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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卧佛和刻经发现后
，

立即引起了国

内外专家
、

学者的关注和群众的浓厚兴趣
，

报刊杂志相继刊载了介绍文章和论文
。

为了

便于专家
、

学者对卧佛和刻经 的研究
，

为

此
，
特将发现经过及笔者的粗浅见解叙述如

后
�

����年 �月
，
四川省文物鉴定组在安岳

县鉴定文物工作中
，

笔者获悉县属八庙乡可

能有摩崖石刻的消息后
，

在领导的支持下
，

即会同地
、

县有关人员和县文物工作人员一

道
，

于 �月 �� 日到达了县北三十五公里的

八庙乡调查
，
在毗邻三县交界较偏僻的卧佛

沟卧佛院归址
，

查明了被人们遗忘而沉睡千

余年的摩崖造像和刻经
。

卧佛沟是个长形的山沟
，

全长八百六十

五米
，

沟宽约百米
，

南北对峙着十余米高
、

数百米长的崖体
，

山势雄伟而秀丽
，

石质为

红色细砂崖
，

石质铿硬而细
，

质地较佳
，

宜

于雕凿
。

据王象之 《 舆地纪胜 》 卷一百五十

八载� “

眉之秀以水
，

�’�之秀以山，

普之秀以

石
，

故称石秀
” 。

古代的雕刻艺术大师们
，

选择了普州 �安岳�拥有优质石料的地方进

行大规模的艺术创作
，

从而给我们留下了珍

贵的文化遗产
。

为了进一步查明卧佛沟的文化内涵
，

省

文化厅在这里办了全省的第一次石刻拓片技

术训练班
，
既培训了专业技术人材

，
又达到

了调查的目的
，

笔者有幸
，

参加了这次工

作
。

卧佛沟的南北崖体共凿有 ��� 个完窟
，

其中佛教摩崖造像大小 �� 完计 ����尊
。

雕

刻佛经 巧 窟
、

宋碑 �窟
、

未刻经文的 �� 个

空窟
。

造像的内容有
�
一佛二僧二菩萨二力

士
、

一佛二僧
、

一佛二菩萨
、

一佛
、

一菩

萨
、

二菩萨和飞天
、

供养人
、

佛塔
、

经幢
、

兽类以及花草等
。

这些摩崖造像多数较为完

好
，

但也有部分受 自然剥蚀和人为的破坏
，

如第 ��号完
、

�� 号完和 �� 号完的 �� 厘米

高的深浮雕佛像 ��尊的头部均属人为的破

坏
，

可清晰地看出它体态端庄
，

衣纹简练
，

刀法流畅的风格
。

又如 �� 号完的一佛二 僧

二菩萨二力士造像
，

佛座为须弥座
，

背光后

左右刻浅浮雕双菩提树
，

它与我省广元千佛

崖的同一类型完相似
，

从雕刻的处理手法看

也颇类同
，

完的高宽各 �米成方形完
，
佛和

菩萨体态端庄肃穆
，

造型优美
，

面容慈祥
，

比例匀称
，
刀法流畅

，

衣饰线条简练而质感

较强
，

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美感
，

是我省唐

代石刻艺术的又一佳作
。

其中
，

最突出的就

是位于北崖中部极为显著的崖体部位
，

雕刻

的一躯巨型的释迎牟尼左侧卧造像
，

是这里

的群雕中具有典型性的珍贵的石刻艺术品
。

释迎牟即尼左侧卧造像为坐北向南
，

头

东脚西
，

全长 ��米
，

头长 �米
，

侧卧于离

地表 �米的崖体中部
，

头螺譬
，

面部秀丽
，

双 目微闭
，

眉间有白毫相
，

仪态端庄
，

双耳

带圆形花卉耳环
，

头枕莲花枕
，

身着架纱
，

坦胸
，
双手 自然直伸于左右侧

，

赤双足
，

表

露出情绪安详
，

肃穆
，

体态的修长又配以线

刻衣纹的丝绸质感的柔和
，

这简炼而明快的

造型
，

充分显示出古代雕刻大师们的高超技

乙
。

佛的腰部雕凿弟子阿难陀的面壁圆雕像

一尊
，

高 ���米
。

佛的头部和脚部
，

分别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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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高浮雕力士站像各一尊
，
健壮的体型

，
突

起的肌肉
，
勇猛而雄健的形态

，

给人们留下

的威严而不可侵犯的武士形象
，
这应是一组

造像
。

佛的后壁刻造一组高浮雕
，

中为释边牟

尼结枷跌坐造像
，

身着袭纱
，
左手置于膝

部
，
右手举至胸前

。

佛的左右分前后两排高

浮雕造像� 佛的左前排刻三弟子一菩萨� 右

前排刻四弟子一菩萨
。

后排佛的左侧为边

叶
，
右侧为阿难� 迩叶之左刻四像

，
阿难之

右刻四像
，
其形态有的手作法式� 有的项挽

巨蟒� 有的挽发髻
，
背光浮雕龙纹或者头戴

盔
，

身着袍
，

有的左手举 日
，
右手举月

，
或

持如意
，
有的面目狰狞

，
头戴发冠

，
形态各

异
，

神情逼真而庄严
，
这八尊雕像应为八部

众造像
。

这一组造像是很明确刻的是
�
一

佛
、

九弟子
、

二菩萨和天龙八部组成的世尊

讲法造像
。 ①

综观四川众多的佛教石窟艺术中
，
雕造

释迎牟尼左侧卧形态的造像和在一组像中刻

九弟子形像的尚属少见
。

安岳卧佛发现后
，
杂志和报刊相继发表

了不少的论文
，
他们对这尊左侧卧的释逸牟

尼造像论述为
“

涅梁
”

或
“

涅梁变
” ，
对九弟子

在一组造像的原由
，
也未述及

。

笔者对这两

组造象提出粗浅的看法
。

根据佛经记载
，
造释边牟尼涅禁像

，
应

该是�“

北首右胁卧
，
枕头累双足

。 ” 、 “

临般涅

架
，
人诸禅定

，
示诲众已

，
于七宝林

，
右胁

而卧
，

头枕北方
，
足指南方

，
面向西方

，
后

背东方
。 ” ②据我们所知，

凡是造释边牟尼涅

祭像
，

都是按此形像雕造
。

而安岳卧佛造像

则不合此制
，

佛的造型是头东足西
，
面南背

北的左侧卧造像
，

何况这里又不雕象征佛涅

梁的双婆罗树
。

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不是释

边牟尼涅梁时的形像
。

为了考其究竟
，

笔者

查阅了有关文献和资料
，
记载佛陀最后的旅

程
，
佛陀在摩竭陀国王舍城

，
时间是佛陀逝

世前大约六个月 �公元前 ��� 年 �月�
，
他

召集住在王舍城的人们
，
他最后的讲话说�

“

此果很大
，
禅定兼带正行的利益很大

，

智

慧兼带禅定的利益很大
。

具有这种智慧的

心
，
不受迷醉

，

解脱情欲
，
不贪着生命

，
没

有妄想和愚痴
。 ”

他然后由阿难陀伴随出发
。

根据他采取

的路线来判断
，

他的意图是最后到舍卫城

去
。

这是他常常居住的城市之一
。

道路不是

直线的
，
而是向北方伸延

，
然后沿着山麓前

进
，
因而可以在河流源头附近渡河

，

便于涉

水
。

从王舍城出发
，

沿途中止站有那兰陀
、

波吃厘弗多罗
、

吠舍离
、

畔陀伽摩
、
波伐

、

拘尸那
、

迩毗罗卫
、

舍多弗耶
、

舍卫城
。

当

时两季已经开始
，
佛陀停留在吠舍离附近的

贝鲁伐村中
，
身患重病

。

在途中停歇三次以

后
，
到达波伐河边芒果林中

，
释迎牟尼继续

行走又极为困难
，
阿难立 即给师父铺好行

装
，
佛陀便挪动着身体

，
向左侧卧着躺下

来
，
他的脸异常平静的情景

。

这就是雕凿释

迪牟尼左侧卧造像的根据
。 ⑧

当佛陀到达波伐河边芒果林中休息时
，

有一个托钵僧须婆陀
，

得悉佛陀就要死去的

消息后
，
而他昔 日积下来的宗教疑点

，

便在

脑海里翻滚起来
，

他想在这个世上
，
出现一

个真佛是罕见的事
，

他相信这位乔达摩能消

除他心中的疑虑
。

于是
，
他赶到了波伐的芒

果林中
，

拜见了释迩牟尼
，
并向它提问

。

释

迩牟尼耐心地讲解了所提的疑问
，
还给他讲

了 《 八圣道修行经》 ，

并告诫他只有这样进

行修行之后
，
才可以取得一到四等罗汉果

位
。

④这就是释迩牟尼最后收的一个弟子的
情景

，
按照佛教礼仪

，
在这里只刻九弟子

，

就是根据佛教史而雕凿的
。

佛教是属多神教
，

其神系之庞杂
，
神抵

之繁多
，
是其他宗教不能相 比拟的

，
又善于

把别的教所崇拜的对象吸收进来
，
置于自己

的范围内
，
从而提高佛陀的地位

，

其中如

一 ��一



“

天龙八部
’ ‘

的释天
、

释龙
、

释夜又
、

释乾阔

婆
、

释阿修罗
、

释迎楼罗
、

释紧那罗
、

释摩

目共罗迎
。

这些都是从古印度的婆罗门教系

中
，

吸收人佛教系统来的护法神
。

⑤
在这长约一公里的南北崖壁上

，

除摩崖

造像完外
，

还凿就 �� 个洞窟
，

除 �� 个洞窟

尚未雕刻文字外
，

其余 �� 个洞窟
，

除一个

洞窟为北宋崇宁二年 �����年�雕刻的 《 诫

誓贼盗火烛除邪崇神碑 》 外
，
巧 个洞窟均系

唐人书写雕刻的佛经和敬爱寺经论 目序
，

这

些唐代刻经中
，
还留存下来不少的题记

，

个

人或家人的姓名
，
他们有的为了前程

，
有的

为保平安
，
有的为了康宁或祈祷来生 � 也有

的为了弘杨佛法而贡献功德
。

它与雕凿佛教

造像的性质大体相同
。

从刻经情况看
，

有的刻了完整的一部经

文� 有的仅刻部分章节 � 也有的经文是重复

雕刻
。

这些经窟雕刻的内容有� 《 大唐东京大

敬爱寺一切经论 目序》 和 《 法华经》 、 《 妙法

莲华经》 、 《 佛名经》 、 《 佛说灌顶随顾往生十

方净土经》 、 《 大般涅架经》 、 《 佛性海藏智慧

解脱经》 、 《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 《 佛说俏多

罗般若波罗密经》 、 《 佛说阿弥陀经》 、 《 大乘

大集地藏十轮经》 、 《禅经》
、 《 金刚般若波罗

密经 》 、 《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 、 《 金光明

经》
、 《 维摩洁所说经》 、 《 大方便佛报恩经》

等十六部佛经
。

卧佛院总编第 ��号经窟编

号第 �号的左壁刻 《 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

经论 目序 》 计刻 ���� 字
。

据史载
，

大敬爱

寺建于唐高宗李治显庆二年 ����年�
，

静泰

于龙朔三年 ����年�写经论 目序
，
次年

，

麟德元年 ���� 年�奉勃撰 《 大唐东京大敬

爱寺一切经论 目序》 五卷
。

在这里仅刻唐代

高僧静泰撰写的经论目序
，

从其中可知当年

大敬爱寺藏经是极为丰富的
。

总编第 ��号经 窟编号 第 �号 的左
、

中
、

右三壁是完整的雕刻 《 佛名经 》 卷一至

卷四 的全部经文
，
刻经面积 ��

�

����平方

米
，
经文内容记述三千八百余尊佛的名称

。

其余经文分别刻于各窟
，
并刻有经文名

称和部卷序例
。

这些佛经的雕刻
，

并非按经

卷顺序所刻
，
例如 《 妙法莲华经 》 在经窟第

�号的右壁刻卷三
，

第 �号左壁刻第十三
、

中壁刻第十八和二十
、

右壁刻二十四和二十

八
。

又如 《 大般涅祭经 》 分别刻于总编 ��
、

��
、

�� 和 ��号
，
而第十三卷又刻在最前面

的 ��号的左壁
。

这些极为珍贵的唐代刻经
，

由于一千多

年来
，

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剥蚀或人为的损

坏
，

故现存而可辩识的经文
，

经笔者进行清

理统计
，
这十五个刻经窟中

�

高
、

深
、

宽 �

米多的二窟� �米多的六窟
，

不足 �米的有

七 窟
。

刻经面积 ���
�

�� 平方米
，
尚存经文

二十六万另四百六十八字
。

这里留存的铭刻题记也较为丰富
，

如
�

�
、

总编第 ��号左壁右上部横排有� “

檀

三藏开元十五年 ����� 二月镌了
。 ”

�
、

总编第 �� 号左壁经文末尾有�“

遂州

长江县杨思慎为亡父杨敬宗亡母袁张宝敬造

供养
。 ”

�
、

总编第 ��号右壁经文末行有�“

普州

安岳县口沙门僧仪造涅票经完
。 ”

�
、

总编第 �� 号右壁经文后部有�“

开元

廿三年 �����二月十五 日长江县李沙敬造

供养
。 ”

末行还有�“ 二 ，二 ，

年六月二十六 日清信

女满…… 。 ”

�
、

总编第 �� 号佛完右下部有�“

惟开元

十一年 ����� 岁匝癸亥今有普州乐至县芙

蓉乡普德里弟子杨义为 自身平安敬造千佛百

身供养
。 ”

�
、

总编第 ��号右壁残存� “

佛顶尊胜陀

罗尼咒 罚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
，

大

唐开元二十一年 �公元 ����口月二十 日口

门玄应
。 ”

�
、

总编第 ��号刻有� “

敬银修妆释迎牟

一 �� 一



尼佛部众共一完右弟田蒙彦进并罗口同发修

妆前件功德意希愿家大小各保安宁凡所经求

运为口遂时以广政口口年口月口 日设口表赞

讫永为供养
。 ”

�
、

总编第 �� 号刻有� “

敬再修妆三身佛

并经完同一座右佩法弟子王彦昭先发顾修妆

上件功 德并 已 同俗意希 自身清吉眷属 圃

�团�圆时广政二十二年 ���� 年�岁次已未

十月癸酉朔三十 日前口龙州军事兼普州军事

衙推五音地理王彦昭造供养
。 ”

�
、

总编第 �� 号右壁题记�“

敬造尊胜幢

壹座右佩法弟子王彦昭先发顾为上祖先灵所

生父母亡过眷属等就此壁隐镌上件幢伏顾承

此功德超升净邦生前债主冤家冥途顾无摊讼

徐凯合家长幼咸乞康宁此世不值冕嫌来生顾

同佛会时广政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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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总编第 �� 号刻有� “

渔川瑞鸿功镌

母山男士和士章孙口口太原大郎命重修卧佛

并侍者真巨宋甲寅绍兴 ����� 年�初夏望后

一 日辄记
。 ”

��
、

总编第 �� 号刻题记 �“

白将良优冯

佃 子 功 文 尧 斗 昌龄 尧 雯 唐 佛 淳 熙 五 年

������口月口日同游
。 ”

��
、

总编第 �� 号残存 �“

涅架路上寸草

不生都缘迷悟
·“ …不知无常念念全彰不坏之

身……密布如流之用但得群情洒落自然 “ …
伯母胡氏幻身既谢前程之苦乐难

�” …口菜识
已迁平夕之是非顿息令则阁

�” · ” 口口犹有送

口无缝塔中未免一时……口口且道毕竟还有

转身处也无 ” ·…口口鸟宽饶舌秋静一伦横…
二，

口口癸卯淳熙十年 ������
。 ”

从以上的题记清楚地说明
，

这里的唐代

刻经和唐宋造像多属于个人或家人名义 �也

有和尚的名义�出资雕刻的供养性质的
。

由

于出资造像或刻经的人
，

出于各 自的意图和

信奉
，

因此
，
刻经重复和不够完整

，
造像也

有尚未完成的完窟
，

因而并非属规范化性

质
。

总编第 ��号宋碑窟
，
使人们感到很大

的兴趣
，

碑位于窟的中壁
，

依崖壁凿就
，
碑

高 ���厘米
，

宽 ��厘米
。

碑首 中部刻一
“

佛
”

字
，
左刻

“
日

”

字
，

右刻
“

月
”

字
，

阴刻
。

碑文是
�

“
诫谧贼盗火烛祛除邪崇神碑 广圣

院臾童白法忍刻字撰文 法有浅深道无先

后 慈尊帝王语义相扶祖得金人
，

师资口显真身

口化物立权口以 无名魏魏乎只 出三界荡荡乎

独越四生愁群品而受殃伤 口道 而泪没遂向王

宫诞迹雪岑修行口伏犬魔证真解脱开大教纲

竖大法幢 �幢�作师子孔演大法义大破天魔

之后降伏 口道 已来说法三百余场教满龙宫海

藏空教有教顿 门渐阎中道金言不空不有中小

并毒遮表双全历千载之长新积万劫而 不古我

佛大破天魔之教亦 系口间 �阁�浮提萨河口

界支那境大宋国剑南道梓州路普州安击县广

德 乡光通里龚端旁外佛院主僧法宗劝 口每叨

象庙季世蒙恶辞亲始脱于凡笼割爱投诚于梵

刹古迹卧佛慕道国家遍许取口天文感赛译口

披封颊皇恩而落彩憋心午夜志口兴修洛勉帷

在志诚专勤务严于梵刹此者卧佛院前院我僧

惠文偶 因瘾疾莱饵 不应俄 归次夜但法宗得

官中委口接续住持即天地神明法中了当
“ �…辛 已岁与手下行者慈海当年取买天文出

家落彩进道修行同共焚口口偶口绍圣四年十

二月二十 日夜被政人陈彦卿陈彦宁文汉周李

二庆等劫掠钱物命运遭冻敢其挠害当年官府

中依法决断到配他州今者乃见灾病频挠累遭

轼柯歹被起恶心无徒之口借泉钱物归家破使

频度理迹推延不 口口者遂发诚心顾竖立神碑

一确将用回施解释院内亡没者王法显贾显俱

患等疾死亡不得传展谴迎所有诫誓具在下项

开列 “
一癸未崇宁二年 ������九月十四 日

院主僧法宗小师慈海全建立
。 ”

综上所述
，
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里

一 ��一



原有较大的寺院
，
它从盛唐至宋的四

、
五百

年中
，
这座规模宏大的卧佛院

，
已成为弘杨

佛教
，
僧俗人等来往频繁结集的川中佛教兴

旺场所之一
。

从宋以后的元
、
明

、

清以至民

国时期
，

由于历史原因而逐渐衰落
，
成为三

县连界的偏僻 区域
，

寺庙毁废
，
盗贼的出

没
，

致使来这里朝拜的人们逐渐减少而荒

废
。

因此
，

在县志上
，
只有寺庙已毁的记

载
，
而这样宏大的摩崖造像和丰富的唐代刻

经却均无记载
。

注 释
�

①、 《长阿含组潇，
英译本第二卷第�� 页

。

‘

麟
《涅续巍洛后朴

。

面
、 《长俞舌绍净屯《佛本生缈

。

④、 《佛本生经》
、 《摩河维誉多王牺牲经》

。

。 、 《 摩河维奢多王牺牲经必
、 《 印靡教与印度

佛教》
。

〔作者单位 �
四���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任编辑
�
杨荣新

仪陇 《 重修离堆山忠贤祠记》 碑

李蚊蛟
列拐，娜汤，呀汤咐多 ，浮汤时汤目� 识呀多刊书讨洛叶争对书月汤湘汤目汤淤岛时争衬盔时汤对汤 ，呀多衬汤 ，呀书六湘

仪陇县新政镇嘉陵江对岸的离堆山顶
，

原有一座

明
、

清时代几经毁而重修的忠贤祠
，
乃是当地百姓专门

为祭祀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
、

京兆尹鲜于仲通
、

叔明兄

弟
，
以及宋代权篆间中

、

新政的马存
、

唐庚
、

刘成德等

忠贤之士而建造的祠堂
。

祠宇早 已拆改建成嘉陵村小

学
，

但尚遗存清道光初年重修祠堂时树立的一块记事

碑
。

碑系硬青石
，

高 ���
、

宽 ��
、

厚 巧 厘米
，
碑阳镌

刻 《 重修离堆山忠贤祠记》 ，
碑阴刻捐资建祠人姓名及

钱数
，
字迹清晰完好

。

此碑为道光二年 �����年�端午

日忠贤祠落成时
，

由保宁府教授李义得撰文
、

南部县新

政坝县承沈寿榕作书
，

据 《 益州书画名人录》 载�“

沈寿

榕
，

号琅珊
，

浙江人
。

道光初权南部新政坝县皿
，
工书

善文
，

尤以汉隶 《 曹金碑》 研习人神至妙
。

晚年定居成

都
，
系蜀中名士之一

。

碑文系隶书
，

字径 �厘米
，
行字

距均 �厘米
，
从右而左

，

竖行排列
，

通碑书文秀媚隽

逸
，

潇洒娴润
。

����年夏
，

此碑由仪陇县文物管理所运

回珍藏
。

�作者单位
�

仪陇县文管所�

贵任编辑
�

杨荣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