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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石窟造像

王家枯

上篇 安岳石窟造像滚流初探

一
、

造像时间

《通志略 》 � “
梁普通二年 ����年�

，

招提寺刹下铭
” ，

在安岳县
。 《蜀中名胜记》 卷

三十安岳县有
� “
梁普通 �年�中

，
义州刺史临汝侯踢群撩 《金缓卷书况

”
由北路 �丝路�

传入之佛教
，

自魏
、

晋以来已盛行于四川
。

四川最早的佛教造像
，

早见于乐山市岩墓 中
。

麻浩崖与柿子湾两处岩墓 中均有浮雕佛像
。

此足以证明佛教造像早在东汉时已流行
。

成

都市龙泉山摩岩刻 《北周文王造佛道二像碑 》 及万佛寺等处的南北朝石雄佛像尤足以证

实魏晋以来
，
四川佛像雌刻已盛行

。

安岳县佛窟可能始自北周
。

小千佛寨 《法华经
·

观

世音菩萨普门品》 经变窟造像的雌造风格近似隋代 �或唐初�
。

又有
“
隋开皇十三年

”

题记
。

可以肯定安岳佛窟早造于隋代
。

据 《安岳县志 》 卷六 《崇兔废县》 所载
，

知北周时早有崇兔 �崇大的佛窟造像盒��

如所引 ���日唐 �书 �志 》 云� “
本周隆完县城

，

隋置县 �名崇兔�
。 ”
引 《元和郡县志》云

“
隋开皇三年

，
于此置崇完镇

。

大业十二年
，
于镇置 �县�

。 ”
又在 《县志 》 卷七中云

�

“
古盒寺

，
一名崇兔寺

，

在治南九十里林家坝象王山
。 ”
这里所说的 臼助周隆兔县

、

隋崇

兔县
，
都是因为有

“
古唯像�兔

”
或

“
崇 �大�免

”
而得名

。

当地又名为像王山
，

也是雌

造了大佛像的称呼
。

北周时已经本大佛像而命名为
“
隆免

”
�后因避唐玄宗名改隆为崇�

，

则安岳造像始于北周 �或早于北周�
。

安岳县箱盖山华严洞
，
明万历 《重妆功德记 》 云 �

“
夫古洞华严

，
乃周昭遗迹

。 ”
是引用姬周昭王南巡与佛传附会的典故

。

但也可能是指

北周明帝宇文毓 ����一���年在位�造像于此
，
误北周为西周

，
改明帝以合昭帝

。

总上引论
，
安岳造像应是始于南北朝

，
盛于隋

、

唐
，

精于北宋
，

至明代亦未衰
。

二
、

安岳造像的系属

安岳造像的风格是多样的
，
除与北方云冈

、

龙门对比外石应涉及长江下游如南京栖

霞山
、

浙江连云港孔望山
、

云南剑川石窟等地的具体勘对
。

以下仅就调查印象的初步假

说
，

有待细勘与进一步研究
。

四川北部的石窟寺造像颇多
。

它们可能由陕西 �或河南�穿越秦岭与大巴山南入川北
。

一线为川陕公路的古金牛道
，
有著名的广元石窟 �千佛岩

、

皇泽寺
、

观音岩� 和剑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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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等处佛
、

道造像
。

一线为古米仓道南段的通江
、

南江
、

巴中
、

渠县
、

广安 等 县 石

刻
。

金牛道 �秦取蜀之路� 与米仓道 �魏与蜀战线及杨贵妃的荔枝路� 两线的雕刻交会

于间中与南充
。

此 区 ����北 �造像特点显然是云冈与龙门的系统 �亦即 自北印度经丝绸

之路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了的 中原系统�
。

北方石窟寺艺术向南再传播于遂宁
、

乐至
、

安

岳
、

撞南
、

大足
，

东及重庆市
、

江津及忠县
，
西及乐山

、

荣县
、

仁寿
、

资中
、

内江等县
，

构成了川中石刻造像区
。

这区造像特点显然与东汉崖墓的石刻艺术有着地方传统的继承

关系
。

其特点是
� �

、

多处大佛象征着盛唐佛教的传播与兴盛
。
�

、

川中密教 �柳本尊

瑜咖教�的多处雕刻
，
很有思想与艺术的地方特色

，
独具风格

。
�

、

道教与
“
三教合一

‘ ’

思想的石刻立体表现
。
�

、

宋
、

明造像 �后期石窟寺艺术�继 中原唐造像的精湛巧工
，

代表着中国石刻艺术的后期精华
。
�

、

大足宝顶的整体设计大石刻兔窟
，

集中了前期 �魏

至唐� 石窟寺精华
，

造就了南宋最精美的大型连环画形式的大佛湾造像
。
�

、

盛 唐 的 安

岳八庙乡卧佛沟唐刻佛经
，

宋代的大足宝顶
、

北山经文
，
它们代表了佛教显

、

密两宗及

儒家 稼孝经 》 等
“
三教合一

”
与

“
仙佛合宗

”
的民间哲学思潮

。

又具体表现 了中国与印

度文化交流后
，
再在川中地区与当地土著人民传统思想

、

习惯 �及巫术�结成的民间神道

宗教
。
�

、

石刻艺术启发了宋
、

明泥塑与壁画
。

在 四川宋代砖石塔
、

明代木建寺庙上
，

继承了石刻艺术的创造成果
。
�从汉代岩墓被利用作道教及佛教仙窟洞府看来

，

唐丝三则

三教完 �儒
、

释
、

道�的出现与土著汉岩墓的神仙思想有着直接的传统关联
。

川中柳本

尊密教造像多与岩墓同在
，

常在川撩人民居住区
，
值得注意

。

总上引论
，

安岳造像的主

系是北来的
，

其形象风格与云冈
、

龙门
、

广元 �千佛岩�
、

巴中 �南完
、

化城山�是一致

的
。

再从刻经的经文内容与经文目录来分析
，

也是中原佛典的南传
。

但宋代以来又逐渐

转变成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造像
。

三
、

关于玄应的探索

僧人 �释� 玄应的名字见于安岳八庙沟
、

千佛寨
、

圆觉洞三处
。

玄应是安岳造像的

重要关键人物
。

�
、

千佛寨题记
� “
开元二十年

，

岁次壬 申 ����年�口口月
，
庚午朔十 �八�日丁 �十

四 日丁 巳�
。

前安岳县录事
、

骑 �都尉勋�官
、

�五 � 品黎令宾愿
� �敬� 造东西三世诸

佛
，

�永为供养�
，
�又为�亡母及亡 �妻��敬�造

·

�西面救苦� 观世音菩萨完三身
，

并

永为 �供养�
。
�男�前安居县市令

，

普 �慈州� 助教虔格
，

男前州市 �
‘

令县�尉
、

勋官

七品虔云
，
亦永供养

。

口上座玄应书
。 ”

�
、

圆觉洞 �第��号� 题记
� ‘性 �大唐开元口年口 �月十五 日

，

前州仓督
、

安岳县录

事
、

骑都尉
、

勋官 五 品黎令宾愿 平安
，

敬造 �地狱变� 一臭
，

永为供养
。

�云 �岩 寺

上座�释�沙门玄应书
。 ”

�
、

卧佛院 �第��号�题记
� “

佛顶尊胜陀 罗尼咒
。

厨宾国沙门佛 陀 波 利
，
奉诏

译
。
�中段经文略去未记�大唐开元二十一年

。

沙门玄应 �书�
。 ”

�
、

玄妙观唐玄类法师译 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 碑 �略去经文�末行
� “
开元十 八年

五 月廿五日
，
同邑人口玄口 �书�

。 ”
此碑书法全同于上三刻

。

疑末尾是
“
释玄应书

” ，

或

云 味心经碑 》 为
“
�李�玄 �则� 书

” 。

亦有可疑
�
���李玄则为

“
国公李玄靖

”
之弟

。

李唐

自称李耳之后嗣
，

碑文造于玄宗与杨太真尊道之时
，

李氏不应在道教玄妙观立 《心经碑 》 。



立此玄类译 《 心经 》 全文者当是释氏
。
���李唐宗室在灭武氏大周复大唐后

，

玄靖玄则兄

弟不于道观立道经碑
，
而仅立佛经碑

，

与理不合
。
��� 玄靖玄则兄弟乃

“
行来住此营造

”

�见 唁玄妙观胜境碑》�，

他俩不是安岳人
，

不能题
“
同邑人

” 。

此
“
同邑人

”
当是玄应

。

��� 立 《 玄妙观胜境碑 》 的左相识以征讨
“

蛮戎
”
立军功

， �

巨
‘

旧 夜修道……神功远修” 。

左相识之父左弘
，
母古五娘

，

似为安岳本邑土著人
。

题
“
同邑人

’ ，

者亦是安岳人
。
���玄

则书何与
“
字学大德玄应

”
全同

，

如出一人
。

若此
“
玄

”
字后确为

‘ ’

则
”
字

，

亦当是洛

州天宫寺沙门释玄则
。

因疑此开元 《 心经碑》 为释玄应 �或释玄则� 手书
。

安岳所见玄应题名
，

是否即 《一切经音义 》 作者释玄应尚待详考
。

郭朋 稼隋唐佛教》

第四章第一节云
� “

遵照太宗旨意
，

玄奖从洛阳回到长安后
，

立即组织起规模庞大的译

经场
。

有证义大德十二人 �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即其中之一�
。

又有缀文大德九人 �洛

州天宫寺沙 门玄则
，

简州福聚寺沙门靖迈皆参与�
。

还有
“
字学大德

”
一人

， �即�大总

持寺沙门玄应
。

证梵语
、

梵文大德一人
，

�即�大兴善寺沙门玄漠
。

到了高宗时
，

还专

门派遣 �了� �左仆射�于志宁
、

�中书令� 来济
、
�礼部尚书� 许敬宗

、

�黄门侍郎�

薛元超
、

�中书侍郎 � 李义府等朝廷大吏参预看阅
、

润文的工作
。 ”
玄奖于公元�� �年 �贞

观十九年� 正月回到长安
，

同年三月在弘福寺大规模译经
。

当时的
“
字学大德

” �释�

玄应
，

至开元二十年 ����年�
，

至少也有百余岁
。

此百多岁的
“
字学大德

”
老人

，

是否

尚能写出八庙卧佛 沟等处全神力贯的字来
，
就需要细致考 证了

。

有同志认为
�

象释玄应

这样的
“
字学大德

” �书法家�
，

同时不应有两人
，

僧人活百余长寿也是可能的
，

在推

理上暂认玄应即一人或属可能
。

四
、

卧佛沟经刻题记与中原经 目文献一致

八庙乡卧佛沟经洞经目题刻
� “

大唐东京大敬爱寺 咤一切经 目序》 。

释静泰撰
。

……龙朔三年 ����年�正月二十二 日
，

救令于敬爱道场写一切经典
。

开国公韩威
，

判官

洛州司士参军李亮
，

台使郑州司士参军卢行纳
，

判官
、

王屋县尉郑祖均等
，

精加检复
。

写旧经论七百四十一部
，
二千七百三十三卷

。

又写大唐三藏法师新译经论七十五部
，

一

千三百三十三卷
。

今新旧经论八百一十六部
，
四千 �另�六十六卷入藏

。

其中有古来有

目而无本者
，

合三百八十二部
。 ”

这一经 目与中原所传完全一致
。

说明卧佛沟刻经纯系

陕西长安传来
，

是 中原系统直接影响下造作的
。

大足小宝顶经 目塔则系柳本尊与赵智凤

所传密教经 目
。

两种经 目比较
，

一为中原佛教
，

一为地区巫密合教 �仙佛合宗�
。

很值

得宗教史研究之重视
。

第��号经洞所列经 目中有东汉经值得研考
� ‘ “

后汉桓帝世
，

安世高译 《人所从经 》

一卷
。

后汉灵帝世
，

支徽译 《大方广总持经 》 一卷
， 《受持名号经 》 一卷

， 《佛林涅梁记

法住经 》 一卷
， 《佛地经 》 一卷

，
咤称赞大乘经 》 一卷

， 《无边佛大功德经 》 一卷
，
稼大

乘律》 单本十九部
，

三十五卷
， 《优婆塞戒经 》 七卷

。 ”
此等经典

，

加上四川乐山岩墓

雕刻佛像
，
可以说东汉时

，

佛教经像都已在民间广泛传播
。

五
、

大足宝顶图像的原本

宝顶造像
，

似采自安岳县的多处蓝本
。

赵智凤继承柳本尊
，

亦继承了柳本尊安岳的

造像
。

赵智凤全面规划
，

集中造像精华于大佛湾
，

是大有功德的
。

他根据前有的造像
，

在继承中又有所创造
。



宝顶大佛湾整体规划是以东岩第��号兔 《佛涅架图》 为中心主题
。

以释趣牟尼为中

心
，
没有改释边为毗卢舍那�密教大 日如来�

，
还未完全摆脱佛教显教的框架

。

柳本尊身为

唐瑜咖部主总持王
，
显教则尊他为维摩话 �没有尘垢尊者�

。

柳本尊可化身为毗卢舍那

佛
，
但始终是居士 �优婆塞

，
即居家的修行者�

。

赵智凤继承柳本尊才是和尚 �比丘
，
即

出家的清修人�
。

宋代的川中密教是佛教大乘显宗与婆罗门教密宗以及当地民间巫术等

的综合体
。

大佛湾的全面安排
，

是以释边牟尼涅桨图为主的
，
它既象征直承释趣佛大乘显

教
，

又表示释边已经过去了
，

邮比卢舍那佛来主持大局
，
并且综合了华严

、

三阶
、

禅宗
、

儒家孝道等内容
。

《释迎涅架图》 �中央正中东岩�的左 �南岩�右 �北岩�布局是
�

��释迩涅集与十大弟子�右北岩︶︵左南岩︶
��佛降生��佛传��孔雀明王�千手观音��毗卢洞�华严三圣

�三仙人�轮回

��孝经图
�

�八护法��雷音图�猛虎��报佛恩��阿弥陀经九品众生�三阶
、

净土宗︶��六耗图��牧牛图长幅八禅宗���地藏十王地狱变��相国觉洞��柳本尊十炼��十大明王��半身佛

柳本尊�

安岳各处造像情况是
��以宝顶编号提头�

宝 � 顶兴乡茗山寺古名虎头寺 �巴人之神为 白虎天王�
。

宝 �
一

茗山寺佛化身居中
，
左右共八护法 〔全同�

。

宝�摊
�

茗山寺 赵智凤转法轮塔 �已倒毁�
。

宝� 茗山寺文殊与普贤窟 �文殊左手托塔�
。

宝� 八庙乡卧佛沟 ���� 六臂千手观音
。

宝�� 八庙乡卧佛 ���米� 十弟子八明王
。

宝�� 子�雀乡孔雀明王像
。

宝�� 赤云乡箱盖山大般若洞
。

石羊乡
‘�

佛文普庇
”
的华严三圣

。

宝��
、

�� 经名见于卧佛沟经 目
。 ，

�参见龙晦《大足宝顶 �父母恩重经� 与敦煌关系》
。
�

宝�� 石羊乡
“
紫竹观音

”
雷音图 �仅存清代补刻�

。

宝�� 安岳小千佛寨
、

石鼓乡香檀寺唐兔
。

宝�� 石羊乡毗卢洞 �全同�
。

宝�� 石羊乡毗卢洞佛顶上塔 中所见柳本尊居士像
。



宝�� 赤云乡箱盖山华严洞十二圆觉 �全同�
。

宝�� 八庙乡卧佛沟 ���� 唐碑指天女像
。

从上可看出
，

安岳县造像为宝顶造像提供了多种蓝本
。

赵智凤造像内容中所新加入

的是编号 ��的佛报恩经变 �孝道�
、

��的观无量寿经变 �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图�
、

��的禅宗

牧牛图
，
��与��的两处褐语

。

总结语
“
志向热铁轮里翻筋斗

，
猛火炉中打倒悬

” ，

亦为赵

氏改刻于宝顶
。

下篇 安岳石 窟造像贡点概述

一
、

玄妙观

玄妙观在安岳县黄桶乡的 白羊山麓
，
距乡约 �公里

。

清代 �及古代� 由安岳到成都

的官道经此地
，

今多段石板路尚存
。

乡所在地坡下有大佛像 �已毁�
。

途中有倾倒的土

地像
。

玄妙观建筑早已毁废
，

仅存宽约��米的石阶
。

清代为云龙书院
，

有咸丰甲寅年题
“
读书立品

”
四 大 字 及 诗 刻

。

摩 崖 造像 围布于大石包上
，
大石包前后各长 约��来

，

左右长约 �米
，

高约 �米
，
顶平

，
四面立壁凿为造像完

，

自前右壁
“
桂香并

”
与唐代碑

起编为��个号
，
有造像约����尊

，

全为唐代的精美雕刻
。

第 �兔为天宝七年 《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 。 第��完题刻有
“
大中十四年

闰桂月拾四 日
” 。

第��号是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碑》 ，

为
“
开元十八年五月廿五 日

，
同邑人

口玄 �亘习 书
” ，
故知造像作于唐玄宗时

。

据天宝七年碑文云
� “
至开元十八年七月一 日

，

父 �弘�羽化后…… �首�天免
，
次王宫皇……救苦天尊乘九龙

。

为慈母古五娘造东西

真像廿躯
，
小免三十二免

。

刊躯天真 �及�上下飞夭神王……天宫重阁 。

正为尊主了愿
。 ”

则此处造像当雕作于公元���年或略前
。

第��完最大
，
高约�

�

�米 �宽略小�
。

正中坐老君
，
诸真人侍立旁列

。

第��完高约 �

米
，
并列五真人 �五方五老君�

。

第�� 完并坐三真君 �三清�
，
第��号完独立一真人 �救

苦夭尊� �
，

足下有九头鸟
。

这些在正面与右面的道教造像兔下及壁空处刻造有许多身着

通肩大袍的佛像
。

左面的第��完代表了后面诸兔特色
，
是佛道并列完

。

第��
、
��

、
��

、
��

、
��

、
��

、

��等免都是太上老君与释迎牟尼并坐
，
而其身后分别侍立道教真人与佛教菩萨

。
�图版

十�这是此间造像的特色
，
也象征着唐代佛

、

道并重及两教思想的交融
。

第��完边饰以

�如小千佛寨的�唐代缠枝花卷草纹样
，
顶作括符形

。

兔下部有台面
，

台前刻有香炉与

供养人像
。

��完内正壁前并坐两像
，
左为高髻道袍的老君

，
右为披袭袒右肩的释趣佛

。

两

主像之间有一神八臂
，
上两手各举 日与月 �道教的斗姥

，
佛教的摩利支天

，
两像相似�

。

主像左侍立五位身穿汉式袍服的真人
，

右侍立五位身披理路轻纱的菩萨
。

第��
、

��
、

��
、

��免边的唐式缠枝花间
，
又另加五朵四瓣花

。

第��完内左坐道袍真人
，

右坐菩萨
，
披着

印度式
“

莎笼
”
天衣

，
袖管喇叭式

。

免内有
“
大中十四年

” �公元���年
，
十一 月改为

咸通元年� 题记
。

第��完内佛像侧侍 �自内向外�第五位
“
少女像

”
的发式是前披于额与

耳上齐
，
后垂至颈的

“
娃娃式短披发

” 。

柳本尊立雪像和柳氏侍女捧盘两娃的发式与此
“
少

女像
”
全同

。

可能宋造像取材于此
，
或此发式与印度佛徒有关

。

第��盒正中左坐老君
，
座前

有三脚扶轼
。

大足北山造像中的三脚扶轼取材于此
。

第��兔并立二菩萨 �观音
、

大势至�
，
此

种并列像常见于大足北山
。

第��空经完与卧佛沟
、

眉 山县广济水库大佛寺下岩小屋盒



相同
。

二
、

毗卢山 �毗卢洞另文论述�

毗卢山在县南 ��公 里 石羊镇外
，

今存造像四处
，

分述于后
。

毗卢洞为柳本尊十炼图
，

似早于大足宝顶
，

为赵智凤所本
。

�图版十一�
“
佛文普庇

”
造西方三圣 �阿弥陀

、

观音
、

大势至 �
，

可能是五代造像
。

两侧岩刻

有圆光
，

内坐各式人物数百身
，

俗称为千佛
�“ 一

人物的形象及发式身份
，

值得研究
。

有柳本尊与赵智凤的卷曲发式
，

娃娃式短直披发 �如柳氏立雪像�
，

唐代妇女双髻
、

螺

髻
、

双披肩长发
。

每像有题名
，

多为本地土著姓氏 �或可视为巴人姓氏�
，

如
�

母金台
、

龚廷禅二姜尚志
、

谭氏妙缘
、

于得弟
、

后正贤
、

冉氏大
、

龙氏五
、

王氏妙真
、

男何怀等等
。

宝崖洞即水井殿
。

崖额题
“
宝崖

”
两大字

�
左右刻小字云

� “
阿诃诃

，

志向热铁轮

里�翻筋斗
，
猛火炉中打倒悬

。 ”
台上中坐毗卢佛

，

左坐卷曲发柳本尊
，

右为螺髻坐佛
。

两侍女捧盘
，

左立者盘中置耳与手
，

右立者捧塔
。

左壁浮雕一老人和一少年
，

右壁浮雕

一妇人和一少女
。

有刻联曰
� “

惟有吾师金骨在
，

曾经百炼色长新
。 ”

紫竹观音岩正中雕一极端丽的观音
。

观自在菩萨宴坐 于铺有条叶之岩石上
。

左手支

撑于岩石台侧
，
左腿伸垂赤足踏莲花上

。

右手前伸微曲
，
手掌抚右膝

，

右腿曲举赤足踏

岩石台
。

面相丰润慈样
，
眼若莲瓣而微闭

，
口似花唇初新放

。
�图版十二� 当是唐末精

丽佳作
。

背景配有六观音
、

法华经变等
，
多系后来补刻

。

另有玉皇盒
，

高宽约 �米
，

清代雕道教玉皇像
。

有联 日
� “

尊上玄弯
，

步清虚而登

九五 � 圣称无极
，

居太上以遍三千
。 ”

毗卢山原有高塔
，

今倒毁仅存塔基
，

仍值得考古发掘
。

山上有汉岩墓几处
，
似可考虑

石窟寺与崖墓关系
。

玄妙观道教造像侧亦有岩墓
。

简阳
“
会仙友

”
题刻似亦与崖墓有关

。

三
、

千佛寨

千佛寨在县 西北�
�

�公里
，

亦称千佛院
。 《县志》 卷七云

� ‘·

栖崖寺一作栖霞寺
，

在治西五里大云山
，

唐开元僧玄应建岩壁间
，

有像千余
。 ”
又云

“
唐雍州李洞隐此读《易》 。

宋冯山亦读书于此
。 ”
今有造像��完

，
约����身

。

题刻有
“
开元二十年十二月十八 日

，

黎

令 �字�愿宾
，

造三世佛与救苦观音
，
上座玄应书

。 ”
另有

‘ 。

天宝四 �年�九月二十三日
，

清信女弟子
，

�造�药师琉璃光佛
”
及

“
绍熙三年

” 、 “
癸亥嘉泰

” 、 ‘ “

庆元二年
” 、 “

普州

刺史弟子韦 �君�
”
等题刻

。

由造像风格看来
，
应有隋

、

唐
、

宋三朝雕作
， 《县志》 也云

“
隋大业三年

”
建

。

第��与��盒为一坐佛
、

二弟子
、

二菩萨
、

�兔外�二力士
。

臭边饰六瓣圆形花
。

桃形

背光上有宝盖
，
后有菩提树

。

第��完列立八菩萨
，
四位披袭装

，

火焰纹背光
。

左右两菩

萨扭腰炯娜
，

保留初唐风格
。

第���完 中坐 释边
，
圆形背光上有伞盖

，
后有双 菩 提 树

，

顶上有两飞天
。

两侧各有四菩萨 �图版十三�
，

外侧各有六神将
。

左右两壁上刻有 《观 世音

普门剐 二十四化图
。

再外有千佛
。

当是隋至初唐作瓜
第��与��完

，

括符形臭边上饰五朵圆形六瓣花
。

中坐螺髻释边佛
，

有二胁侍
、

二 菩

萨
、
�完外�二力士

，
左右壁各刻四供养人

。

中坐佛桃形背光上悬宝盖
，
后有双菩提树

。

此与卧佛沟第��号双菩提树完
、

广元千佛岩双菩提树窟
，

皆盛唐造作
。

第��完西方三圣像高约 �米 �与圆觉洞同
，

但并处于一窟内�
，

正壁盒左 上有一小



圆兔
，

内刻一供养人像
�

向左跪
，

双手合十
，

卷曲发 此 卷曲发供养人与石羊千佛完圆

光内供养人
，

似铃为柳木尊与赵智风之同族人 �巴僚 人，�� 左壁上有
‘ ·

皇宋绍熙三年
·

等题刻 第��盒一佛二胁侍
�

二菩萨二力士
，

有
“ ·

为……母谭氏巧娘 �造 � 尊像以乞母亲康

健 …… 癸丑绍熙四月
· ·

… ”

四
、

箱盖山

箱盖山距 石羊场南 �公 里
，

有造像两处及岩墓数洞

华严洞宽�
�

�
、

深 ��
�

�
、

高约 �米 正面三大像
，

中为毗卢佛
，

高约 �
�

�米
，
顶上花

冠中有柳本尊像 ‘柳氏化佛�
�

无左臂
�

右文殊高约 �
�

�米
�
左普贤高约 �

�

�米 �图 版 十

四 �
、

左壁 �自内向外 � 有夫子像 �与大足宝顶 《十炼图》 右侧弟子中之老人像同�
，

左

手执函装书
，

封面题
“
合论

”
标名

。
�向外� 为普眼

、

弥勒
、

威德 自在
、

净业障
、

圆觉

五菩萨 �图版十五 � 右壁有光头和尚
，

耳后现卷曲发
，

身披袭装
。
�向外� 为金刚藏

、

清净慧
、

辨音
、

普觉
、

贤善首五菩萨
。

前门十 叶 ’一 明代雕三头六臂观音
，

后上两手捧日

与月
�

后下两手左握镜右握印
，

印文为九 韦合宗
”
四字

�
·

前两手合十
。

门右壁

仁明代雕八臂摩利支天
。

大般若洞宽�
�

乐 深 �
�

�
、

高约 �米
。

顶额题
� “

庚子嘉熙 �����年�
，

大般若洞
，

赵印
、

存叔
。 ”

正壁中坐佛像
，

旁立二菩萨 �观音与大势至�
，

当是西方三圣
。

佛臂之左

雕孔丘夫子
，

佛臂之右雕李老君
。

两外侧雕阿难尊者与 韦陀
。

背壁上刻十六弟子
。

左右两侧

壁上展刻十大弟子
，

中展刻二十四天
�

下展刻十八罗汉
。

此窟顶岩上刻有正与倒双
“
人

”
字

作
“
人丫

”
形

，

似变化儒家之
“
仁

”
字

，

并暗示佛教密法与道教
“
逆则成仙

”
之义

，

真所谓
“
仙

佛合宗
” ，

或与地方古风习有关
。

华严洞之乾隆三十一年 《装金碑记 》云
� “
上有毗卢古佛

、

文

殊
、

普贤
，

左右释迎
、

夫子 〔孔丘��
。 ”
则是

“
佛儒合宗

” ，

有待详考
。

距本县��公里 胜利乡三

仙洞
、

大足县子母殿等处皆有三教造像
。

宋
、

明的
“
三教合一

”
思想当有象征于此区

。

五
、

圆觉洞

圆觉洞在城东南约 �
�

�公里
。

荫 森葱翠
，
山石奇拔

，

风光秀丽
。

宋初理学大师 �道

教名师� 陈转出生于 本 县 南古 崇完县
，

墓埋此山 �灵山�
。

全山有石窟百余
，

可分为三

大群
。

造像约与大足北山同时
，

而开创早于北山
。

分述于次
。

前山

西方三圣三大像 �等距三窟�为主
。

第��兔大势至窟 �图版十六� 题刻云
� “ ……本

州信善杨正卿以厥祖旧愿
，

造观音石像一尊
。

择真像崖凳鸿工集事
，

阖家随喜共建良缘
。

元符己卯 �二年
，
����年� 创初

，

大观丁亥 �元年
，
��� �年� 毕

。

设水陆斋会
。 ”
则三大

像当造于北宋徽宗 �赵估�
�

阳
。

窟高约咪
，

像高约 �米
。

堪与大足宝顶华严三圣比美
。

第 ��圆觉洞创于庆历年间 �����一 ����年�
。 《真相寺圆觉洞记 》有

“
庆历四年中秋日

，

玄士冯俊记
‘ ’ 。

另有
“ ’

安岳县事楚人颜公辅书
”
题刻

。

可能是大圆觉洞的小样
。

第��兔
，

上层雕佛像三身
。

下层
“
三头六臂明王

”
颇少见

，

六臂前双手合于腹前
，

后四手各持长

剑
、

长叉等物
，

六臂皆缠绕着黑蛇
。

此种来 自印度婆罗门教之神当为密教明王
。

同样的

绕蛇六臂神
，

见 乒眉山县广济水库大佛寺岩
，

是僧令信于明德 四 年 ����年� 敬造的揭

谛明王神
。

可证此为唐末
、

五代 �后蜀� 所造
，

又知川中密教南及于眉州
。

后山



自第��
“
龟鹤

”
两大字起至第��完

，

多为五代 �前后蜀� 及宋代造像
。

第��
“
福寿

”

二字之后有跋云
’ ‘

原主大峨寺山腰
” ，

道光的翻刻于此
。

乃由峨眉圣水阁移刻于此
，

因陈

传墓在此
，

重刻其手书以为纪念
。

第 ��完三身佛有刻题
� “

大蜀天汉元年
” ���啤 �

。

此群像完当造于公元 ��世纪
�、

第 ��完中释趣佛坐像
，

左侧似为道教神人
，

右侧为菩萨
，

或是道佛同完造像
�

第��戛造千手观音
。

第��
、

��兔造一佛二菩萨
，

有
“
绍圣四年

” �����

年 �题记
。

第��完造骑象普贤
，

有四牛为此间特色
。

第��完有
“
图南仙迹

”
四 大 字

。

佛

完左侧题
“
希夷先生炼丹处

” 。

第��完造地藏王 �目莲�
，

兔额上有七佛
，

下有地狱
，

似

为唐末造
。

后山坡 �或尾部�

可能开创于唐
，

多是前后蜀造像
。

第��完前蜀聂某立像 �如北山韦君靖�
，

侧有题刻

云
� “ · · ，

…第二指挥使
、

金紫光禄大夫
、

检校司徒
、

使持节普州诸军事
、

守刺史
、

河东县开国

男
、

食邑三百户聂
”
第�晚造阿弥陀佛

，

下列十神将
，

配饰小人物
，

很象大足宝顶《地狱变》

中的醉酒人
。

第��完书方天王图
，

两旁侍立人物皆唐人服装
，

不是佛教菩萨而是守土将士

等现实人物�与北山天王完同�
。

其中内甲外袍者或是聂公
，

还有持矛捧剑二武士及两文官

两武将
。

第��与��完两女神像的衣饰为中国袍服
。

冠似宫女戏装
，

是道像或宫妃难定
。

第��

完左侧题刻有
� “ �大唐开元口年口�月十五 日

，

前州仑督
、

安岳县录事
、

骑都尉
、

勋官五品
，

黎令宾愿平安
，
敬造�地狱变� 一完

，

永为供养
。
�云� 岩寺上座 �释� 沙门玄应书

。 ”

陈转墓石建若城洞
，

可能是宋明建造
，

清代重修
。

墓 门顶额题
“
华岳归来

”
四字

。

石刻陈传像上端题云
� “

陈希夷自赞
�

一念之善
，

则天地神抵
、

样风和气
，

皆在于此
。

一念之恶
，

则袄星厉鬼
、

凶荒札缓
，

皆在于此
。

是以君子慎独
。

洪武甲戌秋月重阳日
，

安岳县迪功郎
、

县承陈观重建
。

教谕谢复荣敬书
。 ”

六
、

茗山寺

茗山寺在顶兴乡
。

乾隆四十六年碑文云
� “
炼金丹

，

修舍利
，

道不离夫仁义
。

东青牛
，

西

白马
，

理本原于至城
。

所谓 自作自受
，

晓于前而扬于后也
。 ”
此段文意最能说明此区

“
三教

合一
”
之风

。

山上残碑甚多
。

有 《重修虎头寺碑》 ，

知旧有虎头寺之名
。

重要完有
�

①现师利法身完 ，

中立文殊像高约 �米
。

左侧圆光完中有卷曲发式
、

披装装
、

袒肚盘

坐 �枷跌� 的和尚像
。

与宋造毗卢洞同
。

②毗卢佛像俗称高岩老祖 ，

高约 �米
。

花冠
，

拱手而立
，

此拱手是密教手诀的
“
大 日无

上正觉菩提印
” 。

有题刻
“
佛日增辉

，

法轮常转
，

风调雨顺
，

国泰民安
。 ”
宋 �或明�造

。

③文殊
、

普贤窟
，

托塔
、

握荷叶
、

花冠与宝顶卧佛前弟子同
。

下有佛
、

菩萨像十二

身
，

似为后补刻 �明造�
。

④佛化明王与八护法像 �共九位�造于原寺院南门的右边
。

面相净拧怪异
，

与宝顶

大佛湾 �号完全同
。

其中手托猫头鹰者
、

持大刀者如出一人之手
。

⑤茗山寺南山头上有一转法轮塔 。

四方 〔基边 �
�

�米�
，

五 层 �高 约 ��米�
。

各层 皆

有圆完佛像
。

第一层四面皆刻卷曲发像
。

七
、

净慧岩

在城西 �公里处
，

有 �
魄

。

宋赵庆异居士隐居处
。

第姆兔为线刻赵庆异像 �高 �
�

�

米� 刻题云
“
绍兴辛未 �����年� 仲春

，

倚岩居士赵庆异立石谨记
。

文仲璋刊
。 ”
第 ��完



数珠手观音与大足北山同
。

此完释趣行孝图有刻题
“
功德绍兴二十一年仲春记

。

攻镌文仲

璋男文秀口镌二岩
。 ”
此完边饰有五朵圆六瓣花

，

可能早至唐而后补题刻
。

此 处 题 为绍

兴造
，

比赵智凤造像 �� ��，一 ����年�早二十八年
。

赵庆异与赵智凤有否家世关系待考
。

八
、

檀香寺

由木门寺到八庙上坡插入公路的山坡上
，

灌木丛中
，

有近代雕造神像��余身
，

各置

小屋小完供奉
。

这些神像有佛
、

道及民间信仰诸神
。

当地人云此处为旧八庙之一
。

对面

山坡上有石刻多完
。

此坡石岩上有唐造像两完
，

两者间有一唐碑
。

左为 《地狱变》 有人

物 ��身
。

右为地藏与观音同完
。

九
、

木门寺 �无际禅师塔犷

明代仿木结构石建埋骨塔亭
。

基宽�
�

�
、

深 �
�

�
、

高约 �于
�
�眯

。

塔八方
，

每边�
�

�
、

高约

�
�

�米
。

亭内四方
，
四角有仿木作斗拱 �

现
。

共有雕像 ��尊�文殊
、

普贤与十大观音�
。

左碑
�

“
西蜀东普道林无际禅师塔铭

。

正统十一年岁次丙寅…… ”
右碑

� “
道林禅寺塔院碑

。

正统十

一年…… ”
亭内后壁

� “
重修塔楼碑塑装大佛记

。

万历十年
·

一东普折桂莫氏子云
，

年方二

十
，

投佛出�家�
，
�板依�岳池县大真和尚剃发为僧

，

参见幽骨禅师
。 ”
无际禅师

，

名了悟
，

自号蚕骨
。

安岳毗卢洞与大足 宝顶山 《�炼图》 对比

普贤菩萨白象提菩树二立雪

卢洞八上下两排﹀内容一顶山宝第��鑫侍人

虚空藏菩萨四刻眼捧盘吏大金轮刚六炼心释遨大佛藏六方辛内坐本柳燕

︵发卷曲�

五割耳浮丘大圣执斧夭王铜托三 王天炼赚剑执天王塔托天王一炼指�柳树生瘩接引佛

神将�虎冠特剑︶神史�曲须�

下书吏

广汉大守赵某八断甘烦史瀚洪阿弥陀佛

�里甘︶
盘捧女甲

途遇女同归者

十炼膝

四层塔方

净饭国王金刚甲毗卢佛坐莲台净饭王后金刚乙

玉津坊舍宅女

天乐杨直京捧盘女乙

八里耳︶

七燎顶本界口腾文殊菩萨青狮大光明王神吏八少年�神将八艳盔执斧﹀

���接眼吏住下书史���女尼执莲花幻途遇女子捧供执的刀武将的文官谢洪��女捧盘里廿
柳本葬居士坐像

���女捧�盘耳的文官口腾��持剑武将��二大光明王剑头��合十女
、召

��女尼瓶托��玉津坊女子巧 供捧����老少中借生

传记人钧的推八盔虎曲须卷发皆有巴徐特色���﹀广汉太所守差吏�留
年镇第一代壮肤以比
，��途所中遇女子而同归者�� ������������ ���

文官谢洪﹀丘氏二少女侍本柳葬证果上奏扬王本之口界璐

��光大明王执刀割头��第三代尼孙法兴之媳张峨之�女张希照��第二代尼通弓八张氏﹀
、�护 一

��卢师氏尼���草泽张纳作记一��养安居士眉山张峨作玻��男张济作书



图版十 安岳玄妙观 道佛并列完 唐 图版十一 安岳毗卢洞 柳本尊

图版十二

安岳紫观岩音竹竹紫观音



图版十三

安岳千佛寨第���完右侧

四菩萨

图版十四

安岳华严洞
卜

普贤菩萨



版图十五

安岳华严洞

菩萨

版图十六

安岳圆觉洞大势至菩萨

卜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