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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石窟石刻数量庞大

石窟，又称石窟寺，是指在山崖陡壁上
开凿的洞窟形佛教建筑，是最早的佛教建筑
形式之一，起源于印度，最初是僧侣为避世
在山中开凿用于修行或举行佛教活动的场
所，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

我国石窟的开凿兴于魏晋，盛于隋唐，
其建筑、形制、雕塑及壁画在印度犍陀罗艺
术风格的基础上，不断融合中国传统雕塑和
绘画审美技法，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石
窟石刻艺术。

我国现存石窟根据石窟形制、主要造像
差异以及分布地，可以分为中原北方石窟、
南方石窟、新疆石窟及西藏石窟。

中国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
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都属于中原北方
石窟，然而实际上南方石窟石刻在数量上占
了我国石窟石刻总量的近一半，而其中大部
分又位于川渝地区，又以被列入 《世界遗产
名录》的大足石刻和乐山大佛最为著名。

川渝50余区县皆有分布

川渝地区的石窟、石刻目前尚存8000余
处，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 50 余个区县内。
这些石窟石刻主要开凿于唐宋时期，当时川
渝地区高僧集中，佛寺规模宏大，经典写刻
精美，寺观造像驰名，在全国首屈一指。

川渝石窟石刻造像根据行政区划及造像
风格与发展走向大体分为 3 个区域类型，即
川北石窟、川中石窟、川东石窟 （含重庆）。

为何川渝集中了如此多石窟？

川渝地区是我国继中原北方地区之后的
另一个石刻造像发达区域。

川渝地区所在的四川盆地群山环绕，偏
安一隅，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天府之国”。由
于物产丰富，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殷实，为此
这一地区人民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也向来活
跃，文化传统也得到了持久的传承。

川渝地区的石窟始凿于北魏，在唐宋两
代形成的开凿高峰，与这一时期社会呈开放
状态所形成的开朗、热情而充满向上力量的
时代心理有关，也与良好的经济发展有关。
在唐以前，川渝地区传统上多是以皇室为首
的统治阶层带头造像，而且造像多在城市或
交通要道附近；唐代中期至宋代，发展到以
地方士绅富民为代表的全民参与，石窟造像
开始散布于乡村。为此，与我国其它地区石
窟不同，川渝地区的石窟除了宝相庄严之
外，还平添了几分烟火气。

唐代初期川渝地区的许多官吏来自于长
安、洛阳，他们将佛教风尚较早地带到了川
渝地区，影响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唐高宗及
武则天时期，又采取推崇佛教的政策，在全
国掀起造像的高潮。

除此之外，四川盆地多丘陵和山地，石
质大多松软细腻，易于开凿洞窟和雕刻造
像，生活在川渝地区的民众长久以来就有挖
凿洞窟、营建墓穴、垒筑石阙的传统；数量
众多的汉代崖墓、石阙、画像砖，正是这种

技术传统的奠基和体现。
为此，自南北朝佛教在我国流行开始，

川渝的丘陵山区就成为开凿石窟的理想地
点，在唐宋达到开凿高峰，并一直延续至民
国，留下大量精美的石窟寺及石刻。

广元千佛崖坐落在广元的嘉陵江畔，属
于摩崖造像类石窟，始凿于北魏时期，鼎盛
于唐、宋，续建至清咸丰年间，连续雕刻时
间长达1400多年。据清咸丰四年 （公元1854
年） 石刻题记记载，全崖造像总数有1.7万余
躯。1935年因修川陕公路，毁造像二分之一
以上。现存石刻分布南北长 200 余米，最高
处40余米。在完成广元千佛崖数字化保护工
程后，统计出现有窟龛共 950 个，是四川地
区乃至全国最重要的石窟之一。

皇泽寺石窟位于广元市嘉陵江西岸，现
存南北朝、隋、唐、宋历代石窟和摩崖造像
34处，造像千余尊。皇泽寺唐代窟龛的造像
题材与风格表现出中原地区同期典型窟龛的
特点，而造型纹饰精美程度与雕凿技艺水平
则在现存中原各地窟龛之上。

巴中南龛摩崖造像位于巴中县城南 1000
米的化城山上，现有窟龛 133 个，造像 2100
余躯。水宁寺石窟位于四川省巴中市水宁寺
镇。存造像共 38 龛，316 躯，均系佛教造

像，保存完好。

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城东南、岷
江东岸的凌云山栖鸾峰陡崖上。它开凿于唐
开元元年至唐贞元十九年，是一座依山凿成的
坐佛造像。大佛通高71米，坐身高59.96米，是
世界上最高的石刻弥勒大佛，是世界遗产“峨
眉山—乐山大佛”的组成部分。

石笋山石窟位于邛崃市大同乡景沟村西

北的绝壁上，始凿于唐大历二年 （公元 767
年）。有佛龛 33个，造像 1195尊，主要有释
迦佛、阿弥陀佛、三佛、千手观音、毗沙天
王、净土变和观音经变等造像内容。

飞仙阁摩崖造像位于蒲江县西南朝阳湖
镇二郎潭两岸山崖上，共 92 龛，造像 777
尊，其中最早的造像开凿于唐永昌元年 （公

元689年）。飞仙阁摩崖造像分布于西南丝绸
之路古道上，以唐代为主，形态各异，形象
生动，栩栩如生。

在四川安岳县，具有一定规模和文物保
护价值的摩崖造像达 200 余处，大小造像

（含圆雕石刻） 10万余尊。像高3米以上的有
100 余尊，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又一伟
大宝库”。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是唐末、
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
主，儒、道教造像并陈，是中国晚期石窟造
像艺术的典范，其规模之宏大、艺术之精
湛、内容之丰富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
窟、龙门石窟齐名，于1999年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

融入国家文化遗产线路

我国近现代石窟保护始于上世纪早期，
1939年，梁思成便组织了对川渝地区石窟石
刻的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川渝地区的广元
千佛崖摩崖造像、皇泽寺摩崖造像；大足北
山摩崖造像、宝顶山摩崖造像等 4 处石窟石
刻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乐
山大佛被列入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此后又有多处川渝石窟被列入国家、
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随着对川渝石窟研究的深入及
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
的川渝石窟石刻受到了保护。2015年，川渝
石窟寺及石刻保护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十三
五”规划重点专项。2020年10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
指导意见》，特别提及对中小石窟进行保护以
及要整合川渝的石窟寺资源建设国家文化遗
产线路、国家遗址公园。这对于数量多、分
布广、单点规模不大的川渝石窟来说，无疑
是一个利好消息。

川东石窟开凿较川北、川中地区晚
一些，主要集中在五代及北宋时期，以安
岳石窟和大足石刻为代表。

川东石窟开凿较川北、川中地区晚
一些，主要集中在五代及北宋时期，以安
岳石窟和大足石刻为代表。

川中石窟开凿年代略晚于川北石
窟，主要集中在唐及五代时期；川中石窟
主要分布在成都周边的乐山、邛崃、蒲江
等地，以乐山大佛及邛崃石窟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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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石窟保护利用的
《乐山共识》

2020年 6月 13日，多位国内石窟
保护领域专家学者在四川省乐山市参
加“中国石窟 （南方） 保护学术研讨
会”，并形成了关于中国南方石窟保
护利用的《乐山共识》。

专家们认为：中国石窟是中外文
明互鉴，交流融合的文化见证，以川
渝石窟为代表的南方石窟建造上溯唐
宋，下延明清，数量众多、分布广
泛、内容丰富、技艺精湛，脉络清
晰，自成体系，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新华社）

链 接链 接

实施石窟寺展示陈列提质工程，
打造精品陈列展览，完善开放石窟寺
的展示标识解说系统、游客服务设
施，鼓励有条件的石窟寺建设遗址博
物馆。推动形成联合办展、巡回展
览、云展览等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石窟
寺展示模式。整合河西走廊、川渝的
石窟寺资源建设国家文化遗产线路、
国家遗址公园。

——摘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摘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升石窟寺综合展示水平

延伸阅读

川渝川渝
为何多石窟为何多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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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石窟不仅数
量庞大，也是中国南
方石窟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近年来，在世界
遗产理念影响下，人
们开始以全新的视
角，审视川渝石窟在
人类文明交流过程中
的作用。

川渝石窟川渝石窟、、石刻分石刻分
布在布在5050余个区县内余个区县内，，多多
位于四川盆地丘陵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丘陵地区
的河谷和古道旁的河谷和古道旁。。

看·世界遗产

川北是四川最早开凿石窟的地区，
主要以广元与巴中为中心。其中广元是
金牛道上造像最早及最多的地区；巴中
则是米仓道上造像最多的地区，佛帐形
龛是其最大的特色。

下图：作为较晚开凿石窟的地区，安
岳的石窟石刻已不仅仅局限在城市周边，
而是遍布乡村。其中卧佛院、毗卢洞、千
佛寨、圆觉洞、华严洞、茗山寺、玄妙
观、孔雀洞等处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
富，艺术最精湛。 王 麒摄

下图：早期印度佛教石窟阿旃陀石窟群已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上图：乐山麻浩崖墓门楣上的佛像为迄今发现的中
国最早的浮雕佛像。 贾 玥摄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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