东偏
,

汗图成
,

戳焚香」 倩首

而发麒言
:

觉皇乘是悲智全
,

以一大事为因徐
。

誓生忍

土拯沉棉
, 」导以妙注为敷宜

。

遗其毅利扁无边
,

建兹攀堵

山之成
。

香夙宝裸来入天
,

一姑」 一札堵擎攀
.

同登解

脱无后先
,

法城出入何穷年
。

南徐刘照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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