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

四川安岳霖的石刻
吴 觉 作

安岳瓢位于四川东南部
，

北可通邃率蚝
，
西与

乐至蚝相接
，
东南与大足蚝相速

，

南可通成谕跌路

楼上自勺内江
。

臃境内有丰富的石刻造像
，

过去由于

地区僻远
，

故少为 人见
。

这里的石���
，
早的有唐

、

五

代的
，
晚的也是宋

、

明的
，

数量之丰富
，
与大足嘶不

相上下
，
但规模不及大足北���和宝填宋你

。

安岳与

大足因为雨蚝相接
，

以石刻葵衍来锐
，

过去可能是

互相有些影响的
。

但安岳石刻不及大足石刻的变化

多徉
，

造型也不及大足的匀称
。

安岳石刻以淳厚古朴

为特点
，

大足石刻以生动美妙见畏
。

安岳石刻
，

衬有
�

千梆寨
、

圆党洞
、

奉鼠洞
、

毗虎洞
、

孔雀拔
、

三堆寺
、

大千佛寺
、

黄确钟
、

佛

耳岩
、

快乐宫
、

大佛寺
、

兰仙 洞
、

老 君岩
、

观晋

岩
、

城中螂的大佛寺等�� 处
。

其中以千 佛 寨
、

圆

竟洞规模最安大
。

这些石刻
，
由于多数为杠砂岩石

雕成
，
易于夙化

，
过去遭受人为的破坏亦蛟鼠重

，

所以有些成为有矗而燕像
，

或有像
一

也残毁不全
。

尽

管过去揖坏局趾教
，

保留至今的仍然 不 少
，
同 时 也

是有很高蔓雨价值的
，

效将几处重点石 刻 分 述 于

后
�

千佛寨
�

一名小千佛寺
，
位于安岳城郊 �里静

，

是一个天然岩寨
，
沿石岩下

，
石矗颇多

，

延畏 �里静
。

石刻分成南北雨部
，
南面有拐 矗 �圆一�

，

造

像 �，���余髓
，

北面有劝余矗
，
造像���余脸

。

造像大
尸
工
、

不一
，

年代亦有先后
，

就其夙格和形

象来看
，

大概可以包括唐
、

五代及宋几个时期

的作品
。

如其中第 ��号是千佛寨蛟大的矗
，

矗竟 �米
，

深 �米
，

造像是一佛四菩醛的立像
，

佛高 石米
，

头作高肉髻
，

面部椭圆
，
担右肩

。

菩窿头戴宝冠
，

面部与佛 相二似 �周四
、

五�
，

肌膺丰消
，

可能是唐代遣留下来白尔造像
。

又如

第曲号是一个大矗
，
大矗的左右���数个小矗

，

小矗中是一佛
，
二菩舔

，

二尊者等像
，

大矗正

中刻一佛二菩窿立像
，

佛身 高 ����米
，

头高

���违米
，

头为螺旋髻
，

袒胸
，
雨耳 下 垂

，
高

鼻
，

上额突出
，
衣杖疏而深 �圈八�

。

其中有一矗
，

虽已夙化剥触
，
但还有隐构可晃的天宝�公元�侣一

�筋钓 等字样
，
这些都足以税明千佛寨是保存了

不少唐以来的石刻
。

千佛寨宋代石���
一

也还 有一部

份
，
如第 �号是一佛二菩随二尊者二力士的造像

，

氯内有癸亥嘉泰 �年 �公元 ����匀等昆裁
，

其他

乱内有宋度元 �年 �公元 ��郎 年�年号
，
由于这

些年号的祀载
，

精合造像的作夙来看
，
千佛寨石刻

中
，

是保存了一部分宋代石刻的
。

圆觉洞
�

在安岳城南 生里爵
，
石刻分南

二�匕二部
。

北面为 生大矗和 �大洞
，

最左 �箱有�� 唇浮雕石塔

�圆二�
，
高构 �米

，

巍峨矗立
，
与其他 �大矗井排

在一个石壁上
，

礴成了庄筱雄律的石刻面貌
。

其余

�矗
，
中矗窦�立沸像

，
矗 构 高 ����米

，
佛 高 ����

米
，

佛头为螺旋髻
，
面部扁圆

，

担 胸
，

外披教装

�圈九�
。

左右雨矗
，
左刻观晋立像 �圈十�

，
右刻

大势至菩窿 �圈十一�
，

面貌与佛有些相 似
，

身 疆

的大小与佛亦相等
，
因此有人改韶为是佛像

。

观音及

大势至菩蔽
，

头均戴宝冠
，

胸前饰畏垂复瓢的缨路
，

，

大势至菩窿手招薄花
，

观
二

爵手抱宝瓶
。

在观
二

音
�

矗���及

佛矗侧刻有形天
，
形象美丽

，
活耀如生 �周六

、
七�

。

大洞内的十二圆党像
，
已残毁不至了

，
现只能看出

圆一 干佛寨南面石刻之一部

�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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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来石刻痕迹
。

南面造像劝余矗
，

钓在 �
，
��� 袖致生动

，
惜殿内其他造像已粳毁去

。

躯左右
。

这里石刻虽完全为宋代一个时期的雕刻
，

孔雀拨
�

在十四区孔雀螂
，

离城 ���里静
，
石

但在石刻工程中
，
尚有少数未完工的

，
其中有只刻 ���在孔雀损出锡 �里静的大报圃寺石壁下

，
上居刻

了矗而还未刻像的
，

也有刻划了矗和像的痕迹
，
尚 坐佛像

，

下居为地猛变相矗
，

雕刻韧致生动
。

上居

未加工刻造的
。

造像比例匀称
，

但形象总觉得有些 一排为唐代石刻
，

每像钓高 ���� 米
，

头高 ��厘 米
，

不娜快
，

衣杖虽相致复籍
，
但援条松懈艇力

，

这都 薄台高 �� 厘米
，

头着螺旋
，
雨耳下垂

，

外衣双镇下

很能颖示着宋代石刻与唐代石刻的不同之点
。

垂
，

袒胸
，

下衣握薄
，
成折叠式

，

畏垂至座下
。

其

摹威洞
�

在赤云螂三村
，
距安岳瓢城���里左 余寺内石壁处所刻孔雀明王佛

，
雕刻精美

，

佛头戴

右
，

石刻在苹鼠寺的石洞内
。

洞就岩壁矍成
，
外复 宝冠

，
胸部饰缨路

，

下坐的孔雀作刃笼动姿态
，
能与

木建筑
，
洞 霓 ���� 米

，

高 ���� 米
，
深�����米

。

大足北山
、

宝值石窟所刻孔雀媲美
。

以上造像
，
除

洞正中���毗虎坐 佛
，
高 �

�

幼米
，
台 高 ����米

，
左 地狱变相瘫外

，

其余造像均是圆润丰满的面靡
，

不

为文殊坐青狮
，
右边为普肾骑白象

。

在 靠 壁 的 雨 十分畏的眼角
，
种气生动

，

浑厚勤健
。

边
，
下唇为十大弟子坐像

，

上唇��� 楼 台 亭 阁
、

人 其余如三堆寺的西方梗乐圈晶
，
千手观是豪豁等

，

物
、

榭木等
，

不谨景物多祥
，

而且真实生动
。

造像 矗内刻有咸通 ��年 �公元 ��生年�
，

光化 旦年 �公

反都是面烦丰满
，
眉秀目清

。

元 �的 年�等字样
，
雕刻古朴

。

大千佛 寺造像 钓

毗虔洞
�

在六区石羊螂二村
，
距安岳蚝城��余 �，���余疆

，

最早的
一

也是唐太和简造像 �公元���一

里
，
内刻柳本箕十劫修行 圈 �洞 钓霓 �����米�

，
�邪年�

。

如其中突出的千佛矗
，

矗内刻浮雕小像
，

像中表现姿态多样
，

形象具实
。

这与大足宝顶所刻 数以千尉
，

告坐薄盆
，
虽高不过 �寸

，
但那种活澄

十劫修行圆有些不同
，
宝顶十劫修行圈要鼠甫一些

，
姿态完全可以看出

。

黄构铺的大佛像高构��米
，

其

毗虔洞十劫修行圆耍放撇一些
。

其余 洞 内 所 刻佛 大小可与四川撞南
、

荣瓢大佛相比
，

可见造像工程

像
，

面形丰满
，

天王力士像勤健雄憧
。

另毗虞洞��� 的障大
。

佛耳岩的宋代雕刻
，
都很栩致

，
与圆觉洞

的千佛殿内
，
尚存有千佛浮雕小像及观晋

二

像
， 一

雕刻 等地的宋代石���
，
有互相关联的

。

大佛寺的大佛等

造像
，
雕刻柔和

，
庄旅古朴� 观

晋岩的观音造像
，

姿态美妙
，

形

象如生
。

此外三仙洞是校晚期的

造像
，

构 ��� 余疆
，

为濡
、

释
、

道三教合一的造像
，
孔子

、

老子
、

释趣等像
，

常常合刻在一个 矗

里
，

在不同的衣式装束和不同的

仪表姿态对比下
，
形成了中因造

像蔓衍中特有的情稠
。

安岳石���
，
总的浅来是丰富

多采的
， 一

也是四川石刻鬓衔重点

之一
，
但限于肇者对石刻葬雨忍

碳的水平和稠查时简食促
，
所以

只能作一商略介招
，

其中难见有

疏漏或错殷的地方
，

希望能引起

尊家们和石刻鬓祈爱好者作选一

步的研究
。

圆二 圆觉洞的十三唇浮雕石塔 圆兰 孔雀跟报圃寺前石塔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