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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以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浮雕石佛群像为中心》首先对武周时期（680～712）的
佛教造型进行了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武周佛教造型的代表作品——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浮雕石佛
群像进行了个案分析。
第一章是对武周时期佛教建筑与造型的综合研究。
第二章在第一章类型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武周风格的形成过程、特点及传播。
第三章研究了和长安光宅寺七宝台浮雕石佛群像相关的两个图像学问题：降魔印佛像和十一面观音菩
萨像。
第四章是对七宝台浮雕石佛群像的风格和复原研究。
第五章从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入手分析了武周时期两京地区的佛教视觉文化，供相
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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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三 现存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
四 长安光宅寺七宝台浮雕石佛群像的意义
五 本书的研究目的及方法
第一章 佛教建筑与造型
第一节 寺院建筑
一 寺院布局特征
二 建筑物形制
三 石质纪念性物品
四 石佛像
第二节 石窟建筑
一 石窟建筑类型
二 石窟造像：以龙门石窟为中心
第二章 武周风格
第一节 隋代长安造像的多样性与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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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亚地区
第三章 图像学研究
第一节 降魔印佛像
一 前人的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二 图像渊源及从印度的传人路线
三 时代性及地域性特征
四 武周时期降魔印佛像的尊格探讨
第二节 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一 前人研究及存在问题
二 经典、文献所见十一面观音信仰
三 造型
四 性质：礼拜像与护法神
第四章 七宝台浮雕石佛群像的风格及复原研究
第一节 图像分类及风格分期
一 前人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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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始建期七宝台浮雕石佛群像的复原研究
一 复原的参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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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宝台奉纳石塔的建筑和图像程序
第三节 从七宝台看武周长安年问的佛教视觉文化
一 光宅寺的伽蓝布局
二 七宝台所代表的佛教视觉文化
第五章 武周时期两京地区的佛教视觉文化
一 要素
二 分期
三 机制
四 印度佛教视觉文化的传人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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