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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30余座阿育王塔齐放光芒 银塔出土7年鲜为人知（图）

作者： 葛熔金 通讯员鲍亦鸥  发布时间： 2009-01-23  文章出处：东方早报 点击率：[988]

成功修复后的雷峰塔天宫银质鎏金阿育王塔首次与世人见面。 

    核心提示：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除了让人联想到白娘子和许仙的浪漫传奇，那座2001年在地宫出土的

银制“阿育王塔”也是其重宝。但很多人不知道，“阿育王塔”还有一座“姊妹塔”——即天宫中的阿育王

塔，因出土时破损严重，一直藏于文保部门。 

    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除了让人联想到白娘子和许仙的浪漫传奇，那座2001年在地宫出土的银制“阿育

王塔”也是其重宝。但很多人不知道，“阿育王塔”还有一座“姊妹塔”——即天宫中的阿育王塔，因出土

时破损严重，一直藏于文保部门。昨天，成功修复后的雷峰塔天宫银质鎏金阿育王塔首次与世人见面——浙

江博物馆专门进行了《天覆地载——雷峰塔天宫阿育王塔特展》，展出五代吴越国王钱俶铸造、历代民间仿

造的阿育王塔30余座，其中1级品10余件，为国内首次对阿育王塔的集中展示。 

    出土7年鲜为人知 

    西湖雷峰塔建于公元977年，于1924年倒塌。2000年2月至2001年7月，为配合雷峰塔重建，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雷峰塔遗址、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位于天宫、地宫的两座纯银阿育王塔。 

    出土时，地宫的阿育王塔完好如同新造，天宫的阿育王塔因雷峰塔倒塌时受挤压，已严重变形，塔里的

“舍利金瓶”也被压扁，所幸基本部件没有缺失，此后被浙江博物馆保管起来，在去年10月启动修复前鲜为

人知。据悉，纯银材质的阿育王塔，全国仅此两座。 

    据曾主持雷峰塔地宫考古的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主任黎毓馨介绍，“此前发现的阿育王塔铜塔居

多、铁塔略少，还没发现银制的，更何况一下子发现两座。” 

    温度控制是修复关键 

    考古专家经多方考证，确认天宫、地宫两座银阿育王塔的形制、装饰题材、质地均相同，通高36厘米，

由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方形，四面刻有佛祖生前行善的故事画面，四角各有1只金

翅鸟；塔身四角的山花蕉叶，正面镂刻反映佛祖一生事迹的故事画面。两座塔的不同在于，地宫出土的阿育

 



王塔内有金制容器，即“金棺”，存放当年钱俶供奉的“佛螺髻发”舍利；天宫的阿育王塔内悬挂4厘米高的

葫芦状金瓶，内含舍利。 

    天宫阿育王塔出土后，浙江博物馆邀请包括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杨统环在内的文物修复专家，在确

保保持原状和历史信息准确性的前提下进行修复。 

    修复困难重重，其中温度掌握最困难。杨统环介绍，天宫阿育王塔含4%左右的铅，在目前出土的银器中

很少见——一般银器的含铅量在1%左右。因此，整个银器的硬度很高，需高温才能恢复形状；而银的延展性

很强，如温度控制不好，造型、纹理都会受影响。“为此，修复时局部最高温度控制在1000℃左右，还需多

次表面处理，最终使该塔重现千年旧貌。”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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