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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博物館編著的《鎮江博物館藏佛教文物》屬圖錄性質的圖書，《鎮江博物館藏佛教文
物》匯集了該館所藏從東吳至明清時期的金銅、陶瓷、石刻、經卷等各類佛教文物近150
件。其中小部分屬於鎮江地區的出土文物，反映了這一地區佛教流行的狀況；大部分則是
該館收集和接受社會捐贈的，由於來源不同，有些並非當地佛教遺物。
《鎮江博物館藏佛教文物》*重要的是：較系統地展示了1960年鎮江北固山甘露寺塔基
地官出土的唐宋時期捨利函、金棺銀槨及其他遺物。根據捨利石函等銘刻可知，晚唐名臣
潤州刺史李德裕獲“上元縣長幹寺阿育王塔捨利二十一粒，緣寺久荒廢，以長慶甲辰歲
（824年）十一月甲子移置建初寺，分十一粒於北固，依長幹舊制造石塔”，“長慶乙巳
歲（825年）正月戊申日建塔”。唐大和三年（829年）又“於上元縣禪眾寺舊塔基下獲
捨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乙醜，重瘞藏於丹徒縣甘露寺東塔下。金棺一，銀槨一，錦
繡襆九重，皆餘之施也。”該地宮出土文物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一，捨利來自於金陵長
幹寺和禪眾寺。長幹寺為六朝名剎，尤其是阿育王古塔捨利之因緣，在當時影響很大。對
此，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記載頗詳。並且提到隋煬帝在長安造日嚴寺時，缺
捨利，“乃發長幹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塔下。”李德裕重瘞長幹寺捨利一事正好填
補了該寺在唐代捨利的去向，即將長幹寺捨利分置於建初寺和甘露寺。二，甘露寺東塔是
依長幹寺塔舊制而造，因此，長幹寺塔有可能為石塔。按文獻所記，長幹寺為雙塔配置的
寺院布局，甘露寺既有東塔，自然還有西塔，從雙塔配置的布局看，也應是模仿了長幹寺。
至明代，長幹寺改為大報恩寺，寺院已為明代布局（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報恩寺
遺址塔基與地宮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5期）。三，盛裝捨利的金棺銀槨，制作
考究，圖案精美。對於研究唐代捨利的瘞埋制度以及唐代金銀器的制作工藝等提供了極好
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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