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卵塔 、无缝塔及普同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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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卵塔源于禅僧墓塔 ，
因其形而得名 ，

是中 国寺塔的
一

种独特形式 。 论文通过对 卵塔的

分析 ，希望深入认识其独特的形式与 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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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ｒｉ

ｇ
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ｏｍｂｐａｇｏｄａｓｏ
ｆＣｈａｎ（

Ｚｅｎ
）ｍｏｎｋｓ

，ｔｈｅｅｇｇ
－

ｓｈａｐｅｄｐａｇｏｄａ

（
ＺｉｗｗＵａ

）ｉｓｎａｍｅｄａｆｔｅｒｉ ｔｓｓｈａｐ
ｅ

，ａｎｄ ｉｔｉ ｓａｕｎｉ

ｑｕｅ
ｆｏｒｍｏｆ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ｐａｇｏｄａｓ ．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ａｎａ 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 ｅｇｇ
－

ｓｈａｐｅｄｐａｇ
ｏｄａ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ｈｏｐｅｓ
 ｔｏｄｅ ｅｐｅｎ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

ｇ
ｏｆ ｉｔｓｕｎｉ

ｑｕｅ

ｓ ｔｙｌ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 ．１２ 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ｇｇ
－

ｓｈａｐｅｄｐａｇｏｄａ （

ｌｕａｎｔａ
）

，ｔｏｍｂ
ｐ

ａｇｏｄａ ，Ｃｈａｎ（ Ｚｅｎ）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

ｙ关
于

卵塔是源于禅寺的
一

种墓塔形式 ，
因其塔身呈椭圆蛋形而得名 。 其存世实物虽不多 ，亦未得 ^

到多少关注 ，然卵塔以其形式及内涵上的独特 ，表现出禅僧墓塔的鲜明特征 ，是中 国寺塔的
一

种颇ｉ

具特色的形式 。｜
及

普

一

、 禅寺墓塔的特色袁

塔属寺院中的纪念性建筑
，
墓塔是塔的一类

，
然在性质上却是塔的本意 ，所谓舍利塔即是 。 中国佛

教寺院中的塔 ，
按其内容来分主要有佛塔 、墓塔和经塔这三种 。 按其形式来分 ，则有楼阁式塔 、密檐塔和

单层塔这三种 ；
按材料来分

，
则有木塔 、砖石塔和砖木混合塔这三种 。 墓塔从形式上而言

，

一般为单层

塔
；
从材料上来看 ，则多为砖石塔。 早期实例如唐代的净藏禅师塔 ，

少林寺的塔林 ，
即皆为墓塔。

在佛教诸宗中 ，禅寺墓塔最具特色 。 禅宗重嗣承 ，尊法系 ，热心于祖师塔的造立 ；禅宗的观念

亦影响了墓塔的形式与 内涵 。 禅宗关于墓塔有多种称谓 ，如无缝塔 、卵塔及普同塔和海会塔等 ，其

中尤以卵塔在形式和 内涵上别具特色 。

二
、 卵塔的由来

禅寺卵塔 ，
以其塔身椭圆如 卵的形式而得名 。 而这一形式的内涵 ，则源于禅的理念 ，

或者说是

对禅理念的
一种具象化和造型化的结果 以来

，
禅宗高僧理念 中的墓塔 ， 被抽象和概括为所谓

參 本文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
（
编号 ５１ ３７８ １０ ２

）
的相关论文 。



“

无缝塔
”

。 而卵塔 ，
正是对禅师

“

无缝
”

概念的释义和具象化。 在卵塔上
，

所谓
“

无缝
”

被释义为无缝无棱
，
具象为

“

卵
”

（蛋 ） 形塔身 ，故有卵塔之称 。

〇 无著道
气
禅
＾，

器笺
《禅林象器笺》云 ：

“

无缝塔
，形似鸟 卵 ，

故云卵塔
”

。

？

参禅悟道的终极 目 的是明心见性 ，
彻见

“

本来面 目
”

，
并 以此表征禅悟

献 复制 中心
，
１
９９６ ．境界 。 而与

“

本来面 目
”

相类的喻象 ，
还有

“
一物

”

、

“

本来人
”

、

“

本来身
”

、

“

无缝塔
”

等
，
皆表清净圆满的本心 。 《

坛经 ？ 顿渐品 》慧能示众 ：

“

吾有一

物
，
无头无尾

，
无名 无字

，

无 背无 面
，
诸人还识 否？ 

”

所谓
“

无缝塔
”

意同
“
一

＊ 参见
：

吴言生 宗哲 物
”

，
也是本心圆满的象征 。

？

无缝塔之称 ，
初见于唐代 。 《五灯会元 》卷二记唐代宗问南阳慧忠禅师

（
６７７￣ ７７５ 年 ） ：

“

师灭度后 ， 弟子将何所记 ？ 师 曰
：
告檀越造取一 所无缝塔 。

＊文献 ［
１

］
．帝 曰 ：

就 师请取塔样 由 此记可见
，
无缝塔仅是高僧想象中的墓塔形式

，

故代宗要请取塔样 。 实际上 ， 当时禅师们 自 己 也说不出其理念中 的
“

无缝
１２２

ｉ塔
”

何形何样 ，或对塔形本身并不关心 ，故有
“

僧 问如何是无缝塔？ 师 （ 自 岩

｜？文献 ［ １ ］ ． 卷十五 ．上座 ）
曰砖瓦泥土

”＊
。 这一回答或是禅语机锋

，
然并未关及塔的形式 。 禅

｜宗灯录故实中多见有这类问答 ，

“

如何是无缝塔
”

，成为当时禅机应答的
一

｜个重要话头 ，
见以下文献所记 ：

￡
“

陕府龙溪禅师上堂 ，
僧 问

：

如何是无缝塔？ 师 曰
：
百 宝 庄严 今 已

？？文献
［

１
］

． 卷六 ．了
，
四 门开豁几 多 时 。

”

问
：
如何是无缝塔 ？ 师 曰

：

八花九裂 。 曰
：

如

｜
＊文献 ［

１
］

． 卷十一 ．何是塔中人？ 师 曰
：
头 不桄

，

面不洗 。 僧 问
：
如何是无缝塔？ 师 （

衡

｜＊文献 ［
１
］

． 卷十三 ．州 华光禅师 ）
指 僧堂 曰

：

此 间 僧 堂无 门 户
“

僧 问
：

如何是无缝塔 ？

ｉ？
［
明

］ 居顶 ． 续传灯录师 曰 ：
四棱着地 。 曰如何是塔中人？ 师 曰

： 高枕无忧 。

” ＊
。

显然禅师心 中的无缝塔 ，
只是

一

个充满禅机的理念 ，禅师的言语 ，
也是

ｉ书 ？ 史传＾十六 ． ＾ 难以用常理去理解的 。 无缝塔于禅僧而言 ，
几不是实物的概念 ，

更多的是借

北
：
文殊出版

＾
１ ９８８ ．

以引 申 和象征 的意味 ：

“

向无缝塔中安身立命 ，于无根树下啸 月吟风 。

”＊

后世禅僧根据 自 己 的理解 ，
以卵形的无缝无棱 ，来解释和具象

“

无缝

塔
”

的形式 。 若硬是要追求一个形式的话
，那么 以

一浑圆整石所成者
，
或最

能区别于传统用木石垒砌 、有棱有缝的佛塔 。 其实卵形 ，
也只是对所谓无缝

塔
“

无缝
”

的
一

种理解和表现 ，
至于南阳慧忠禅师所求无缝塔的

“

无缝
”

之

义
，

应是一种境地
，
何劳建造

，

所谓
“

无缝
”

或只是高僧就无形无相 、本心圆

满理念的隐喻和象征 。 苏东坡《别石塔》就有缝 、无缝有
一段禅机应答 ：

“

石

塔别 东坡
，
予云 ：

经过草草 ，
恨不一见石塔 。 塔起立云 ：遮个是砖浮 图耶 ？ 予

＊苏轼 ． 东坡志林 ． 卷
一

云
： 有缝塔。 塔云

：
若无缝

，
何以容世间缕蚁？ 予首肯之。 言外之意 ，别有

（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

．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 １息沐 〇

＇

唐代的无缝塔 ，本无确定的形制 ，
所谓

“

无缝
”

，
早期未必在形式上有何

特指 。 然宋代以后 ，
具象的卵塔已成为抽象的无缝塔的专指 ，并为禅僧所普

９鳙讲 埋林僧宝 传

遍接受 。 《禅林僧宝传 ？ 瑞鹿先禅师传》 ：

“

大中祥符元年二 月 ，谓 门 弟子如

中 州古籍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昼曰

：
为我造个卵塔

，
塔成我行矣 《禅林僧宝传 ． 双峰钦禅师》 ：

“

太平兴

＊同上。国二年三月 谓 门 弟子 曰
：
吾不久去

，

汝矣可砌个 卵塔
”

； 《丛林盛事》 ：

“

涂毒



老人示寂
，
放翁 以诗哭之 曰

：

尘侵白拂绳床冷 ，
露滴青松卵 塔成

， ’ ＊
，陆游诗 ＾

道融
，

丛林盛事 宁宗
^

云
：

“

云 堂已散三三众
， 卵 塔空 寻点 点师 。

”《
两宋时期

，
卵塔之称 已甚为普

遍 ，并完全成为无缝塔的代称 ，
而无缝塔则少有提及 。 原初

“

无缝
”

的抽象 ？严修 ． 陆游诗 集 ［
Ｍ ］ ．

禅理念
，
最终为卵形的具象所取代和淹没 ，

无缝塔由此而具象化和定型化 。

游 灵？寺 成都 ： 巴 蜀书

社
，
１ ９９６ ．

三
、
无缝塔的性质与年代

称高僧墓塔为无缝塔者 ，始于禅宗南阳慧忠 国师
，
时为 中唐代宗大历十

年 （
７７５ 年 ） ，

无缝塔 自此成为禅宗丛林独特的墓塔形式
？

。 在性质上 ，
无缝 ＊ 据称山西灵丘县 曲 回

塔是禅宗高僧所用的个人墓塔形式 ，早期一般只有开山 、住持等高僧才能置

〇唐南 阳慧忠 国 师 的无缝

以卵塔代称无缝塔者 ，始见于北宋初太平兴国二年 （
９７７ 年 ） 。 卵塔盛 塔还要早 ２４ 年

，

＾
我 国

１２３

行于两宋丛林
，
尤其娜寺兴盛贿宋舰

，將营越多 ，并为 日 本禅寺

所仿效 。 日本 自镰仓时代传人南宋禅宗后
，
始有无缝塔

，
并作为禅宗高僧墓^

塔而盛行流传 ，且随南宋称谓而称作卵塔。塔

卵塔随着发展 ， 由禅宗独有普及至他宗共用 ，成为各宗僧侣的墓塔形ｉ

式 。 这一特色
，
中 日 皆然 。 事实上

，
中 国佛教寺院形制 自 中唐以后 ，

即多以｜

禅宗寺院为范本
，
在中国寺院制度与佛寺形制上

，
禅宗是最具创造力 和开先ｆ

河者 ，
塑造了中国佛寺的独特内涵与形式 。 禅宗所创诸多寺院制度和佛寺｜

形制
，
都为他宗所传用 、普及 。 从宗派构成来看 ，唐宋以后的 中 国佛教寺院

的主体
，
实际上也主要就是禅 、净二宗的天下 。 在中 国佛寺发展史上 ，有诸

多禅宗的初创性与他宗的模仿性的互映 ，
小小的卵塔即为

一

例 。

丛林以卵塔为高僧墓塔的做法
，
不止为他宗所仿效 ，

甚至亦影响至在家

者 。 北宋名相王旦 ，

“

性好释氏
，
临终遗命剃发着僧衣 ，

棺 中 勿 藏金玉 ，
用 荼

毗火葬法
，作卵塔而 不 为 坟

”
？

。 卵塔的普及和发展 ，大致沿着 由禅宗至他 ＊ 司 马 光 ． 涑 水 记 闻

宗 ，
由佛教至民间的途径 。ＬＵ

７ ． 北京 ： 中 华 书

四 、 卵塔的构成

卵塔造型
，
表现为须弥座上安卵形塔身的形式 。 宋代成熟时期的卵塔 ＊

［金 ］ 赵秉文 ． 利 州精严

形式
，
具体由须弥座 、仰莲座 、塔身三段式构成 。 卵塔塔体无缝无棱 ，

无顶无
：

刹
，
造型简洁 ，倒也与禅僧的趣味相合 ，

所谓
“

无缝塔样
，
八面玲珑

”＃
。定热河 志 ． “ ｕ ｓ ．

＇

ｉ津
：

卵塔独特的塔身形式 ， 除了 比附
“

无缝
”

概念之外
，
也有认为源于对安 天津古籍 出版社

，

２〇〇３ －

奉于塔中的舍利瓶坛形状的模仿
，

“

梅峰信和 尚 曰
：

‘

凡安舍利
，
用 铜瓶金 ｍｍ＃＝

坛
，
藏之于塔 中 。

卵 形盖瓶瓷之遗形也
’

后世所谓卵塔 ，
在意义与 京

：
中华全国图书馆 文献

形式上也确与舍利铜瓶金坛具有相关性 （ 图 １
） ，卵塔或正是其遗形。 修定 制 ＋心

ｉ

ｉ ９９６ ＿



〇 修 定寺石 塔
（
唐代

）

基 寺石塔基址出 土石雕舍利 函 （ 北齐 ）

０
，

在材料 、
形式及 内 涵上与卵塔十分相

近 （ 图 ２
） 。 故无缝塔的卵形 ， 应非源 自 窣堵坡的形式

，
与后世的喇 嘛塔亦无

铭 ，
见

：
河南 省 文物研 究 直接关联 。

所 ． 安 阳修定寺 塔
［
Ｍ

］
．

北京
：
文物 出版社

，

１ ９８３
。藻

￣




—

^

Ｗ
＾響

Ｉ
、

Ｕ ｃ
ｍ

建

Ｉ图 １ 法隆寺五重塔 卵形舍利容器剖面图

ｉｔ［
曰本 建筑学会 ． 日本建筑史 图集 ［

Ｍ
］

． 彰 国社 ，

１ ９８６ ．

］

辑

图 ２ 修定寺石塔基址 出土石雕舍利 函
（
北 齐

）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 安阳修定寺塔

［

Ｍ
］

． 北京
：

文物出 版社 ，
１ ９８ ３ ．

）

唐宋 以来 ，
无缝塔的构成应以 追求塔身 以

一浑 圆整 石而成为特色 。 无

缝塔实物 ，
自唐 以来遗存甚少 。 唐代早期实物

，

或 以 临济祖庭黄檗 山所存唐

大中十一年 （
８５７ 年 ） 的运祖塔略具雏形 （ 图 ３

） 。 此塔为 临济始祖希运禅师

墓塔
，其构成为须弥座上置卵形塔身 ，

唯有不同 的是塔身上覆六 角顶盖
，
然

唐代无缝塔在形式上
，

或未必有确定的形制 。 实 际上 ，
临济祖庭黄檗 山墓塔

中
，
即多有无缝塔的身影和遗意 。



＿
ｓｉ

１ ２５

ｉ荅

图 ３ 临济祖庭黄檗 山所存唐代运袓塔 （
８５７ 年 ）^

（

ｈ ｔｔ
ｐ ： ／／ ｓ７ ．ｓ ｉ ｎａｉｍ

ｇ
． ｃｎ／ｍ ｉｄｄ ｌｅ／３ ｃ７ １

 ｄｂａ５
ｇ
８１ ０ ｄａ０９ ７３４４６＆６ ９０

）缝

塔

唐 以后所见卵塔遗例重要者有北宋 的阿育王寺守初禅师 （ ？
一

１ ０３ ０｜

年 ）塔 。 塔身保存完好 ，
须弥座仅存上段 （ 图 ４

） 。 塔身正面铭文
“

第二代守｜

初禅师塔 ， 师筠州人姓刘 ，
天禧五年辛酉住 ，

庚午年迁化
，
易寺 向 南

”

。 可知
^

禅师北宋天禧五年 （ １ ０２ １ 年 ） 住此山
，
庚午年 （

１
０３０ 年 ） 迁化

，

此塔或为南方

所存卵塔最早者 。 据 《 明 州阿育王山 续志 》卷第十六 《先觉考》

＃
， 阿育王寺

》
［ 胃 育

，

始创于西晋太康三年 ，
历南朝隋唐五代 ，

皆律居讲席 。 至宋端拱元年始为十

方禅寺 ，
守初禅师为其第二代住持 。 守初禅师塔表现 了宋代禅宗住持高僧 ９０ 册

）
． 扬 州

：
江苏 广 陵

的墓塔形式 。

南宋时期 ，禅宗 的发展 以江南五 山十刹为 中心 ，

至今五山诸寺仍存有多

处其时高僧卵塔 。 其重要者有 三例 ，
现皆在五 山第三位的宁波天童寺 ，

即宏

智正觉禅师塔
、
密庵咸杰禅师塔及晦岩光禅师塔 。 三师皆为南宋禅寺高僧 ，

其中尤以宏智正觉禅师 （ １ ０９ １

—

１ １ ５７ 年 ） 和密庵咸杰禅师 （
１ １ １ ８

—

１ １ ８６ 年 ）

著名 。 宏智禅师于 １ １ ２９ 年至 １ １ ５ ７ 年
，
密庵禅师于 １ １ ８４ 年至 １ １ ８６ 年

，
前后

住持天童寺 ，
弘扬禅法 ，

乃宋代丛林巨 擘 ，
对海东 日本丛林亦影响 巨大 。 晦

岩光禅师为阿育王寺第三十二代住持 。

上述现存南宋三卵塔中 ，
以南宋绍兴二十七年 （ １ １ ５７ 年 ） 的宏智禅师塔

保存最为完整
，

塔全高 １ ． ９ 米
，

须弥座上承卵形塔身 ，
虽经后世重修 ，但其原 ？ 文献

［
彳

］
． 卷十 ：

婺 州

形未有改变 （ 图 ５
） 。 唐代无缝塔大小 ，

从禅僧 应答话语 中推 知
，
高 约五六 齐云山遇绩禅 师 ，

越州 杨

尺 合 １
． ５ 至 １ ． ８ 米左右 ，

与宋代相仿 ，
为小型墓塔形式 。

师曰塔倒也 。

”



画
１ｉ^

筑

｜图 ４ 阿育王寺守初禅师卵塔

）ｒ
（
作者 自摄 ）

刊

ｒｒＩｎ

图 ５ 天童宏智禅师卵塔 （
１ １ ５７ 年

）

（ 常盘大定
，
关野贞 ． 中 国文化史迹

［
Ｍ

］
． 法藏馆 ，

１ ９７５ ．

）



密庵咸杰禅师塔 （ 图 ６
） 与晦岩光禅师舍利塔 （ 图 ７ ） ，

二者大致相似 ，
二

塔唯塔身部分为原物 ，
基座皆已不存 ，塔身正面禅僧铭文处做成荷叶牌的形

式 ， 是南宋常见做法 。 南宋实物还 见有浙江雁荡 山南坡卵塔 （ 图 ８
）

。

ＩＭｌ

＊
：

■■■１
並

图 ６ 天童寺密庵咸杰禅师塔
（

南宋
）图 ７ 天童寺 晦岩光禅师舍利塔 （ 南宋

）｜

（ 作者 自摄 ） （
作者 自摄

）

图 ８ 浙江雁荡 山宋代卵塔

（

文献
［
２

］ ）

前年在浙东山村调查时 ，
偶见石造卵塔残件 ，

推测应是南宋遗物 （ 图 ９ ） 〇 近

年在杭州径山禅寺调查时
，
也发现遗存卵塔残件 （ 图 １０ ） 。 此外

，
湖北黄梅县四



祖寺西北处鲁班亭内众生塔
，

又称栽松道人塔
，
六角须弥座上承椭圆形塔身

，
正

是禅寺典型的无缝塔 （ 图 １
１
） ，且时代可能早至宋代

，
其与石亭相配

，
朴实厚重

，

０ 此塔塔基须弥座上刻有 另 Ｉ

Ｊ

且一格 （ 图

道人 曾 问道于 四祖道信
，

１ ：，：

，Ｖ Ｉ

Ｉ图 ９ 浙东溪 口村卵塔
（
塔身局部

）

Ｓ （
作者 自摄 ）

ＨＰ 纖
图 １ ０ 杭州径山 寺遗存 卵塔残件

（
作者 自摄 ）



■＾１ｒ
无

图 １ １ 湖北黄梅县四祖寺鲁班亭众生塔ｇ

（

湖北省建设厅 ． 湖北古代建筑
［
Ｍ

］
． 北京 ： 中 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

，

狐
）｜

Ｉ

Ａ
塔

Ｉ Ｉ

．

＿〇１—

（ ■

＇ｖ
—

ｉ

－

 ．

ｏｎｒｉ
—

［

ｆ ＼ｈＡ ｉ

＇

（＼＿＿
，

ｉ ｉ

ｉ
ｉ

Ｏ ０３ １ｍ

图 １ ２ 湖北黄梅县 四祖寺鲁班亭众生塔立面

（ 湖北省建设厅 ． 湖北古代建筑 ［
Ｍ

］
． 北 京

：
中 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

２０ ０５ ．

）



禅宗祖庭少林寺的塔林诸墓塔中
，
可见二例金代卵塔

，

一是衍公长老塔

（
１ ２ １ ５ 年 ） （ 图 １ ３

） ，

一是铸公禅师塔 （ １ ２２４ 年 ） （ 图 １ ４
） 。 金代卵塔在形式上

与南宋卵塔略有不 同 。

Ｉ

１

ＩＨＩＨ
图 １ ３ 登封少林寺塔林衍公长老塔 （

１ ２１ ５ 年
）图 １ ４ 登封少林寺塔林铸公禅师塔 （

１ ２２４ 年 ）

（ 作者自 摄
）（

作者 自摄 ）

曰 本 自 中世传人南宋禅宗以后 ，其禅寺墓塔也普遍采用 卵塔的形式 ， 现

存重要实例如镰仓时代 （１ １ ８ ４
—

１ ３３２ 年 ） 前期 的建长寺 大觉禅师塔 （ 图

１ ５ ）
、
泉 涌寺开 山塔 （ 图 １ ６

） 等 ， 前者为赴 日宋僧 兰溪道隆墓塔 ，
后者为人宋

曰僧俊蓓墓塔 ，

二者皆纯粹的宋式卵塔形式 ，
是 日 本现存最早的卵塔实例 。

曰本 自镰仓时代 中期开始
，
无缝塔作为禅宗僧侣墓塔而广泛使用

，
其后又从

禅宗普及至净土宗等他宗
，

至江户 时代更 为
一般 民 间采用 。 日 本 中世以 后

所存卵塔甚多 ，在形式上则有相应的变化 。

卵塔形式的成熟定型
，
以现存的南宋天童寺宏智禅师塔最为标准 ，

日本

镰仓时代 的早期实例
，

构成形式都基本与之相同
，
即保持须弥座 、

仰莲座与

塔身三段式 ，
唯 日 本部分卵塔 ，

塔身下部曲线 内收 ，
成上大下小的倒 梨状

，

造

型灵巧 。 日 本 中世以后卵塔形式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简化 、

变形与大型化这

三个方面 。 塔形简化主要指对须弥座 的简化或省略
，

变形指 卵形塔身变细

长 （ 图 １ ７
，
图 １

８
） ，
大型化 则表现在清泰院 冈 山 藩主池 田 忠雄 墓塔 （ １ ６３２

年 ）
，
形式上 为高 ５ ． ６ 米的大型无缝塔

，
且大型塔身仍为

一整石雕造
，塔身正

面雕刻壸门铭 文
，
记墓主名号及年代 （ 图 １ 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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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５ 日本建长寺大觉禅师塔 （ 镰仓 时代 ）图 １ ６ 日 本泉涌寺开 山塔 （
镰仓时代

）

（
滨岛正士 ． 寺社建筑 （７）鉴赏基础知识 ［

Ｍ
］

．（
滨岛正士 ． 寺社建筑 （７）鉴赏基础知识

［
Ｍ

］
．＿

东京 ：至文堂
，

１ ９ ９２ ．

）东京 ： 至文堂 ，
１ ９ ９２ ．

）塔

ｍｍ§

醒 １

图 １ ７ 日本某寺无缝塔群

（
ｈｔ ｔｐ

：

／／ｏ ｈｋ ｉｔａ
－

ｓｅ ｋ ｉｚａ ｉ ． ｃｏｍ／ｗｐ
－

ｃｏｎｔ ｅｎ ｔ／ ｕｐ ｌ ｏａｄｓ／２０ １ ５／０７／Ｇ０２０２ ０８
－

１ ３２
）

此外
，
南方东南沿海又有一种钟形石塔

，
在形式上与 卵塔相似

，
其源流

上或也与之相关 。 其体量较大者 ，
则分块垒硇 。 如福州西禅寺石塔 ，

呈扣钟

形
，
以花岗石垒造

，

正面嵌碣 （ 图 ２０
） 。 此类卵塔最早者为 闽侯雪峰崇圣寺

义存祖师塔
，其他如福建黄檗山万福寺海公塔等例 。



图 １ ８ 日本爱知县正眼寺无缝塔图 １ ９ 日 本清泰院池田 忠雄墓 （ 江户 时代
）

１ ３２ （

１ ４５８ 年 ）高达 ５ ． ６ 米的 巨 大无缝塔

（ 滨 岛正士 ． 寺社建筑＜７）鉴 赏基础知识 ［
Ｍ

］
．（ 滨岛正士 ． 寺社建筑 Ｃ７）鉴赏基础知识 ［

Ｍ
］

．

国东京
：
至文堂

，

１ ９９２ ．

）东京
：
至文堂 ，

１９９ ２ ．

）

Ｉ

匿圓
ｓ

图 ２０ 福州西禅寺卵塔

（
谢鸿权 提供 ）

五
、 丛林普 同塔

禅的
“

无缝
”

理念在墓塔上
，
最终表现为卵塔的形式

；
而丛林集团修行及

僧众平等的观念 ，
在丛林墓塔上 ，

则表现为普 同塔的形式 。 唐宋 以来 ，
卵塔多

是禅宗高僧独葬的单人墓塔 ，
而所谓普同塔 ，

则是丛林僧众的合葬墓塔 。

丛林禅僧合葬墓塔称普同塔 ，
亦称普通塔或海会塔 ，

名异而实同
，
皆 以

藏亡僧骨殖同归 于
一塔而 名 。 《禅林象器笺 》 卷第二 ？ 殿堂类下

“

海会
”

：



“

亦是普同塔也。 盖与 海众同会于
一穴也 。 丛林以普同塔的形式 ，

表示丛 ＊无
＾
道忠
＾
林象器

￥

林住持与僧众生死不离的平等精神 。 《禅林象器笺》 引 《禅林僧宝传 ． 宝峰
，

英禅师传》云 ：

“

呼维那 鸣钟众集 ，
叙行脚始末 曰

：吾灭后 火化 ，

以 骨石 藏普 微复制中心
，

１ ９９６ ．

通塔 ， 明 生死不 离 清众也 ，
言卒 而逝 。

” ＊
又 《禅林僧宝传》黄龙佛寿清禅师传 ＊薏

￥
禅林僧宝传

（
中

云
：

“

公遗言藏骨石于海会 ，
示 生死不 与 众 隔也 。

”？
临济祖織檗 山墓塔群

中
，
即有葬众僧遗骨之普同塔 。社

，

２０ １ ４ ．

禅僧墓塔
，
唯卵塔在形式上有其特指 ，

而所谓
“

普同
”

或
“

海会＇皆只表示
？同上 。

塔的性质 ，并不关及形式 。 然文献中也偶见住持与众僧分别合葬的大卵塔 ，据

《禅林象器笺》引 《林间录 》云 ：

“

云居佑禅师 曰
：
吾观诸方长老示灭

，
必塔其骸 。

山川有限
，
而人死无穷

，

百 千年之下 ，
塔将无所容 。 于是于宏觉塔之 东作 卵塔

曰
：

凡住持者
，
自 非生身 不坏

，

火浴无舍利者
，
皆以骨石填于此。 其西又作卵塔

曰
：

凡众僧化
，
皆藏骨石 于此

，
谓之三塔。

”＊
如此的话

，
这里的卵塔

，
已是合葬 ？无

气
道忠
＾
林象器

￥

墓塔
，
唯住持与僧众分别合葬于两塔而 已 。 且其合葬的 目 的 ， 已非普同塔的 １ ３３

“

示生死不与众隔
”

，
而是 出于

“

山川有限 ，
而人死无穷

”

，
以此节省空间的 目的 微复制中心 ，

１ ９９６ ．
＂

而已 。 在此 ，
丛林

“

普同
”

之初意 ，
已趋淡化或背离 。 上文提及的湖北黄梅县￥

四祖寺鲁班亭众生塔 ，或正是这类合葬卵塔 ，故称众生塔 。ｆ

无

Ｉ

六 、 宋元以后禅寺墓塔的发展Ｉ
普
Ｉ

塔

禅宗视生活中的
一

切都是禅修的训练 ，并反映和表现在禅寺形态上 ，祭

祀与墓葬即是其颇具特色的表现 。 然宋元以后 ，禅寺葬式 日趋繁琐世俗 ，并

逐渐加强了对住持的重视 。 为显要禅僧单独建塔
，

且其塔所逐渐演化成为

寺内具有特殊性质的子院——塔院 ，并影响了此后 中 国佛寺的构成形式 。

而作为佛寺墓塔的卵塔 、无縴塔及普同塔 ，

尽管其初衷本意至后代大都已淡

化和消失 ，然其形式背后的本质和内涵 ，仍可追溯于禅宗丛林的早期做法 。

中 国佛塔的形式丰富多样 ，禅宗通过无缝塔的形式 ，升华和丰富了传统

墓塔的 内涵与形式 ，形成了禅宗墓塔的新意境。 创始于唐代禅宗的无缝塔
，

在发展中普及于其他诸宗及民 间 ，在这
一过程中 ，

表现出本意淡化 、初衷扭

曲的倾向
，
并成为一种时尚 ，其关键是宋代卵塔将本无定形的唐代无缝塔的

具象化与定型化 。 无缝塔这
一

事例 ，或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佛教寺院

发展演化的倾向和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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