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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宫庄严宏伟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及其无与伦比的文物收藏，记载着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历史风云，刻
写下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的精彩篇章。
藏传佛教文物就是这一篇章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反映。
藏传佛教作为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清代宫廷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故宫藏传佛教文物分两部分：一是遍布紫禁城中的佛殿建筑，为不可移动的文物；二是数万件可移动
的藏传佛教文物，包括佛经、佛造像、佛塔、供器、唐卡等。
这些文化遗产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兄弟民族血脉相通、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性。
梵华楼是紫禁城内藏传佛教佛堂之一，位于宁寿宫后部东路。
在众多的原状佛堂中，梵华楼占有重要地位。
它干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仿紫禁城西路建福宫花园静怡轩后慧曜楼修建，四十一年（1776年）
完工，目前建筑完好，至今仍基本保持着乾隆时期的原貌。
佛堂文物陈设齐整，现存文物一千零八十三件，包括佛造像、唐卡、供器、佛塔等诸多文物。
按照藏传佛教显密兼修的思想，供设佛造像、唐卡、供器，全面系统地表现了藏传佛教诸佛、菩萨、
护法等尊神的形象，是研究我国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遗存。
《梵华楼》一书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出版的原状佛堂专题报告。
它不是一本展览图录，也不是某一类文物的精品选集，而是集建筑与文物于一体，借鉴考古学方法完
成的一部考察报告。
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严格按照工作程序，一步步地完成了室内外建筑的测量、照
相、制图，全部文物的整理核对、测量、照相、制图，以及查找清代档案资料、考证建筑与文物历史
、进行文字撰写等一系列繁重的基础工作。
主编王家鹏先生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
全书收入图版一千四百余幅，墨线图一百四十九幅，文字三十四万字。
大至建筑构造，小至佛造像、唐卡的细微之处，全面展示了梵华楼的方方面面，是一部文字准确、图
版清晰的梵华楼档案。
梵华楼对于六品佛楼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主张修学佛法当由显人密、显密兼修，将整个修行过程分为六个次第亦即六
品，以此六品经典教义为基础，以佛造像、唐卡、佛塔等法物具象地、立体地供奉，系统表现其修行
思想的佛堂即是六品佛楼。
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1757-1782年），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的六品佛楼达八处之多，其中多
数已经面目全非，不为人知，或者夷为平地，被人遗忘，梵华楼是其中唯一的一处目前仍保存完整的
原状，也是六品佛楼陈设模式的定型之作，成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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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梵华楼建筑与室内陈设文物是一个整体，本书以整理报告的形式，完整的介绍说明。
一以建筑形制、内檐装修方面综合说明梵华楼建筑情况；二以建筑格局为框架，按楼上下七开间位置
，先述明间，再按六品顺序逐问说明陈设文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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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内务府口奏绿头牌白本档案》（简称《奏销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中记录了六品佛楼修建与装修的时间、所费银两等。
据此可以了解到各佛楼在建设过程中相互关系。
3.《内务府陈设档》  （简称《陈设档》）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是清宫内务府定期清点宫中各处殿堂陈设的记录，记载物品名称、现状、数量、摆放位置等。
《陈设档》可提供多座六品佛楼不同时期的陈设情况。
故宫博物院对梵华楼文物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进行了多年。
1986年，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4期发表了《梵华楼珐琅塔和珐琅塔则例》，全文刊布了
一份珍贵的清宫档案（（照金塔式样成造珐琅塔一座销算底册》，此底册恰为梵华楼第六室功行根本
品珐琅塔工料则例，王先生结合珐琅塔实物分析了则例的多方面价值，为梵华楼珐琅塔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材料。
1992年，故宫博物院编写的《清官藏传佛教文物》出版，书内发表了梵华楼室内外照片五幅，并对梵
华楼做了简要介绍。
1996年，王家鹏开始研究“六品佛楼”这一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
1999年，王家鹏发表《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考证了故宫中这座有代
表性的重要佛殿的建筑起源、建筑艺术特点、宗教功能、建筑内陈设的佛教文物的特性。
证实了梵华楼独特的建筑结构与藏传佛教佛教密宗四部的关系。
2000年，罗文华发表《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分析比较了多座六品佛楼的建筑与室内装修历史
、室内文物陈设情况，论述了清宫廷六品佛楼相互借鉴继承的关系、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过程。
2000年后还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
参见本书附录。
与六品佛楼研究相关的国外学者论述有：1.Clark.W.E.editor.TWO Laiilaistic Pathemls《两种喇嘛教神像
集》，Harvrd Univetrsity Press1937。
此书哈佛大学以哈佛燕京学社丛书（Harvard-Yenctling Institute。
Morlograph Series）之卷三、卷四出版。
哈佛大学梵文教授walter Elagene Clark，根据已故钢和泰男爵搜集的材料作了导言与索引，发表了故宫
宝相楼六品佛铜像和《诸佛菩萨圣像赞》两种喇嘛教神像集。
以这两部神像集与《三百佛像集》和《五百佛像集》四种资料合编成梵、藏、汉诸尊名号检索，此书
成为藏传佛教图像学及神系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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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梵华楼(第1卷)》是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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