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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造佛頭（舊東金堂本尊） 

國寶 

這件珍貴的銅合金鑄像是藥師佛的佛頭，歷史可追溯到西元 685 年。佛像最初供奉

於飛鳥的山田寺，大約在當時首都奈良以南 20公里處。 

1180 年，平重衡（1158-1185）所率平氏軍團搗毀興福寺。之後，興福寺僧人從山

田寺請來藥師佛像，供於重建的東金堂（東側大雄寶殿）內。在接下來的兩個多世紀裡，

這尊佛像一直被奉為該殿本尊佛。 

1411 年，東金堂失火被毀。佛像在大火中融化，佛頭跌落，左側受損。1415 年，

佛頭經修復後安放在新佛像的基座內（藥師佛像），新佛像至今仍是東金堂的本尊佛，原

佛頭則漸漸被遺忘。直到 1937 年佛殿修葺，這尊佛頭才重新被發現。一同面世的木板

上有銘文記敘了 1411年的那場大火，研究者這才得以確定佛頭的來源。 

現存白鳳文化（645-710）的佛像大多為微型塑像，僅可根據風格推斷年代，因此，

一尊帶有鑄造時間文字記錄的全尺寸佛像的面世——哪怕只是殘片——也意義重大。基

於其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這尊佛頭成為了極少數被指定為「國寶」的佛像殘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