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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地区博物馆藏长柄铜香炉

—兼谈敦煌壁画 的长柄香炉

王明珠
甘肃省博物馆

,

甘肃 兰州市

内容摘要 本文将定西博物馆藏长柄铜香炉与教煌壁画所绘作了对比
,

又据教煌文献定名
,

并探讨这种香

炉在古代是普遍使用的一种供养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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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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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以 一 肠《的 一 以犯 一 伪

年秋
,

甘肃省博物馆举办甘肃省庆

祝建国 周年文物精品展
,

定西地区博物馆

送来一件
“

带柄铜香炉
”

原名
,

长 厘米
,

高 厘米
,

口 径 厘米
,

初步判定为宋代遗

物 图版
。

据该馆提供的资料
,

此铜香炉

是从民间征集收藏的
,

原出土地不详 ①。

从国内各地 出土 的为数不多的 同类文物

看
,

此铜香炉当为佛教寺院的供养具之一
—长柄铜香炉

。

乡兴 年
,

李力先生发表 《从考古发现看

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香炉 ‘〕
,

文 中就香炉的

起源
、

性质
、

用途及全 国各地发现 的香炉实

物
,

与敦煌唐代壁画 中的香炉作了 比较研究
,

指出柄香炉在我国北朝佛教石窟雕刻
、

壁画中

就出现
,

如甘肃炳灵寺石窟的西秦壁画
、

河南

巩县石窟北魏石雕
、

敦煌莫高窟第 窟西魏

壁画等
。

诚如李力先生所论
,

敦煌壁画中最早出现

这种柄香炉
,

是在西 魏 大统 四
、

五 年

年
、

年 间建成的莫高窟第 窟
,

这是

敦煌石窟中营造纪年最早的洞窟
。

此后
,

历北

周
、

隋
、

唐
、

五代
、

宋直至元代
,

各个时期都

绘有这种香炉图像
,

大多是由供养菩萨和供养

人手执的
。

供养菩萨手执长柄香炉
,

见于莫高窟唐初

的壁画中
,

如建于贞观十六年 研 年 的第

窟
,

北 壁乐舞图中
,

左右两组乐队后 面
,

各有手持长柄香炉的供养菩萨二身 图

第 窟的供养菩萨行列中
,

也有一身菩萨手

持长柄香炉 图 唐中期第 窟
,

绘有

一身手持长柄香炉的飞天 图
。

供养人像手持长柄香炉者最多
。

莫高窟第

窟最早出现的长柄香炉
,

其造型已较完善
。

① 资料由定西地区博物馆提供
,

照片由赵广田先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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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初至唐初
,

长柄香炉似乎经历了一个从简

单到复杂的过程
,

莫高窟第
、

窟所绘

图
、

, 形状有 所不 同
,

也 较为简单
。

唐及唐以后
,

香炉绘出各种各样的精巧造型
,

如莫高窟第
、

加
、 、 、

等窟 图
、 、 、 、

又如莫高窟第 窟的乐

庭琅
、

第 窟的曹议金等 图
、 ,

第

窟于 阂国王 和第 的 窟回鹊王
,

他们所持

长柄香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图
、 。

也

有 比较 简单 者
,

如莫 高窟第
、

等窟

图
、 。

图

图

莫高窟壁画中
,

不是所有的供养人都手持

香炉的
,

多是排在供养人像列 中第一位的窟

主
。

也有特殊情况
,

如莫高窟第 窟角道南

壁的曹议金及其祖孙三代六任节度使的供养

像
,

第一位曹议金与第五位曹延恭各持一个长

柄香炉
。

从壁画中看
,

隋代柄香炉有长柄与短柄两

种
,

其余各时代所绘均为长柄
。

莫高窟唐窟中

《各国王子听法图 》中吐蕃王所持为弯曲耳柄
,

形制较特别
,

如第 窟 图
。

各地出土的各时代实物香炉及其长炳香炉

的材质有银
、

铜等类
。

我们仅就壁画上的形象

不能认定长柄香炉的制作材料
,

敦煌文献对此
有所记载

,

下面略举数例

最早记载此类长柄香炉材质的敦煌文书是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 《龙兴寺卿赵石

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
、

供养具并经 目等数检

点历 》
大铜度金 四角香炉花叶有上 宝子

叁个
。

长柄铜香炉壹拾 丙 并香奋
⋯⋯金铜香炉壹并木油香奋一

。

这里记载的大铜镀金香炉
、

金铜香炉为供

案陈设器具
,

长柄铜香炉有 个
,

为龙兴寺

所藏手持供养具
。

《唐咸通 四年 年 正月十 四

日某寺常住物交点历 》也记载了供案陈设的香

炉

银香 炉 壹
,

贰拾 肆 丙

⋯⋯大金度铜香炉壹
,

肆脚上有
莲花两枝

,

并香 宝子 贰及 莲花

叶
。



图

拼 是另一份寺院常住物交割历
,

可

能成书于 年前后
。

该卷有云

铜香炉壹柄
,

又铜香炉贰柄
,

内

壹柄在索僧正
,

内壹柄在索判官
,

内

壹柄在保珍
。

这里以柄为铜香炉的计量单位
,

显然是指

敦煌常见的长柄香炉
。

后晋天福七年 年 与后周显德五年

年
,

敦煌某尼寺两次检典交割寺 内常住

物

供养具 长柄熟铜香炉贰
,

内壹

在柜
。

科

,

供养具 长柄熟铜香炉壹
,

又
,

长柄熟铜香炉壹
,

在柜
。

这里列长柄铜香炉为供养具之首
,

同时又

显示这种长柄铜香炉从材质和制作工艺还为生

铜和熟铜的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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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峨早

图

图

供养具 铜香炉贰
,

内壹柄折
。

这两个铜香炉显然也是长柄
。

从文献看
,

这种香炉既然古代文献已有定

名
,

称为
“

长柄铜香炉
” ,

我们就毋需再定名
。

从壁画所绘和文献所记可知
,

古代敦煌
,

长柄铜香炉是普遍使用的一种供养具
。

目前
,

敦煌一带
,

无论是出土文物
,

还在民间传世的

文物
,

从未见到过此种长柄香炉实物
。

从这个

意义上讲
,

定西地区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长柄铜

香炉重新面世
,

对敦煌壁画和敦煌文献有一定

的学术印证价值
。

瞥瞥攫
图

不难看出
,

定西地区博物馆的这件长柄铜

香炉
,

与敦煌壁画中的同类图像在样式上不尽

一致
。

莫高窟第 窟于 闻国王李圣天手持之

香炉 图 与定西长柄香炉在样式上最为

接近
,

但前者方形底座与炉身
、

炉柄似乎是分

开的两件
,

而后者的圆底座是与炉身
、

炉柄连

接为一体的
。

这件实物香炉没有顶盖
,

可能是

早已遗失
。



图

图

厂今,

图

现借 《敦煌研究 》将定西博物馆所藏长柄

铜香炉公之于众
,

希望能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一

些新资料
。

图



图

图 采 自马玉 花绘 《敦煌菩萨 》
,

甘肃

人民美术出版社 年
。

图
、 ,

图 采

自史苇湘等 《敦煌壁 画 线描集 》
,

上 海书店

年 月
。

图
、 ,

图 一 ,

图
、 ,

图

采 自赵俊荣绘 《敦煌供养人 》
,

甘肃人

民美术出版社 年
。

图
、

采 自潘絮兹

《敦煌莫高窟艺术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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