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金
·

���

安岳
，

位于 四 川中部丘陵地带
，

古属普 坐北面南
·，

造像岩面长 �� 米
，

岩高 ��
�

�

州
。 《元和志 》云 � “

周武帝建德四年����年� 米
，

石质为灰砂岩
，

共 �� 个窟完
。

与普州同置
。 ”
其建州

、

建县历史悠久
，

石窟遗 第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 型 制
，

窟高

存非常丰富
，

全县境内石窟星罗棋布
，

数量甚 么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壁

多
，

其中卧佛院石窟群造像及石经是优秀代
’

刻 《妙法莲华经 》 ，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

表
，
����年 �月 �� 日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 米

，

计 �
�

�� 平方米
，

每平方米 ����字
，

共

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字
，

竖刻文
，

楷书
，

字径 �
�

�厘米
。

左壁

卧佛院地处安岳县城北通贤区八庙乡卧 刻 《妙法莲华经 》 ，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

佛村
，

距城 �� 公里
，

与乐至
、

遂宁交界
，

以镌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共 ����字
，

竖刻文
，

楷

造卧佛
，

继而建寺得名
。

书
，

字径 �
�

�厘米
。

右壁刻 《妙法莲华经五百

卧佛院窟群分布于卧佛村三面 崖壁上 弟子受记品第七 》及 《妙法莲华经观音普门行
�岩质为灰砂岩�其中一面临近跑马滩河

，

当 愿品 》 ，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 米
，

计

地俗称卧佛沟
。

�
�

�平方米
，

共 ����字
，

竖刻文
，

楷书
，

字径

卧佛院窟群
，

以形体巨大的释迎牟尼涅 �
�

�厘米
。

粱像及 巧�平方米的经文为主体
，

分段布列 第 �号
，

经文窟
，

方形 平顶 型 制
，

窟高

在北 岩
、

南岩
、

月亮坪坡 上
，

计有大小窟完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壁

���个
，

其经文窟 巧 个
，

造像总计 ����身
，

刻 《妙法莲华经随喜功德品第十八 》 ，

经文壁

布列总长为 ���
�

�米
。

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共

卧佛院造像及经文从现存题记
、

造像风 ����字
，

竖刻文
，

楷书
，

字径 �
�

�厘米
。

左壁

格
、

洞窟型制看
，

开凿于盛唐至晚唐
，

但大多 刻 《妙法莲 华经 》 ，

经文壁 面高 �
�

�� 米
，

宽

数为盛唐以后遗存
。

开元年间开凿
。

开元年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共 ����字
，

竖刻文
，

间是卧佛院石窟开凿兴盛时期
，

尔后延续至 楷书
，

字径 �
�

�厘米
。

右壁刻《妙法莲华经妙
五代

、

宋代亦有小规模的修补及增刻
，

但已是 音菩萨品第二十四 》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

卧佛院石窟的衰落期
，

宋以后再无发展
。

据乾 门品 》 ，

经 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隆版 《安岳县志 》载
� “
卧佛寺治北四十里

，

石 �
�

�平方米
，

共 ����字
，

坚刻文
，

楷书
，

字径

像森然今未修
。 ” �

�

�厘米
。

卧佛院窟群以它优美的造像
，

丰富的内 第 �
、
�号窟经文

，

保存较好
，
����年进

涵
，

特别是经文窟所保存下来众多的佛教经 行化学封护处理保护
。

此二窟相连
，

距地面高

典
，

在我国石窟艺术中也属罕见
，

为人们研究 �
�

�米
。

经文窟的经文都是竖刻文
，

楷书
，

字

四川中部地区唐代石窟的发展
，

提供了宝贵 径 �
�

�至 �厘米
，

以下各窟经文同
。

的实物资料
，

具有重要的文物史料价值
。

第 �
�

号
，

释迎牟尼涅架像
，

摩岩完型制
，

以下分窟予以介绍
�

完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距地面

一
、

北 岩 高 �
�

�米
，

唐代造像
。

此图造像分上
、

下层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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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高螺髻
，

大耳垂肩
，

面颊丰满
、

端庄
、

慈

祥
，

身着圆领大袖架装
，

阴刻衣纹
，

衣褶飘垂

座下
。

右手屈于胸
，

掌心向外
，

左手也屈于胸
，

掌残
。

颈后双重背光
，

外背光为桃形
，

内背光

为圆光
，

桃形背光上方刻浮雕化佛立像一身
，

双手持荷花
，

背光左右旁各有化佛二身立像
，

手持荷花一束
，

姿态生动
，

为佛背光少见的造

形
，

属唐代早期背光形制
。

第 �� 号
，

弥勒佛说法完
，

双层完形制
，

内

外完均为方形平顶
，

外完高 �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内完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唐代造像
。

内完凿坛基与后壁相

连
，

坛基高 。
�

�� 米
，

宽 �
�

�米
，

后壁坛基上刻

弥勒佛结善廊坐
，
坐身高 �

�

�米
，

肩宽 �
�

��

米
，

胸厚 。
�

�� 米
，

头残
，

颈后双重背光
，

外背

光是桃形
，

上刻图案花纹
，

内背光是椭圆形
，

上饰莲辨
。

佛左右旁各刻一弟子
，

一菩萨立

像
。

弟子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头后圆光 �

菩萨高 �
�

�米
，

肩宽 �
�

�� 米
，

头后桃形背光
。

力士立于左右完门
，

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头后圆光
，

力士站座下各一石狮
，

左面狮

残
。

弥勒佛两肩各出莲枝二根
，

分布左右完

壁
，

由莲茎分枝托化佛六身
，

身高 。
�

�� 米
。

二

力士圆光左侧出莲枝二根
，

由莲枝各托化佛

三身
。

完内坛基下刻长方形框三个
，

框内各一

坐像
。

内完上完媚刻慢帷
，

完底部外壁有浮雕

装饰图案
。

右壁外完媚上刻像四排
，

从上至下
�

第一

排一菩萨立像
，

第二排坐佛一身
，

第三排坐佛

一身
，

供养人二身
，

第四排一菩萨立像
，

一菩

萨坐像
。

立像身高 �
�

�� 米
，

坐像高 �
�

巧 米
。

此完完内凿坛基
，

坛基上凿像
，

为唐代早期石

窟形制
。

第 �� 号
，

弥勒佛完
，

摩岩形制
，

完高 �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唐代造像
。

后壁刻

弥勒佛结善枷坐于金刚座上
，

坐身高 �
�

�米
，

肩宽 �
�

�米
，

胸厚 �
�

�� 米
，

头高 �
�

�� 米
，

头

有高螺髻
，

衣纹阴刻
，

像后桃形身光
，

身光上

方有化佛一身
，

两侧各有化佛二身
，

均为站

像
，

主像头
、

身残
。

此完从弥勒佛背光造形
，

应

为唐代早期造像
。

第 ��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形制
，

窟高

��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壁

刻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

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巧 字
，

共 ����字
。

经

文风化甚重
，

经名不清
。

左壁刻 《佛说灌顶随

愿十方净土经 》 ，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 字
，

共 ����字
，

经文部份风化
。

右壁刻《般若波罗

密多心经 》 ，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平方米
，

刻文 ��行
，

行各 ��字
，

共 ����

字
，

经文大半风化
。

此窟经文石质起层
，

出白

焰
，

因此
，

风化严重
。

第 �� 号
，

佛塔完
，

长方形平顶形制
，

完高
�

�

�米
，

宽 �
�

�� 米
，

宋代建造
。

后壁刻浮雕楼

阁式层檐佛塔
，

顶有塔刹
，

塔高 �
�

�� 米
，

宽
�

�

�� 米
。 �

塔身正面刻题记一则
，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竖刻文 � 行
，

行各 �� 字
，

楷

书
，

字径 �厘米
。

文曰
�

口口�缺一行
，

�� 字��涅梁路上寸草不

生
，

都缘迷悟有差口口
，

口口 �悬隔不知无常
，

念念全彰不坏之身
，

口口如如 �密布如流
，

之

用
，

但得群情洒落 自然
，

园际坦平 �伯母胡

氏
，

幻身既谢前程之苦乐
，

难口口一堂
，

�兄业

识已迁平夕之
，

是非顿息今别阁维
，

一毕�圆
口犹存送 口

，
无逢塔中示免一时

，

国口口 �

且道毕竟还有转身处
，

也无口巨兀�口口 �

口口百鸟竟饶舌秋静
，

一轮转横口口口口口 �

癸卯淳熙十年 �����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旧口�缺一行
，

�� 字 ��

第 �� 号
，

干手观音完
，

摩岩形制
，

完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唐代造像
。

后

壁刻千手观音站于莲座上
，

体态优美
，

站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胸厚 �
�

�� 米
，

三头六

臂
，

头残
，

颈后圆光
，

圆光上方浮雕一小圆圈
，

左右二侧各浮雕二小圆圈
。

观音上举二手
，

左

手握六角金轮
，

右手握铃 �中部二手
，

左手下

伸
，

掌上有钱
，

钱丢入下方一穷人手捧的 口

袋
，

右手下伸
，

指向下方一饿鬼立像
。

穷人
、

饿

鬼立身高 。
�

�� 米
，

形状诡异
。

观音左右及上

方布满阴刻数百只手
�

复杂而不雷同
。

第 �� 号
，

经文窟
，

长方形窟门
�

窟顶作人

字披
，

窟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窟

门凿在正中
，

高 �
�

�� 米
，

宽 �
�

�� 米
，

厚 �
�

��



米
，

唐代建造
。

这窟为这里经文窟特殊的形

制
。

后壁刻 《大般涅桨经卷十五 》 ，

经文壁面

高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行
，

行各 ��� 字
，

共 ����字
。

左壁刻《大唐

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 目序 》 、 《大般涅桨经

高告德三菩萨品之二十三 》及《摩诃般若波罗

密经 》 ，

经文 壁 面 高 �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字
，

共

�����字
。

右壁刻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 、 《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 》 、 《修多罗般若波罗密经 》及
《阿弥陀经 》 ，

经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 字
�

共 �����字
。

此窟窟门右框上刻 《佛顶尊胜陀

罗尼咒 》 ，

编为 �� 号
，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

至 �� 字不等
，

共 �� 字
，

末署款
“
大唐开元二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 日
�

玄应
” 。

此窟外右侧造

像一完
，

题记为
“
开元十一年

，

造干佛百身
” 。

因此
，

此窟经文镌刻时间
，

在开元十一年以

前
，

或与开元十一年同时
，

不能再往下推了
。

此窟顶作人字披形制
，

以此判断属唐早期凿

造
。

此窟经文除少数字风化外
，

其余都保存完

好
。

第 ��号
，

千佛 完
，

摩岩形 制
，

完高 �
�

�

米
，

宽 �
�

�� 米
，

唐代造像
。

后壁刻千佛 �� 排
，

从上至下
，

上面十三排
�

每排八至九身不等
，

下面三排一至四身
，

现存 ���身
。

千佛为坐

像
，

身高 �
�

�� 米
，

各具情态
。

摩岩左下部刻造

像记一则
，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竖刻

文 �行
，

楷书
，

字径 �厘米
。

文曰
�

惟 开元十一年 �公元 ��� 年�
�

�岁次癸

亥
，

�今有普州 �乐至县芙蓉乡 �普德里
，

弟子 �

杨义
�

为 自身 �平字
�

敬造千 �佛百身供养
。

�

此完位于 �� 号经文窟之右侧
，

�� 号经

文窟之左侧
。

第 ��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 型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

壁及左壁无经文
。

右壁刻 《大般涅桨经卷四 》

及 《大般涅 粱经圣行品之四 》 ，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 字
，

共 ����字
�

经文保存完好
。

第 �� 号
，

尊 胜 幢 完
，

摩岩形 制
，

完高

�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五代建造
。

此

完在 �� 号经文窟右壁前方
，

距窟底 �
�

�米
。

完内刻浮雕尊胜幢一座
�

似楼阁式塔
，

五级
，

高 �
�

�米
，

宽 。
�

�� 米
，

厚 。
�

��米
。

尊胜幢基

由四力士用力托起
，

幢上有武士
、

狮子
、

蟠龙
、

雕刻精美
。

尊胜幢左上方
一

刻造像一则
，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竖���文 �行
，

楷书
�

字径

�
�

�厘米
。

文曰
�

敬造尊胜幢壹座
，

�右佩法弟子王彦昭
，

先发愿为上祖先灵所生父母亡过眷属等
，

就

此壁 隐镌上 �件幢
，

伏愿承此功 德
，

超 异 净

邦
，

生前债主冤家育迩
，

愿无嫩讼
�

涂靓合家

长幼
，

�咸乞康宁
，

此世不值冤嫌
，

来生愿同佛

会
。

时广政二十四年�公元 ���年�
，

岁次辛酉

八月壬辰 �朔十五 日
，

丙午镌毕
，

前摄龙州兼

普州军事衙推五音地理王彦昭造
。

�

第 �� 号
，

经完
，

摩岩型制
�

完高 �
�

�米
，

宽 �
�

�米
，

唐代造像
，

五代修缮
。

该完在 �� 号

经文窟右壁外侧
，

完上刻一洞
，

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来
，

为藏经用
，

故名经兔
。

左

右兔媚士
�

方各刻一菩萨立像
，

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左像残
�
下方各刻一天王坐像

，

坐身高 。
�

�� 米
，

作守护状
。

完底部外横列刻

三个椭圆小完
，

兔内各刻乐伎座像一身
，

栩栩

如生
�

坐身高 �
�

�� 米
‘

第 �� 号
，

三 身 佛 完
，

摩 岩 型 制
，

完 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造像
，

五代修缮
。

该完位于 ��号完下
�

完内刻三身

佛结枷跌坐
，

身高 �
�

�� 米
，

肩宽 �
�

��米
，

头

残
，

颈后双重背光
，

外背光为桃形
，

内为圆光
，

圆光边沿刻浮雕五个小圆圈�上方一个
�

两侧

各二个 �
。

三身佛衣纹阴刻
，

衣褶拖垂完外
�

左

右完嵋刻图案花纹
。

完底下部外刻三个长方

形小完
，

内浮雕飞马
、

麒麟
，

跃跃欲飞
，

兽身长

�
�

��米
，

高 �
�

��米
。

第 ��号
、
��号左完壁外

，

即在 ��号经

文窟内
，

右壁下方刻题记 一则
，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竖刻文 �行
，

楷书
，

字径 �厘

米
，

共 �� 字
。

文曰
�

敬再修粒三身佛并经完同一座
，

�右佩

法弟子王彦昭
，

先发愿修桩上件 �功德
，

并 已

周备
，

意希自身清吉
，

眷属旧圆
。

时广政二十

二年�公元 ���年�岁次 已未十 �月癸酉三十

��



日
，

前摄龙州军事围普 �州军事衙推五音地

理王彦昭造供养
。

�

第 ��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 型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唐人建造
。

后

壁刻 《大般涅架经卷二
、

卷三 》 、 《大般涅架经

金刚身品第二 》及 《大般涅桨经如来性品第

四 》 ，

经 文 壁 面 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 各 �巧 字
，

共

�����字
。

经文左右框边刻浮雕忍冬纹
�

化佛

坐像
�
顶部框边刻飞天二身

�

飘带缭绕
�
底部

框边刻六格浮雕像
，

伎乐
、

飞马等
。

左 壁刻 《大般涅架经卷第一 》 、 《大般涅

桨经寿命品之二
、

四 》 ，

经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行
，

行

各 ��� 字
，

共 �����字
。

左壁外完媚上刻 《佛

说父 母 恩 重 经 》 ，

经 文 壁 面 高 �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

字
，

共 ��� 字
。

经文左右上下边框同后壁边框

浮雕
。

右壁刻 《大般涅架经如来性 品第四 》 、

《大般涅桨经卷第三 》 、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

经卷第三 》 、 《佛说禅法略出 》 、 《大般涅经卷第

四 》 、 《禅经卷第三 》 、 《佛说禅秘要经 》 、

及 《佛

说父母恩重经 》等
�

经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字

，

共 �����字
�
右壁右上方 《佛说禅秘

要经 》目下
，

刻
“
开元廿三年二月十五 日

，

长江

县李沙敬造供养
” 。 《佛说父母恩重经 》末刻

“
口年六月廿六 日

，

清信女满相
。 ”
经文左右上

下边框浮雕装饰同后壁
。

第 �� 号
，

释迎佛说法完
，

双层完形制
�

外

完方形 平 顶
�

完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米
�
内完育隆顶

�

完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唐代造像
。

后壁刻释迎佛结枷

跌坐于莲座上
，

坐身高 。
�

�� 米
，

双手结印于

胸前
，

头残
，

颈后桃形背光
，

左右旁各刻一弟

子
、

一菩萨立于莲座上
，

完门各立一力士
。

弟

子身高 �
�

�� 米
，

颈后圆光
�

由圆光上部边沿

长出枝叶茂盛菩提树
�
菩萨身高 �

�

�� 米
，

颈

后桃形背光
�
力士高 �

�

�� 米
。

完底部外刻博

山炉
，

炉 口 出忍冬纹
，

两旁各刻一石狮守护
。

此完位于 �� 号经文窟外左侧
，

经文窟开凿时

��

间为
“
开元廿三年 �公元 ���年 �

。 ”
因此完位

置所定
，

造像必在开元廿三年之后
，

或是同时

所刻
�

以完型制及造像内容为初唐型制特点
�

所不同之点
，

是弟子颈后圆光长出菩护树
。

因

此
，

这完造像是属盛唐风格
。

第 �� 号
，

释迎佛说法完
，

双层完形制
，

外

凳方形 平顶
，

完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距地面高 �
�

�米
�
内完弯隆顶

�

完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造像
。

后壁刻释迎佛结枷跌坐于靠背椅座上
，

坐身

高 �
�

�� 米
，

颈后双重背光
，

外背光为桃形
，

内

为圆光
，

左右旁各刻一弟子
，

一菩萨立像
，

完

门各刻一力士立像
。

弟子身高 �
�

�� 米
，

颈后

圆光
�
菩萨身高 �

�

�� 米
，

颈后桃形背光 �力士

高 �
�

�� 米
。

内完嵋布满忍冬纹
，

完底外下部

刻博山炉
�

两旁各刻二供人立像
，

身高 �
�

��
’

米
，

完两角各刻一石狮守护
。

以上各像头残
。

第 �� 号
，

接引佛完
，

长方形平顶型制
�

兔

高 �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唐代造

像
。

后壁刻接引佛站于莲台上
，

身高 �
�

�米
，

肩宽 。
�

�� 米
，

胸厚 �
�

�。 米
，

头有螺髻
，

身穿

双领下垂架装
，

袒胸内着僧蔽支
，

挽结
。

颈后

双重圆光
，

内圆背光上方浮雕一小圆圈 、左右

边沿两侧各有二小圆圈
。

佛右手下垂
，

掌心向

外
，

结与愿印
，

左手下垂握架装
�

掌背向外
。

接

引佛形象高大
，

容貌丰满慈祥
。

第 “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型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壁

刻 《大般涅架经如来性 品之五卷第八 》 、 《大

桨涅桨经如来性品之六卷第九 》 、 《大般涅桨

经卷第七 》及 《大般涅桨经卷第八 》等
，

经 文

壁面高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行
�

行各 ���字
，

共 �����字
。

左壁刻《大般涅桨经卷第六 》 ，

经文壁面

高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文

���行
，

行各 ���字
�

共 �����字
。

左壁下部

造像二完
，

为 �� 号附 �号
，

左完弯隆顶
，

完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后壁刻释迩

佛结枷跌坐于束腰莲座上
，

坐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左右旁各刻一弟子一菩萨
、

一

力士立像
。

佛
、

菩萨颈后桃形背光
�
弟子颈后

圆光
，

由圆光边沿出枝叶繁茂菩提树一株
。

佛

座下左右各刻一石狮
。

右完弯隆顶
，

完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后壁刻二观音立

于莲座上
，

站身高 �
�

�� 米
，

肩宽 �
�

巧 米
，

颈

后有双重背光
，

外背光桃形
，

内背光是圆光
，

身着夭衣
，

缨路贴身
。

右完媚刻千佛坐像一

身
，

高 �
�

�� 米
，

下方刻一小菩萨立像
，

盒外右

角刻
“
女弟子仿三禅敬造

” ， “
千佛一身

” 。

此两

完造像精美
，

可惜头残
。

右壁刻 《大般涅粱经卷第十一 》 、 《大般
涅梁经卷第十 》 、 《大般涅架经病品第六 》及
《大般涅梁经卷 第 九 》等

，

经文壁 面高 �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平方米
，

刻文 ���行
，

行各 ��� 米
，

共 �����字
，

经文右角下方署款
“
普州国岳县沙门僧义造涅架经完口口为

供养
。 ”

此窟经文基本保存完好
，

窟顶有裂缝一

条
，

贯穿左右壁
。

从左壁两完造像特征断代
，

此窟为开元年间开凿
。

第 �� 号
，

释迪佛说法完
，

双层完型制
，

外

完方 形 平 顶
，

完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距地面高 �
�

�米 �内完弯隆顶
，

完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唐代造像
。

后壁刻释迎佛结枷跌坐
，

坐身高 。
�

�� 米
，

左

右旁各刻二弟子
、

一菩萨
、

一力士立像
，

左右

壁上方有天龙八部众
。

弟子身高 �
�

�� 米
，

菩

萨高 �
�

�� 米
，

力士高 �
�

�� 米
。

内完底部外左

右角有二石狮
，

中有供养人二身
，

完媚刻花纹

图案
，

富有装饰
。

外完底部完媚刻四格
，

浮雕

马
、

麒麟等动物
，

艺术精湛
。

第 �� 号
，

释迎佛说法完
，

双层完型制
，

外

完方形平顶
，

完高 �
�

�� 米
，

宽 �� �米
，

深 �� �

米
�
内完弯隆顶

，

完不深
，

似摩岩
，

唐代造像
，

北宋修缮
。

后壁刻释迎佛结枷跌坐于束腰莲

座上
，

坐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颈后双

重背光
，

外背光为桃形
，

内为莲瓣形圆光
，

圆

光边沿浮雕花瓣小圆圈
，

佛头残
，

左手抚膝
，

右手为说法印
，

头上有华盖
，

左右旁各刻一弟

子
、

一菩萨
、

一力士立像
。

弟子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颈后圆光
，

由圆光上部出菩提

树 一株
，

枝 叶繁茂
�
菩萨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颈后双重背光
，

外为桃形
，

内为 圆

光 �力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完媚上浮

雕繁缚的忍冬纹
，

完底外左右角各刻一石狮
，

已残
，

中间有博山炉
。

外完左壁刻题记一则
，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竖刻文 �行
，

字径 �厘米
，

楷书
，

共 �� 字
，

文曰
�

修粒释迎牟尼佛部众一完
，

�修造遮佛

盒厦舍一面
，
�弟子冯崇夫妇同发心

，

为女弟

子 �刘氏不安
，

愿获平善
，

希获平 �善
。

开宝七

年�公元 ��� 年�十一月十八 日
，

设斋表 �庆了
口

，

求章福柞
。

�

此完从完形布局
、

造像特点
，

为唐开元年

间所造
。

佛顶上华盖
、

装饰华丽
，

题记上
“
修造

遮佛完厦舍一面
” ，

即指此华盖
。

完左右角石

狮
，

为开宝年间改刻
。

第 �� 号
，

弥勒佛及经文窟
，

方形平顶型

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

米
，

唐代

建造
。

后壁凿完
，

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米
，

刻弥勒佛结善枷坐于金刚座上
，

坐

身高 �
�

��米
，

肩宽 �
�

��米
，

胸厚 �
�

��米
，

头

有高螺髻
，

面残
，

颈后双重背光
，

外背光为桃

形
，

内是莲瓣头光
，

身着圆领架装
，

阴刻衣纹
，

线条简练
，

双手捧珠 �椭圆体�于胸前
。

完外左

右面各刻二小完
，

左 面上兔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内刻二菩萨立像
，

身高
�

�

��米
，

颈 后双重背光
，

外为桃形
，

内为圆

光
�
下完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刻一菩萨立像
，

身高 �
�

�� 米
，

颈后双重背光
，

外为桃形
，

内是圆光
。

右面二完
，

上兔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一

�
�

�� 米
，

内刻一佛二菩萨

于莲朵上
，

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中像

为佛
，

着双领下垂架装
，

像后有身光
，

颈后双

重背光
，

外是桃形
，

内是圆光
，

完左角刻母子

二像为供养人
，

母高 �
�

�� 米
，

子高 �
�

�� 米
�

下完弯隆顶
，

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米
，

完底出一莲枝一菩萨立于莲朵上
，

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头残
，

颈后双重光
，

外

为桃形
，

内为圆光
，

圆光上方有一小圆圈
，

边

沿两侧各有两小圆圈
。

左壁刻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 、 《金刚般若

波罗密经 》 ，

经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米
，

共 �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 字
，

共
����字

，

经文少部风化
。

经文末署款
“
遂州长

江县杨思慎为 亡父杨敬宗
，

亡母袁张宝敬造

供养
。 ”

��



右壁崩垮
，

仅存后部 �
�

�� 米宽石壁
�

下

方 刻 一 小 完
，

内刻 一 菩萨 侧 身 而 立
，

身 高
�

�

�� 米
，

头残
，

颈后桃形背光
，

左下角立一供

养人
。

第 �� 号
，

弥勒佛窟
，

方形平顶型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造像
。

后壁

凿长方形弯隆顶完
，

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米
，

内刻弥勒佛结善枷坐于金刚座上
，

坐身高 �
�

�� 米
，

肩宽 �� �米
，

胸厚 。
·

��米
，

头有高螺髻
，
面型圆润

，

颈后双重背光
，

外背

光是桃形
，

内是莲瓣圆光
，

大耳
，

身着圆领大

袖袭装
，

双手屈于胸扬掌
，

伸开五指
，

着说法

印
，

衣纹阴刻成波纹状
。

左壁崩垮
，

即与 �� 号

窟共壁
。

第 �� 号
，

经文及千佛窟
，

方形平顶型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建

造
。

后壁刻 《金光明经赞叹品第六 》 ，

经文壁面

高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 字
，

共 ����字
，

经文部份风化
。

左壁前方上部横刻
“ 《檀三藏经 》开元十

五年二月镌了
” ，

下刻 《金光明经业藏灭品第

五 》 ，

经 文 壁 面 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平 方 米
，

刻 文 ���行
，

行 各 �� 字
，

共
����字

。

经文保存尚好
，

壁面有裂缝二条
。

右壁刻千佛
，

占壁面高 �
�

�米
，

宽 �� ��

米
，

分前部
，

后部造像
，

壁面正中交界
，

上方刻

一座佛
，

座身高 �
�

�� 米
。

前部造像 �� 排
，

每

排 ��至 ��身不等
，

后部造像 ��排
，

每排 ��

至 ��身不等
。

千佛为座像
，

身高 �
�

�� 米
，

肩

宽 �
�

��米
，

每个千佛右肩伸出一支莲包
，

形

象优美
。

第 �� 号
，

经文窟
，

方形 平顶型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

壁及右壁未刻经文
。

左壁刻 《般若波罗密经 》 ，

经文壁壁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

方米
，

每平方米 ����字
，

共 ����字
。

第 �� 号
，

宋碑窟
，

方形平顶型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后壁刻宋碑一

块
，

摩岩
，

碑高 �
�

�� 米
，

宽 �
�

�� 米
，

厚 �
·

��

米
，

碑座刻一石龟
，

碑置背上
。

碑额楷书
“
日佛月

”
碑

，

竖刻文
，

从左至右

��行
，

行各 �� 字至 �� 字不等
，
楷书

，

字径 �

厘米
。

首行刻
“
诫誓 贼盗火蝎祛除邪奈神

碑
” ，

次行刻
“
广圣院曳童白法忍刻字撰文

” ，

末署款
“
时以太岁癸未崇宁二年 �����年 �九

月十四 日
，

院主僧法宗
，

小师慈海
，

同建立
” 。

碑文主要内容是采用佛教语言保护卧佛

院财物
，

是寺庙中少见的神碑
，

但其中包简述

卧佛院之历史
�

碑言
“
我佛大破天魔之教

，

亦

系南阎浮提萨诃世界支那境
。

大宋口剑南道

梓州路普州安岳县广德乡光通里龚端旁卧佛

院主僧法 宗 … … 梵刹古迹
�

卧佛慕道 国家

… … 专恕务于梵刹
。

此者卧佛前院主僧惠

文
，

偶因寝疾
，

药饵不应
，

俄旧大夜
，

但法宗得

官中委回
，

接缘住持… …法宗住持
，

后来改

故修新
，

自舍囊钵
，

起立研 堂
，

僧 房厨髦
，

悉

货周备
。 ”
因此

，

可从碑知道宋代卧佛院的概

貌
。

第 �� 号
，

释迩佛说法完
，

弯隆顶型制
，

完

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唐代造像
，

五代修缮
。

后壁刻释迎佛结枷跌坐于金刚座

上
，

坐身高 �
�

��米
，

肩宽 �
�

��米
，

胸厚 �
�

��

米头有螺髻
，

面容丰满
，

左手抚膝
，

右手残
，

身

穿双领下垂架装
，

衣纹飘于座下
，

颈后双重背

光
，

外为桃形
，

内是莲瓣形圆光
。

佛两旁各刻

一弟子
、

一夭王立像
。

弟子身高 。
�

�� 米
，

肩宽
�

�

��米
�

颈后圆光
，

左弟子身穿袒右肩僧衣
，

右弟子着尖领僧衣
。

天王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颈后圆光
，

身穿恺 甲
，

脚着长靴
，

踏

夜鬼
。

从完形及弟子
、

天王等造像风格论
，

经

五代修缮
，

失去唐风
。

完底部外有题记一则
，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竖刻文 �行
，

楷

书
，

字径 �厘米
。

文曰
�

敬靓修粒释迎牟尼佛部众共 �壹完
，

�右

弟子蒙彦进并罗氏同发心修 】粒前件功德
，

意希愿 合大小 �各保安宁
，

口前经求运为禄

口
。

�时以广政 年 月 日
，

�设斋表庆赞

讫
，

求为供养
。

�

第 ��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型制
，

窟高

�
�

巧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距地面高 �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壁及右壁未刻经文
。

左壁没

发现经 目
，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共 ����字
，

经文部份风化
。

第 ��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形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米
，

距地面高 �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壁刻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共 ����字
。

左壁刻

《维摩洁所说经不可思议解脱佛国品第一 》 ，

经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

方米
，

共 ����字
。

右壁刻经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平方米
，

共 �����字
。

此窟经文大部份完好
。

三
、

月亮坪坡
，

该坡与南岩东端相距 ���

米
，
两岩遥遥相对

，

造像岩面长 ���米
，

岩高

��米
，

石质为灰
、

黑砂岩
，

完窟坐北北偏东 ��

度
，

共 �� 个完窟
，

其中 �� 个窟既未刻佛经
，

也没造像
�
其中八个完窟遂宁县东禅乡四村

地界
。

第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型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建造
。

后壁

经文壁面高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 平方

米
，

刻文 �� 行
，

共 ����字
。

左壁刻《大方便佛

报恩经孝养品第二 》 ，

经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平方米
，

刻文 ��行
，

行各 ��

字
，

共 ����字
。

右壁刻《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

三 》及 《大方便佛报恩经恶友品第四 》 ，

经文壁

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 平方米
，

刻

文 �� 行
，

行各 ���字
，

共 ����字
。

该窟经文
，

字迹风化严重
。

第 ��� 号
，

经文窟
，

方形平顶型制
，

窟高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建造
。

右壁

刻经文壁面高 �
�

�� 米
，

宽 �
�

�米
，

计 �
�

�� 平

方米
，

刻文 �� 行
，

行各 ��� 字
，

计 ����字
。

左

壁刻《大方便佛报恩经慈品第七
、

第八 》 ，

经文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宽 �
�

�� 米
，

计

�
�

��平方米
，

刻文 �� 行
，

行 各 ��� 字
，

共

����字
。

该窟经文严重风化
。

右壁无经文
。

第 ��� 号
，

三身佛及佛塔窟
，

方形平顶型

制
，

窟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造

像
。

后壁刻三身佛结枷跌坐
，

坐身高 �� �� 米
，

肩宽 �
�

�� 米
，

胸厚 �
�

�� 米
，

头残
，

各像颈后

双重背光
，

外背光为桃形
，

内是莲瓣圆光
，

桃

形背光边沿有小形莲花五朵�上方一朵
，

左右

侧各二朵 �
。

左壁中部凿一完
，

完高 �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内刻一佛二菩萨佛
，

身残
，

右

角立供养人一身
。

右壁浮雕楼阁式佛塔一座
，

塔高 �
�

��

米
，

宽 �
�

�� 米
，

厚 �
�

�� 米
，

塔为七级
，

正面各

级有斗拱
、

层檐
、

栏干
、

座佛
，

设计复杂
，

雕刻

精美
，

为卧佛院佛塔完的代表作
。

左壁下角有题记一则
，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米
，

竖刻文 �� 行
，

行各 �� 至 �� 字不

等
，

楷书
，

字径 �厘米
，

字迹风化一半
。

题记内

容
� “
粤有普州安岳县广德乡光东里

，

佛绩善

弟子钊于顺
，…… ，

因风疾
，…… 岁次绍兴二

年 ����� 年 �六 月 十五 日
，

以 中米庄
，

析 乞

第 ��� 号
，

佛道同完像
，

方形平顶窟
，

窟

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唐代造像
。

后

壁正中刻主像二尊坐像
，
坐身高 �

�

�� 米
，

肩

宽 �
�

��米
，

胸厚 �
�

�� 米
，

头残
。

左像为释逛

结枷跌坐
，

颈后
·

桃形背光
，

背光边沿浮雕莲瓣

五朵小花 �右像为老君胸前有三脚爽式
，

颈后

桃形背光
，

与佛造型有异
。

释迎佛右旁立一弟子
，
一菩萨

，

弟子身高
�

�

��米
，

颈后圆光
，

赤足 �菩萨身高 �
�

�� 米
，

缨路满身
。

老子左旁立一弟子
、

一天尊
，

弟子

高 �
�

�� 米
，

颈后圆光
，

足穿云头鞋
�
天尊像高

�
�

�� 米
，

颈 后桃形 背光
，

身无缨路
，

人 间服

装
，

足穿鞋
。

主像两旁站像
，

形像各有区别
。

释迎右面
、

老子左面各刻四部众像
，

似天

龙八部护法
。

窟下部左右角各刻一力士站像
，

身高 �
�

�� 米
，

肩宽 �
�

�� 米
，
肌肉隆起

，

艺术

夸张
。

顶部有浮雕联珠帷慢装饰
。

以上各像

头残
。

左壁上部刻上方形经完
，

高 �
�

�� 米
，

宽
�

�

�� 米
，

深 �
�

�� 米
。

经完左旁刻粮彩功德题
记一则

，

壁面高 �
�

�� 米
，

宽 �
�

�� 米
，

竖刻文
�行

，

楷书
，

字径 �厘米
。

三
、

小结

卧佛院摩岩造像
，

综观石窟型制和造像

特征
�

经文窟仅 �� 号窟窟顶作人字披
，

其余

皆是方形平顶
。

释迩佛或弥勒佛说法完
，

为双

层完型制
，

外完方形平顶
，

内完弯隆顶
。

说法

完造像内容为一佛
、

二弟子
、

二菩萨
、

二力士
、

或一佛
、

四弟子
、

二菩萨
、

二力士
，

完底部外刻

博山炉
，

二石狮
�
弥勒佛一般安排在岩壁较高

处
。

这些题材继承关系从何而来�

敦煌千佛洞石窟彩塑像中
，

北魏早期塑

像
，

一般都把弥勒佛安排在中心柱
，

或南北壁

��



的上层网形完
，

表示弥勒高居
“
兜率天宫

” ④
。

大足尖山子摩岩造像
，

第 �号弥勒说法完
，

完

内一佛
、

二弟子
、

二菩萨
、

二力士
，

初唐永徽年
·

�公元 ���年�造⑤ ，

安排在这些完的最高处
。

这里卧佛院弥勒佛完
，

都高于地面 �米以上
，

所以属这类造像是有其历史缘故的
。

敦煌石窟隋唐时代造像的定制
，

为一佛
、

二弟子
、

二菩萨
、

二天王
、

或四天王 �金刚力

士�
，

少则三身
，

多至十一身⑥
。

龙门石窟宾阳

洞中洞
，

北魏造像
，

主像释迩佛
，

二弟子
、

二菩

萨
，

龙门奉先寺初唐造像为一佛
、

二弟子
、

二

菩萨
、

四天王
。

四川广元千佛岩
、

绵阳碧水寺
，

茂仪叠溪点将台等地
，

在初唐镌刻摩岩造像
，

完内都凿造一佛
、

二弟子
、

二菩萨
、

二力士
、

或

一佛
、

二弟子
、

二菩萨
、

或一佛二菩萨
。 《中国

西部考古记 》载
“
唐人凿完则五像居多

，

则为

一佛陀
、

二尊者
、

二菩萨
，

并于盒 口凿二天王
，

或四天王
” ⑦卧佛院说法完没有离开以上题

材而凿造
。

云岗石窟北魏造像第 �窟正壁弥勒佛脚

下及第 �窟前室北壁西部弥勒菩萨座下
，

两

端凿有两只石狮子
。

山东广饶县块西南 �
�

�

公里杨造寺村东端的
“
皆公寺

” ，

大魏孝昌三

年�公元 ���年�造弥勒佛
，

石座中有线雕供

养比丘和两个狮子
�
广饶南赵庄北魏造像

，

佛

座前两端各雕小狮一身
，

中有供养人⑧ 。

绵阳

碧水寺第 �号完初唐造像
，

主像阿弥陀佛莲

座下
，

两旁刻有狮象各一尊
�
绵阳玉女泉区隋

大业年间造像
，

此处石刻虽属道教题材
，

但这

些造像型制未脱离佛教体范
，

第 �� 号
，

�� 号

等完
，

本尊座两侧都凿有对称的二个坐狮
，

茂

坟叠溪点将台
，

唐贞观四年�公元 ��� 年�造

像
，

有六个完下方都刻二个蹲狮
。

大足尖山子

初唐造像
，

有三个兔下左右角各刻一石狮守

护
，

或完底部外刻博山护
，

左右旁刻供养人
。

通江千佛岩阿弥陀佛完
，

龙朔三年 �公元 ���

年�造像
，

中坐阿弥陀佛
，

座下刻博山炉
。

卧佛

院说法完不管初唐
，

或盛唐造像
，

完内都有这

样内容的特点
。

敦煌莫高窟隋
、

唐初造像
，

窟的形制
，

有

平面作方形
，

窟内作低坛基
，

坛基上塑像
，

有

窟形作方形平面
，

窟顶作人字披形
，

西壁开较

深的二重褶式完
。

⑨茂汉叠溪点将台 �� 个
完

，

均系双层完
�

内完为圆形顶
�
大足尖山子

�个完为
�

双层盒
，

外盒平顶
，

内完弯隆顶
�
卧

佛院说法完为双层完
，

第 �� 号完内凿坛基
，

坛基上造像
，

第 �� 号窟
，

窟顶作人披
。

这些型

制都是仿照北方 石窟而发展凿造出来的
。

卧佛院第 �� 号经文窟
，

左壁刻 《大唐东

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 目序 》 ，

可知此经 目是从

洛阳而来
，

翻刻于此
。

根据上述石窟题材
，

卧佛院摩岩造像是

受到北部石窟造像内容传入四川仿效而造
。

卧佛院造像与北方石窟
、

四川早期石窟辉映

对照
，

由此可知四川石窟传入之路线
，

是敦煌

千佛洞
、

大同云岗
、

山东
、

洛阳龙门等地
，

传入

四川广元
。

由广元而绵阳
、

成都
、

遂州
、

普州
�

而茂坟
、

而 巴州等处
，

其石窟型制
，

造像题材

皆由中原循金牛道传来
，

仿效而作
。

�参加调查人员
�

内江文管所 万立新

安岳文管所李官智
、

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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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先在岩壁凿完
，

然后在凿造的

宪中往内再凿完
�

故形成双层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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