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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绿釉陶佛：出土八年终验明正身

珍稀辽代绿釉陶佛的发现始末

这尊绿釉陶佛，2011 年出自朝阳上河首村
的梵法寺，是修沟时发现的。上河首寺村，是驰
名中外的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所在地；梵
法寺前身，据传是千年前的一座辽代寺庙。

当时，人们对这陶佛未引起足够重视，将其
随便置于库房中。朝阳学者孙国平是最早见到
这陶佛的资深考古学家，依据自己几十年考古
鉴定的丰富经验，孙国平凭直觉，第一时间判断
出此佛符合辽代特点，是一尊世所罕见的辽代
佛像（具体而言，是一尊辽代的观音像）。不过，
很多人却对此佛像来历存疑：辽代有“送子观
音”吗？历经千年的辽代陶佛会保持得如此完
整吗？色彩这般鲜艳、釉色几乎未见脱落的陶
佛，不会是后人仿造的吗？……异议之声一多，
孙国平等专家也未免心存犹疑，关于这尊陶佛
的出身鉴定，便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

虽然世存争议，但在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
党支部书记、副研究馆员李道新看来，这尊身世
暂时不明的佛像首先要妥善保护，待时机成熟
时，再拿出令人信服的鉴定意见来。李道新这
一做法，使这尊辽佛得以保存，否则，佛像很可
能被损坏或流失，那将是一桩令人心痛的憾事。

2018 年 3 月，记者随同孙国平先生参观龙
城区博物馆，见到李道新。与珍品无数的朝阳
北塔佛教博物馆、馆藏丰富的朝阳市博物馆相
比，龙城区博物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过是一个
狭小的文物展览室，虽然面积不大，但所藏器物
却颇有特色：如少见的汉代骨铠甲、出自唐墓的
三彩武士俑、出土于杜杖子乡的辽代官字款白
碗、出土于边杖子乡姑营子村辽代耿氏家族墓
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也称“秘色
瓷”）……特别是进门便见、特意置于玻璃柜中
精心保护的这尊硕大佛像，尤为引人注目。

由于对此佛像未做专业鉴定，所以暂未定
级，标注是：送子观音瓷像，辽代时期。这佛像
与标注，瞬间引起记者关注。因为在记者与众
辽史专家考察走访的近十年光阴中，如此完整
硕大、体态饱满、色彩鲜艳的辽代陶瓷佛，从未
亲见。只听说河北易县有十余尊辽代三彩釉陶
佛流失到国外各大博物馆，被作为中国古代文
物的精品隆重陈展；记者还曾在通辽市博物馆
见到三尊辽代白瓷佛，但尺寸不及龙城博物馆
这尊辽佛的三分之一。如果此佛像果真出自辽
代，可以说是稀世之宝了。

2018 年 10 月 16 日，记者邀请辽史权威专
家、84岁的冯永谦先生专程从沈阳至朝阳鉴定
此佛真伪。为使冯永谦能仔细观察佛像造型、
用工等诸多细节，李道新书记特意派专业人士
将此佛从玻璃柜中请出，冯永谦的鉴定时间长
达3个多小时，待暮色沉降、天色将晚之时，他得
出结论：这是一尊辽代中晚期的绿釉陶佛，十分
罕见，弥足珍贵。并应李道新之请，当场写下鉴
定意见书。

2018年10月19日上午，冯永谦先生与最早
见到此佛的孙国平先生再赴龙城区博物馆，经
联手鉴定，最终确认此佛像确系辽代遗存，并接
受了朝阳电视台记者戴苗苗的专访。同行的朝
阳县文管所副所长张振军也认同两位资深专家
的鉴定意见。由此，这一“辽代陶佛谜案”终于
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堪称近年来朝阳考古界的
一项重大发现！

两位资深考古学家为陶佛定性

这尊绿釉陶佛从难断代、未定级的普通馆
藏品，转眼被断代到辽，未来，极可能跻身一级
珍稀文物的“国宝行列”，朝阳孙国平、沈阳冯永
谦两位资深考古学家的鉴定之功，最为关键。

最早发现此佛的孙国平先生做出如下鉴定
意见：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的陶佛为坐姿。挺
胸、目视前方。面部神态安详，双眼微睁，双唇
微闭，双耳垂下垂。头顶双重螺髻，面部丰满，
头后饰有倒置圭形佛焰。佛身披半袖袈裟，脖
项璎珞下垂。飘带绕臂缠身。结跏趺端坐于莲
座之上。佛像双臂弯曲，左臂置于胸前，手托一
男童，男童上身挺直后倾，紧贴于佛胸前和左上
臂，童左臂弯曲贴在胸腹部位，双腿前伸，坐于
佛手掌中，身着半袖长袍。右手指部位托一女

童，女童神态自若，目视前方，头顶双髻，双臂弯
曲贴于上腹部，左手握住右手，身着左衽长袍。

佛像通体施深绿色釉，唯莲重下层覆莲下
半部无挂釉，露出白色陶胎。佛像胎质为浅红
褐色，火候较高，莲座下无釉处似为以高岭土后
贴涂而成。两童子臀部有露胎和透孔。佛像全
高82厘米。

此佛像釉色深绿，施釉均匀，并有开片。身
着袈裟，衣袂流畅，体态匀称，胎质浅红褐色。
依据这些特点判断，这应是一尊辽代作品。再
依其形态和手托孩童，虽是男像，但这应是一尊
观世音菩萨像。目前，像这样完整、而且制作精
美、个体较大的菩萨造像十分罕见。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陶瓷鉴赏名家冯
永谦先生对此佛的鉴定评语，更为详尽而具
体。冯永谦表示，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在其陈
列展览中，将近年出土的一尊绿釉陶佛像展出，
时间定为辽代，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此佛像保存
完整，形体硕大，造型精美，雕塑技艺高超，釉色
清新悦目，因而在博物馆众多陈列的文物中十
分醒目和突出，而其佛像自身特点和表现主题
为过去少见，更使观者注意。在展览中，观者对
佛像的年代有不同意见，认为是否可能是现在
新做的？而不是历史文物！这就不是小事，而
是一个重大学术问题，需要细辨，而其如果是真
品，那将是一件极为难得和少有的珍贵文物！

经过对这尊绿釉陶佛像的详细观察，了解
此佛像的各部位特征，知其自身结构特点后，冯
永谦写出以下鉴定评语：

这尊佛像，下有仰覆莲座，座上莲纹一瓣双
叶，叶尖略翘起。莲座上为佛像，莲座与佛像相
接，没有分置，而是与座为一整体的佛像。莲座
底面略呈横长椭圆形，有顶面无底，座内中空，
系模制而成，内侧胎面手指拍捏痕迹明显，座里
面未施釉，露胎，胎呈淡红色，泥质较细，火候较
高，敲击声音清越。座上为佛像，其体中空，佛
像结构复杂，应是经雕塑而成，像与莲座间有座
面相隔，因此看不见佛像内腔，但座面当中留一
圆孔，以便入窑烧制时不致因产生气体而使佛
像爆裂。佛像系坐姿，双腿结跏趺坐于莲座之
上。整体佛像为圆雕，是正面像，性别表现呈男
相，端坐安详。佛像头部为螺发，作小圆平形，
肉髻高耸，顶上复出一圆髻。佛像面向前方，方
额圆颐，双眉弯曲，二目微开，略作下视之状，直
鼻小口，双耳下垂，但不过大，没有及肩，佛像双
手伸向前面，左手上擎抱一男童，右手稍下托一
女婴，双膝互交盘坐，足心向上。佛像胸前颈下
戴珠串缨络，身着通肩式袈裟，右衽，露出双臂，
宝缯从颈后绕过，穿行于两臂之间，飞舞飘扬，
垂于股上，着大裙，膝下衣纹疏密有度，流畅自
然。掌托男女二童，男童光头，额上留有一撮

“刘海”，身着短袖对开上衣，下穿长裤，双手合

十于胸前，女婴头梳二髫髻，附于头之两侧，身
着宽袖右衽长袍，垂褶，下仅露脚趾，双手捧于
胸前；男女二童臀部都在烧成后磨成漏孔，女童
因臀部被手托而磨孔在腰下部，露孔应是表示
用以排泄，这种磨孔现象出现，可能是因雕塑时
的疏忽，在烧成后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佛像由
于胎呈淡红色，影响釉面颜色效果，整体佛像表
面挂白陶衣，于其上施绿釉，釉系倒蘸而成，故
像身满釉，仅莲座下部边缘处无釉，而存有下垂
流釉。釉呈草绿色，有色泽，釉层较薄，其色略
有斑驳，像身有流釉或衣褶沟纹处釉厚，釉色为
深暗绿色。釉面光泽较强，但却沉稳厚重，古旧
苍然，尤其像身釉面有多处开片纹，纹理呈现深
度缩釉，土浸充填其中，异常明显。佛像通高
82、肩宽 25.5、膝宽 30.5、莲座高 12、底边左右横
长30、前后长25、胎厚1.5厘米。

经过对这尊绿釉佛像的观察和研究，认为
它是辽代的。根据和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首先说，胎质，呈淡红色，质较细腻，火候较
高，是辽代釉陶的正常胎质情况，符合辽代釉陶
特点；其次，釉色为绿色，这尊佛像上的绿釉，是
一种较淡而略带杂质的绿色，是辽代呈现出深
浅不一多种绿色中之一种，也是辽代特有的绿
色，与其他时代的绿釉颜色不同；第三，这种单
一施釉的佛像，在其他时代很少见，辽代不仅有
著名的三彩釉，也有黄、绿单色釉，而且很有特
点，此佛像的全身单色绿釉，俱有浓厚的辽釉陶
的特点；第四，从釉面的历史陈旧感来看，佛像
应是历经千年之物，釉面开片已经裂开，缩釉现
象突出，这是文物本身显示给我们的代表标志，
年代短的不会有此突出特征；第五，这尊佛像出
土在朝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上河首村辽代寺庙
遗址中，此遗址经考古调查，不仅出土此件绿轴
陶佛像，还出土有许多建筑构件螭吻和砖瓦等，
都具有辽代特点，可知此处为辽代遗址。故此，
这尊佛像也应是辽代的。

根据以上特点，朝阳龙城区博物馆陈列的
出土于上河首村绿釉陶佛像，时代为辽代，是一
件十分珍贵和难得辽代佛教遗物。

朝阳绿釉陶佛乃稀世之宝

辽代崇佛，曾经佛寺遍地，佛像如林，但历
经千年的改朝换代，辽代的佛寺、佛像所剩者
稀。以佛像而论，常见的是木佛（如辽宁义县奉
国寺的七尊大佛）、泥佛（如山西大同华严寺薄
伽教藏殿的合掌露齿菩萨）、铜佛等，至于瓷佛、
陶佛，因保存难度大，而今已难得一见。

在今内蒙通辽市（原哲里木盟）博物馆内，珍
藏着三尊辽代白瓷佛，分别为：白瓷迦叶像、白瓷
阿难像、白瓷须菩提像，出土地标注为通辽库伦
旗。如此完整的精美的辽代瓷佛，为辽代瓷佛系

列中的一级文物，实乃通辽市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据业内专家透露，这三尊珍贵的辽代白瓷
佛，并非出自库伦旗，而来自辽宁彰武县，是一位
当地农民放牧时无意发现的，后被通辽文博部门
征集，辽宁方面一直想要回这三尊瓷佛，但几经
交涉，终无下文。由此，足见三尊辽代瓷佛在辽
宁与通辽两方文博业内的重要地位。

提起辽代的釉陶佛，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是
出自河北易县八佛洼半山腰睒(shǎn)子洞的三
彩罗汉像。

梁思成先生在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
曾经亲眼瞻仰过易县三彩罗汉像。在其《中国
雕塑史》中，梁思成写道：“其貌皆似真容，其衣
褶亦甚写实。……或容态雍容，……或蹙眉作
恳切状，要之皆各有个性，不徒为空泛虚缈之神
像。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皆由对于平时神
情精细观察造成之肖像也。不唯容貌也，即其
身体之结构，衣服之披垂，莫不以写实为主；其
第三量之观察至精微，故成忠实表现，不亚于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西方人认为，这
些罗汉像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写实主义雕像，就
艺术和技术水平来说，堪称中国佛教造像的巅
峰之作。故此，这一系列造像从被发现以来，就
一直深受美术史学界的关注。

经统计，出自易县睒子洞内的三彩等身罗
汉像一共16尊，至少毁坏了3尊。目前，可查的
存世罗汉像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共 10
尊。据说，其中有8尊经由德国人帕金斯基与二
十世纪初著名的国际大古董商卢芹斋之手运到
海外，这些塑像一经面世，便在古董文物收藏界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目前分别收藏于美国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
人类学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加拿大皇家
安大略博物馆、日本现代美术馆、美国纳尔逊艾
金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俄罗斯冬宫、法国吉
美博物馆。

对于这批三彩罗汉像的年代断定几经变
化。因为罗汉像采用白色陶胎，质地紧密，通体
施三彩釉，与唐三彩相似，故最初被认为是唐代
之物。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专家们对罗汉
像的年代又提出了多种不同意见，从北宋到辽、
金时各有人支持，甚至有人认为这些雕像可能
制作于明代。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学界
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其年代当为 950-1050 年，
产于辽代。

不过，据冯永谦先生多方考证，这组驰名中
外的易县三彩罗汉像的出产时间远晚于辽代，
因此，不能断代为辽佛。如此一来，在朝阳发现
的这尊绿釉陶佛，便是目前所知的体型最大的
辽代陶佛了，堪称稀世之宝，其意义之深远，将
非同凡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文并摄

近期，一尊高达82厘米，保存基本完好的辽代绿釉陶佛现身朝阳。此佛像世所罕见，可能是目前存世的体型最大的辽代陶佛了。此佛像身份的
最终确定，历经波折，它的出现，为朝阳文博界再添新辉，有望产生关注不断的后续效应。

朝阳龙城区博物馆珍藏的辽代绿釉
陶佛。

经冯永谦（左）与孙国平（右）两位资深考古学家联手鉴定，朝阳龙城区博物馆所藏绿釉陶佛确系辽
代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