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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毗卢洞石窟
，

在县城东南 �� 公里

的石羊场厥山上
。

有石窟 �窟
，

计造像 ���躯

和摩崖铭刻
、

碑记 �� 通 �件�
，

是四川著名的

佛教密宗派造像之一
。

这五窟造像分别命名

为
�

毗卢洞 �即
“
柳本尊十炼图

”
�

、

幽居洞
、

玉

皇洞
、

千佛洞和梯航勒大士造像完�即
“
观音

经变图
”
�

。

因毗卢洞造毗卢遮那佛规模较大
，

故因此而得名
。

本文着重介绍各窟造像的内

容
，
兹分别叙述如后

�

�号窟毗卢洞
。

中部雕造毗卢遮那佛为

主佛
，

其左右侧分上
、

中
、

下三层
，

雕造柳本尊

十炼成佛的故事
，

故又称
“
柳本尊十炼图

” ，

这

些造像雕凿在高 �
�

�
、

宽 ��
�

�
、

深 �
�

�米崖体

的范围
，

共造像 �� 躯
。

毗卢遮那佛居中部结枷跌座在 �
�

�米高

的莲花须弥座上
，

像通高 �
�

�米
，

头饰螺髻戴

五宝夭冠
，

身着架装
，

双手作菩提印
。

其须弥

座雕造着甲的二力士负托
。

佛的面部呈现出

秀丽
、

慈祥而端庄
。

佛的上层正中部位浮雕八

角赞尖亭一座
，

亭中雕造结枷跌座的卷发人

�即柳本尊�造像一躯
，

亭的顶部刻两道毫光

分左右延伸曲绕
。

窟额的正中部位并列雕凿高 �
�

�米的五

个园形小完
，

完内刻高 �
�

�� 米结枷跌坐造像

各一尊
，

中为三佛
，

左为柳本尊
，

右为赵智凤

造像
。

柳本尊左侧崖壁和赵智凤右侧崖壁
，

各

有石题铭一则
。

左侧题铭
�

��

“
天长地久

，

菩萨因中誓愿
，

果熏修真秘

密
。

本尊教主者
，

始至嘉州城北
，

有柳生瘦久
，

而乃婴儿邑都吏收养
，

父没继其职
�

以柳为氏

审详斯义
，

岂在今之操修自凡入圣
，

或云种种

光 明
，

或云处处清静
，

或云不可思议 洛�法�
，

或不可思议境界
，

乃至多种义理不可穷尽
。 ”

右侧题铭
�“
国泰民安

，

显扬护国降魔
，

正

心莫作等闲看
。

又本尊贤鑫�圣�者
，

本 自至

�无�为超过诸有名本尊也
，

有大菩萨名金是

藏 了悟
，

本尊无 为妙理
，

菩萨行 已 超 十全

�地�
，

常游十方
，

助佛化馨苦众生来
，

入 渴世

隐
，

菩萨相现
，

凡夫入红 尘
，

衷转冻�大�洛

�法�轮
，

因名本尊教主为号也
。 ”

柳本尊十炼图造像
，

雕造在毗卢遮那佛

的左右窟壁
，

分上中下三层凿造
，

佛的左侧为

单数
，

即第一
、

三
、

五
、

七
、

九炼 �右侧为双数
，

即第二
、

四
、

六
、

八
、

十炼
。

雕凿每炼为一组
，

计

十组形态各异的造像
，

现依次分述
�

第一
、

炼指

这一组造像有两尊
，

即柳本尊和释迎牟

尼佛
。

柳本尊头戴四方平顶巾
，

身着居士服
，

结

枷跌坐
，

右手置于右膝
，

左手举至胸前
，

断指

一节处显现火焰一朵
。

其右部并列释迎牟尼

佛一尊
。

雕造这组造像是根据第一炼指题铭
�“
本

尊教主
，

于光启二年 ����年�
，

偶见人残疫

疾
，

教主悯之
，

遂盟于佛
，

持咒感之
，

在本宅道



场中
，

炼左手第二指一节
，

供养诸佛
，

誓救苦

难众生
，

感 轰�圣 �贤饵�摄 �授通不语
，

云
�

汝

当西去
，

遇弥即住
，

遇汉即迥
，

述礼灵山
，

却迥

归县
。 ”

第二
、

立雪

这组造像二尊
，

即主像柳本尊和普贤菩

萨造像
。

柳本尊为结枷跌坐
，

卷发
，

着居士服
，

手

结定印
。

普贤菩萨为立像
，

高 �
�

�米
，

头饰宝

冠
，

袒胸
，

身着禾衣饰缨路
，

左手平置
，

右手举

至胸前
，

其右侧雕造白象
。

造像是根据立雪题铭
�“
本尊教主

，

于光

启二年 ����年�十一月
，

挚家游峨眉山
，

瞻礼

普 该�贤�光相时
，

迂大雪弥漫
，

千山浩白
，

十

三 日
，

将身向胜峰顶大雪中
，

凝然端坐
，

以表

释迎文佛雪 山六年修行成道
，

感普贤菩萨现

身证明
。 ”
雕造柳本尊的第二个故事

。

第三
、

炼蹂

这组雕凿造像五尊
，

中为柳本尊
，

四周造

天王四尊
。

柳本尊为坐像
，

头戴四方平顶 巾
，

身着居士服
，

双手合十于胸前
，

左足平置于右

足之前
，

左足躁有火焰一朵
。

天王四尊文武各

二
，

均高 �
�

�米
，

分列于柳本尊的四周
，

形态

威严
。

这组造像的题铭是
� “
本尊教主宴坐峨

眉
，

历者�时�已久
，

忽椒睹�僧谓曰
�

居士止

此山中
，

有何利益� 不如往九州十县
，

救疗病

苦众生
，

便辞�辞�山而去
。

于夭福二年 ����

年�正月十八 日
，

本尊将檀香一两为一柱
，

于

左脚躁上烧炼
，

供奉诸佛
，

原共一切众生
，

举

足下足
，

皆迁道场
，

永不践邪滔之地
，

感四天

王为作证明
。 ”
根据这段题铭而雕造柳本尊的

第三个故事
。

第四
、

���眼

这一组雕刻四尊造像
，

即柳本尊
、

金刚藏

菩萨
、

汉州刺史赵君和差人
。

柳本尊为结枷跌坐
，

头戴四方形平顶巾
，

身着居士衫
，

头部略向左偏
，

左手平置
，

右手

执戒刀
，

刀尖至右眼作刻眼状
�金刚藏菩萨位

于其左
，

立像
，

头戴宝冠
，

袒胸
�
差人位于其左

侧跪像
，

头戴 巾帽
，

身着衫
，

双手捧盘 �汉州刺

史赵君
，

头戴官帽
，

身着官服
，

右手捧茹
，

左手

平置胸前
。

这一组造像题铭是
� “
第四刺眼

，

本尊贤

蟹�圣�
，

至汉州 已经旬 日
，

忽忆往 日粼圣�

言
�

逢弥即住
，

迂汉即迥
，

由此驻锡弥
，

一 日
，

汉州刺史赵君差人来请眼睛
，

诈云
�

用作乐

剂
，

欲试可�本尊心 已先知
，

人至
，
将戒刀便刻

付与
，

殊无难色
，

感金刚藏菩萨顶上现身
。

眼

至
，

赵君观而惊叹曰
�

真善知识也 �投身忏悔
，

时夭福四年����年�七月三 日也
。 ”
根据这个

故事而雕造这组造像
。

第五
、

割耳

这组造像两尊
�

即柳本尊和浮丘大圣
。

柳本尊为结枷跌坐
，

头戴四方平顶巾
，

身

着居士衫
，

右手平置胸前执戒刀
，

左手扶左耳

作割耳状
。

在其右侧略位于上部
，

造浮丘大吞
�圣�像一尊

，

裸露上身
，

左手上举
，

右手置于

右腰部
。

造像题铭是
�“
本尊贤望�圣�

，

令徒弟住

弥蒙
，

躬往金堂
，

金水行化救病
，
经历诸处

，
亲

往戒勃
，

诸民钦仰
，

皆归正教
，
于天福 多�四�

年����年�二月十 里�五 �日午青�时�
，

割耳

供养诸佛
，

感浮丘大鑫�圣�顶上现身
，
以为证

明
。

本尊教主
，

万戳后�于象 �大�唐宣宗皇帝在

位
，
�双天 �福三年 ����年 �七匡�月 �十兰

�四 �日夜
，

呼紫缓金章谓曰
�

吾今去矣
，

汝当

久住
，

共持大教
，

所有毗藏
，

附嘱教授
，

说是

语 已归升望攀 即时虚空百千
，

俱肚 �玄�提
�

�总 �持秘密
，

摧邪显言�出�护世成王
，
一切菩

萨现前劝请
，

惟愿教主久住说法
，

令诸末世离

恶道苦
，

本尊告曰
�

吾当引导开权洱�摄�化弘

持大教
，

化毕缘终
，

理归寂灭
。

洛�法�寿八十

作�有�于�四 �
，

一念阪依
，

获全�无�量寿
。 ”
依

据柳本尊的第五个故事而雕造这组造像
。

第六
、

炼心

��



这组造像四尊
。

即柳本尊
、

释迎牟尼佛
、

医王和大轮明王
。

柳本尊头戴四方平顶巾
，

身着居士衫
，

半

结枷跌坐
，

身体略向左倚
，

左手置于左膝
，

右

手倚托
，

手持丸
，

袒胸
，

在胸部位置现火焰一

朵
，
以表炼心之状

。

在他的左侧为大轮明王
，

顶系飘带
，
双手上举执轮

。

柳本尊造像的右侧

上部为释迩牟尼佛一尊
，

头螺髻
，

袒胸
，

身着

架装
，

慈祥端庄
。

位于下部雕刻救世医王像一

尊
，

头戴方冠
，

身着宽边衫
，

面部清秀
。

这一组的造像题铭是
�“
本尊贤矗�圣�于

天福五年����年�七月三 日
，

以香蜡烛一条

炼心
，

供养诸佛
，

发菩提心
，

广大如法界
，

究竟

若虚空
，

今一切众生
，

永断烦恼
，

感大轮明王

现身证明
，

一切众生悉得惺悟
。

季�大�感佛

言
�

本尊是毗卢遮那佛
，

观见众生受大苦恼
，

于于�大�唐大中九年 ����年�六月十重�五�

日
，

于嘉州龙游县玉津镇天池坝显 洛�法�身

出现世间
，

道诸苦行
，

转录�大 �法轮
，

始于唐

武宗加扬额名
�

毗卢院
，

永为引导之师
。

孟蜀

主划劝额名
�

象�大�轮院
，

长作饭依之地
，

终

宋神宗皇帝熙宁年
，

知与号寿粼圣�本尊院
，

永作救世医王
，

然 公办肠月经三朝
。 ”
这就是

有关柳本尊的第六个故事
。

第七
�

炼顶

这一组造像三尊
。

即柳本尊
、

文殊菩萨和

大光明王
。

柳本尊为结枷跌坐
，

头饰卷发披肩
，

头顶

上有火焰一朵
，

身着宽边居士衫
，

左手抚左

膝
，

右手平置胸部
，

双 目微闭
，

形态 自然
。

文殊

菩萨在其右侧
，

头戴宝冠
，

身着褒衣
，

胸饰缨

路
，

双手执莲
，

是一尊面目秀丽的站像
。

大光

明王位于文殊菩萨之下部
，

仅雕出其大半身

像
，

头部略偏左
，

长发盘于头部
，

左手扶发
，

右

手执戒刀将刃部至后颈作舍头状
，

身着长衫
。

这一组的造像题铭是
�“
本尊贤望�圣 �

，

于天福五年 ����年�七月十五 日
，

以重�五 �

香捍就一条蜡烛
，

端坐炼顶
，

效释迩佛鹊巢顶

��

相
，

于‘大
·

�光明王舍头布施
，

感文殊菩海萨，

顶上现身
，

为作证明
。 ”
这就是有关柳本尊的

第七个故事
。

第八
、

舍臂

这一组造像五尊
。

即柳本尊
、

阿弥陀佛
、

蜀王使者
、

谢洪和差人
。

柳本尊造像为结枷跌坐
，
头戴四方平顶

巾
，

身着宽边居士衫
，
头部偏向左

，
裸左臂

，

右

手执戒刀作砍左手臂状
，

背后崖壁左右雕拍

板
、

揭鼓等乐器
�阿弥陀佛位于右侧

，

头螺髻
，

身着袭装
，

手结法印
。

海吏谢洪雕于柳本尊造

像的下部位置
，
头戴蹼头

，

身着官袍
，

双手捧

漪于胸前
。

蜀王使者在他的左侧站立
，

略向右

侧身
，

头戴蹼头
，

身着官衣
，

双手平置胸前
。

差

人在其下部的左侧
，

凿出地表的大半身造像
，

头戴蹼巾
，

身着圆领衫
，

头部偏向右侧
，

左手

背后显露执一器物
，

右手向右上方高举褒奖

的圣旨
。

这一组的题铭是
� “
本尊教主

，

于天福五

年����年 �在成都玉津坊道场内
，

截下一支

左臂
，

经四十八刀方断
，

刀刀发愿
，

誓救众生
，

以应阿弥心陀�佛四十八愿
，

顶上百千天乐
，

不鼓自呜
。

本界瘫吏谢洪具表奏间
，

蜀王叹

异
，

遣使褒奖
。 ”
根据这个故事雕凿这组造像

。

第九
、

炼阴 、

这组雕凿造像五尊和七宝盖
。

柳本尊头戴四方平顶 巾
，

身着宽边居士

衫
，

右手托负身体略向右侧坐
，

面部正视
，

两

腿间显出火焰一朵
。

左侧站立的是丘绍夫人
，

头饰花冠
，

身着长衫
，

双手合十
�其右侧站立

的是丘绍
，

头戴官帽
，

身着官服
，

左手下垂
，

右

手执筋 �丘绍夫妇的两个女儿
，

其头饰均呈剪

发齐眉
，

身着长衫据
，

她们均双手各捧一盘
，

盘中呈放柳本尊的左耳和右眼
，

一个站立在

丘绍的下部位置
，

一个站立在阿弥陀佛的下

边位置
，

形态极为虔诚
。

七宝盖雕刻在柳本尊

头部左侧的部位
。

这一组的题铭是
� “
本尊教主

，

于天福五



年 ���� 年�前十二月中旬
，

马头巷丘绍得病
，

身死三 日
，

板依气尊求救
，

合家发愿
，

若得再

生
，

剪发肴�齐�眉
，

终身给侍
，

本尊具大悲心
，

以香水洒之
，

丘绍立秒
，

于是丘绍夫妇二女俱

来侍奉
，

以报恩德
，

不离左右
，

闰十二月十五

日
，

本尊用璃布裹阴
，

经一昼夜烧炼
，

以示绝

欲
，
感天降七宝盖

，

祥云瑞雾
，

捧瘫而来
，

本界

腾奏
，

蜀王叹服
。 ”
按照这条故事而雕造有关

柳本尊的第九个故事的造像
。

第十
、

炼膝

这组雕凿柳本尊结枷跌坐造像
，

头戴四

方平顶 巾
，

身着居士衫
，

双膝各有火焰一朵
。

他的右侧下部雕凿高 �米的四重檐楼阁式塔

一座
，

塔身正中部位刻佛像三尊
‘ ，

为释迎牟尼

居中
，

赵智凤和柳本尊则在释迎佛之左右
，

均

为结枷跌坐造像
。

这一组的造像题铭是
�“
本尊贤鑫�圣 �

，

蜀王钦仰 日久
，

因诏问曰
�

卿修何道
，

自号本

尊�卿察何灵
，

救于百姓�对曰
�

予精修 日炼
，

誓求全�无 �漏无为之果
，
专持大轮五部秘咒

，

救度众生
。

于天福六年����年�三月十八 日
，

将 印香烧炼两睐 �膝 �
，

供养诸神
，

发愿与一

切众生
，

龙华三劣�会�
，

同得相毗德
。 ”
根据此

段题铭而雕凿柳本尊的第十个故事的造像
。

此外
，

还有护法天王四尊
，

分别站立在完

的左右两侧
。

均高 �
�

�米
，

身宽 �
�

�� 米
，

文武

各二
。

武士装束的护法天王
，

头戴盔
，

身着甲
，

面 目勇猛
，

左者持剑
，

右者持斧
�
文士装束的

护法天王
，

头戴 巾
，

身着圆领衫
，

束腰
，

着靴
，

双手合十至胸前
。

在完的右部文殊菩萨与护法夭王之间的

完壁处
，

有高 ��
、

宽 �� 厘米的护法守护碑一

通
。

其铭文是
�“
正是金是瑞 �瑶 �山

，

一树丛

林
，

一钱物
，

一寸地
，

一物命
，

立华严大斋八万

四千会戒定仰
，

三界护佛护法护道天神地神

山神树神等
，

一心守护不许十恶五逆
，

九十五

种外道鬼怪精灵
，

妄起贪爱拐盗心
，

或放牛

羊
，

侵犯一毫一叶
，

付夭龙八部
，

五通圣者
，

八

大将军施行
，

现遭王法众苦恶难
，

死入阿鼻 万

劫千生不通忏悔
。 ”

此外
，

还有题记四则
�

①在第一 “
炼指

”
铭文下部

�“
长宁乡宝珠

寺坎下居住信士唐登科发心装炼顶大佛一尊

祈保富贵双全
。 ”

②在 第七 “
炼顶

”
铭文下部

� “
长宁 乡

口口口坝居住国学林三锡三多三省三才三命

三杰三奇三仕母程氏发心装修炼指大佛全金

一尊祈保世代荣昌永远发达乾隆三十六年

�����年�八月吉住持僧大俊
。 ”

③在第九 “
炼阴

”
铭文下部

�“
信士周宁为

母曾氏发心装彩炼阴大佛一尊全金乞保世代

荣昌三十六年九月吉 日
。 ”

④在第三 “
炼跺

”
铭文下部

�“
咸通乡花园

沟住居信士林仲润装彩第三大佛一尊祈保世

代荣昌富贵万年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吉 日僧大

俊
。 ”

全窟计有 �� 躯不同形态的造像
。

崖体为

紫红砂岩
，

这些造像在窟壁分上
、

中
、

下三层

雕凿
。

下层从左至右排列是
�

武护法天王
、

文

护法天王
、

差人
、

谢洪
、

手棒盘待者丘绍女
、

左

托座力士
、

右托座 力士
、

捧眼耳盘侍者丘绍

女
、

汉州刺史赵君
、

大光明王
、

文护法天王
、

武

护法天王
。

中层从左至右排列是
�

蜀王使者
、

第八柳本尊舍臂
、

阿弥陀佛
、

第十柳本尊炼

膝
、

救世医王
、

四重檐方形塔
、

毗卢遮那佛�座

从下层起
，

头部到第三部�
、

七宝盖
、

丘绍夫

人
、

第九柳本尊炼阴
、

丘绍
、

第七柳本尊炼顶
、

文殊菩萨
、

护法守护碑
。

上层从左至右排列

是
�

普贤菩萨
、

第二柳本尊立雪
、

金刚藏菩萨
、

汉州刺史差人
、

第四柳本尊刻眼
、

大轮明王
、

第六柳本尊炼心
、

释迎牟尼佛
、

八方宝塔
、

第

五柳本尊割耳
、

浮丘大圣
、

四天王
、

第三柳本

尊炼躁
、

第一柳本尊炼指
、

释迎牟尼佛
。

窟顶

有园形完五个
，

完中均造佛一尊
。

崖壁的中部

位于毗卢遮那佛头部的左右
，

有高 ��
、

宽 ��

厘米的长方形铭刻碑六方
，

从左至右
，

第一方

��



刻
“
立雪

”
和

“
舍臂

” �第二方刻
“
荆眼

”
和

“
炼

膝
” 、

第三方刻
“
炼心

” 、

第四方刻
“
割耳

” 、

第五

方刻
“
炼阴

”
和

“
炼躁

” 、

第六方刻
“
炼顶

”
和

“
炼

指
” 。

毗卢洞石窟为宋代顶盛时期所造
，

原有

较宏伟的寺庙建筑
，

到明清时代而逐渐衰落
，

直至庙宇全毁
。

但石窟造像均保存完好
，

主要

造像柳 本尊十炼 图 �即
“
柳 本尊行 化十迹

图
” �

，

造型宏伟
，

颇为壮观
。

是四川省保存的

宋代佛教石窟艺术的精品之一
。

根据 《柳本尊传 》载 � “ ……金刚智
，

智传

不空
，
不空传慧朗

、

一行禅师
，

称瑜伽
。 ”
他们

是佛教密宗派的祖传人物
，

而在石刻中的柳

本尊则是唐代时期在这些地区弘传佛教密宗

派的主要人物
。

雕造的
“
十炼图

”
则是有关柳

本尊十炼成佛的故事
。

从这一组石窟所表现

的
，

都是宣扬佛教密宗派神圣感召故事内容

的具体形象
，

它是四川佛教密宗派特色主要

石窟造像之一
。

�号窟幽居洞摩崖造像为宋代雕凿的平

顶形石窟
，

窟高 �
�

�
、

宽 �
�

�
、

深 �米
。

窟额刻有篆书阳文
“
宝崖

”
两字

，

左右两

侧刻对联
� “
惟我吾师金骨在 �曾经百炼色大

新
。 ”
窟内雕造三佛两侍女像

。

中为毗卢遮那

佛
，

高 �
�

�米
，

头戴五宝天冠
，

冠的正中一 圆

形宝镜是象征大 日
，

身着圆领袭装
，

双手上举

�已残��左侧为柳本尊造像
，

高 �
�

�米
，

头饰

的卷发
，

右眼无眼珠
，

左袖 内空
，

显示其为断

手状 �右侧为释迎牟尼佛
，

高 �
�

�米
，

头为螺

髻
，

身着宽领架装
，

双手 已残
。

这三尊造像均

为结枷跌坐于须弥座上
，

座的束腰部位刻双

狮浮雕
。

佛像两侧各有侍女一躯
，

头饰为剪发

齐眉
，

身着宽领衫
，

均为双手托盘
，

盘露绣巾
。

左侍女盘中呈断手
，

右侍女为宝塔
，

站像
，

均

高 �
�

�米
，

这两侍女均为丘绍之女
。

窟内壁刻

浅浮雕两男两女供养人脚踏祥云
，
均双手合

十于胸前
，

面向三佛
，

形态虔诚而精致
。

供养人造像侧有高 �
�

�
、

宽 �
�

�米
，

字径

��

为 �� ��米的 《重装水井殿大佛三尊金身碑

记 》一通
，

碑文内容是
� “
厥山龙妆

，

厥寺毗卢
，

爱考 邑乘
，

并力自宋初
，

山水环拱
，

天然浮图
，

其次一殿
，

更觉清虚
，

因井得名
，

实属幽居
，

洞

镌三佛
，

庄严安舒
，

惜历 日久
，
尘垢模糊

，
金身

剥落
，

角虫目堪虞
，

黎郑二君
，

矢志匡扶
，

焕然一

新
，

与古无殊
，

力终难济
，

复化锚株
，

功成进渴

其乐
，

只且不忌
，

众善姓氏列护
，

以昭来许
，
以

成远模
，

我佛有灵
，

鉴兹诚愚
，

从尔黎庶
，

咸歌

九如
，

时年丰共跻亨衙
。

海涛罗文思撰书
。

大

清咸丰五年�����年�岁次乙卯
。 ”
等字样

。

�号窟玉皇洞摩崖造像
。

系清代雕凿的

平顶形窟
。

窟高 �
�

�
、

宽 �
�

��
、

深 �
�

�米
。

雕

造玉皇大帝站像一尊
，

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头戴冕
，

身着袍
，

双手捧筋于胸部
。

有清代

道光三十年����� 年�新修玉皇庙碑序一通
。

�号窟千佛洞摩崖造像是清代所造
。

雕

凿在门形无窟顶的高 �
�

��
、

宽 �
�

��
、

深 �
�

��

米的崖壁上
。

造像内容有佛
、

菩萨
、

弟子
、

罗汉

和千佛
。

因有千佛而命名
。

它的布局是
�

窟的正中部位为一佛二菩萨和二弟子
。

佛头饰螺髻
，

身着架装
，

结枷跌坐在莲座上
，

佛像高 �
�

�� 米
，

莲座高 。
�

�� 米 �二菩萨面部

和宝冠均有残损
，

高 �
�

�� 米
，

结枷跌坐
，

头戴

宝冠
，

胸饰缨路
，

褒衣博带
，
施祥定印

，

均为直

径 �米的圆形背光
。

迎叶和阿难分立于左右

两侧
，

高 �
�

�� 米
，

身着袭装
，

双手合十
。

左右

侧崖壁凿长形壁盒分置高 �
�

�� 米的十八罗

汉
，

为清移置于此
。

佛正中崖壁上部刻有
“
佛文著庇

”
四字

。

佛像崖壁下部刻小佛像 �� 尊
�左壁下部刻佛

像 ��� 尊 �左壁下部刻佛像 �� 尊
。

共计造

���尊
，

均系高浮雕造像
，

据此而命名千佛

洞
。

�号窟梯航勒大士造像�俗名紫竹观音�

即《观音经变图 》 。

平顶形窟
，

窟顶左部略残
。

窟高 �
�

��
、

宽 �
�

��
、

深 �
�

��米
。



这一窟造像的布局是
�

在主像的左右和

下部崖壁
，

分别雕造四组造像
�右上壁为

“
坠

岩图
” ，

右下部是
“
审案图

” �
左上壁雕

“
雷打不

孝子图
” ，

其下部刻
“
锁洒服毒图

”
等有关故事

组成的
“
观音经变故事图

” 。

梯航勒大士为宋代圆雕造像
，

位于窟壁

的中部
，

高 �
�

�� 米
，

半结枷跌坐
，

头戴宝冠
，

身着天衣
，

袒胸露肌
，

胸饰缨路
。

右脚屈膝
，

手

置于膝上
，

左手撑于宝座
，

略侧身坐于荷叶宝

座上
。

左脚踏莲花
，

其右呈一朵含苞欲放的莲

花
，

身后为火焰纹背光
。

神情自然而潇洒
，

似

有栩栩欲活
，

飘飘诚仙的姿态
。

其右侧雕有紫

竹一丛和净瓶
，

整体布局合理
，

造像形态潇洒

美丽而 自然
，

是四川宋代石窟造像艺术的精

品之一
。

窟的右下侧壁有碑记二通
。

一
、 《观音壁新竖万年灯记 》�即 �

续传灯

记�高 � ��
、

宽 。
�

�� 米
。

铭文是
�“
闻 自唐代

有西人柳本尊者
，

为诸众生开示觉悟
，

梯航勒

大士像子毗卢上之右
。

森严神妙
，

有功前语
，

点之于紫竹
，

草口风晴雨露之口
，

诚人间稀有

者
。

历年虽有焚献香灯缘
，

以作辍糜
，

当诸人

设燃口尽灯久矣
。

一 日尽具诚大此庵口丛乐

真号无为者
，

以大悲心首为凿洞镌功之计
，

复

为慧灯不灭之图
，

而不能不藉资于众
，

一助乃

与众口
，

铺之众 皆唯然
，
曰

�
人时有返迁口制

产垂永久
，

各发最上心
，

皆忻施乐助
，

遂与怜

右地主邓琳信联 甲四 人
，

赎 田地二百三十七

亩
，

将价银壹拾陆两二钱
，
税粮三升三合二

勺
。

其琳甲田坐落河沟上下底如宽田为界
，

信

口甲口地口口口口口大地为界
，

四置开载在

契
，

并无侵渔然
。

此土永口毗卢寺为油灯衣食

之具
，

而随付本 山口口口者
，…… 不朽之记

云
。

皇明万历三十九年�����年�孟春上元吉

日
，

儒学生员陆桂芳薰沐顿首 撰于凤凰精

舍
。 ”

二
、 《重贴观音金身并装彩诸佛殿宇弃

言 》碑
，

高 �
�

��
、

宽 �
�

�� 米
。

碑铭
� “
毗卢古

刹
，

创始何年� 培修明季
，

尚可考焉
。

一窝凤

月
，

四壁云山
。

不二法界
，

第一禅关
。

阖寺佛

像
，

无不精研
。

其最著者
，

帷观音庵
。

栩栩欲

活
，

飘飘诚仙
。

即之生敬
，

望之俨然
。

历年伊

久
，
不无倾残

。

矢志复古
，

黎君心处
。

独力培

补
，

金身重穿
。

满堂诸佛
，

焕然一观
。

我佛得

所
，

灵应无边
。

补慈信善
，

体泰身安
。

子孙逢

吉
，

福禄绵延
。

海涛罗文思拜题
，

信士黎斯宗

同缘张氏男来辉捐银三十两重修
。

大清咸丰

五年�����年�岁次 乙卯二月二十四 日住持

僧真恒立
。 ”

保护范围
�

根据安岳县人 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
，

由安岳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保

护范围是
�

按照现有保护围墙线向外延伸
，

规

定为东至 ���米
、

南至 ���米
、

西至 ���米
、

北至 ��� 米
，

共计保护范围面积为 �� 亩
。

参加实习调查的有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文博专业的学员
�

李春
、

张震
、

王晓洪
、

杜泽

明
、

陈黎清
、

曹晓莉
、

李光军
、

丁 乙
、

洪兆春
、

徐

蕊
、

郭启川
、

姚运
、

张帆
、

袁钧
、

赵睦
。

注释
�

①毗卢遮那佛造像
�

②毗卢洞石窟柳本尊十炼图左部
�

③毗卢洞石窟柳本尊十炼图右部
。

④毗卢洞石窟左下部之差人
。

⑤毗卢洞 �号梯航勒大士窟�观音经变图�
。

⑥第一炼指第七炼顶题铭拓本
�

⑦第五割耳题铭拓本
。

⑧第三炼跺第九炼阴题铭拓本
。

⑨第二立雪第八舍臂题铭拓本
。

⑩《重贴观音金身并装彩诸佛殿宇弃言 》碑拓本
�

�作者单位
�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