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圓堂 

 

國寶 

北圓堂初建於西元 721 年，是興福寺建寺資助者藤原不比等（659-720）的紀念堂。

原建築毀於 1049 年的一場火災；重建建築又在 1180 年遭平家大將平重衡（1158-1185）

麾下部隊摧毀，這場發生在南都奈良的戰事史稱「南都燒討」。如今的北圓堂建成於

1210 年。它躲過了 1327 年和 1717 年兩場幾乎焚毀整個興福寺的重大火災，成為了寺

廟中現存最古老的建築之一，堂內藏有許多珍品。 

北圓堂內諸佛像拱衛著中心的本尊——未來佛彌勒如來坐像。彌勒像左右排列著法

苑林菩薩、大妙相菩薩以及無著、世親二僧（「木造無著·世親立像」）的鍍金木像，四尊

佛像均出自鐮倉時代（1185-1333）。稍遠處的四大天王像年代更早一些，分別是增長天

王、多聞天王、持國天王、廣目天王。它們以誇張的面部表情著稱，其中持國天王更是

近乎詼諧，雙眼突起，仿佛要脫眶而出一般。這四尊天王像完成於西元 791 年，以木心

幹漆造法為特色，被指定為國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