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千年古刹现七颗舍利子疑为释迦舍利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9/2021_2022__E5_B9_BF_

E4_B8_9C_E5_8D_83_E5_c34_449938.htm 云浮市和新兴县在龙

山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国恩寺发现的7粒乳白色珠状物

属舍利。据介绍，这也是广东首次以考古发掘形式发现如此

珍贵的舍利子。去年12月28日上午，刘基文等2名寺内职工在

新兴县龙山国恩寺报恩塔西侧开挖排水沉沙池时，发现一批

珍贵文物。新兴县、云浮市文物、宗教部门立即报告广东省

文物管理局。 广东省文物管理局领导即带领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专家于当日下午迅速赶赴现场，了解这批文物出土情况并

对文物保护做出部署。 2007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省文

物管理局的指示，在新兴县文化局、宗教局、国恩寺全力支

持下，对文物出土地点再次进行了认真的考古挖掘。经省文

物鉴定站鉴定，确定是舍利子无疑极为珍贵的佛教文物。 据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成基副主任介绍，在国恩寺

挖出的舍利是骨质，珠粒状，圆润，乳白色，有光泽感；剖

面近圆形，大小有别，最大者直径0.35厘米，最小者直径0.15

厘米。 根据发掘地点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特点，地宫上下

的文化堆积层顺次叠压有四层：第一层为表层土，含大量近

现代的砖瓦碎块和陶瓷片；第二层出土了较多明清时期的砖

瓦块和少量花卉纹瓦当、青花瓷片等；第三层含有少量两宋

时期的青瓷残片，层下有灰坑遗迹；第四层含有大量唐五代

筒瓦、板瓦及少量瓦当、滴水、石斗和南朝花纹砖等遗物，

地层下有柱洞、地宫遗迹。 这次在国恩寺同时出土的青铜文

物，是隋唐风格比较典型的作品，对研究当时的佛教历史、



葬俗和唐代艺术等都具有重要价值。而7粒舍利子更是极为珍

贵的佛教文物。修建“舍利殿”珍藏。 据当时基建现场的民

工回忆，地宫为一长方小型砖室结构，用9 块红褐色长方砖

组成，宫内放置通体鎏金素面圈足铜圆盒、鎏金提梁铜水罐

、铜棺等遗物。铜棺盖表有织物捆绑痕迹。棺内填满谷壳，

谷壳中放置一茶色水晶球，晶体纹理清晰，球表面涂金，大

部分脱落，球中部钻有一椭圆形槽洞，洞内珍藏7颗舍利子，

槽洞用一条金属条塞封护球径5.1厘米。铜钱约80枚，分“五

铢”、“开元通宝”两种。主要盛装在铜盒内和散放在地宫

地面的铺地砖上。而谈到如何珍藏这些佛宝舍利子，如禅方

丈说，他们正在附近重新装修一个“舍利殿”，将舍利子、

出土文物以及寺里的其他一些宝物汇集在一起，向游客们展

示，预计春节前可以开放。而发掘舍利子的遗址现场将永久

保留。 专家们分析可能是释迦舍利，据考古专家们分析，这

次新兴国恩寺出土的舍利子有可能是初祖达摩从印度带到中

国的释迦舍利，然后代代相传，传到六祖惠能被带回国恩寺

的。六祖为报答父母恩而将舍利子埋在报恩塔基下，作为镇

塔之宝。也可能是二祖到五祖某个祖师的舍利。 至于史上没

有国恩寺舍利的记载，是因为舍利是极为珍贵的佛宝，如果

泄密，会引起极大的纷争，故秘而不宣。也可能是两百多年

前国恩寺的一场大火，将有关史料记载烧毁。 民间一直流传

着国恩寺有夜光珠并会在晚上发出异光的说法，却没有人亲

眼见过。时至今天，有人相信这可能就是这些舍利子和水晶

球所发出的异光。 新兴国恩寺有“岭南第一圣域”之称的国

恩寺位于新兴县六祖镇龙山脚下，距县城13公里，是中国禅

宗六祖惠能的旧居和圆寂之所，始建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



年），距今已有1324年历史，与广州光孝寺、韶关南华寺并

称岭南禅宗三大祖庭。公元712年，六祖命门徒在国恩寺建塔

，次年夏末落成，历经沧桑，现在所见的报恩塔是1990年重

建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