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岳 �县�昆 卢 洞 造 像

王 家 字右

一 峨卢山造�派况

毗卢洞在安岳县城南��公里的石羊场外
。

摩岩造像群可分为五处
，

而以毗卢洞最具

特色
。

石雕造像自唐末至明代
，

大小近千余尊
。

神态肃穆
，

衣饰华美
，

线条流杨
，

气运

生动
，

堪称我国晚期石窟寺艺术精工绝艺之一瑰宝
�

毗卢洞以柳木尊十炼图为主题
，

雕造了柳氏以居士身成佛的故事
�

佛
、

菩萨
、

各种

人物巧妙排成
“

连环图
”

式的序列
，

并附以石刻文字说明
�

洞深�米
，

高�米
，

宽��米
�

�后另详记 �
‘
佛文普庇

”

洞
、

正中三大像为
“
西方三圣

”

�中坐阿弥陀佛
，

两侧为观世音菩萨

与大势至菩萨 �
。

像高约�米
。

宋人误为释迩佛像
，

配立雕佛陀大弟子阿难与大迎 叶 两

像于座前两侧
�

清乾隆碑记又误为
“

南海三圣
”

�观世音
，

文殊与普贤 �
�

左右两侧岩

完上又配有十八罗汉立雕像
，

以达摩
、

布袋和尚为首
，

可能是明代添造
�

值得注意的是

正面兔台及两侧岩面上刻有小园完内的修行人像
，

像密列数百
，

俗称
“

千佛
” 。

此种千

佛造像与三大主像大约是唐末造像 �少数为宋明两代补刻 �
。

在安岳所刻皆修行凡人
，

再造于大足宝顶则演为成道圣像矣
。

可贵者像皆有题名
，

当时当地区姓氏似反映了巴人

改用汉姓的
“

巴撩
”

汉化历史
。

�后另详 �

宝岩洞又称水井殿
�

岩额上刻
“

宝岩
”

二字
�
两旁有小字两行

�

�左 �
“

阿诃诃
，

志向热铁轮里
”

�右 �
“

翻筋斗
，

猛火炉中打倒悬
� ”

台完正中坐毗卢佛
，

左为卷曲发

式的断去右臂的柳本尊
，

右为螺髻坐佛
。

左立雕侍女捧盘
，

盘中置耳与手臂
�

右立雕侍

女捧舍利塔
�

左壁浮刻一老妇与一少女
�

右壁浮刻一老者 与一少年
�

外侧 岩 壁 有 联
�

�左 �
“

惟有吾师金骨在
。 ”

�右 �
“

曾经百炼色长新
。 ”

右壁有清咸丰碑记云
� “

厥

山龙归
，

厥寺毗卢
，

爱考邑乘
，

创 自宋初
� ”

此洞当建 自宋初 �公元���年
、

宋赵 匡 �散

称帝 �
，

距柳本尊卒 �公元���年 �仅五十余年
�

右立侍女捧舍利塔 �即佛徒装置 骨 珠

之
“

塔
”

�
，

联云为葬骨之所
。

洞深�米
，

高�
�

�米
，

宽�米
，

中有水井
。

紫竹观音崖以紫竹观音为主
，

高约�米
�

两侧有六个观音像
，

观音经变故事及雷神

等浮雕
�

岩右刻明万历三拾玖年碑云
� “

阅自唐代
，
有西人柳本尊者

，
为诸众生开示觉悟

梯航
。

勒大士像于毗卢山之右
。

紫竹飞凰
、

有风晴雨露之态
� ’

据此知主像创自唐末
�

崖深 �上崖搪 ��
。
�米

，

高�
�

�米
，

宽�
。
�米

�

部份造像为后代补刻
�

玉皇完为清代雕造的道教玉皇像
，

高约�
�

�米
。

觅外侧有联云
� “

尊上玄弯步 清 虚

而登九五
�
圣称无极居太上 以遍三千

� ”

二 毗卢润造像 �十炼日



【附】 大足宝顶柳本称鑫造像 �对比资料 �

普贤菩萨

八白象�
︵菩提�树二立雪假空藏菩萨四刻眼捧盘吏大轮金刚释加藏大佛六方亭坐柳内本尊�一�

炼
指

浮�五
丘 割
大 耳

圣

�六�
炼
心

执斧天王三炼跺

�宝盖�

柱剑天王托塔天王︵柳生瘦︶接引佛

将神︵虎冠持剑︶吏神︵曲须︶广汉太守下赵某书吏八断臂厢吏谢洪乐阿弥陀佛女捧盘臂置天︵途遇女者归同︶�十��
炼
膝

︵四层方塔︶净饭王金刚力毗 士卢佛坐莲台上

︵柳卷氏曲发︶净饭后

金刚力士

�︵五津坊舍宅女︶以炼女阴捧盘置耳
托钢天王

杨直京七顶炼本界�腾文殊菩萨大光明舍头

︵青狮�吏神︵少年︶神将八盔恺柱斧︶
母矛

①接眼吏②书下吏③女尼执莲花④途遇女子捧供⑤执刀武将⑥文官谢洪⑦女捧盘置臂柳本尊居士像⑧女捧盘执耳⑨文官�腾⑩执剑将武�大光明王舍头⑩合十女童⑩女尼托瓶�玉津坊女捧供⑥中抱书年儒者⑩螺髻老儒。少年儒生

八传记人物推测十︶虎盔
、

须卷曲
、

发或为曲卷巴撩广汉太守所差吏牟镇弥第一代圣寿院主持尼仁辩上奏厢蜀王之吏丘 洪谢氏二少女侍圣成弟子八阿罗汉果︶上奏蜀王之本界�腾第三代尼孙法典之媳张张眠之女希照�二第代尼弓通︵或即张氏︶︵师卢尼氏︶草泽张纳作记安养居士眉山张氓男 作八张︶济作书

两少女者侍
，

两女依子阪
，

三代尼徒共七女
�

千佛岩园内千佛亦多女弟子
�

柳氏密特教色历二百五十年后乃传赵智宗
�

唐柳本尊传作者跋于绍兴年 十︵公元二四�年︶



洞上枪额上列堆五方佛
，

两侧的二佛为卷曲发式
�

五方佛两侧有刻记云
� �

天长地几

久
，

菩萨因中誓愿
，

佛果熏修真秘密
�

本尊教主者
，

始自嘉州城北有柳生疾
，

久而乃出
�

要儿
�

邑都吏收养
。

父设继其职
，
以柳为氏

。

审详斯义
，

岂在今之操修
�

自凡入圣
，

即

法身也
。 ·

…… �自左至右 �
‘
国泰民安

。

显揭护国降魔
�

正心莫作等闲看
� ……有大菩

萨名金刚截
，

了悟本尊无为妙理
，

修菩萨行已超过十地
。 ……来入浊世

，

隐菩萨像
，

现

凡夫身
�

入红尘里
，

转大法轮
�

因名本尊教主为号也
� ”

岩檐内顶上的 中部 刻
“

毗 卢

庵
”
三大字

�

两旁有联云
� ‘

虚空法界遍包含
�
只有毗卢一座庵

� ”

另外每一炼皆有题

刻
，

均述柳本尊事迹
。

�详后 �

由安岳毗卢洞雕像与题刻看来
，

似乎所有造像皆表现柳氏在世 �未 涅梁
，

住 世 间

时 �情况
。

题刻文字亦记述至称号
“
本尊教主

” 。

而另以水井殿 �宝崖 �以表其埋骨藏

灰之事
�

毗卢洞主尊 �毗卢佛化出柳本尊卷发坐于塔中 �之两侧特标立着佛之父母 �净

饭王与摩耶夫人 �亦即示察赋初生之意
�

犹宝顶 �转轮六道图 �中以夫妇表生生之意
�

由此知安岳十炼图与大足十炼图表生示灭有所不同
�

大足宝顶承安岳
‘

宝崖
”

而来
，

以

佛涅梁为范本
，

用柳氏居士像为主像
，

立侍十七弟子
，

加以天堂诸佛神
，

承 前 并 增 饰

之
。

三 �十炼图 �厄记与 �，柳居士 �传所见的本称事略

�柳居士传碑 》 正文云 � “

熙宁元年 �����年 �……赐圣寿院为额 �此指新都县弥

牟镇柳氏密教坛 �
�

成都持瑜伽教贾文确 �黄 �其事
�

命草泽张纳为之记
�

�熙宁�十

年春
·

一冯翔王直清……为作传
� ’

又云
� �

绍兴庚申端午 �����年 �
，

安养居士
、

眉

山张眠谨跋
，

男济书
� ”

又云
� “ ……九 日

，

右奉议郎
、

前主管台州崇道观
、

赐绊鱼袋

王直清立石
�

院主尼仁辩
，

小师弓道
，

师孙法兴
、

法 �
、

师媳希照 �张眠之女
，

似法兴

之媳妇� �
� ”

今立于大足宝顶小佛弯的 �唐柳居士传碑 �是
“

眉山赵圣户 �重刊立 �
，

释祖觉重修
，

右承奉郎
、

前知叙州宣化县王秉题额
� ’

当是南宋另立于大足者
�

兹对照

录两石刻文于次以见柳本尊事略
�

�唐柳居士碑 》 �据 《 金石宛 》 残文 �十炼图题刻 � �据毗卢洞 �

‘
柳本尊名居直

� ’

原不姓柳
，

儿时为
‘
邑都

吏收养 “
一 �养 �父段

，

以柳为氏
� ”

“

嘉州城北有柳生澳
，

久之乃出婴儿
� ”

�柳生瘦似指
“
杨

”
之赘

�

重修 �柳传 》

之祖觉即为嘉定扬氏子
�

其弟子王直清
、

杨直

京俱以 〔直 〕 为宗派排行
。

�
“

遇女子于途
，

遂与之归
� ……专持大轮

五部咒
，

盖瑜伽经中略出念诵仪也
，

诵数年而

功成
� ……持咒灭之 �灭疫疾厉鬼 �

� ……空

中语日
�

汝愿力广大
、

此地 非汝 所 居
，

当 西

�

本尊是大中九年 ������ 六月 十 四

日
，

于嘉州龙游县玉津镇天池坝显法身

出世
� ”

�炼心六 �
“
本尊教主生于大唐宣宗皇帝在位

� ”

�割耳五 �
“
柳破其痪而婴儿出

�

州之都吏收

鞠为子
� ”

�明碑 �
“

感圣贤摄授道 �法 �
。

语云
�

汝

当西去
，

遇弥即住
，

遇汉即回
�

遂礼灵

山
，

却回归县
。 ”

�此处灵山非雪山
，



去
。

遇汉即回
，

逢弥即止
。

行次武阳象耳山路
，

逢男子
，

愿为弟子同游 �当即途中收弟子袁

承贵事� �
。

遇异僧告之曰
�

居士不须居此山
。

成都多厉鬼盒往除之
� ……大日本尊金刚藏

菩萨
，

而
“

清凉圣人
”

助其阐 化
。

浊 世 难 久

留
，

今还灵山矣
。 ”

�以下八炼皆 天 福 中 事
。

自���年至���

年
，

其间
“

时王建师蜀而妖 鬼口口
。

持 咒 禁

止……蜀人德之
，

从其化而益 �饭依� �
，

门

人之列者数十 �千� �人
� ”

�传碑标出王建

帅蜀
，

应是���年
。

炼膝十作
“

天福
”

�
“

广汉太守遣使请 目睛
，

欲试可
。

居士知

之……至州
。 “

天复
”

七年 �作
“

复
”

则应是

���年 �七月三 日也
。
� � 四 年 春 �赵君 �舍

宅奉居士为四众庙院
�

居士遣徒住 持 还 归 弥

了豪
。 ……其化金堂……金水

。

成都玉津坊好卢

氏舍宅建道场以奉香火
。 ……会嘉州四郎子神

作祟
，

疫死甚众
�

居士割耳立盟以除之
。

结坛

玉津坊
，

挥刀 �斩灭 �
。

蜀王叹异遣使慰劳
”

“

金刚智传不空
，

不空传一行
，

一行禅师

称瑜咖
。 ” “

其东方金刚 部 佛日 阿檐 佛
，

南

方…… �此显指密教五方五佛
，

如毗卢洞前檐

所刻 �主之是为三十七尊 �此明示为密教三十

七尊供法
。

传自印度
“

佛教
”
密宗

。

�
‘

马头巷丘绍者病死已三 日
，

心尚温
。

其

妻请居士至其 �家 �
。

二女 �及夫妇并许 �给

侍居士
�

�本尊乃诵 �咒
，

少选复苏
。

……焚
以示绝欲

。 ……蜀王益善
，

即召入问曰……供

养三 日
。

四方道俗来 �奉祀饭依 �其法益众
。

“
� �七年七月十四 日夜呼杨直京

。

……

蜀王大悦
，

救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成都持

瑜伽教
� ”

灵山应在安 岳县
。

��炼指一
，
��� 年

事 �
“

掌家游峨眉
，

瞻礼普贤光相……
以表释迎文佛雪山六年 修 行 成 道

� ”

�立雪二
，
���年 �

“

宴坐峨眉
，

历时已久
� ”

�炼躁

三 �离距有五十一年之事不见� �
“

蜀王问曰
�

卿修 何 道 � 自号 本

尊� 对曰
�

予精修 日炼
，

誓求无漏
�

专

持大轮五部咒救度众生
。

天福六年烧炼

两膝
� ”

�炼膝十
，
���年 �

“

汉州刺史赵君差人来请眼睛
� ……

本尊先已知有人至
，

将戒刀便刻付 与
�

赵君观而惊叹
�

真善 知 识 也
�

投 身忏

悔
�

天福 四 年
。 ”

����年
，

刻眼四 �
“

唐武宗救赐为
“

毗卢院
”

�武宗

在柳氏生前� �
。

孟蜀主赐额为
“

大轮

院
” �

宋神宗皇帝熙宁年 ������救赐
“

寿圣本尊院
” � ”

�炼心六
，���年 �

“
效释迎佛岩鹊巢

，

相光明王舍头

布施
，

感文殊现身顶上
� ”

�炼顶七
，

���年 �

场 内

闻
，

八 �

“

天福五年 �����在成都玉津坊道
，

截下左臂
�

本界厢吏谢洪具表奏

蜀王叹异
，

遣 使 褒奖
� ”

�断 臂

‘
“

天福五年
，

马头巷丘绍得病身死

三 日
，

阪依木尊求救
。

…… 以香水洒之
，

丘绍立苏
。

于是丘绍夫妇 �及 �二女

俱来侍奉以报恩德
。 ……本尊用葛布裹

阴终一昼夜烧炼以示绝欲
。

木界腾奏蜀

王叹服
。 ”

�炼阴九 �
· “

天福七年七月十四 日
，

夜呼紫缓

金章 �杨直京 �日
�

吾今去失
。

汝当久

住共持大教
。

归于涅梁
。

圣寿 八 十 有

四
� ”

�割耳五
，
���年 �

孰 在上表中
，

我采取了
“

天福
”

年号
，

而未用 《 传 》 文的
“

天复
” �

理由是从三方面



考虑的
�

�一 �从题刻本文说
�

按
“

炼心六
”

追述标明救封的
‘
三朝救踢

”

是唐武宗�可能�

指后唐李克用
“

武帝
’
���年� �

，

孟蜀主
，
宋神宗

，

没有题王建
� “

割耳五
” “

添寿八十

六
�

一念阪依
，

获无里寿
� ’

只有安排在天 「福」七年 ���� �
，

上逆到公元�“ 年
，

才

是八十六岁
�

�天复���年上逆则只五十二岁
�

�
“

割耳五
”

与
“

炼心六
”

两题生 于唐

宣宗大中九年
，

不是偶同
。

�二 �从作法灭
“

妖鬼
”

说
�

此称
“
妖鬼

”

为厉似指王建所帅
“

雕面儿郎
”

的
“

一

部鬼兵
” ，

实即
“
巴撩

”

组成的纹身纹面军队
�

所灭
“

鬼兵
”

与
“

嘉州四郎神
”

�嘉州
‘

扎缭
”

�
，

皆巴蜀族土著之依王建者
，

当不为前蜀所奖赐
�

且王建用道教 �民间巫术

�五斗米道� 正是巴蜀族巫道 �
，
正用杜光庭辑 《 王氏神仙传 》 �

柳氏密教恰与之反
，

王建必不尊崇
。

故自公元���至���
，

唐末与前蜀时期中不见其事迹
�

盖此 期 中柳氏 之

教
，

是秘密结会于金堂
、

安岳
、

乐至等浅山
“
巴撩

”

中
�

正在与王建争夺巴蜀族众而以

密教化之
。

�三 �从宗教上说
�

柳氏之密教虽宣称传自
“

华密
”

的
“

开元三大士
” ，

并处处宣

扬五佛
、

三十七尊正统
�

但柳氏所礼
“

灵山
”
与

“

峨眉
”

乃道教传播承继之处
�

弥牟镇

与玉津坊
“

道坊
”

不仅佛教显宗与密宗之别
，

当必杂有巴蜀地方巫术
�

其神如
“
浮丘大

士
” ， “

大光明王
” ， “

三界护佛
、

护法
、

护道天神
、

地神
，

山神
、

树神等
， “ ·

…天龙

部五通圣者
， ”

亦兼三教
�

柳氏所传
‘
川密

”

当或与道教天师派及
“

南 宗
”

金丹有 融

合
。

故可称为
“

仙佛合宗
” 。

或受陈传
、

彭晓道家及后蜀孟煦所序 《 金华 冲 碧丹经 秘
旨 》有所合论

�

四
、

安岳
“

十悠�
”

早于大足宝顶的，法

安岳毗卢洞造像造于北宋
，
基本上是创列柳氏生前人物

、

尚未成熟
�

大足宝顶造像

继承
“

十炼图
”
设计

，

添列了柳氏卒后人物
，

固定成熟
，

创建于南宋
�

此种假 说 理 由

是 �

①中心神像 �安 �为毗卢舍那佛 �
顶上化出柳本尊

�

并列出释迩牟尼的双亲
�

�大

足置净饭王与后于千手观音岩兔
，
与平武县报恩寺明代初叶配祀同

�

��大 �柳本林与

两菩萨及两女弟子化为罗汉为主像
�

前以密教大 日如来为本尊
�
后赵智凤 以柳氏 为 本

尊
。

② �安 �柳居士像皆无须
�

�大 �皆加刻了三股胡须
�

③左右两捧药的文官 �安 �为青年像 ，

�大 �为老年像
�

④侍从弟子群像 �

�安 �尚未定型
，

�大 �己仿 〔宝�完释迩涅梁图�定型为十七
弟子

�

�大 �十七弟子中
，
妇女 占六 �或七 �名

。

此不单反映了巴人崇母 �道教崇阴 �

的习惯
。

也反映了赵智凤继承柳本尊教时
，

多了三代女尼及两位入 室 弟 子 �丘 氏 二

女 �
。

密宗与道教崇阴是共同特色
。

⑤每一炼的作证人 �佛 、

菩萨
、

神圣
、

明王 �在 �安 �略具雏形
，

�大 �则已配备

完全
‘

⑥ �安 �岩额搪前仅造五方五佛
。

�大 �另增加四菩萨
。



⑦ �安 �无十大明王
�

�大 �加造十大明王于柳本尊完下
。

⑧ �安 �岩题 “

毗卢庵
”
三大字为后唐所赐

�

�大 �
“

唐
、

瑜伽部
一

匕 总持王
”

为

孟蜀所封或卒后弟
一

子所拟
�

⑨大光明王割头施舍像
，

在 �安 �为半身
，

�大 �则仿 �安 �而造为全身
�

两处像

一致
，

而显为 �大 �仿白 �安 �
，

先后造作可比寻
�

⑩ �大 �柳本尊后多出文殊与普贤两菩萨 ，

象征柳与赵的成就
。

又多出丘氏二女侍

成就像
。

皆迟于 �安 �
�

⑩ �安 �为宋初设计
，

�大 �为南宋整体设计
�

在大足小宝顶整体初型试雕中亦显

出仿承情况
。

改园光中小千佛的人物像 �毗卢山
“

佛文普庇
”

小千佛 �为神佛像
，

又改

众多女像为男像
。

� 《 安岳县志 》 的文献中 � “

寺观
” “

毗卢寺在治东八十里
，《宋史

、

方技传》云 �

柳

本尊 �原为
“

增
”

�置宝顶于其上
。 ”

又 《 水井殿碑记 》 � “

威山龙归
，

脓寺毗卢
，

爱

考邑乘
�

创自宋初
。 ”

又 《 水井殿新竖万年灯记 ��� “

阅自唐代
，

有西人 �蜀人� �柳

本尊者……勒大士像于毗卢山之右
。 ”

皆云创自唐柳本尊
�

故毗卢山有本尊埋骨之殿日
“

宝崖
” ，

及其创教
“

十炼图
” ，

诸女弟子造像 �俗呼
“

干佛
”

�
�

柳本尊宣称继承
“

华密
”

�唐代密宗 �渗合巴蜀土著
“

五斗米巫
”

所创之教有两个

时期缺记载
。
一为柳氏在世时的��砰���年的五二十年中

。

此期正是巴撩人民反李唐 �从

王建 �与后唐 �依后蜀 �时期
�

柳氏
一

与其徒在金堂
、

简阳
、

乐至
、

安岳等地秘密传教组

织巴蜀人民
�

一为柳氏卒 �����至赵智凤承法 �十六岁
，

����年 �之间的二 百儿 十 年

�赵由大足去广汉弥牟求法
，

显然两地法嗣未绝 �
�

柳氏卒后付法杨直京
，

�又传三代

女尼 �约至宋真宗青城山撩泽
“

蛮民
”

李顺起义
，

王均起义
，

而其教又隐 于 金 水
，

安

岳
、

大足间
�

宋神宗熙宁元年赐圣寿本尊院号 �����年 �至赵氏生 ������
，

其间约九

十年隐传于民间而事迹不详
�

宋初百年间之隐
，

或与反统治及复蜀起 义有关�

五
、

柳本称的�曲发与巴
“

攘
”

民族

在大足宝顶
，
人们习以卷曲披发为赵智风

�

川大胡昭羲副教授指出
�

宝顶小佛湾经 口

塔上第一层正面园兔中的卷发人像
、

可能就是柳本薄
�

这一看法 �卷发人是
“

酉人柳本

尊
”

�
，

在安岳造像中得到证实
。

柳
、

赵都是下披式卷曲发
。

这是佛教特有发式呢� 还

是两人为同一族人的发式呢� 尚待研究
�

见于安岳造像的卷发柳本尊有
�

①毗卢洞正中佛顶石塔中的坐像
�

②毗卢洞第七炼顶的柳氏像
。

③毗卢洞洞顶五佛两侧的柳赵成佛像
。

④华严洞右角柳氏罗汉像
�

�骑狮普贤侧
�

�

⑤毗卢山宝岩台上左坐佛无臂柳氏像
�

此外可旁证赵与柳卷曲发与巴蜀土著有关的造像有两处
�

一为小千佛寨第��号宋造
“
西方三圣

”

兔的小供养人像是满头卷曲发 �是民族发式而不是佛教螺髻 �
。

二是毗卢

山
“

佛文普庇
”

完下及两侧壁小园尖 内
“

千佛
”

�皆供养人或女弟子 �中有披下式卷曲

发人像数十身
，

并题有巴人姓氏
�

由此知卷曲发乃巴蜀撩民的民族发式
�

·

�马
·

，�、六“卜︺�

厂爹冲犷祝甄



按
� “

巴郡
、

南郡蛮
”

有五姓
�

巴氏
、

樊氏
、

覃氏
、

相氏
、

郑氏
� “

板循蛮
”

有七

姓
�

罗
、

朴
、

咎
、

鄂
、

度
、

夕
、

龚
�

此外
，

巴人大姓还有
�

廖
、

范
、

谁
、

赵
、

向
、

冉
、

莫
、

蒙等
。

今毗卢山
“

千佛
”

中多题当地唐末巴人姓氏
，

且多妇女
�

例如
�

“

卷曲发如柳赵者
” �

毋金傣
、

毋金台
、

毋金住
、

龚廷辉
、

桑朝海
、

姜尚志
、

谭氏

妙缘
、

汪氏妙善
· · ·

一
“

唐代中分双髻女式发者
” �

王氏妙真 �及 �男何怀
、

刘 氏 妙

善
、

如瑞
、

如惠
、

龚氏妙善
、

于楼
、

于有芳
、

于得弟
、

后正贤
“

后正福
、

后正池
、

彭氏

四
、

龙氏五
、

龚氏大姐
、

易氏妙性
、

廖自华
、

易悦泰
、

蒋氏
、

何氏么姐
、

李氏二
、

周氏

二
、

张子贝
、

杨一琴
、

姜朝琴
、

姜朝琴 �与前名全同 �
、

后大姑
、

姜尚书
，

冉氏大
、

后

奇芳
、

刘氏三
，

范国瑞
、

曾荣祥……等
。

这种双髻正是汉
“

西
一

王母镜
”

上所铸
“

西 王

母
”

发式
，

也是战国铜矛上所铸的双环髻巴人头式
。

这里所造的五百供养人 �不是
· “

千

佛
”

�或五百
“

阿罗汉
”

�宝顶丘氏二女证果像为
“

罗汉
”

�为什么都是妇女� 很值得

结合特别的姓名予以推敲
�

关于
‘

巴撩
”
问题

，

卧佛沟的题记 �第��号完 �
� “

蒙彦进并罗氏敬银装修释迎牟

尼 �佛 �
� ”

提供了夫妇皆巴蜀旧姓的资料
� “

蒙
”

为眠山大姓
， “

罗
”

为巴姓
�

唐代

川北蒙氏为土著大姓
。

盐边县么此族自称
‘

蒙人
”

�不是蒙古人 �
�

南沼王族有蒙氏
。

此
“

蒙
”

或皆源 出崛山 �蒙山 �震蒙氏螺姐钦�

大足宝顶佛弯的建造时间大约是公元����至����年
�

安岳园觉洞创造于 宋 庆 历年

间
，

是公元����至����年
� “

真相寺园觉洞记
” � “

庆历四年
、

中秋 日
，

玄士 �道士 �

冯俊记
� ’

�《 安岳县志 》 卷七 �则此处十二园觉早于宝顶约一百三十余年
，

当是赵智

凤取材范本之一 此处第��兔上层雕佛像三尊
�
下层雕站立于桃形火焰纹背光中之

“

明

王
” �

明王有三头六臂
，

前双手合于腹前
，

后四手各持剑叉等物
，

六臂皆缠绕黑蛇
�

安

岳八庙沟卧佛公社卧佛身后
“

八大明王
”

的第三位也是执蛇缠臂
。

此两处唐造像也是大

足石刻兰本
�

眉山县广济水库大佛寺造像也有一执蛇怪神
。

其题记云
“

敬造
‘
揭谛明 王

’
神 一

身
�

僧令信 自发心为当身平安
，

延年益寿造
�

永为供养
� ”

与神并列的观音像侧的题记

云
� “

敬造白衣观音自在菩萨一身
。

僧令言为全家师主延年益寿造
。

明德元年八月十 日

镜了
。 ”

此二造像是明确的后蜀 ����年 �造像
。

眉山大佛寺造像还有两例是 与安 岳 造

像相同的
�

一是下岩十余兔中左侧的
“

经完
”

与卧佛沟第��窟右外前壁的经兔全同
。

第

��窟的题刻说
� “

修装三身佛并经完洞一座
。 …广政二十二年

。 …五音地理王彦昭
。 ”

二是岩缝内的观音 与罗汉相对而立
，

是由显教到密教的特别布置
，

有明显的阴阳对景之

意
�

题记云
� “

明德三年
，

敬造白衣观音菩萨一身
。 ”

这些造作都可能为后来的创 作所

借鉴
。

川东忠县临江岩的唐雕佛完侧有
� “

眉山李季美
”

在
“

嘉泰壬戍
”

�����年 �来

此参观的题刻
。

古人交流观摩或为造像取法
。

至于刻工
，

如文仲璋一家工镌于安岳
、

大

足等县
，

更是无县界之分
。

大足石刻的研究势必放大范围
，

于共性巾阐明其特性
。

当更

深入综合比对
�

团结争取更大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