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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北魏天安元年（公元 466 年）曹天度所造的九層千佛石塔，為文化部公告之

指定國寶，現藏於本館。 

此塔下寬上窄，平頂四方，塔身高 209 釐米，共九層，其上共有浮雕佛像

1381 尊。本來是山西朔州市崇福寺鎮寺之寶，安置於彌陀殿東南角。1937 年，

日軍佔領朔州城而駐紮在崇福寺的時候，見到此精美絕倫的雕刻藝術，心生覬

覦，而於 1939 年欲將石塔運往日本，但塔刹部分卻被朔州市民丁克成偷偷藏起

來，所以僅運走塔身，就安放在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1945 年日本戰敗無條件

投降，便將塔身交還，輾轉來到臺灣，而塔頂遺存在山西崇福寺。 

此塔紀年翔實，是我國現存最早、保存最完美的個別獨立的石塔。它的藝術

價值在於：雕刻風格獨具、造型完美，堪稱中國寶塔雕刻之翹楚；而且雕刻時間、

石材及技巧又與北魏石雕黃金時代的曇曜五窟一致，為印證中國石雕黃金時代的

代表作；同時，石塔所呈木造樣式，也是研究六朝時代木塔及建築技術的範本。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它是時代生活的完美見證，以造像內容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百

態及特殊信仰。 

本館有幸於建館翌（1956）年庋藏此一國寶，長期展於本館一樓石雕走廊，

惟因只保有塔身部分，常感遺憾。本次實地考察與研究山西崇福寺博物館所藏之

塔刹部分，除瞭解崇福寺的歷史與建築及九層千佛石塔與該寺之關連外，並就複

製石塔等事宜進行商討，及進一步商議複製後，於本館合璧展出等。祈願此行可

讓兩岸文化交流更趨頻繁的未來，塔身塔剎得以合璧，成就人人稱美的兩岸藝壇

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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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執行日期、經過及參訪 

本計劃執行日期為 102 年 8 月 28 日至 9 月 9 日，共參訪了北魏九層石塔原

藏地山西朔州市朔城區崇福寺博物館、馬邑博物館、朔州文物旅遊局、雕工師傅

工作室、石材廠、應縣木塔、雲岡石窟、懸空寺、五臺山、山西博物院及大同、

太原地區鄰近之古剎等。上述單位與本案之研究，無論文物收藏或年代或藝術表

現或宗教形式均為本案研究比對之重要參考。 

8 月 28 日抵達太原武宿機場，承朔州文物旅遊局工作人員陪同協助赴朔州，

展開本案實地考察與研究。 

8 月 29 日拜訪朔州文物旅遊局與朔州區長劉彪、赫志剛副局長及溫江鴻副

局長，雙方並就合作模式、權利義務與借展問題等細節進行討論協商。其中針對

朔州市朔城區崇福寺博物館與本館結為姐妹館所簽署之意向書實質內容進行討

論研商，對未來雙方擬複製石塔及合璧展出等其可行性作進一步的瞭解。(圖 1~2) 

8 月 30 日參訪北魏九層石塔原藏地山西朔州市朔城區崇福寺博物館，並拜

會文管所所長李寶山及資深管理員孫學瑞，實地瞭解崇福寺的歷史與建築及石

塔、塔刹與該寺之關連。該塔原置放寺中之「彌陀殿」東南角，該殿由金熙宗顏

亶於皇統三年（1143），命開國侯翟昭度建造，直至貞元元年（1153）竣事，為

崇福寺內最具規模的大殿。此行對塔刹、基座置放地做深一層的研究，惟石塔的

聚散過程尚不明朗，即待查考研究，推測是由北魏初期曹天度家宅先開始供養

後，再經過六百年餘，轉輾留存在金代西京大同府城內的某一座佛寺。其後，某

寺主事者或面臨何種原因，遂於貞元元年之後，允將該件石塔南移，置於金代朔

州崇福寺「彌陀殿」，以迄元、明、清，及至 1939 年遭日軍竊取。(圖 3~24) 

8 月 31 日參訪 2012 年開館的馬邑博物館並拜會主管溫江鴻副局長。該館位

於崇福寺對面，歷史上朔州市曾名「馬邑」，博物館由此得名。其建築為遼金風

格的二進仿古院落。博物館分序廳、造像廳、字畫廳、陶瓷廳、青銅廳、石刻廳、

雜項廳七個展廳，除序廳不展出文物外，其它六個展廳共展出了 745 件文物，其

時間段上啟白堊紀，下至 20 世紀 40 年代。展品包括國家一級文物 20 件，國家

二、三級文物 189 件，而本館所藏北魏曹天度九層石塔之塔剎現藏崇福寺文物管

理所，其複製品則展於第二展廳（造像廳）進門處，該儲櫃除懸示本館祝賀函及

照片外，對塔身（目前藏置本館）亦詳實記錄。惟複製塔剎時間緊迫，塔剎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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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不免過於粗糙。據溫江鴻副局長表示，將重新符實複製塔剎，但因塔剎為國家

一級文物，重新符實複製須報請中央，請其派員監製，且複製辦法嚴謹，重重把

關下恐難速成。 (圖 25~33) 

9 月 1 日再度拜訪朔州文物旅遊局，楊永勝局長日前因公出差造訪未遇，此

次特與其及赫志剛副局長，雙方再就合作模式、權利義務與借展問題等細節進行

討論協商。除對朔州市朔城區崇福寺博物館與本館未來雙方擬複製石塔及合璧展

出其可行性作進一步探討外，並對其市委書記擬於今年度率團赴臺，就前述事項

擬合作草約事宜進行研究磋商。會後，應楊永勝局長之邀參訪朔州所屬之文化生

態園區、舊城牆遺址及相關標誌性紀念館。舊城牆為北齊遺址，文化生態園區為

朔州永續發展的重點。目前朔州當局將大片黃土坡地，植披綠化，造濕地公園，

做西山生態治理工程、建設金沙植物園等，擬讓昔日滿眼黃沙處處灰濛的塞外，

今朝化為青山覽秀色，碧水映藍天的景象，古老的朔州漸漸變成美麗的「塞上江

南」。(圖 34~38) 

9 月 2 日為瞭解當地複製石塔的製作，至朔州市平魯區石材廠及雕刻廠，參

訪當地石雕作業，並就複製塔剎的石材、作法深入了解。其間由冀商石雕廠老闆

張瑞安先生親自帶領參觀解說，並離朔州市至車程 2 小時之砂岩山區了解採石作

業，此地之砂岩與古平城地區相同，為早期石雕用材，本案九層石塔即由類此砂

岩石材雕刻而成，將來無論是複製塔剎或塔身皆可用。(圖 39~47) 

 

9 月 3 日上午參訪現存最古老、最高大的木結構建築「應縣木塔」，做為研

究古塔之參考。該塔建於遼清寧二年（1056 年），距今已有 900 多年的歷史，塔

高約 67 公尺，外觀九層，可用空間只有五層，謂「明五暗四」。各明層外柱均立

在下層外柱的樑架上，並向塔心收進半柱徑，使塔的外觀輪廓構成一條優美的逐

層收分的曲線。整座塔比例適當，巍巍聳立，蔚為壯觀。於元、明時期及近幾年

來，大同一帶強震，木塔巋然不動。山西軍閥混戰，曾對木塔炮擊 200 餘發，塔

身彈痕纍纍，有多次擊中後燃燒起火，可是很快自行熄滅，矗立晉北高原 900

多年的木塔其抗震、防火能力，至今未有公認的科學解釋。據導覽員解說乃因塔

剎中心有鐵軸插入樑架之內，周設八根鐵鏈繫緊，可以說是一個很典型的消雷

器，因此，可使木塔千年不受雷擊。可見，應縣木塔是科學、藝術與宗教的完美

結合，也是人類木構建築史上的奇蹟。(圖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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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參訪北魏後期建成之恆山懸空寺做為本案比對研究之參考。恆山地勢險

要，山上樹木稀少，山石裸露，顯得格外崢嶸雄奇。寺廟依倚絕壁懸崖而建，似

成危樓懸閣，為恆山建築景觀的一大特色。懸空寺建造在渾源縣城金龍峽內，如

懸掛在刀劈般的懸崖峭壁上，三面的環廊合抱，六座殿閣相互交叉，棧道飛架，

各個相連，高低錯落。全寺初看去只有十幾根大約碗口粗的木柱支撐，最高處距

地面 50 餘公尺。整個建築似危而安，令人叫絕。始建於北魏太和 15 年（公元

491 年），與本案石塔建造同屬北魏時期塔寺建構。該寺在極其有限的空間裡，

建有大小殿閣４0 間，大小高低不一，有的遙遙相對，有的高下對峙，對稱中有

變化，分散中有聯繫，不整齊，但又有序。內有銅鑄、鐵鑄、泥塑、石雕、脫沙

等神像 80 餘尊，既因殿閣大小不同而高低不等，又因職位尊卑而形態各異。尤

其寺內供奉佛、道、儒三教共居一室，更是耐人尋味。(圖 51~53)  

9 月 4 日由朔州前往大同，下午參訪北魏時期宏偉的藝術寶庫－雲岡石窟。

該窟位於山西省大同市西郊武周山北崖，石窟依山開鑿，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古代

石窟群之一。據文獻記載，北魏和平年間（西元 460 年至 465 年）由和尚曇曜主

持，在京城（平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塞，開鑿石窟五所，距今已有 1500 多

年的歷史，現存雲岡第 16 窟至 20 窟，就是當時開鑿最早的所謂「曇曜五窟」。

其他主要洞窟，也大多完成於北魏太和十八年（西元 494 年）孝文帝遷都洛陽之

前。各窟中有石塔製作的以第二窟、第五窟為最典型，每層有迴廊，內壁雕佛像，

四角有柱，為仿木樓或漢闕樣式，從石窟所保存的紀年銘刻和藝術風格上看，與

本案九層石塔時代同時、風格一致，甚至石材亦相仿，藉此印證本案石塔為中國

石雕黃金時代的代表作。雲岡石窟現存洞窟 53 個，石雕造像 5 萬 餘尊。石窟以

氣勢宏偉，內容豐富，雕刻精細著稱於世。石窟中的雕刻在吸收和借鑒印度犍陀

羅佛教藝術的同時也融入了中國傳統藝術風格，在世界雕塑藝術史上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圖 54~62) 

9 月 5 日離開北魏太祖道武皇帝拓拔珪建立的國都大同(古稱平城)，前往忻

州市，下午進入中國佛教名山五臺山景區，下榻該地賓館。 

9 月 6 日參訪五臺山古剎，作為研究北魏時期建立之佛教道場比對參考。佛

教傳入五臺山，普遍的說法是始于東漢。南北朝時期，五臺山佛教的發展出現第

一個高潮。五臺山位於山西省五台縣東北，由一系列大山和高峰組成，其中五座

高峰環列五台山四周，有如五座高台，因此得名。五峰以內稱台內，以台懷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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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而顯通寺即位於台懷鎮中心寺院群中，是五臺山歷史最古、規模最大的寺

廟，創建於漢明帝永平年間，原名大孚靈鷲寺，北魏孝文帝時期進行規模較大的

擴建，明太祖重修，賜額「大顯通寺」。該寺是青廟中的首廟，屬漢傳佛教寺院，

由和尚主持。另一創建於北魏的菩薩頂則位於顯通寺西北側的靈鷲峰上，原名大

文殊院，清順治年間，擴大重修改為黃廟，由喇嘛主持，屬藏傳佛教寺院，為五

臺山諸寺之首。其餘寺廟據傳有 120 餘座，其中多敕建寺院，多朝皇帝曾前來參

拜。所以說五臺山是中國唯一一個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交相輝映的佛教道場，也

是漢蒙藏等民族在此和諧共處的名山。2009 年被正式列入《世界遺產名錄》。(圖

63~66) 

9 月 7 日至太原市參訪山西博物院，由公眾服務部李組長親自接待，並請專

人導覽，尤其針對社會動盪的南北朝，經帝王顯貴推崇，成為百姓精神寄託的石

刻佛雕如四面造像塔、菩薩立像、釋迦立像、釋迦坐像及造像碑等做詳細的解說，

俾為本案展覽選件之參考。該院是山西最大的文物收藏、保護、研究和展示中心，

藏品約 20 萬件，為國家一級博物館，於 2004 年建成，主館造型如斗似鼎，從大

廳向上看，仿佛置身於一座氣勢宏大的塔中，這是仿應縣木塔而構造的。博物院

基本陳列以「晉魂」為主題，包括 7 個歷史文化專題和 5 個藝術專題。其中與本

案相關者為「佛風遺韻」專題，這裏陳設著從魏晉、南北朝到明清眾多的佛像，

每尊造型生動的佛像均置於石窟中，似有雲崗石窟風采，亦可供本案展覽參酌。

(圖 67~79) 

9 月 8 日再度造訪山西博物院與發展部梁育軍主任會談，該院發展部是負責

展覽及相關活動的組織策劃、媒體聯絡與宣傳推廣等。因本案之北魏九層石塔，

塔身、塔剎均為國寶級文物，目前兩岸對文物出關規定嚴格，礙於大陸文物出關

規定，其中一級文物總數不得超過全展品 20%，若單就石塔合璧展出，恐有窒礙

難行之處，惟可透過大陸國家一級博物館如山西博物院籌劃與北朝文物或石雕佛

塔等相關展品至本館展出時，亦包含崇福寺所藏塔剎一併付展，較為可行。故特

與該院針對本案研商文物借展及兩館文化交流等相關事宜，俾進一步完成石塔合

璧展出之盛事。 

9 月 9 日由太原武宿機場搭機返回臺北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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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參訪心得及主要發現 

本次的研究考察主題是北魏天安元年（公元 466 年）曹天度所造的九層千佛

石塔，不論是從過去他人研究或史實記載或耆老口述，總歸整理出此石塔自建造

原因及地點至目前存放於本館之始末，均作一探訪及研究。公元 446 年，北魏太

武帝拓跋燾因聽信司徒崔浩讒言下令滅佛。至公元 452 年，文成帝拓跋濬又復佛

法、建佛寺，此亦是雲岡石窟始鑿者曇曜奉命進入平城(即今大同)後，為皇帝祈

福而不惜花費大量人力金錢開鑿雲岡石窟之時。北魏建都於平城時，因鑑於國都

人口須充實，故自涼州遷入 3 萬人於平城，此批移民包括曹天度、曇曜及一些石

雕師傅等均在此列，鑑於此一背景，得知本研究案之石塔其雕刻時間、石材及技

巧與曇曜五窟應屬同一批涼州師傅所造。  

中國南北朝時期，佛塔數目眾多，且多居於佛教寺院的中心，地位崇高。當

時不論僧俗，都熱衷於造塔活動。而就形式上而言，樓閣式塔在中國古塔中歷史

最為悠久，保存數量也最多。本案石塔為多層建築，越往上層，樓層的高度和寬

度就越小，塔身各層都開門窗，並設有柱、脊、瓦、斗拱等建築構件，上方的塔

剎則呈多重相輪造型，本身亦為一座小的覆鉢式塔。對於禪觀的僧人或修行者來

說，觀想佛塔或塔上的造像可以精進修行，具有裨益內心的強大力量。而對一般

信眾來說，起塔供養則是一個簡便易行的方便法門。所造的佛塔，只要敬心供養，

或將佛塔整理清淨，就能獲得淨除惡業、使眾生獲解脫、成就佛道的無上功德，

甚至往生之後還能進入佛國淨土。可以說，塔不只是供膜拜紀念的象徵物，還具

有許多有益於現世或來生的功用。由於這樣的信仰背景及由石塔底座的銘文的探

討，本九層石塔正是中國現存早期樓閣式塔及造塔祈福的一個實例，也應證史實

所載當時之狀況。 

曹天度一北魏的宮內小臣，為因應當時皇室及民間對佛教信仰的鼎沸及熱

中，以對千佛龕與佛經中「佛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異」的相應，

耗費三至四年時間及大批財力完成此塔。天安元年(466 年)是北魏獻文帝拓跋弘

的年號。皇太后即文成帝的皇后，獻文帝時稱皇太后，即文明太后馮氏。皇太子

為獻文帝與東宮李夫人所生的兒子拓跋宏。獻文帝生於興光元年(454 年)，和平

六年五月(466 年)即皇帝位，改元天安，時年 12 歲。其子拓跋宏生於皇興元年農

曆八月(467 年)。皇興三年農曆六月(469 年)，拓跋宏三歲時被立為皇太子，僅在

皇興三年至五年共當了兩年零兩個月的皇太子，五歲時(471 年農曆八月)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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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稱孝文帝，改元延興。 

獻文帝僅當了六年的皇帝，一直沒有皇后，即使拓跋宏的生母，也一直是東

宮夫人，後被封為貴人，在兒子被立為皇太子時，根據祖制，被立即賜死(怕母

以子貴)。在承明元年(476 年)才被兒子追封為思皇后。 

從以上提到的人物和時間推斷：石塔願文中提及「願聖主契齊乾坤，德隆運

表；皇太后、皇太子享祚無窮」，聖主應是獻文帝，皇太后為馮太后，皇太子應

是拓跋宏。願文中提到的天安元年時還沒有皇太子，似有時間上的矛盾。但可以

理解為：天安元年(466 年)是石塔的開鑿時間，歷經三四年後雕刻完工，在刻立

願文時，拓跋宏已被立為皇太子。故此塔在完工後所刻製的願文，應在皇興三年

(469 年)，最晚也當在皇興五年秋八月前(471 年)。此時，也正是雲岡石窟開鑿的

時期。本研究案亦進入至雲岡石窟之最著名之曇耀五窟，做一研究比對，也應證

為與石塔同時期之可能性。 

石塔自曹天度監製完後，至目前在本館內展示，期間歷一千六百多年。期間

輾轉過程，由本次研究案行程，除日本非在本次研究範圍內，研究人員自台北出

發，以倒述方式為石塔之經歷，做一實地探勘。惟推測該件石塔或由北魏初期曹

天度家宅先開始供養、祭拜後，轉輾留存在金代西京大同府城內的某一座佛寺。

從崇福寺史中提及之林太師府署，推及於遼代耶律弘古在朔州駐順義軍節度使期

間，常有宋遼之爭戰，他出兵大同地，乘勝將寶塔劫運到他的府署，作為鎮寺護

府之寶，自是有可能的事。後因金熙宗顏亶崇信佛法，於皇統三年（1143），命

開國侯翟昭度特建「彌陀殿」，開始施工，直至貞元元年（1153）竣事，成為崇

福寺內最具規模的大殿，且變崇福寺為一座淨土宗佛剎，遂於貞元元年之後，將

該件石塔，置於金代朔州崇福寺「彌陀殿」正堂，以迄元、明、清，及至民國

28 年（1939）。1937 年，日軍佔領朔州城而駐紮在崇福寺的時候，見到此精美絕

倫的雕刻藝術，心生覬覦，而於 1939 年欲將石塔運往日本，但塔刹部分卻被朔

州市民丁克成偷偷藏起來，所以僅運走塔身，就安放在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1945

年日本戰敗無條件投降，便將塔身交還，輾轉來到臺灣，而塔頂遺存在山西崇福

寺。 

經過此次實地考察、田野調查與比對過去他人研究（黃永川、史樹青）或史

實記載（魏書）或耆老口述（崇福寺所長李寶山及資深管理員孫學瑞）完成此次

蒐集有關本石塔更進一步的資料、照片，及崇福寺博物館所藏之塔刹部分。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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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一石塔所雕之佛像正確數字也由本案研究人員，再次比對計算後確定為大

小佛為 1381 尊（塔身大佛 11 尊、小佛 1354，塔剎 16 尊），此一數據與歷年來

所轉述之文字資料有極大出入，經由此次之研究案，將此數據做一更正。 

另外就複製石塔等事宜與所管轄單位進行商討，並進一步商議複製後於本館

展出塔身塔刹合璧展之可能性。因本館與山西崇福寺各擁有不同部分的北魏九層

石塔，兩岸均有複製及展覽合作意願，惟因塔身、塔剎均為兩岸的國寶級文物，

目前兩岸對文物出關規定嚴格，所以合璧展出目前均有窒礙難行之處。另外本案

事涉兩岸對國寶級文物互相輸出展示未達共識，依大陸對國家一級文物出關規

定，其中一級文物總數不得超過全展品 20%，若要讓石塔合璧展出，較為可行的

則是透過大陸國家一級博物館如山西博物院籌劃與石塔相關展品至本館展出時

包含塔剎部分一併付展，當然此方案亦須考量朔州崇福寺方的意願。希望兩岸文

化交流更趨頻繁的未來，雙方能克服法規的框架，塔身塔剎得以合璧，成就人人

稱美的兩岸藝壇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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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此次實地考察與研究工作如期完成，透過此行相信對兩岸文化交流與博物館

專業互動均可獲致正面效益。本案因本館與山西崇福寺各擁有不同部分的北魏九

層石塔，兩岸均有複製及展覽合作意願，惟因塔身、塔剎為兩岸的國寶級文物，

事涉兩岸對國寶級文物互相輸出展示未達共識，另兩岸對文物出關規定嚴格，所

以目前合璧展出均有窒礙難行之處。希望兩岸文化交流更趨頻繁的未來，塔身塔

剎得以合璧，俾成就人人稱美的藝壇盛事。 

中國大陸近期發展迅速，大型建設不斷，借由此次交流，可見其在文化公共

建設的規模與文化資產保存領域的用心與努力；相對於台灣因地狹人稠，不易有

新的整體規劃與開發的可能性，更應對既有的設施加速維修或整建，不管是硬體

或軟體均急需升級，才不致於在未來幾年之內落後於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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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照片 

圖 1 朔州文物旅遊局 圖 2 朔城區行政中心 

 

圖 3 崇福寺大門牌匾 

 

圖 4 崇福寺導覽員解說歷史與建物， 

右立者為朔州文物旅遊局赫志剛副局長 

 

圖 5 崇福寺鼓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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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彌陀殿 

圖 7~11 彩塑、壁畫、琉璃脊剎、窗欞、匾額，為崇福寺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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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5 山西崇福寺所藏北魏九層石塔塔剎四面圖像 

 

 

 

圖 16~17 館長李寶山與資深管理員孫學瑞陪同觀察研究塔剎 

 



 14

 

圖 18 孫學瑞講述塔刹與該寺之關連 圖 19 會後與館長李寶山持拿塔剎合影 

 

 

 

 

 

圖 20~23 北魏九層石塔底座 

 

 
圖 24 石塔原置放地點 

   彌陀殿東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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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6 馬邑博物館序廳及簡介 

圖 27、28 第二展廳進門處儲櫃懸示本館賀函及照片 

圖 29、30 造像廳展示朔縣出土歷代造像 

圖 31 青銅廳展出朔縣出土雁魚銅燈的複

製品，原件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 32 朔縣出土北魏石雕臥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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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因複製塔剎時間緊迫， 

展示之塔剎複製品過於粗糙 

 

圖 34 再度拜訪朔州文物旅遊局研商 

會後與楊永勝局長合影 

圖 35 朔州北齊古城牆遺址 

 

圖 36~38 朔州當局將大片黃土坡地，植披綠化，造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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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45 朔州市平魯區石材廠及雕刻廠利用 3D 電腦作業雕刻石材 

圖 45~47 與古平城地區相同之砂岩山區，此地之砂岩為早期石雕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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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50 參訪現存最古老、最高大的木結構建築「應縣木塔」 

圖 51~53 參訪北魏後期建成之懸空寺，寺廟倚絕壁懸崖而建，似危樓懸閣稱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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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雲崗最大的洞窟 

     靈岩寺洞(第 3 窟) 

 

 

圖 54~56 有石塔製作的以第 2 窟、第 5 窟為最典型，每層有迴廊，內壁雕佛像，四角有

柱，為仿木樓或漢闕樣式 

圖 57 表現千佛題材為主的洞窟 

千佛洞(第 15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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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62 雲岡第 16 窟至 20 窟，即當時開鑿最早的「曇曜五窟」 

無論是雕刻時間、石材及技巧皆與本案石塔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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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五臺山以台懷鎮為中心， 

圖中為大白塔 

圖 64 翻開五臺山各大寺的“廟史”，幾乎 

全是“敕建”二字，圖為敕建真容院 

圖 65 五臺山漢傳與藏傳佛教交相輝映， 

此圖為黃廟中喇嘛誦經道場 
圖 66 五臺山“大螺頂” 

圖 67 山西博物院 

圖 68 西周 “鳥尊”為國寶級文物 

圖 69 山西博物院的院徽便是鳥尊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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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春秋“刖人守囿車”，整件有 14 種鳥獸， 

全車能轉動部位有 15 處 

圖 71 商代“龍形觥”，飾有鱷魚紋與龍紋 

圖 72 北魏雜技俑 圖 73 流失海外的山西佛教雕塑看板。 

  

圖 74 東魏 釋迦立像 

具備北魏晚期到東魏佛教造像的典

型特徵 

圖 75 北周 衛超王造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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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77 北魏王黄羅等人造像碑  

圖 78~79「佛風遺韻」專題，這裏陳設著從魏晉、南北朝到明清眾多的佛像， 

每尊造型生動的佛像均置於石窟中，似有雲崗石窟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