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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
十四世纪  铜黑财神像

说明：黑财神是古印度财神（梵名库别拉）演化而来的。藏

语称“赞布绿那布”，意即黑财神。是藏传佛教五姓

财神之一，在唐卡中身肤呈青黑色，故称黑财神。此

像头戴五叶花冠，顶竖怒发，耳下垂圆环。项圈和钏

镯皆以蛇作装饰。右手当胸托嘎巴拉，左手置左胯抱

吐宝鼠，展左站立，脚踏手持宝珠的印度夜叉神，

此像被奉置在佛龛内，佛龛上镶嵌各种宝石，做工精

细，雍容华贵。黑财神主司失而复得的财富，修持黑

财神法，能消除逆缘、盗贼及病魔等障碍，或是因为

贪心所造成的厄运缠身，并为众生行者于诸受用财富

增长。

A BRONZE FIGURE OF BLACK JAMBHALA 
14th Century

H:11.7 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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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
十六世纪  铜鎏金绿度母像

说明：此尊绿度母头戴五叶花冠，面相方圆，神态恬静，耳

垂圆珰，垂及两肩。上身袒露，宽肩束腰，胸前饰有

璎珞，腰部系璎珞腰带，环腰部一周，手、臂、踝皆

饰钏环, 嵌绿松石珠为饰。下身着长裙，富有质感。左

手当胸施三宝印，右手置右膝结与愿印。呈游戏姿坐

于双层仰覆莲台之上，莲台上下各饰一圈连珠纹，整

体造像端庄祥和。

A GILT-BRONZE FIGURE OF GREEN-TARA
16th Century

H:8.5 cm

RMB 15,000-25,000

1303
十八世纪  铜鎏金无量寿佛像

说明：此无量寿佛造型精致，髻高耸，头顶似有一杵形装

饰，髮饰盘卷璎珞，精美细致。面庞圆润，眉目高

挑，嘴角微翘，饰花朵状耳珰。髮辫细长，披于肩

侧，尾端卷起，造型优雅。披帛绕左肩一周至腰间，

向下翻折，披帛上有阴刻直线，简洁别致。胸前饰项

链璎珞，手、臂、踝处都饰有精美的钏环。下身着长

裙，轻薄贴身，两腿间的裙褶自然铺于座面上双手结

禅定， 双腿结跏趺坐势，乃为无量寿佛之典型样制。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MITAYUS
18th Century

H:13.5 cm

RMB 30,000-40,000

1304
十八世纪  铜黄财神像

说明：黄财神在象雄文中称为“占巴拉”，藏文叫做“诺

拉”，翻译成汉文叫做“财神”。 藏名叫作“占巴

拉色波”或“藏色”，他的色肤是黄色，故称为黄财

神。黄财神的形象为上身袒露，下身着裙，右手持摩

尼宝，象征宝光普照十方，增添众生的福报；左手抱

一只大猫鼬（吐宝鼠），鼬的嘴里含着珠宝，象征财

宝。左脚踏一只白色海螺，象征着他能入海取宝。此

尊造像采用上等黄铜，头戴五叶冠，缯带飘拂，宽额

方颐，眉间微蹙，身着天衣绸裙，佩戴璎珞钏环，右

手持布拉嘎如意宝，左手握吐宝鼠，游戏坐姿，仰覆

莲座莲瓣宽扁舒展。

A BRONZE FIGURE OF YELLOW JAMBHALA 
18th Century

H:7 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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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十六世纪  铜鎏金文殊菩萨像

说明：文殊菩萨在佛教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汉

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有不同的法相，文殊

代表着智慧，是最高品级的菩萨。此尊头戴花

冠，发髻高束，缯带束于耳际。弯眉长目，眉

间白毫凸显，眼睑微垂，相容寂静。宝冠、耳

铛及璎珞钏环等装身具镶嵌松石，工艺精美。

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左右肩侧莲花分别奉置

「般若经」，代表智慧的思维，「智慧剑」，

象征以智慧剑斩烦恼结，这是文殊菩萨的标

识。双腿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之上，莲瓣刻画细

腻，饱满有力。本件造像整体造型端庄，细节

做工精细，品相完好。

A GILT-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16th Century

H:15.3 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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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
十六世纪  铜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据《佛经》讲述，悉达多“王太子”在29岁时，有感

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

出家修行。35岁时，在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创立

佛教，此后，一直在古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

带传教，尊称“释迦牟尼”。 此尊造像表现的就是

释迦牟尼悟道像，造像坐姿端庄，左手禅定印，右手

触地印，表示其降魔成道的形象。面容淡定安详，宽

额头，目光低垂，双耳硕大，顶髻螺发，神情静穆和

悦，展现出大彻大悟后的自在境界。手脚做工的写实

生动，莲座上下缘饰连珠纹，莲花瓣饱满，挺拔有

力，制作规整。整尊法相莹润光亮，线条简洁流畅，

风格古朴典雅，整体成正三角形，为16世纪西藏合金

铜造像的精品。

A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16th Century

H:14.7 cm

RMB 80,000-90,000

1307
十七世纪  铜鎏金释迦摩尼佛像

说明：此尊金色灿然。头饰肉髻螺发，螺发排列的整齐有

序。大耳垂肩，面庞圆润俊朗，神情沉静而慈祥。左

手施禅定印托钵，右手施触地印，佛陀肩宽腰圆、胸

脯厚实，四肢圆润，给人以健美壮硕之感。身着袒右

式百衲袈裟跏趺端坐于莲台上，身后头光、背光相连

呈镂空的葫芦形，铸刻宛转妙蔓的卷草花纹。莲台下

承方形束腰座榻，座榻前方有垂空搭覆，两边浮雕双

狮举座图案，象征佛法传播无所碍障。座榻后方刻有

天城文。

A GILT-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17th Century

H:26.5 cm

RMB 250,000-350,000

DA16090587A-3-p1-29-c3.indd   6-7 2016.10.25   11:35:54 AM



1308
十四世纪  铜鎏金不动明王像

说明：“不动”，指慈悲心坚固，无可撼动，“明”，为智

慧之光，“王”，是驾驭一切现象者。依密教三轮身

的分别，不动明王为一切诸佛的教令轮身，故又称诸

明王之王，是五大明王的主尊。不动明王身相有二

臂、四臂或六臂之别，藏密崇奉的多为二臂像。此尊

头戴宝冠，缯带飘拂于耳际。面庞方阔，三目圆睁，

獠牙外露。肢体极具张力，右手高擎利剑，左手当胸

握绳索，胸腹袒露。右腿弓，左腿屈膝着地，装身嵌

饰松石，鎏金光灿悦目。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CALANATHA
14th Century

H:14.5 cm

RMB 250,000-280,000

1309
十七至十八世纪  银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像

说明：这尊精致传神的造像，通过与目前已知的几件珍贵例

子作对比，塑造得很可能是藏传佛教历史上一位另类

的传奇人物-第六世达赖喇嘛 · 仓央嘉措。仓央嘉措

（1683—1706年），门巴族人，西藏历史上著名的人

物。1683年（藏历水猪年，康熙二十二年）生于西藏

南部，门隅纳拉山下宇松地区乌坚林村的一户农奴家

庭，父亲扎西丹增，母亲次旺拉姆。家中世代信奉宁

玛派佛教。1697年被当时的西藏摄政王第巴·桑结嘉措

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同年在桑结嘉措的主持

下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1705年被废，1706年

在押解途中圆寂。仓央嘉措是一位才华出众、富有文

采的民歌诗人，写了很多细腻真挚的情歌。最为经典

的拉萨藏文木刻版《仓央嘉措情歌》，词句优美，朴

实生动，汇集了仓央嘉措60多首情诗，如今已被译成

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他的诗歌已经超越

民族、时空、国界，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著

名的是“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

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A SI LVER FIGURE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SANG-
YANG GYATSO
17th-18th Century

H:5.5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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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十六世纪  铜鎏金上师像

说明：上师是藏传佛教对具有高德盛行、堪为世人规范者的

尊称，在藏传佛教的修行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尊造像

额际高广，双目圆睁，鼻梁挺拔，面容雕刻自然写

实，仿若上师再现世间。正面衣物从内到外分三层，

每层都有自己应有的褶皱，纹饰，工艺细腻。全跏趺

坐，台座为双层仰俯莲瓣，莲瓣整齐排练，瓣尖略

翘。造像鎏金灿然，实属难得的写实造像艺术精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GURU
15th Century

H:6.6 cm

RMB 80,000-100,000

1311
十五世纪  铜鎏金上师像

说明：藏传佛教神系中，被称为“善知识”的上师为第四

宝，因综合了佛、法、僧三宝而居于首位，信众对于

上师的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在佛教密宗的

修行中，上师作为佛徒与尊神之间的桥梁，只有依靠

上师的灌顶和口传身授，普通佛徒的修行才有可能成

功，因此所有的教派都要求弟子对上师要如同对佛一

样，需身、语、意三皈依。藏传佛教的供养像顺序通

常是上师、佛、菩萨、佛母、罗汉、护法，这就是藏

传佛教重上师高于一切的体现。上师广受尊崇，然而

只有在密宗盛行的西藏才会专门铸造上师的肖像。本

尊上师，为合金铜单体铸造，并有鎏金，历经弥久，

保存如此优秀，可见被珍视程度之重！上师身体宽

厚，面目慈祥，面颊略圆，轮廓清晰，双耳垂轮，右

手触地印，左手于腹部禅定印，跏趺端坐于宝座之

上。身着交领内衣外穿长袍。莲座精致，莲瓣整齐。

A GILT-BRONZE FIGURE OF GURU
16th Century

H:13 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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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十五至十六世纪  黄铜嵌红铜白银莲花生像

来源：英国著名藏家斯皮尔曼旧藏 

说明：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中上师像是除本尊、护法之外的另

一重要造像品类。上师像是藏传佛教上师崇拜的独特

产物，兴起于藏传佛教后弘初期，历经数百年的演变

发展，直至今日，仍在被大量铸造供奉。在浩瀚如星

辰的藏地上师中，宁玛派创始人莲花生大师的造像可

谓铸造历史最久，铸造数量最大的一种。

本尊莲师像通体黄铜铸造包浆莹润细腻，戴莲花帽，

顶饰金刚杵和翎毛，冠前雕铸日轮、仰月和羯磨杵

图案，眼部嵌错白银。耳戴耳铛，并镶嵌绿松石做装

饰。身着僧袍，僧袍衣缘錾刻云纹。左臂怀抱天杖捧

嘎巴拉碗，右手执金刚杵，所执诸法器完整无缺失。

莲师全跏趺坐于单层覆莲座上，莲瓣宽大立体。封底

上以阴刻线刻十字交杵。为15-16世纪，合金铜造像的

典型范例。

A COPPER-AND-SILVER-INLAID BRONZE FIGURE OF 
PADMASAMBHAVA
15th-16th Century

H:29 cm

RMB 200,000-250,000

1313
十五世纪  铜林热白玛多吉像

来源：香港翰海，师道专场，Lot.0032

说明：此尊为12世纪噶举派重要上师林热 · 白玛多吉。林热

生于娘堆，属下林家族，故称林热，其父精通密教，

以医药占卜为业，林热7岁时，父亲献地一块与若曼

（ra sman，即若医师），送子跟其学医，林热于精善

于医道方面。17岁时出家，后破戒与名为曼摩结为夫

妇，1162年先后跟从穹仓巴和洛饶的热穹弟子松巴等

人学习热穹耳传，夫妇二人双双披上白衣修行。数年

后拜谒帕木竹巴，受传密法口诀。林热居静专修，获

得证悟，后听从帕木竹巴之命，将其妻子送弃于北方

雅库。而后，林热因帮助向蔡巴攻打曲类乌穹瓦的军

队，获得了大量财富，他用所得财物的一半帮助向蔡

巴修造蔡贡塘大佛像，另将所得到的全部佛经送抵丹

萨替寺。晚年在那浦寺收徒传法，并将自己密法修证

经验集结成书。林热传法于帕木竹巴噶举之主巴支派

创立者藏巴 · 嘉热耶歇多吉，因而是开启该教派的奠

基者。至今，有关林热的《上师瑜伽》在主巴噶举的

传承中仍十分流行。

此尊林热造像，肖像特征鲜明，面庞方正，短发，络

腮胡，略带山羊胡须，左手搭于左膝持捏口袋，右手

上举过头顶托丸药，其双足结金刚跏趺坐于莲座之

上。周身赤裸，除耳 、十字璎珞、腕钏装饰外，仅

以素色法衣披裹，法衣质料之薄可以从其后背和臀部

透过衣服呈现出来的曲线可以看出，这应是 “布衣

行者”，即为仅穿一层棉布单衣的苦行僧的刻画。莲

台为半月仰覆莲座，莲瓣小巧，瓣尖微翘，但莲瓣未

饰一周，下沿联珠纹并不明显，显出稍晚的特征，莲

座背后镌刻藏文题记：grub thob gling lA nA mo。汉

译为：顶礼林（氏）大成就。林热常尊称为“林热大

成就”。

A COPPER FIGURE OF GLING RAS PA PADMA RDO RJE
15th Century

H:12 cm

RMB 18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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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十一至十二世纪  铜绿度母像

说明：此尊度母游戏坐姿于莲花座上，右腿伸出，下踏小莲

台。右手施与愿印、置于右膝上，左手胸前施三宝严

印、持莲花。头戴宝冠，笑眼弯眉，胸前饰璎珞项

链，腰系精美璎珞带。丰满双乳隆，小腹饱满，腰肢

圆润，女性特征明显。卵形背光，中间光素，四周火

焰纹。据说，绿度母是从观音菩萨的左眼所生。在佛

教神系中，她被尊称为三世佛之母，具有拔济众生出

种种苦难之功能。

A BRONZE FIGURE OF GREEN-TARA
11th-12th Century

H:9.2 cm

RMB 100,000-150,000

1315
十一至十二世纪  铜毗湿拏像

说明：这是一尊典型的东北印度帕拉王朝时期造像作品。帕

拉王朝是印度佛教美术之花盛开的最后一个王朝。帕

拉诸王尊崇佛教密宗，大力弘扬佛教文化，佛教造像

艺术得到了很好发展。到了十一至十二世纪，帕拉造

像艺术风格成熟，达到了鼎盛时期。现在能够看到的

帕拉造像主要是九世纪至十二世纪铸造的作品。

此尊造像表现的是印度教守护神毗湿奴及其明妃吉祥

天女、妙音天女。毗湿奴肩生四臂，上边左手持圆

轮，右手持仙杖，下边双手持物遗失。左右两侧分别

站立妙音天女、吉祥天女。毗湿奴与明妃的脸部短

圆，轮廓鲜明，尤其南亚印度人种特有的弯眉大眼在

帕拉造像呈现出独特的审美特点。肢体刻划生动写

实，女性特征鲜明。造像身后大背光以及莲花台座都

是典型的帕拉造像艺术风格。莲花台座承阶梯层递式

拱起的方形高台，混以细密层迭的几何结构，表达出

一种至高无上的赞美和崇敬。从整体艺术风格和制作

工艺来看，是十二世纪东北印度帕拉王朝时期造像的

典型作品。

A BRONZE FIGURE OF DASHAVATARA
11th-12th Century

H:24.7 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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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十四世纪  铜宝生佛像

说明：宝生佛是宝部部主，密号平等金刚，为五方佛之一，

有法身相和报身相两种。此尊属于报身相。其头戴花

冠，发髻高隆，耳际簪花。头后U形宝缯与拱状帛带

相接，形如背光。身着天衣绸裙，佩饰璎珞钏环。左

手结禅定印，右手施与愿印，全跏趺坐于仰俯莲台之

上，莲瓣圆润饱满。造像整体呈三角形，尺寸较大，

但仍显得轻盈华美是西藏西部造像的典型作品。

A BRONZE FIGURE OF RATNASAMBHAVA
14th Century

H:43 cm

RMB 250,000-350,000

眼镶嵌白银，局部镶嵌红铜，体现了藏西造像的典型

艺术特征。

A COPPER-AND-SILVER-INLAID BRONZE FIGURE OF 
GREEN-TARA
14th Century

H:16.2 cm

RMB 180,000-200,000

1317
十四世纪  黄铜嵌红铜白银绿度母像

说明：相传绿度母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因其能救狮、难、

蛇、水、牢狱、贼、非人八种苦难，又被尊为救八难

度母，经常以女性形象示人。此像高束扁状发髻，面

庞圆润，眼睑低垂，耳佩耳珰，身饰项圈、臂钏、手

环和长条璎珞，项圈装饰繁复，显得相当华丽。上身

袒露，侧扭腰肢，胸部和腹肌的肌理分明，身材健

美。莲座简洁大方，莲花瓣宽厚饱满，古朴典雅，双

DA16090587A-3-p1-29-c3.indd   16-17 2016.10.25   11:36:17 AM



1318
十三世纪  黄铜嵌红铜白银财宝天王像

说明：财宝天王即北方多闻天王，在藏传佛教中，多见以财

神的角色职掌人间财富与福禄的分配。此造像右手持

胜幢（已佚），左手持吐宝鼠。坐于狮背上，狮卧莲

座。头戴宝冠，面部肌肉鼓起，双目圆睁，眉毛上

扬，嘴唇微抿，眼部和嘴部分别镶嵌白银和红铜表

现。上身披缎带也为嵌红铜装饰。整个作品铜质厚

重，人物刻画传神，格外引人注目。

A COPPER-AND-SILVER-INLAID BRONZE FIGURE OF 
VAISHRAVANA
13th Century

H:9.2 cm

RMB 180,000-200,000

1319
清康熙  铜鎏金阿弥陀佛像

说明：阿弥陀佛为佛教所奉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双手结定

印为其形象标粁。此尊头饰螺发，肉髻高耸，顶饰髻

珠。面庞方正，目光下敛，表情深沉内省。身着袒右

式袈裟，右肩覆搭偏衫边角，衣纹起伏流走自然，衣

缘錾刻缠枝莲纹。跏趺端坐，双手于脐前结禅定印托

钵。下承束腰莲花座。台座上缘饰连珠纹，与莲瓣

间加刻阴线，形似花蕊，显得精美华丽，整像造型端

庄，鎏金厚重。为康熙佛造像的典型作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MITABHA
Qing Kangxi

H:17 cm

RMB 35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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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十八世纪  铜鎏金大威德金刚像

说明：大威德金刚，又称“大威德明王”、“牛头明王”、

“怖畏金刚”等，由于威德极大，能继除诸障，故称

“大威”，又有护善之举，故称“大德”，是藏密无上

瑜伽部父续修习的重要本尊，是格鲁派密宗所修本尊之

一。大威德金刚的形象有很多种，最能代表修法和内涵

的是三十四臂双身形象，也是最为复杂的形象。身体呈

蓝色，有九头，分三层排列，九面代表九部佛经；二牛

角象征佛教的真俗二谛；三四十只手，手中持金刚铃、

金刚杵、刀、箭、弓、瓶、钩、戟、伞、索子等法器，

象征智慧、勇猛、威力无比的功德；三十四手加上身、

口、意三业象征佛教修行的三十七道品；十六条腿，足

下踩人、兽、禽等众生，表示十六空。此尊的明妃是金

刚起尸母，手持钺刀和骷髅碗，与大威德金刚相拥，立

于莲花座上。金刚像主尊九头，正面为水牛头，面有三

目，象征阎罗王；右三头象征愤怒、权势、安静三德

能；左三头表示清净、死亡、愤怒；居中再上一头，呈

愤怒像，头戴骷髅冠，为吃人夜叉，名参怖；顶层一

头，为其本尊文殊菩萨形象。三十四臂分置于左右两

侧，十六足各踏人、兽、禽等，象征十六空。右手持钺

刀，左手持嘎巴拉碗，亦为忿怒相。单层莲座上缘连珠

纹一周，排列规整，莲瓣扁平挺拔做工精细，全像鎏金

灿然，制作精美，为18世纪清代北京，内蒙藏传佛教造

像佳作。

A GILT-BRONZE FIGURE OF YAMANTAKA
18th Century

H:18 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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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十八世纪  铜鎏金双身大持金刚像

说明：也称胜初佛或本初佛，是藏传佛教无上密乘的

本尊，其特点是自生，全能全知，常以大持金

刚双尊神形出现。此尊头戴五叶花冠，发髻高

束，宝珠顶严，束冠的缯带飘拂于耳际。相容

宁谧，身着天衣绸裙，佩戴璎珞钏环。披帛飘

拂，尾端垂落体侧。全跏趺坐。以金刚吽迦罗

印左手执金刚铃，右手持金刚杵，怀抱金刚亥

母。佛母右手上扬持钺刀，左手托嘎巴拉，双

腿缠绕佛父结莲花跏趺坐姿。这种胜乐教法中

的金刚持，为藏传佛教无上密乘的本尊。此尊

造像为清代京造佛像的精美作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NANDIKESVARA
18th Century

H:16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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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十八世纪  铜鎏金喜金刚像

说明：吉祥喜金刚是藏传佛教修习观想的五大本尊之一，被密宗所有派系所修持，萨

迦派尤为重视。佛经中称，修持此尊密法，可使人洞悉自我执迷的妄想，化解

清浊与善恶的两极对立，从而解脱苦祸，达到俱生欢喜的境界。若接受喜金刚

灌顶及修法，则能快速累积福德与智能，并迅速获得证悟。

这尊铜鎏金吉祥喜金刚像，佛父头戴颅冠，赤发高攒。八面代表八种智慧，每

面各具三目，相容凶忿，獠牙外露；各持颅碗的十六臂，象征触摸十六空相本

质。右手碗内依次是白象、青鹿、青驴、红牛、灰驼、红人、青狮、赤猫；左

手碗里分别是地母、水神、火神、风神、太阳、月亮、阎王、财神等。佩挂的

五十人头蔓，象征梵文的五十个字母。主臂双手结金刚吽迦罗印，怀抱金刚无

我佛母，脚踏象征世俗贪、嗔、痴的妖魔，右展立于莲台上。佛母一面两臂二

足，左手持钺刀，右手托嘎巴拉，右腿盘于主尊腰间，呈单悬姿。藏传佛教双

修佛，形象地阐述了密宗佛教的哲理，佛父表阳，象征普遍法界的慈悲，佛母

表阴，代表卓越非凡的智慧，两者结合在一起，表示“慈悲与智慧合一”的圆

满修行境界。喜金刚双修佛造型，承载了密宗修佛思想，独特的艺术造型，精

湛的铸造工艺于一身，是藏传佛教思想与艺术结合的完美体现。

A GILT-BRONZE FIGURE OF HEVAJRA
18th Century

H:31 cm

RMB 1,200,000-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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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十七世纪  铜鎏金无量寿佛像

说明：无量寿佛，梵语音“阿弥陀”汉译“长寿佛”，是西方

极乐世界的教主，与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和东方净琉璃

世界药师佛，并称横三世佛。在藏传佛教中，居中位的

无量寿佛又与左边的白度母，右边的尊胜佛母合称“长

寿三尊”，为福寿吉祥的象征。此尊造像通体鎏金，发

髻高耸，头戴宝冠，余发披肩。面相丰腴圆润，额际宽

阔，表情沉静。上身袒露，胸前佩戴璎珞项链，下身着

贴体薄裙，裙褶呈放射状铺于座面。双手于胸前结禅定

印，掌心应托宝瓶。全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宝座高起，

上下沿饰连珠纹，两层莲花瓣整齐穿插排列。整器金水

厚重，铸造工艺精湛，传承了外蒙古造像风格特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MITAYUS
17th Century

H:15.5 cm

RMB 30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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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十四世纪  铜鎏金无量寿佛像

说明： 又名长寿佛，是阿弥陀佛的报身相。通常与尊胜佛

母、白度母合称为“长寿三尊”。此尊头戴花冠，发

髻高耸，宝珠顶严。缯带飘拂于耳际，尾端铸饰摩尼

宝。宽额丰颐，目光微微垂下，俯视众生，白毫凸

起，相容坚毅，肢体修长秀美。身着袒右肩袈裟，轻

薄贴体，衣缘铸刻凸起，其上錾刻花卉纹饰。双手结

禅定印。全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莲瓣饱满细长，紧

致细腻，花冠上镶嵌松石，体现出西藏金铜造像承袭

尼泊尔造像的艺术风格。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MITAYUS
14th Century

H:20 cm

RMB 300,000-350,000

1325
十八世纪  铜鎏金阿弥陀佛像

说明： 阿弥陀佛为五方佛之一，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主

五智中之妙观察智。此尊以法身形象显现，螺发规

整，肉髻圆隆，以宝珠作顶严。高鼻薄唇，庄严静

穆，特别是佛陀的神态，体现出智善合一的佛性。身

着袒右式袈裟，双手于脐前结禅定印托钵。跏趺端坐

于仰覆莲座之上，台座莲瓣宽扁贴壁，体现出喀尔喀

蒙古造像的艺术风格。整像造型端庄，鎏金厚重，品

相极佳，是蒙古扎纳巴扎尔造像的精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MITABHA
18th Century

H:16 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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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十六世纪  铜鎏金燃灯佛像

说明： 燃灯佛是印度梵语意译，又译作“锭光佛”、“定光

如来”，是佛教宣称的一尊过去世界的佛陀。佛典对

燃灯佛有诸多不同的记载，如《大智度论》卷九记载

曰：“如燃灯佛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名燃灯

太子，作佛亦名燃灯。”历史上燃灯佛在佛门的影响

远不如现世诸佛，但由于他在佛教里辈份较高，世俗

社会也很崇奉他，并纷纷把他搬进志怪小说、会道门

和民间宗教之中，赋予他种种非凡的法力和神通，体

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燃灯佛常与释

迦牟尼佛、弥勒佛组成“竖三世佛”的供奉形式，一

般不单独供奉。

此尊造像体型尺寸硕大，鎏金厚重，金色锃亮，头饰

螺发，肉髻高隆，宝珠顶严。面颊丰腴，眼睑微垂，

表情深沉内敛。身披佛衣，其上刻细密花纹。右胸

及右臂袒露，袈裟衣缘处錾刻缠枝花卉，纹褶简洁

流畅。右手结说法印，左手于脐前结禅定印，全跏趺

坐于莲花宝座之上。跣足，莲花瓣排列整齐，制作精

美。且足心朝天，佛教认为这种坐法最安稳，不容易

疲劳，且身端心正。相传释迎牟尼在菩提树下进入禅

思，修悟正道，采用的就是这种坐姿。佛像五官、手

指等部位刻画细腻写实。白毫与手脚间的朱砂，可能

是开光时所留，整体造像比例均称，做工精湛，风格

古朴，为藏传佛教佛造型的代表作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DIPA MKARA BUDDHA
16th Century

H:38.5 cm

RMB 1,200,000-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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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十四世纪  铜鎏金大持金刚像

说明： 在藏密中，金刚持属本初佛，认为是释迦牟尼讲说密

法时所呈现的形象，是释尊的秘密化身，故又称秘密

主。一般形象为双手持铃杵，在胸前交叉，表示金刚

部的菩萨摧毁魔敌时的智慧和法力。此尊头戴五叶

冠，正面为弯月形饰物，应源自中亚萨珊王朝的皇

冠。面颊圆腴，弯眉长目，相容寂静。身着天衣绸

裙，佩戴璎珞钏环，宝冠璎珞镶嵌各种宝石，双手当

胸结吽迦罗印全跏趺坐于束腰式仰覆莲花座，莲台上

下缘饰连珠纹，属西藏仿尼泊尔造像。

A GILT-BRONZE FIGURE OF VAJRAP�NI
14th Century

H:17.5 cm

RMB 150,000-200,000

1328
十四世纪  铜鎏金阿弥陀佛像

说明： 阿弥陀佛为五方佛之一，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主

五智中之妙观察智。此尊以法身形象显现，双手结禅

定印，跏趺端坐。像身螺发规整，肉髻高隆，以宝珠

作顶严。面庞圆润，白毫以绿松石装饰，眼睑微垂，

高鼻薄唇，庄严静穆。特别是佛陀的神态，慈祥大

睿，体现出智善合一的佛性。身着袒右式袈裟，裙腰

显露，衣缘錾刻精美的缠枝莲纹。双臂自然下垂，手

结禅定印，上托法钵。全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之上，莲

台上下边缘有整齐的连珠装饰，莲花瓣宽大，饱满，

整体造像端庄大气。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MITABHA
14th Century

H:19 cm

RMB 20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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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十四世纪  黄铜嵌红铜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 此尊表现的是释迦牟尼悟道像，整体采用了14世纪西

藏西部的合金铜材质。佛陀体型健硕，坐姿端庄，左

手禅定印，右手触地印，表示其降魔成道的形象。面

容安详，宽额头，目光低垂，双耳硕大，顶髻螺发，

神情静穆和悦，展现出大彻大悟后的自在境界。身着

袒右肩袈裟，衣薄贴体，身体结实，肩宽胸厚，臂膀

浑圆，给人以健硕有力之感。衣缘嵌红铜，简洁衣褶

折射出印度帕拉造像风格。左手脐前结禅定印，右

手置右膝施触地印。整尊线条简洁流畅，没有多余装

饰，手脚刻划却细腻写实，尽显大气。莲座上缘饰连

1330
十五世纪  铜大成就者

说明： 大成就者是秘密部的祖师，指的是那些修炼密法成功

的祖师，一共有八十四位。此像身材壮硕而腹大，这

是瑜伽士的标准体型。额际高广，蹙眉瞋目，双耳垂

肩，下巴处有一绺山羊胡，颇具写实性。头发由很多

股粗辫子盘成高髻，再用骨璎珞圈固定，西藏的瑜伽

士即使到现在还是保持这种发型。左手持噶巴拉，右

手持金刚杵，双足如意坐于披兽皮的莲花座上。整像

珠纹，莲瓣饱满宽阔，瓣端微翘，这是西藏西部造像

的典型特征。该像法相庄严优美，工艺娴熟简练，风格

古朴典雅，完美展现了14世纪藏西地区造像艺术的独特

魅力，见证了西藏造像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发展历程。

A COPPER-INLAID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14th Century

H:17 cm

RMB 80,000-90,000

造型生动，表现出一种睿智、慈祥、果敢而威猛的大

成就者气质。

A BRONZE FIGURE OF MAHASIDDHA
15th Century

H:7 cm

RMB 250,000-300,000

DA16090587A-4-p30-59-c3.indd   36-37 2016.10.25   11:43:25 AM



1331
十六世纪  黄铜嵌红铜白银萨迦班智达像

说明： 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1182-1251），是藏传佛教萨

迦派的第四代祖师，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他出

身昆氏家族，通达五明，学识渊博，被西藏僧俗誉为

「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大学

者。他的侄子兼传人就是后来成为蒙古帝国国师的八

思巴。此尊头戴圆顶僧帽，帽耳垂搭双肩。他原先戴

的是尖顶通人冠，在其上师圆寂后，萨班剪去帽子的

尖顶，以示缅怀师恩，此帽成为其后萨迦派僧众的冠

1332
十六世纪  银五世达赖喇嘛像

说明：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是西藏历史上一位著名的

学者，其在位期间，曾经将格鲁派推向藏传佛教中的

优势统治地位。他结束西藏的分裂局面，并建立甘丹

颇章政权，于1642年迄1682年间，成为西藏政教合一

的最高领袖。此尊达赖喇嘛像头戴班智达帽（亦称通

人冠），帽耳垂披于两肩，额广、细眉，双眼平视，

面庞圆润，法相静谧。内着僧坎与僧裙，右袒式袈裟

外披僧氅，左手结禅定印，右臂自然下垂结触地印，

式。造像其眼、嘴以镶嵌白银红铜的方式表现，相容

坚毅。身着藏式僧衣，跏趺端坐束腰仰覆式莲花座之

上，双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台座莲瓣密集舒展，

并保留了原封底。

A COPPER-AND-SILVER-INLAID BRONZE FIGURE OF
16th Century  
H:10.5 cm

RMB 120,000-150,000

全跏趺坐于座垫上。此像整体比例匀称，以深凿、利

落的线条表现衣着外观，并衬托出五世达赖沈稳、庄

重的形象。

A  S I L V E R  F I G U R E  O F  T H E  F I F T H  D A L A I  L A M A 
NGAWANG LOBSANG GYATSO
16th Century

H:10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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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十六世纪  黄铜嵌红铜白银萨迦派上师像

说明：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在藏传佛教的修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此上师右手上扬结无畏印，左手置脐前托法器，坐姿挺拔，全跏趺坐。两肩双

侧的莲花采蜿蜒直上，分别奉置宝剑和经书，表明其具有文殊菩萨的智慧，也

是对尊者一生留世诸多经论的赞颂。双目错银低垂，嘴部微露笑意，高额阔

颐，五官刻画形象生动传神。上身内着僧祇支，外披袈裟，是典型的西藏僧侣

装束，僧袍上錾刻精美缠枝花卉纹，刻画细致，衣着厚重。造像生动地表现了

上师的形象特征，为精美的十六世纪合金铜写实人物肖像作品。

A COPPER-INLAID BRONZE FIGURE OF SA SKYA PA GURU
16th Century

H:20.5 cm

RMB 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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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十四世纪  铜鎏金上师像

说明： 在藏传佛教神系中，被称为“善知识”的上师为第四

宝，因综合了佛、法、僧三宝而居于首位，信众对于

上师的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在佛教密宗的

修行中，上师作为佛徒与尊神之间的桥梁，只有依靠

上师的灌顶和口传身授，普通佛徒的修行才有可能成

功，因此所有的教派都要求弟子对上师要如同对佛一

样，需身、语、意三皈依。藏传佛教的供养像顺序通

常是上师、佛、菩萨、佛母、罗汉、护法，这就是藏

传佛教重上师高于一切的体现。

A GILT-BRONZE FIGURE OF GURU
15th Century

H:13.2 cm

RMB 30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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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十六世纪  铜莲花生像

说明： 莲花生，印度僧人。是八世纪密宗金刚乘的著名大

师，在公元751年与寂护受赤松德赞德邀请进入吐蕃

传播佛法。藏传佛教尊称他为洛本仁波且（轨范师

宝）、古如仁波且（师尊宝）、乌金仁波且（乌仗那

宝）。通称白麦迥乃（莲花生）。莲花生他创建桑耶

寺，剃度了第一批吐蕃人为僧，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

创始人。此尊头戴莲花冠，冠前饰日月。面庞圆腴，

蹙眉瞋目。身着咒师衣和僧袍，左手当胸结期克印托

钵，右手持金刚杵，金刚双跏趺坐姿。台座以凸起的

轮廓线来表示层叠的莲瓣，造型独特，构思奇巧，应

是藏西地区铸造。

A BRONZE FIGURE OF PADMASAMBHAVA
16th Century

H:14.5 cm

RMB 100,000-120,000

1336
十四至十五世纪  铜鎏金达莫茹巴像

说明： 达莫如巴是印度八十四位大成就者之一，也是萨迦派

道果传承中的祖师之一，大约活动在十世纪晚期至

十一世纪早期。此尊达莫如巴束发肉髻，耳垂环。浓

眉上扬，双目炯炯有神，两撇八字胡，极具特色。表

情笃定而坚毅，表现出苦行僧非同凡俗的气度。如意

姿态坐，昂首挺胸，左手持嘎巴拉碗，右手平举，身

材比列匀称。身着贴体短裙，胸前佩戴璎珞，四肢皆

有钏环，璎珞、钏环及腰带镶嵌有绿松石，均用双连

线装饰，做工精细，鎏金璀璨，极具西藏人物造像写

实艺术风格，尺寸之大，说明出自大寺庙的造像，传

世稀少。

0
A GILT-BRONZE FIGURE OF DAMORUBA
14th-15th Century

H:46 cm

RMB 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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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
清乾隆  铜鎏金大威德金刚像

说明： 大威德金刚梵语称“阎曼达嘎”，意为“死亡的征服

者”，藏语译为“怖畏金刚”，关于这个称呼有一个

传说，相传阎魔天曾经以牛首人身的形象四处屠戮无

辜的生灵，使西藏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文殊菩萨在众

生的求救声中，也化现出水牛头，又变化出八面、

三十四臂、十六足，显示出比阎魔天更高的威力，最

终降伏了它，所以大威德金刚之名也因其“有伏恶之

势，谓之大威；有护善之功，谓之大德”。“威”是

表示降伏恶魔的威猛力量，“德”是代表智慧摧破烦

恼业障，他是藏传佛教尊奉的主要本尊之一，同时也

是东密、台密尊奉的重要本尊。

A GILT-BRONZE FIGURE OF YAMANTAKA
Qing QiAnlong

H:16 cm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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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
十八世纪  铜鎏金吉祥天母像

说明： 吉祥天母，藏名为“班达拉姆”，为婆罗门教降魔女

神杜而迦演变而来，后流行于藏地，成为藏传佛教最

为重要的女性护法神灵。此像火焰长发竖立，内饰半

月及孔雀翎。头戴五骷髅冠，三目圆瞪，张牙露齿，

口咬一人，面目凶忿，将护法降服妖魔的狰狞怒相表

现地淋漓尽致。天衣于头后飞扬，上身外披敞怀法

袍，袒胸露乳，胸前饰长链、人头鬘、蛇鬘等装饰，

腹有日轮，体现神灵护持密法的无上威严。左手于胸

前捧嘎巴拉碗，右手结期克印，侧身坐与骡背之上，

极富动感张力。坐骑神骡颈縏人首项圈，背搭人皮，

人首悬于腹下，下承峰峦血海座，波涛翻滚，铸造十

分精细，充分表现出吉祥天母于血海中急奔的动感。

整像比例合度，镀金明亮，值得珍视。

A GILT-BRONZE FIGURE OF SRIDEVI
18th Century

H:16 cm

RMB 35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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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
十八世纪  铜鎏金骑象护法像

说明： 护法神，是护卫佛教、道教等宗教的神明，也是为数

最多的神明。佛、道认为，护法神不但守护宗教与神

佛，也守护寺庙、僧道，更加会守护信徒，保障信徒

的吉祥、平安。此尊骑象护法头戴乃琼帽，帽檐镌刻

缠枝莲纹。身着蒙古式战袍，足蹬战靴，衣袖飘扬。

右臂举剑，左手于胸前结期克印，面相忿怒，三目圆

张，横眉立目，张口露齿，表情夸张。以威震三界的

坐姿侧坐在一头象背上，坐骑四足立于单层莲花座

上略向前倾，半月形的莲花座莲瓣像花蕊一样四散排

列，富有动感，做工精湛，造型别致新颖，既能传达

深厚的宗教义涵外，更能发挥动态的艺术造型美感，

两者完美结合，充分彰显出护法神威猛强悍的威仪。

A GILT-BRONZE FIGURE OF GOHO RIDING ELEPHANT
18th Century

H:27.5 cm

RMB 200,000-250,000

1340
十八世纪  铜鎏金马头明王像

说明： 马头明王，梵名“何耶揭梨婆”，乃莲花部主‘阿弥

陀佛’的教令轮身，或由大悲观音所化现。其形相有

很多种，此尊为三头六臂相。三目圆睁，形象威猛，

红色火焰状长发中三头上各有一马头。六臂各执法

器，帛带绕臂飘动。挂人头璎珞，披虎皮缠长蛇，狰

狞威武。

A GILT-BRONZE FIGURE OF HAYAGRIVA
18th Century

H:9.5 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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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十五世纪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 释迦牟尼以本誓愿于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示现成佛，

是佛教开启者。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

年）大约与我国孔子同时代。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

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刹帝力种姓。据佛

经记载，释迦牟尼在1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

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

时，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遂开启佛教，随即在印

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年80在拘尸那迦城

示现涅盘。

A GILT-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15th Century

H:15 cm

RMB 150,000-180,000

1342
十八世纪  铜鎏金旃檀佛像

说明： 此尊旃檀佛造像双足并立于莲座之上，右手上举结无

畏印，左手下垂掌心向外施与愿印，是旃檀佛的典型

手印。佛头束高髻，眉眼含笑，身着旃檀佛特有的圆

领通肩式肥大袈裟，袈裟厚重，袈裟衣纹有古雅的阴

线刻纹饰，衣襬自然的顺流而下，展现清宫廷造像的

精细之处。莲座刻工亦十分细腻，粒粒分明的莲珠、

饱满立体的莲办，浓郁且保存完整的鎏金，再加上题

材少见，实属难得。

A GILT-BRONZE FIGURE OF  CANDANA BUDDHA
18th Century

H:21.5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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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
十八世纪  铜鎏金那若卡居空行母像

说明： 此尊造像是空行母形象中的那若卡居空行母，

她是古印度大成就者那若巴传承的一位专属空

行母，也是噶举派、萨迦派及格鲁派共修的女

性本尊。佛教认为，常修持此像，则可以延年

益寿、增长财物。此尊顶饰五股半杵，齐发披

肩。面具三目，蹙眉咧嘴，面现忿怒颦纹。全

身饰璎珞、项饰以及钏镯，并镶嵌绿松石和红

珊瑚。丰乳细腰，女性特征明显。左臂曲肘上

扬高举颅骨碗（已佚），右手下垂结期克印持

钺刀（已佚），形象生动，做工精致，动感强

烈，充分表现了空行母降妖伏魔的威猛气势。

A GILT-BRONZE FIGURE OF NARO KHECHARIA 
18th Century

H:36.5 cm

RMB 280,000-320,000

1344
十四世纪  宝冠释迦牟尼

说明： 此尊造像头戴五叶发箍，面相丰满，宽额，额正中为

桃形的绿松石白毫，五官小巧，表情深沉内省，两耳

侧垂缯带。两肩宽厚，胸部饱满，身着袒右式袈裟，

自然生动，腹部有力，线条俊美，右手施触地印，左

手施禅定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之上，仰俯莲瓣，莲瓣

丰满有力，莲台饰两圈连珠纹饰，封底刻有十字杵，

此像红铜鎏金，比例匀称，金色自然磨蚀。为西藏承

袭尼泊尔造像风格的作品。

A FIGURE OF CROWNED SHAKYAMUNI
14th Century

H:7 cm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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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十五世纪  铜鎏金弥勒菩萨像

说明： 弥勒拥有佛与菩萨的双重神格，其在《上生兜率天经》

是居于兜率净土的菩萨，而《下生成佛经》中的弥勒则

是未来降诞人间龙华三会宣说佛法的储佛。此尊弥勒菩

萨造型是较为少见的正坐姿，上身袒露，身姿挺拔的端

坐在金刚须弥台座之上。头带宝冠，束发高髻，顶饰半

杵。面相方圆，眉眼微翘，鼻梁高挺，嘴角带笑。耳饰

大圆珰，颈系华丽璎珞。菩萨双手当胸结说法印，肩侧

的龙华树花茎奉置军持为其身份标识。

A GILT-BRONZE FIGURE OF MAITREYA BUDDHA
15th Century

H:21 cm

RMB 250,000-280,000

1346
十五世纪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 此尊造像螺髪规整，顶饰宝珠，面庞圆润，额有白

毫，长眉细目与尖挺直鼻相连，双眼略向下视，唇微

抿，大耳下垂中空。颈施三道弦纹，身穿袒右肩袈

裟，薄衣贴体，衣带裙襬边缘，錾刻连珠纹，结跏趺

坐于莲座上。左手置腹前，结禅定印，表禅定之意；

右手垂直指地，施触地印，此印亦称降魔印，表释迦

牟尼佛于菩提树下降魔成道，召唤地神之见证。底座

为双层仰覆莲座，仰莲花瓣略短，覆莲花瓣稍细长，

仰覆莲瓣之间夹成锐角，莲座底部略大于上部，平稳

匀衡。莲座上下层各镶嵌一周整齐的连珠纹，莲花瓣

线条流畅，饱满，整体造像呈正三角形，为十五世纪

佛教造像上乘之作。

A GILT-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15th Century

H:14.5 cm

RMB 10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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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
清康熙  铜鎏金大日如来像

说明： 大日如来为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亦称毗卢遮那佛，

而在不同的佛教派系中则对于其为法身、报身或应

化身则有不同的见解，在藏传佛教中为无上密乘的

本尊，「大日」为去除一切黑暗，遍照宇宙万物，

利养世间众生，为不生不灭，胜于太阳之意，是为

密宗信仰里最崇高的佛。其本意简而言之，即为光

明遍照，故亦称为「遍照如来」。大日如来位居五

方佛的中央，而东方为阿閦佛、西方为阿弥陀佛、

南方为宝生佛、北方为不空成就佛。而密宗更认为

所有的佛和菩萨皆由大日如来所出，为密宗世界里

的根本佛。至于其它佛教派别里的不同见解如华严

宗认为毗卢遮那佛为报身佛，天台宗则认为是法身

佛，但不论各派对于三身如何阐述，皆凸显大日

如来在佛教中的崇高地位。此尊大日如来像通体鎏

金，顶饰螺发，宝珠顶严，神态柔和，弯眉间白

毫立体，双眼微俯视如照看一切众生，鼻梁挺直，

鼻翼宽大，嘴角上扬，耳长垂肩，面相方润，具有

庄严大气之势。上身着袒右肩式袈裟，衣缘铸刻细

纹，衣薄贴体。双手于胸前结智权印，全跏趺坐于

束腰式仰覆莲座，所穿佛裙亦雕刻精美。莲座上下

缘刻有小连珠，莲瓣温润方长刻有祥云，每瓣挺拔

且对称分布，铸造工艺精湛，灵动深刻，具有典型

的清康熙时代宫廷造像特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VAIROCANA 
Qing KAngxi

H:25 cm

RMB 8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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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
明永乐  铜鎏金文殊菩萨像

说明：文殊菩萨是印度梵语“文殊师利”的音译简称，意译“妙德”和“妙吉祥”。

在佛教诸菩萨中，他以智慧见长，位居各大菩萨之首，佛经中称他“文殊师利

法王子”。藏传佛教对文殊菩萨十分尊崇，与其修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藏

传佛教认为，佛教修学的主要宗旨是断烦恼、证菩提，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

方法就是修智慧，智慧如利剑，可以斩断一切烦恼之贼；如果不修智能，而仅

去做一些普度众生的善事，只能修得好的福报，终究不能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

来，达到成佛的最高成就。基于对智能的重视，藏传佛教还将一些重要的上师

或历史人物尊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历史上先后有萨迦派四祖萨班?贡噶坚赞、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清代乾隆皇帝被尊为文殊菩萨的化

身。这些化身形象也都带有文殊菩萨的形象标志，即手中或肩花上有经书和宝

剑。在藏传佛教中，文殊菩萨的形象有多种，此像即为其中之一，俗称“红文

殊”，属西方莲花部，是一尊司职西方莲花部的文殊菩萨。

此像头戴花冠，头顶束高发髻，余发垂肩，耳侧缯带飞扬，耳下垂圆环，面相

方正饱满，神态沉静安详。双肩宽厚，腰部收束，躯体柔软，略呈三折枝式。

上身饰项圈和长链，项圈下缀U字形联珠式璎珞，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带，腰

带下前后左右亦有U字形联珠式璎珞装饰，双肩披大帔帛，手和足部还有钏躅

装饰。裙子与帔帛采取写实手法表现，衣纹流畅优美，生动表现出丝织物自然

的质感。跏趺端坐，双手当胸结说法印，两手同时各拈一茎，莲花齐肩开放，

左右肩花上分别置经书和宝剑。经与剑是此尊形象的重要标识，皆有深刻寓

意，经书表示智慧渊博如大海，利剑表示可以斩杀一切烦恼之贼。莲座为半月

状束腰形式，上下边缘各饰一周联珠纹，莲瓣宽大饱满，上下对称分布，环绕

莲座一周。莲座上阴刻“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款，标明了造像的年代和产地。

从整体上看，此像造型完美，装饰繁缛，工艺上乘，充分展现了明代宫廷艺术

的精致与典雅。

A GILT-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Ming Yongle

H:25.5 cm

RMB 4,500,000-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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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
明宣德  铜鎏金二臂大黑天

说明： 明朝宫廷造像永乐时期是明朝经营西藏的重要时期，也是明朝治藏政策的完善

和定型时期。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改太祖时期招谕、安抚的治藏政策，而转

向建立以僧王为首的僧官制度，对西藏上层僧侣广行封赏。成祖的这种大规模

分封活动，在藏地掀起了一股受封热潮，一时间藏地大大小小的僧侣纷纷朝觐

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皆予封号、官职，并赏赐大量珍贵

礼物。到宣德时期，这种分封和赏赐仍继续不断。在永乐和宣德赏赐的礼物

中，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明朝宫廷造像

的产生是与明朝对西藏实施的“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密不可分的，是明朝宗

教政治的产物。

永乐、宣德时期宫廷造像融合了尼泊尔、东北印度及中原造像等多元艺术风

格，造型设计完美，精致而典雅，已达到金铜造像艺术的巅峰，对历史、宗

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

此件明宣德二臂大黑天又称“二臂玛哈嘎拉”，玛哈嘎拉是梵语，意思是“大

黑”，即“怙主”之意。玛哈嘎拉是佛教三根本的化身。为调伏刚强众生而呈

现忿怒相.依缘起多示现为两臂、四臂、六臂，黑，白等形象，为藏传佛教诸

宗共同推崇的智慧护法；比如二臂玛哈嘎拉是普贤王如来及金刚持佛之忿怒化

身，四臂玛哈嘎拉是胜乐金刚所化现，六臂大黑天乃是千手千眼、十一面观音

的化身。

此尊二臂大黑天护法造像，头戴五骷髅冠，怒发上竖，三目圆睁，张口呲牙，

面相凶愤。上身袒露，下身围虎皮裙，并饰以繁复璎珞为裙，双肩披大帔帛，

帔帛在头后形成椭圆形。两手置于胸前，左手托骷髅碗，右手持钺刀。双腿站

立，两膝向外弯曲。原所踏伏尸人及底座虽已丢失，但通过整尊造像的细腻雕

工，华丽的装饰，仍能看出明永宣时期藏传佛教宫廷造像的典型特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TWO-ARMED MAHAKALA
Ming Xuande

H:24 cm

RMB 2,800,000-3,200,000

苏富比 1994年春拍 Lot.039A 明永乐二臂大黑天

布达拉宫秘宝-布达拉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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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
明永乐  铜鎏金旃檀佛像

说明：此尊旃檀佛造像双足并立于莲座之上，右手上举结无畏印，左手下垂掌心向外

施与愿印，是旃檀佛的典型手印。佛头束高髻，眉眼含笑，身着旃檀佛特有的

圆领通肩式肥大袈裟，袈裟厚重，袈裟衣纹有古雅的阴线刻纹饰，衣襬自然的

顺流而下，展现清宫廷造像的精细之处。莲座刻工细腻，造型规范，下承单层

莲座，上沿饰联珠纹一周，粒粒分明的莲珠、饱满立体的莲花瓣，保存完整。

此件旃檀佛造像造型优美大方，装饰华丽精巧，衣纹柔软流畅，金色绚丽沉

稳，展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明代宫廷造像成熟之美。

永乐、宣德时期的宫廷造像为汉藏佛像艺术的完美结合，寓意深刻的造像题材

和精雕细刻的工艺，反映了明代中央政权在处理汉藏关系方面的严谨态度，利

用精美的造像作为赏赐，通过西藏宗教领袖的影响力，加强了政府对西藏的主

权控制地位。

A GILT-BRONZE FIGURE OF CANDANA BUDDHA
Ming Yongle

H:17 cm

RMB 1,500,000-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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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明晚期  铜鎏金关公佛像

说明：关公（160－219）为东汉末年刘备势力的重要将

领，以仁勇忠义着称，死后倍受民间推崇，且经

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尊奉为关圣帝君。关公为武

圣，在儒释道三教中皆有着崇高的地位，关公未

成佛，但因为人忠义，又被佛教的高僧点化，所

以大彻大悟，发愿守护佛法，所以在佛教中，关

公属于护法神，又称“伽蓝菩萨”。

A GILT-BRONZE FIGURE OF GUANDI
LAte Ming - EArly Qing 

H:18.5 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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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
十六世纪  铜鎏金喜金刚像

来源：美国梅香拍卖 2009年6月18日 Lot.2152

北京翰海《金粟神光Ⅱ-比利时私人珍藏佛造像专场》2012年12月9日 Lot.3121

说明：此尊为八面十六臂双身形象,每头皆戴花冠，每面三目，獠牙具外露，相容凶

忿.十六手各司其职，中二手抱明妃，其馀手伸向两边，手中皆持髅器，内盛

不同神物，右边髅器内盛物为白象、青鹿、青驴、红牛、灰驼、红人、青狮、

赤猫；左边髅器内盛物为黄天地、白水神、红火神、青风神、白日天、青狱

帝、黄施财。金刚四腿中两腿弯曲，两腿站立，呈丁字形独立。明妃叫金刚无

我母，她左腿与主尊右腿并齐站立，右腿钩在主尊腰部，右手握钺刀，左手捧

骷髅碗。衣饰与主尊相同，皆不着衣，仅饰连珠式璎珞。其铜质精纯，金水浓

厚，铸造精美。

欢喜金刚是密宗无上瑜伽部母续尊奉的重要本尊，也是萨迦派道果修法尊奉的

主要本尊。藏语称为“杰巴多结”，又被叫作“饮血金刚”或“欢喜佛”，

“欢喜”的更深意思是通过修行所获得的大自在、大自由和大解脱，也就是真

正的身心合一的大欢喜境界。传说欢喜金刚是大自在天之长子，是一个象征残

害世界的大荒之神；而明妃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躯，以救世渡难为本，以

其拥抱吸其荒神之大恶之源，镇压受摄邪恶和邪欲，以达到自在欢喜，所以也

称其为“欢喜天”。

A GILT-BRONZE FIGURE OF HEVAJRA
16th Century

H:27 cm

RMB 2,000,000-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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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明  铜弥勒佛像

说明：弥勒菩萨意译为慈氏，音译为梅呾利耶，梅怛俪药，佛教八大菩萨之一，大乘

佛教经典中又常被称为阿逸多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常被尊称为弥勒

佛。被唯识学派奉为鼻祖，其庞大思想体系由无着、世亲菩萨阐释弘扬，深受

中国佛教大师道安和玄奘推崇。

 
A BRONZE FIGURE OF MAITREYA
Ming

H:17 cm

RMB 60,000-80,000

1354
明  铜鎏金观音菩萨像

说明：此尊头戴峨冠，发髻高耸，宝缯于耳际曲卷上扬。馀緑束绺披于肩臂。面庞丰

润，眼睑微垂，仪态慈悲庄严。身着通肩衲衣，胸前佩饰璎珞，衣纹流畅。全

跏趺坐。双手各持一茎莲花。台座莲瓣排列规整，层次分明，两侧覆搭缯带边

角。应为明代内地所铸汉传佛教造像。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HVARA
Ming

H:23.5 cm

RMB 15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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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明  铜鎏金大日如来像

说明：此尊大日如来法相庄严，头上螺发，肉髻高

耸，头顶摩尼宝珠，戴宝冠，双耳垂长。面相

丰腴饱满，修眉与鼻胫相通，鼻梁挺直，长目

微合眼睑，嘴角微翘，隐含笑意，洋溢着发自

内心的坦然与喜悦，展现出大彻大悟后的美妙

神情与自在的境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颈皱

迭为三层，具有逼真的肌肤感。体态沉稳，肩

披天衣，袒胸，衣缘内錾刻阴线花纹。双手于

胸前结三昧耶印。下身着贴肤长裙，裙褶压于

双腿之下，结跏趺坐。整尊佛像明代汉传佛造

像的优秀之作。

参阅：2014-06-28 盘古拍卖  六朝珍赏 2014南京春季

艺术品拍卖会   RMB 　800,000-1,100,000

A GILT-BRONZE FIGURE OF VAIROCANA
Ming 

H:37 cm

RMB 800,000-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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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
明  铜骑犼观音像

说明：此尊头戴峨冠，冠叶正中安住化佛宝缯飘拂于耳际，

面庞丰腴，双目垂俯，面带微笑，作菩萨装束，身着

天衣绸裙，璎珞钏环等装身具繁缛而精美，右手抚膝

左手支撑于坐骑上，肩侧的云头上置军持，栖息黄

鹂，这是汉地观音造像的标识，游戏坐姿，安住于伏

地回首的犼背上，下承覆莲座。台座莲瓣饱满舒展，

具有永宣宫廷造像的风韵。整像造型端庄伏美，是明

代内地佛教金铜造像的佳作。在佛教造像中，观音菩

1357
明万历  铜鎏金大日如来像

说明：大日如来是佛教密宗所尊奉的最高神明，密宗所有佛

和菩萨皆自大日如来所出。在金刚界和胎藏界的两部

曼荼罗中，大日如来都是居于中央位置，他统率着全

部佛和菩萨，是佛教密宗世界的根本佛。此尊造像螺

发规整，肉髻高耸，面相丰颐，神态慈悲祥和，外穿

通肩式僧衣，内着僧裙，汉地风格明显。双手当胸

结拳智印，全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座下为双层束腰台

座，台座正面左右各一护法，面容凶煞，背面带款，

落款为“万历二年姚世来造”。整像造型端庄，通体

漆朱砂漆后再漆金，为明代中原地区造像常用之技

法，有光明照耀之感。

A GILT-BRONZE FIGURE OF VAIROCANA
Ming Wanli 

H:25.2 cm

RMB 100,000-150,000

萨的台座较为复杂，这与其众多的应身化现不无关

系，其中最据代表性的坐骑就是“犼”，据说犼性凶

猛，蛟龙不在其上。

A 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VARA RIDING LION
Ming

H:33.5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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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明  铜漆金观音菩萨像

说明：此尊头戴峨冠，发髻高耸，宝缯于耳际曲卷上

扬。馀緑束绺披于肩臂。面庞丰润，眼睑微垂，

仪态慈悲庄严。身着通肩衲衣，胸前佩饰璎珞，

衣纹流畅。全跏趺坐。双手各持一茎莲花。台座

莲瓣排列规整，层次分明，两侧覆搭缯带边角。

应为明代内地所铸汉传佛教造像。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HVARA
Ming

H:34.7 cm

RMB 450,0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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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9
明  铜鎏金韦陀像

说明：韦陀是佛的护法神。据说，在释迦佛入涅时，邪

魔把佛的遗骨抢走，韦陀及时追赶，奋力夺回。

因此佛教便把他作为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天

神。从宋代开始，中国寺庙中供奉韦陀，称为韦

陀菩萨，常站在弥勒佛像背后，面向大雄宝殿，

护持佛法，护助出家人。

 
A GILT-BRONZE FIGURE OF VEDA
MING
H:45.2 cm

RMB 450,000-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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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明  铜漆金骑犼观音像

说明：菩萨头戴花冠，发式披落；胸坠多层璎珞如网，外着双领半

身大衣，下着长裙；面相饱满，坐于其坐骑“吼”的身上；

师子（狮子）无畏观音是天台宗六观音之一，天台宗六观音

包括大慈观音、大悲观音、大凡王圣观音、大光普现观音、

师子无畏观音、天人丈夫观音。依照大乘佛教的说法观音以

循声救苦为度化众生的法门，但是世间众生无量，众生痛苦

又无限，观音又何以去面对、接引这芸芸众生呢？所以菩萨

必须因地修得慈悲和智慧两种功德，才能做到普度众生。六

观音形象中既有表现慈悲功德的，也有表现智慧功德的，师

子无畏观音表现的就是观音菩萨的智慧形象之一，以无畏无

惧、泰然自若的神态面对众生，就如同此尊造像形象。

A GILT-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VARA RIDING LION
Ming

H:54 cm

RMB 1,000,000-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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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
明  铜鎏金药师佛像

说明：药师佛，又称药师如来、大医王佛，为东方净琉璃世界之教主，《药师琉璃光

如来本愿功德经》载，东方有世界净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此佛行菩萨

道时，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修道成佛，所以在佛教寺院的医学殿

内也常供奉此像。

此尊药师佛全跏跌坐，左手于脐前施禅定印及托钵（已佚），右手持药丸。其

螺发规整，肉髻高隆，面相方圆丰润，双目慈祥，细目弯眉，双目垂俯，俯视

着芸芸众生，神态祥和，额间见白毫，双耳垂肩。身着双领式通肩式大衣，腰

前系结带，胸前刻饰「卍」符。整体造型端庄优美，头身比例匀称，工艺精

湛，尺寸硕大，保存完整。衣缘的装饰十分精彩，袍身多处刻画缠枝花卉纹，

外刻工极为生动繁复。铜胎厚重，金水锃亮，为明代中原地区汉传佛教造像的

经典作品。

 
A GILT-BRONZE FIGURE OF BHAISAJYAGURU BUDDHA
Ming

H:52 cm

RMB 4,500,000-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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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
明  铜鎏金广目天王像

说明：广目天王为佛教的护法神，居住在须弥山西

面的白银埵，是护世四天王之一，因其能

用净眼观察裟婆世界而得“广目”之名。

广目天王头戴宝冠，顶束髻，耳侧缯带飞

扬，面部肌肉凸显，双眼怒目圆睁，鼻梁

短蹙，下颌及两腮鼓起现忿怒相。 身着甲

胄，足蹬云头靴，左手上扬，掌中托承佛

塔；右手下伸结期克印，完全是一幅勇猛

彪悍的武士形象。

此尊天王造像躯体宽阔，有大象之阔实美

感，头戴宝冠，面庞方阔，蹙眉瞋目，现

忿怒相。身着铠甲，下衬宽袖征袍，披带

飘摇。左臂抬起，托宝瓶，右臂内屈，右

手掌心向前结印。宝冠华丽，头部具有中

原造像的沉实造型，面部表情丰富刻画

出的面部肌肉起伏圆柔过度自然，筋藏肉

盈。五官刻画简练传神。雍容的躯体在威

武的铠甲裹藏下丰姿绰约，铠甲的有力与

丰满的雕琢显出了天王造像的气势，雕琢

的力度有阳刚之美，与飘带的柔婉形成完

美的配合，左臂的托举之姿态与右臂的垂

拱展掌的姿态形成反差对比，在天王挺立

的站姿中充寓着极其强烈的动势，看似圆

挺静立的站姿天王形象给人以冲破暗涌的

大美形象，观赏之余令人体会到了一种即

威武岸然又强劲多姿的优秀圆雕造像，此

种风格的表现体现了汉地造像者优秀的传

统技艺的精致表现手段。

A GILT-BRONZE FIGURE OF VIRAPAKSA
Ming 

H:51 cm

RMB 1,000,000-1,200,000

1363
明  铜韦陀像

说明：韦陀为四天王座下三十二将之首，也是佛教护法神。

中国佛教寺院中，韦驮菩萨像常威武地立于最靠近寺

院门口的四天王殿内，面向着寺院，以守护伽蓝道

场。此尊韦陀立像外表穿着虽是武将形象，面相特征

却带有慈眉善目。双手合十，头戴将军盔，盔缨垂至

小腿处，极富有动态，身着重甲，铠甲结构表现写

实，一丝不苟，双脚踏于四足方台座上，台座敦厚中

透着精巧，匠心独运。全像精铜铸造，华润光亮，大

气磅礴，彰显了明代造像工艺的高超成就。

A BRONZE FIGURE OF VEDA
Ming

H:31.5 cm

RMB 18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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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4
明  铜漆金彩绘真武大帝像

说明：明代是真武大帝声势显赫、民间信仰最为普遍的时

期。他有文、武两种不同的形象，其造型颇为相近，

都是身着龙袍，金甲玉带，披发跣足。不同之处有

三：一是文身相容和煦，而武身仪态威严；二是文身

仅露胸前铠甲，武身则身披甲胄披肩，胸部及腿部的

铠甲显露无遗；三是手中持物不同，文身持书册，武

身执宝剑。依此特征，此像属武身造型。

 
A GILT-BRONZE FIGURE OF SUPREME EMPEROR OF THE 
DARK HEAVEN
Ming

H:52 cm

RMB 500,000-600,000

良，是明代真武大帝信仰达到鼎盛时期的代表性作

品，殊为难得。

A GILT-BRONZE FIGURE OF GUANDI
Qing

H:14.5 cm

RMB 450,000-500,000

1365
清  铜鎏金关公像

说明：此尊额宽颐丰，双目微合，弯眉与鼻胫相连，教令纹

处阴刻短须，神态温良和蔼。披发跣足，颌下留有长

髯，飘飞的帛带曲折回环，具有典型的明代造像衣

服纹饰特征。身穿铠甲，表示主掌兵戈之事，司权

收服邪魔；外罩龙袍，腰围玉带，缘自元大德七年

（1303）敕封为“光圣仁威玄天上帝”，成为北方最

高神祗。左手风空二指相捻成环，右手持剑置于膝

上，垂脚倚坐在木椅中。整像造型端庄，铸造工艺精

DA16090587A-6-p90-121-c3.indd   94-95 2016.10.25   11:38:10 AM



1368
十八世纪  护经板

说明：护经板，也称夹经板、诵经板，用于保护佛经，属于藏传佛教中重要的艺术品

种之一。据史料记载，西藏护经板大约起源于公元七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以

后一直没有间断。惟历代的护经板在制作工艺和装饰上各不相同，展现出不同

的艺术风貌，具有不同的文物价值。此护经板，木刻，长方形，造型朴拙，包

浆厚重，雕刻繁而不乱，品相完好，实为西藏护经板中的罕见珍品。

RITUAL PROTECTOR BOARD 
18th Century

L:72 cm

RMB 30,000-40,000

1366
十八世纪  金刚镢

说明：金刚镢由三部分组成，最上为是忿怒明王的头像，明王双眉紧蹙，三目圆

睁，宽鼻阔口，齿牙咧嘴，表情忿怒。中间手柄由金刚杵构成，下上部为

“汉式凸结”，“汉式凸结”类似于一种毛线编织物，象征一切邪魔被束

缚，无法逃逸。下部为三棱杵象征覂三解脱门，令有慧根者破除狭窄的自

利，获得自在，直趋涅盘。整器制作精美，合金铜包浆古朴醇厚，饱含藏

传佛教文化精髓。

A VAJVAKILAKA
18th Century

H:27.5 cm

RMB 20,000-30,000

1367
清乾隆  嘎巴拉碗及碗托

说明：嘎巴拉供碗是藏传密教按照严格的尺寸和仪轨，用金银或铜、铁、玉、玛

瑙、猴天灵骨等制作的碗型供器，主要用于佛坛上盛放各种供养品。

这套嘎巴拉碗，碗以红铜铸造，形似颅顶，铜质精纯。嘎巴拉碗底托极为

殊胜，束腰椭圆形，束腰处饰涂有朱漆的连珠以及有三个鎏金人头。碗托

周身饰婉转妙蔓的缠枝牡丹，莲花绽放，艳丽可人；枝叶柔美，舒展有

度。封底刻有汉、满、蒙、藏四体「大清乾隆敬制」的铭款，器内底部铭

文凸起的痕迹宛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骷髅碗的，十分完整、带有

托和座，是1793年济咙胡土克图进贡给清宫的法器，乾隆在座下题诗深表

赞许。对比碗托部分，与这件拍品十分类似，或许这件作品也具有同等高

贵的出身。

A KAPALA BOWL AND HOLDER
Qing Qianlong

H:12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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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莲台座上，莲瓣整齐排列，上缘饰连珠纹一周。长

裙、飘带、莲座彩绘均为红色，在泥金彩绘两种色调

的融合下，造像具备独特的视觉美感。

A  F I G U R E  O F  V A J R A S A T T V A  I N  I L L U M I N A T E D 
PAINTING
18th Century

H:19.5 cm

RMB 150,000-180,000

1369
十五世纪  铜鎏金上师头像

说明：红铜鎏金 分体浇铸

A GILT-BRONZE HEAD OF LAMA 
15th Century

H:33.5 cm

RMB 150,000-200,000

1370
十八世纪  泥金彩绘金刚萨埵像

说明：佛教认为金刚萨埵是一切众生菩提心的本体，其心性

坚固如金刚，故名金刚萨埵。金刚萨埵是金刚持之

一，金刚持有很多位，其中法身普贤、第六金刚持就

是金刚萨埵。常持本尊真言，能破除烦恼，止诸恶

念，生诸功德。此尊造像头束高发髻，佩戴五叶冠，

余发垂于两肩，缯带于耳后卷起。面庞圆润，眉目修

长，鼻准挺俏，双唇微抿，嘴角上挑，展现出本尊所

具方便与智慧的无上威力。躯体匀称，臂膀浑圆，天

衣飘带绕于右肩膀和腰间，姿态灵动非凡。右手于胸

前结印，左手于腰部。着贴体长裙双腿结跏趺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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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十八世纪  紫檀雕那若卡居空行母像

说明：那若卡居是古印度大成就者那若巴传承的一位

专 属 空 行 母 ， 与 金 刚 亥 母 同 体 异 相 异 名 ， 在

胜乐金刚教法中都是胜乐金刚的明妃，是藏传

佛 教 中 最 具 智 慧 与 力 量 的 女 性 修 行 者 ， 也 是

噶 举 派 、 萨 迦 派 及 格 鲁 派 共 修 的 女 性 本 尊 。 

此尊头戴五骷髅冠，代表五佛五智。眉瞋目，身形赤

裸。佩饰璎珞钏环，项挂五十人骷髅鬘，两腿间放射

形的连珠线极富装饰性。头部高昂，左臂曲肘上扬，

手托嘎巴拉碗，右手结期克印持金刚钺刀，双脚有力

地踩踏印度教神威罗瓦和黑夜女神，体现了空行母的

威严与震慑力，艺术感十足。整件作品巧妙地将佛母

威严的神格与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具有较高的审美

价值。

A ROSEWOOD CRAVED FIGURE OF NARO KHECHARIA
18th Century

RMB 50,000-60,000

1372
明  铜鎏金毗卢遮那佛

说明：明代佛像艺术发展到了嘉靖时期，又回到了汉传佛教

艺术风格的道路之上，然而受藏传造像影响的部分不

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融和一体，使内地汉藏风格造

像得到更好的发展。这宗造像就是明中晚期内地汉藏

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代表。

此尊造像为毗卢遮那佛，汉译为大日如来，是佛教密

宗至高无上的本尊，是宗教最高阶层的佛，为佛教密

宗所尊奉最高神明。此尊造像头戴五佛冠，冠叶雕刻

精细。面相方圆端庄，眉间白毫，眼睑低垂，较宽；

目光下敛，双目宛如未开放的莲花苞，俯视着芸芸众

生，神态慈祥柔和典型的明代汉地造像面相特征。

肩宽胸厚体态健壮，手脚刻画细腻写实。胸前刻：

“卍”，乃汉地造像常用的表现手法。身着双领式通

肩大衣，下身着高束腰长裙。腰系束带并打结，明显

的汉地衣饰风格。衣纹采用内地传统写实性技法。简

洁流畅，表现出衣料较强的质感。衣縁处篆刻精美的

缠枝莲花，做工精细。整体造像神态庄严肃静，造型

比例均称，结构严谨合理，胎体厚重敦实，工艺细腻

精湛，装饰娴熟精练。

A GILT-BRONZE FIGURE OF BUDDHA VAIROCANA
Ming

H:18.5 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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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
明  蓝底藏龙袍

说明：这是一款没有典章记载的龙袍，2001年出版的“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

卷》第178页的“蓝织金子孙龙妆花缎蟒袍”、第98页的明万历“拓黄织金龙云

肩通袖直身妆花缎袍料”和这款龙袍近似。

BLUE TIBETAN ROBE
Ming

129×129 cm

RMB 200,000-300,000

1373
清  佛龛帐

说明：明清时期的顶级寺庙，宫殿中有很多任务艺精美的内地宫廷织

品，此件织品色彩丰富，尺寸较大，保存完整，从工艺，品级，

图案等方面，皆与内地宫廷所用的织品级别近似，应是皇帝赏

赐，在当时类似织物常被用于最高级别西藏宫廷宝座背饰或大寺

庙巨型佛像的顶饰或衣饰。

SHRINE ACCESSORY 
Qing

185×144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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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清  六臂大黑天唐卡

说明：大黑天最常见和最圆满的一种形象。他身体呈蓝色，着虎皮，项

挂50人头骨大念珠，戴五骷髅冠。头顶以蛇束头发，脖子上有一

条大花蛇直垂下来，手腕和踝骨也都缠着黄白相间的蛇，这些装

饰都是表示对龙王的降伏。他的6只手都持有物，中间两手置胸

前，也是左人骨碗，右月形刀，其余四手分开：上面一双右手拿

人骨念珠，左手拿三叉戟，表示他要戳穿天上、地面、地下有情

的关系；这两手还同时张开一张象皮，表示驱逐无明。下面一双

右手拿手鼓；左手拿骚，一端是金刚杵，一端是钩子，表示勾缚

一切妖魔。站立姿势，右腿屈，左腿伸，两足踩在象头天神的胸

腿上,象头天神呈白色，是北方的财神，呈仰卧式，头向后。主尊

身后有火焰背光。

A THANGKA DEPICTING 6-ARMED MAHAKALA
Qing

36×28.5 cm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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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
十九世纪  白度母唐卡

说明：白度母(White TArA)，藏音译卓玛嘎尔姆，又称为增寿救度佛

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世音有32种应化身，仅其中的度母

化身就可以变化为21位救度母，白度母即为圣救度佛母的二十一

尊化身之一。在藏传密教中，绿度母与白度母是二十一尊度母之

中流传最广的。而藏密又常以长寿佛、白度母及尊胜佛母等三尊

合称为：“长寿三尊”。

A THANGKA DEPICTING WHITE-TARA
19th Century

L:14.5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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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
十九世纪  医药唐卡（三张）

说明：著名的《四部医典蓝琉璃》（《蓝琉璃》）的图释注解，《蓝琉璃》成书于约

公元1688年，由第司·桑结嘉措编纂。约1687－1703年间，第司·桑结嘉措又汇集

全藏著名医师和画师，绘制了一套77幅或79幅的藏医图册，对藏医学主要经典

《四部医典》进行阐释和说明。藏医学唐卡构图简明、写实，内容丰富，形成

一套系统完整的藏族医学科学挂图，内容有人体发育、人体脉络、疾病原因、

治疗方法、药物应用等详细绘图，不仅是研究藏医的珍贵资料，而且在艺术上

也有欣赏价值。

THREE TIBETAN BUDDHIST MEDICAL THANGKAS
19th Century

尺寸不一

RMB 25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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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8
清  财宝天王与八骏财神唐卡

说明：唐卡的主尊是流传最广的金黄毗沙门天，也是大家最尊崇的一种

财宝天王。其身金黄色，右手持胜利幢，象征他能带给人们财富

与满足，以及风调雨顺中不可或缺的雨露滋润；左手所握吐宝鼠

正在吐出晶莹的宝珠，以威震三界坐姿侧骑在白狮上。身体两侧

为其部属八马王护法即八路财神，皆作骑马武将身形，各司八方

天库。坛城左侧是六臂玛哈噶拉，右侧为白玛哈噶拉，前者是格

鲁巴所奉大护法，也是福德之神；后者是萨迦巴与香巴噶举尊奉

的财神。此副唐卡为黑底彩绘唐卡，线条流畅，画工细腻，保存

完好，十分难得的优秀唐卡作品。

A THANGKA DEPICTING 8 HOURSE AND JAMBHALA 
Qing

67×47 cm

RMB 16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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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紫玛护法唐卡

说明：紫玛护法，又名“孜玛热”为藏地最凶猛的“赞”神的首领，同

时还兼有冥府判官的身份，赞与魔相配而生，尤其是勇力夜叉军

主孜玛热是三界众生的命主，能刹那围绕三界抛红索钩招敌魂，

刺燃烧之赞矛。

A THANGKA DEPICTING DHARMAPALA
Qing

73×52 cm

RMB 250,000-300,000

DA16090587A-6-p90-121-c3.indd   112-113 2016.10.25   11:38:47 AM



1380
清  二十一度母唐卡

说明：二十一度母，藏语称“卓玛聂久”，是度脱和拯救苦难众生的

一族女神，同时也是藏传佛教诸宗派崇奉的女性本尊群。因此

二十一位度母在藏族地区被广大信徒或百姓普遍敬拜，有着极大

的吸引力。

A THANGKA DEPICTING 21-TARAS
Qing

40.5×31.5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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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清  释迦牟尼唐卡

说明：此幅唐卡表现了释迦牟尼佛传记故事。中间部分释迦牟尼佛头饰

螺发，脸庞圆润，面含微笑，身着袈裟和僧裙，左手禅定印，右

手结触地印，双腿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两侧描绘弟子阿难和迦

叶。主尊身后有彩虹背光。在上下四个部分及主尊两侧的空间

内，绘制了释迦牟尼佛传记。整幅唐卡布局灵动紧密，画面人物

形态生动传神，技法精湛设色古朴，以暖色调为主，大面积橘红

色的应用，将画面烘托的圣洁与庄重，唐卡背后有藏文题记，实

为收藏和研究的精品唐卡。

A THANGKA DEPICTING SHAKYAMUNI
Qing

91×57 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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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黑棒大黑天唐卡

说明：此幅唐卡的主尊是宁玛派执梃大黑天，是藏密中具有大威力的护

法神。其头戴五颅冠，三目圆睁，獠牙外露，呈忿怒相。身着交

领袍衣，右手执梃，左手捧嘎巴拉，挟持三尖天杖，以右屈左展

的战斗姿态，安住于般若烈焰中。画面中上部深蓝底色，绘有宁

玛派诸多上师，诸多护法眷属围绕主尊四周，下方绘有四大天王

等诸多形象。大尺幅，矿物颜料绘制的画面为对称式构图，所绘

各形象布满画面，很好的烘托出主尊绚烂多姿的护法神像。

A THANGKA DEPICTING MAHAKALA WITH BLACK DANDA
Qing

111×67.5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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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
清  阎罗寿主铁蝎唐卡

说明：八大法行是宁玛巴所修出世五法行和世间三法行。前五者为文殊身（毗卢

部）、莲花语（弥陀部）、真实意（不动部）、甘露功德（宝生部）、橛事业

（不空成就部）；后三者为召遣非人、猛咒诅詈、供赞世神。

前五尊被称为“世间五尊”，其中的马头明王法是莲花生传赤松德赞；金刚镢

法，由莲花生传诸位王妃和泽阿杂萨赖；文殊法，恒德格木巴（静藏）所传。

后三尊被称为“世间三尊”，据传是莲花生来藏后降伏鬼神，使它们保护佛法

而传出的法，被看成是西藏特有之法。后来宁玛派各寺院把八尊神作为本尊供

奉，并作为宁玛巴修行者修习生起次第八种法行所依主要本尊。八大胜乐忿怒

金刚本尊（也称‘八大黑鲁嘎’和‘八大法行’）：

出世间法：

　　〔１〕身：忿怒文殊（大威德金刚）

　　〔２〕口：马头明王

　　〔３〕意：央达嘿噜嘎（真实意嘿噜嘎）

　　〔４〕功德：甘露嘿噜嘎

　　〔５〕事业：普巴金刚

世间法：

　　〔６〕召遣非人（玛莫嘿噜嘎）

　　〔７〕猛咒诅詈（非常忿怒施咒本尊）

　　〔８〕供赞世神（半忿怒本尊）

本副唐卡是宁玛派大威德金刚伏藏《寿主阎罗铁蝎》修法而着称，被宁玛各派

公认为八大法行首位，威力最大的大威德金刚修法本尊，愤怒文殊。大威德金

刚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为文殊菩萨的忿怒本尊，他的威猛事业能降伏一切邪

魔外道，大威德金刚的“威”表现在以凶暴威猛之力，慑伏一切恶鬼魔障；

“德”表现为以智慧力摧破烦恼业障，使众生从无明业惑中解脱出来，大威德

金刚是一切诸佛力量、功德的显现，是佛法最殊胜的守护者。

本件黑底彩绘愤怒文殊唐卡，主尊与明妃的表情，头冠，发髻刻画细腻，手中

持有不同的法器，衣饰，刀锋般带金刚杵的展翅，背光火焰等处，均动感十

足，色彩深浅变化，晕色技法高超，立体感强烈。唐卡上部每位宁玛派上师的

身下皆有藏文铭文，下部各护法眷属形象各异，精彩绝伦，绘画技法精妙，令

人惊讶。此件唐卡从宗教内涵，绘画技法，艺术美感，保存完好，题材稀有，

绘画尺寸，装裱等综合方面，可为清代唐卡中的绝品，同题材的唐卡，国内外

知名博物馆中，未发现此等质量的藏品，值得珍藏。

A THANGKA DEPICTING YAMARAJA
Qing

83×51 cm

RMB 1,500,000-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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