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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 of Buddhist icons in ancient India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early to mid-1st 

century, with the Seated Buddha stone relief from Katra and Buddhist images found in 
Butkara I in the Swat Valley. The earliest Buddhist depictions are likely found in illustrated 
stories of Buddhist legends, including The Four Heavenly Kings Offer Alms, Śakra’s 
interview, The King and the Buddha found in Mathura; The Prince Decides to Become a 
Monk and The Brahma’s Request found in Butkara. The compositions of these illustrations 
show influences from carvings found in Bharhut and Sanchi that date back to 1st to 2nd 
century BCE. The gestures and inscriptions observed show that the images of Shakyamuni 
and Amitabha reference the extensive history of anthropomorphic deities, such as the yakshas, 
found in the traditions practiced in central India.   
 
Keywords: Origin of Buddhist images in India, Bharhut, Sanchi, Mathura, Butkar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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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其在貴霜王朝交流〉，《敦煌研究》，1期（2010），頁 32-38。 

2 晁華山，《佛陀之光——印度與中亞佛教勝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27-28。富歇（A. Foucher）
根據巴爾胡特石刻欄楯銘文，將其年代劃定在西元前 180至西元前二世紀晚期。阿‧富歇著，王平先、
魏文捷譯，《佛教藝術的早期階段》（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頁 28-29。馬歇爾（John Marshall）
根據該佛塔東門一根側柱上雕刻銘文，內容是在巽伽王朝時期，將原有的木門更換為石質門柱，他據

此將其年代推定為西元前二世紀中期。見約翰 馬歇爾著，許建英譯，《犍陀羅佛教藝術》（新疆：新

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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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今欲詣贍部洲。』答言。『我去。』白言：『為作神通？為以足步？』答言：『足步。』帝釋即命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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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兩側護送。見秣菟羅博物館展品（未見編號）。另外，犍陀羅二至三世紀的「三道寶階降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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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魏魏關關中中地地區區佛佛教教造造像像風風格格的的多多元元化化 
 

常常青青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特聘教授 

  
摘摘要要 

與別的地區北魏佛教藝術不同，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佛教造像風格傾向於多元

化，既有在平城與洛陽影響下形成的北魏中央模式風格，也有關中一帶的多種地方風格。

北朝陝西的地方造像風格主要表現為一種以密集衣紋為特徵的造像（佛、道造像均有），

流行時間約為六世紀上半葉，即北魏晚期至西魏。這種風格應該是在關中地區形成的，

並且直接影響到了陝西北部地方一些石窟與單體造像的制作，並將這種風格推廣到了陝

北、隴東與寧夏南部地區，流行的時間為六世紀上半葉，並沒有形成影響北方各地的統

一的時代風貌。作者對這種地方風格造像的形成、傳播、淵源、民族歸屬作了探討。陝

西北魏晚期造像風格的多元化，說明了地方佛教信眾對多種雕刻風格的自由選擇。而地

方風格正可以適應地方民眾對雕塑藝術的欣賞口味。 
 

關關鍵鍵詞詞：：關關中中佛佛教教藝藝術術、、佛佛教教造造像像、、北北魏魏、、民民間間造造像像、、石石窟窟寺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