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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门寺唐代地宫1987年被考古发掘，出土了佛指舍利及一大批唐朝稀世珍宝，其中有金银器、琉璃器
与秘色瓷，以及七百余件锦、绫、罗、纱、绢、绮、绣等各类纺织品。
消息传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被专家誉为是继秦兵马俑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为纪念20年前法门寺唐代地宫的成功发掘，陕西省文物部门考古研究院出版了这本《法门寺考古发掘
报告》，介绍20年的考古成果。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对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出土文物作了详实披露，对塔身和地面遗存的整体公
布，尤其是对考古日记作了完整公布，将使人们对唐代文化史有更新的认识，不仅看到唐文化从宗教
到金银器、丝绸、饮茶等的全貌，更可以重新认识时下博物馆的陈列展示，更好地理解唐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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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平面布局　　　三、唐塔基与其他遗迹之年代　　第五节 唐代地宫的构筑、结构及遗物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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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室 编号为FD5　　　　　门扇石　　　　（六）秘龛　第二章 塔体建材中和寺院内所见刻铭砖
、碑碣及刻石　　第一节 塔体建材中所见刻铭砖　　　一、出于塔体一层的刻铭方砖　　　　（一）
标本FT：01　　　　（二）标本FT：02　　　　（三）标本FT：03　　　　（四）标本FT：04　　　
　（五）标本FT：05　　　　（六）标本FT：06　　　　（七）标本FT：07　　　　（八）标本FT
：08　　　二、出于废墟的刻铭方砖　　　　（九）标本FT：09　　　　（一○）标本FT：10　　　
　（一一）标本FT：11　　　　（一二）标本FT：12　　　　（一三）标本FT：13　　　　（一四）
标本FT：14　　　　（一五）标本FT：15　　　　（一六）标本FT：16　　　三、出于塔体一层及废
墟中的刻铭条砖　　　　（一七）标本FF：17　　　　（一八）标本FT：18　　　　（一九）标本FT
：19　　　　（二○）标本FT：20　　　　（二一）标本FT：21　　　　（二二）标本FT：22　　　
　（二三）标本FT：23　　　　（二四）标本FT：24　　第二节 碑碣与刻石　⋯⋯　第三章 塔身所
出造像和经卷　　第一节 塔身佛龛中佛、菩萨等造像　　第二节 塔身瘗埋经卷　第四章 地宫出土遗
物　　第一节 金银器　　第二节 铜铁器　　第三节 琉璃器　　第四节 瓷器　　第五节 石刻、珠玉宝
石　　第六节 纺织品　　第七节 漆木、骨器　　第八节 佛指舍利　第五章结语　附表　　附表一 唐
代法门寺地宫出土遗物一览表　　附表二 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衣物账》勘误表　　附表三 唐代法
门寺地宫金银器重量测定表　　附表四 罗马、萨珊、伊斯兰琉璃分析对照表　　附表五 唐代法门寺
地宫罗织物统计表　　附表六 唐代法门寺地宫绫织物统计表　　附表七 唐代法门寺地宫绢织物统计
表　　附表八 唐代法门寺地宫纱织物统计表　　附表九 唐代法门寺地宫绣织物统计表　　附表一○ 
唐代法门寺地宫其他纺织品　附录　　附录一 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考古大事记　　附录二 法门
寺出土钱币初步分析测试报告　　附录三 法门寺文献要目　后记　英文提要　日文提要　法文提要法
门寺考古发掘报考：下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发掘概况第一节 法门寺沿革述要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之时，由东汉到北周均称阿育王寺
。
在发掘地宫时，在踏步漫道的填土中曾发现有汉代瓦当残片。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随着“成实论”的兴起，法门寺改名为成实道场。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因僧人不足五十之数而被废，僧人并入京师宝昌寺，原有寺塔成为“寺庄”
。
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又更寺名为法门寺。
当时宝昌寺僧人普贤，上书曾任岐州刺史之李渊，获准更名。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唐运伊始，义宁二年，宝昌寺僧普贤慨寺被废，没诸草莽，具状
上请。
于时特蒙大丞相见识，昔曾经往，揽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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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报告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课题负责人是石兴邦先生，他同时也是法门寺考古队的领队。
石先生的支持、督促，使本报告得以顺利完成。
本报告的第一章中塔身、塔基、地宫发掘清理经过；明代塔基、唐代塔基及唐以前遗迹，由王占奎执
笔；唐代地宫的构筑及结构，由王占奎、淮建邦执笔；第二章塔身及地宫建材中发现的文物，系根据
西北大学历史系、扶风县博物馆对明塔废墟的清理成果，由王仓西执笔撰写的；地宫建材中之文物，
则是淮建邦、王仓西整理撰写的；石刻中个别器物，王仓西、淮建邦也参与了撰写；琉璃器系任周芳
、韩伟合写。
纺织品一节及有关结语部分由王亚蓉执笔。
其余各章节均由韩伟执笔，并负责通稿之责。
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审定了本报告的部分章节。
地宫物账载：供奉的“金银宝器、衫袍及下盖裙衣计八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除去130
多件金银器，当有各类纺织品770多件，现正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专家与德国美因兹罗马一日耳曼中央
博物馆专家共同揭取修复，所以本报告只对少数出土的完整纺织品及部分标本予以简报，绝大部分地
宫的纺织品待修复工程结束后另有专题报告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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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