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旦博物館捐贈佛光山道場的地宮文物 
◆ 陳清香 
位於台北市健康路的震旦藝術博物館自九十四年六月四日起，盛大舉辦一項名曰

「地宮出土文物」的展覽，主要展品是該館二十多年來所蒐集典藏的地宮文物，

包括石棺、金棺、銀棺、小金銅佛像、小護法神像、善業泥佛像、舍利函、舍利

瓶（圖一）、各式供具等，連同相關文物計展出一百二十五組件珍寶。 
這項展覽在台北展至九月三日止，隨後將此批珍貴文物悉數捐贈予即將動工的高

雄佛光山佛陀紀念館，這是震旦藝術博物館董事長陳永泰先生與夫人陳白玉葉女

士，繼前年將葉王交阯陶贈還台南學甲慈濟宮之後，所作另一項數量更多、價值

更高的佛教文物捐贈義舉。當台北的展期結束之後，地宮文物將運到高雄，繼續

盛大展出。 
雖然這批文物尚未正式移交到佛光山道場手中，但捐贈儀式卻提前於七月十五日

舉行，陳永泰董事長在儀式中致詞道： 
「二十年前，內人接觸到舍利瓶後，就很注意佛教聖物。當她知道這些古代的佛

教聖物，常常被當作一般的古董買賣或收藏時，心裡就覺得很難過，因為她認為

這些佛教聖物，都是古代的佛教徒發心發願，投入大量人力物力才完成的。每一

件器物的背後，都具有非常的供養精神，所以她就立願要盡自己的所能，來收集

佛教聖物，並在適當的時機捐贈給適當的單位。 
「雖然每一件地宮文物都是我們的最愛，但是我們認為這些地宮珍寶都是古代佛

教徒弘法的見證，彌足珍貴。據說家裡供奉一件佛教聖物，對全家安康都有助益，

但是我們一件都不留，全部都奉獻出來，讓佛教團體來弘揚佛法給更多的人，讓

更多的人能夠受惠。希望能夠為佛法精神的傳遞，貢獻一分心力。」 
這是何等的布施和供養，令人由衷的景仰與讚嘆﹗ 
所謂地宮，是指佛塔地基底下，放置舍利棺的場所，震旦此次所展地宮文物，有

來自唐宋遼各朝各地的地宮，其出土文物中，如石棺、金棺、銀棺等，其造型仿

人間棺木形制，但縮小尺度，而外表卻飾以精美的文樣，小金銅佛像、小護法神

像與善業泥佛像，體積雖小，卻具體而微的表現了不同時代的造像風格。 
善業泥是以陶土與高僧的骨灰，模印壓製而成，封面所示的這件善業泥佛，高僅

十八公分，正中為右手作觸地印的釋迦牟尼佛，坐在盛開的蓮花座上，頂上有華

蓋，左手作禪定印。兩旁為身作三折扭的脅侍菩薩，光背頂上浮刻著七尊或禪定

印或觸地印的坐姿化佛，總計十尊佛菩薩像，均表現了盛唐的典型風格。泥佛背

後題記曰：「大唐善業泥，壓得真如妙色身。」 
封底所示為遼代的銀鎏金舍利棺，是以鏨刻技法製作，分為棺蓋、棺體、棺座三

部分。棺蓋飾纏枝捲草文，如意型簷楣，棺體飾龍文，棺座上部四周有迴廊圍繞，

基座為鏤空蓮瓣文。整體看來，十分精緻豪華。 
至於舍利函及各式供具，其形式有舍利瓶、舍利、碗、缽、香爐、有柄香爐、燻

香器、燭台、水瓶等，從這些不同的供具式樣，可以推測當時供奉儀式的大要。 
依《華嚴經》第三十九品〈入法界品〉所載，普賢菩薩發十大行願：一者禮敬諸



佛，二者稱讚如來，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六者請轉法

輪，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回向。其中第三行

願便是供養，而供奉是供養的形式表現之一。供養在佛經之中，有所謂財供養、

法供養、外供養、行供養、理供養等之不同。其中財供養是指將錢財拿出來布施

予人，法供養是指將佛法說出來，使人聽講領悟，承受法益，從而依法修行。 
諸經對於財供養的說法不一，如《法華經》： 
若復有人受持讀誦解說書寫《妙法蓮華經》，乃至一偈，於此經典，敬事如佛，

種種供養：華、香、瓔珞、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旛、衣服、伎樂、乃至合

掌恭敬。 
此提出了十種供養的內容，分別是花供、四種香供、瓔珞飾物、遮陽的繒蓋或幢

旛、衣服、伎樂、乃至合掌禮敬等。 
又如《華嚴經》： 
所謂華雲、曼雲、天音樂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

香、如是等雲，一一量如須彌山王；然種種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炷，

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為供養。 
此提出了華雲、傘蓋、種種香、燃燈等供養。 
又如《大毘盧遮那經》： 
「供養時，先當奉瑜伽水，次獻塗香，次獻花、燒香、飲食，復獻燈明。」此提

出了水供、香供、飲食供、燈明供等。 
這些供養中，需要供具者，除了飲食供養之外，如花供、香供、燈供、水供等為

最普遍。以下討論此四大供具。 
首先以香供而言，在《法華經》的十供養中，有關香的供養，便包括了末香、塗

香、燒香。《華嚴經》亦提出四種香供養，也就是在身上抹香粉或塗香油，或將

香點燃以聞香味。這些香料都需要有容器，及點燃時的爐具，在地宮的出土物中，

有關燻香器及香爐造型多樣，如（圖二、三）金銅圓球形的燻香器，鏤空的造型，

花紋十分精緻華美。 
當佛教未入華以前，中國人使用燻香的習慣，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尤其是漢

代的貴族，使用燻香器，十分普遍，稱之為博山爐。圓形爐子之上，附有如山峰

形狀的蓋子，燒香時，香氣從山峰中的洞洞冒出來，造成氤氳盎然，恍若神仙的

境界。佛教最初入華時，供佛之具，也是使用博山爐。從早期金銅坐佛、石刻坐

佛造像下的須彌座，其前方的線刻博山供爐圖像便可知。 
推測當初禮佛供佛時，必有一些儀式，在香爐內點燃香料以燻之，是必要的動作

之一。儀式進行時，有時必須手持香爐，或跑香或邊走邊行禮，為了防止香爐燙

手，因此產生了有柄香爐的器皿。南北朝隋唐時期的柄香爐遺物隨處可見。地宮

出土文物中，不但有小型的比丘持柄香爐的金銅鑄像，而且有完整的柄香爐供具

（圖四），十分精巧。一九七○年洛陽龍門附近神會和尚墓的出土物中，便有一

件完整的柄香爐，文飾簡單，線條俐落，造型雅致，與此次的展品柄香爐形制十

分相同。 



展品中還有不少的碗缽，或陶製，或金銅，或玻璃器。器皿上沒有任何文飾，只

見到流利的造型，代表著僧侶簡單的修行生活。 
其次就燈供而言，燈燭是照明用具，供佛時除點香之外，也必點上燈燭，以表大

放光明。而照明用具，也是源遠流長的器皿，早在戰國時代，出土的明器中，燈

具五花八門，造型多具變化，且結合人物、動物的動態姿勢，充分展現出工藝製

作的技巧。此種器皿，可分油燈與燭台兩種，地宮出土物中，三彩釉燭台（圖五）

是盛唐遺物。銅製的燭台則比較特出，或一橫桿置四杯燭台（圖六），或只單一

的燭杯，但卻可調節高低上下，有其巧妙之處。從歷代的石窟壁畫中，也可看到

各式燭火照明，以為供養的畫面。 
其次，就水供而言，盛水的器皿，有水瓶、水壺等，是游牧民族行走沙漠最需要

者。因此盛水的水瓶，其式樣往往受到西域民族造型的影響，尤其是波斯薩珊王

朝之作風。南北朝至隋唐之際，墓室明器中，鳳首單耳瓶、龍首銜口瓶、高頸低

口瓶，舞樂人物、扁壺等等，表現了域外的風格。地宮出土物中，單把罐、雙把

罐、唐三彩文陶瓶、銀製鳥獸纏枝紋淨水瓶（圖七）等，均屬於水供的器皿，帶

著濃濃的異國色彩與西域風情，反映了東西交通暢通，東西文明大幅度交流的時

代。 
再就花供而言，以鮮花來表示禮敬諸佛或景仰的人，其習慣來自西域、印度，因

中國古代敬奉祖先或貴族賢者，並不用花，三代以下的祭禮，是以三牲、酒與其

他食物為主，佛教入華後，帶來了花供的文化，不但佛前有花，也有盛花的容器，

器皿也做成花的形狀，佛弟子比丘手中往往也持花，由直接舉花，演變為捧著花

器，上有插花，以表用花禮敬諸佛。而花器因之成為重要的供具之一。展品中的

柚形瓶、盤口瓶、淨水瓶等既是供水器，也可能是花器。 
地宮文物精品尚多，不一一贅述，謹祝福陳夫人白玉葉居士，早日恢復康泰，為

優婆夷實踐財布施樹立典範。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