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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

蒲江县飞仙阁摩崖造像
，

在县城西南��公里的霖雨公社仙鹤大队
�

飞仙阁位于山环水抱之间
，

南面是蒲江河
，

东面是去霖雨公社的公路
，

北面是

重重山丘
，

西是去朝阳
、

长难水库的公路
�

这一名胜古迹
，

相传距今有����多年的历史
�

据清乾隆 《 蒲江 县 志 》 记 载
�

‘
汉莫将军

，

河南人
，

佚其名
�

文帝时
，

征云南旋师
，

驻节莫佛镇山下
，

见此山青

水秀
，

遂放此修道
，

乃隐居潜修
，

终至白日羽化飞升
� ” “

后人想慕其德
，

结宇构

楼以祀之
，

因有佛山台阁之名
� ’

这里还保存有明清时期的亭阁
，

更可喜的是有唐
、

宋
、

明
、

清时期的摩崖造像
�

��年代
，

四川省文管会的同志在此调查过
，

认为
“

其

设象制度和造像风格亦如一般唐代造佛像
，

而表现了唐代雕刻艺术的高 度 造诣
” ，

�注 �
�

����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年新建了飞仙阁大门 �图一 �

，

又

石雕了汉代莫将军骑鹤升仙的形象
，

为蒲江县的八大仙景增添光彩
。

二
、

造像分布及配工

造像主要分布在飞仙洞
、

飞仙山
、

公路旁
、

碧云峰半山腰等处
。
����年 �月

，

我们对飞仙阁摩崖造像进行了深入调查
�

��年代调 握为��完
，

我们把遗漏的补 �
，

共为���立
�

�其中大小石刻��免
，

造像���尊
�
碑��通

�

摩崖题刻 �则
�

�另外
，

还有造像题记 �则
，

摩崖铭文 �则
，

宋代游人题记 �则
，

现存造像大部分基木完好
�

�一 �
、

造像的型制
，

基本 卜是幽一大立或小飞
，

立内摩崖造像
�

石 兔的吧制

有二种
�

�� �平面呈方形的平顶 充
，

束腰高须弥座
，

一般有〔」框
，

门框 卜对称雕

刻力士或供养人
，

���中雕一主佛
，

两侧配置其他石像
。

�� �平����毕长方形的 平顶

完
，

�少数为半斜顶 �
，

门框对称力士或狮子
，

或���忍冬纹及其�也花纹
，

有的门仃

屋檐式的装饰两壁无小完
，

个别完门框 ��开 几个小 泛
，

多是后人加 仁的
。

造像大部

分为唐代时期的作品
，

大的高达 �米多
，

小的仅高��厘米
�

�二 �
、

造像为记叠
�

�详见下表 �

飞 仙 阁 石 刻造 像 配 工 表

一卜��

莫洪贵

蒲江飞仙阁摩崖造像

·

监赏与研究
�

扛
�

���一一�
��通

主 佛 主 佛 数 最 附属 配 置 代 表 文
数计总笼

川
、

一
��料��丝��“孙�一

‘八匕�一
，一匕����”��丝

���������������

二弟子
二弟子
二菩萨
二力士

三
、

四
、

六菩萨
，

二弟子或二力士
、

二力士
、

二菩萨
、

二侍人
、

二力士
、

二菩萨
、

二力士

佛佛佛佛佛一一一一
�

一四七

��
，���
��一二丁拜

一

萨万
�
三侍人
二弟子

、

一侍人菩菩菩

其 他 � 佛 塔

送子观音
、

千手观音

道教造像

二四八观菩萨

—� � 丽

萨萨萨萨

三
、

造像的主要内容
飞仙阁摩崖造像是以佛教题材为主要内容

，

反映了佛教的经典
、

故事
。

在少数造像中
，

反映有道教的东

西
�

如在造像题记国
，

就有道士在此造像并题记
。

如��完的题记
� “

天尊一铺
，

天宝九载五道息
，

灵口奉为

临邓郡日 。 口�道士贾光宗造
� ‘
如第九完中的主佛

，

扁圆形的佛光
，

刻在方形椅子的背上
，

此椅似为道教之

物 �图二 �
�

造像题材以三世佛和菩萨像为主
，

主要表现为佛像
、

菩萨像
、

观音像
�

佛 为 弥 勒佛
、

阿弥

佛
、

释�丝等
�

菩萨以观音为最多
�

佛的造像
，

面皆丰满
，

早期的高肉髻或磨光肉髻到晚期的细螺髻
�

服饰有印度式和健驮罗式
�

在这里二

者皆以汉族服饰再结合的形式表现
�

如第 �觉和��完的主佛
，

袒右肩
，

内着
“

僧袄 芝
” ，

外著袭要式的偏

衫
，

边作折带纹
，

下身则着裙
，

结枷跌坐于束腰方形莲花坐土
，

只有这二种为此服
，

但二佛又均带花璧宝

冠
，

露出细螺髻
�

第��完佛右带臂钥
，

佛的背光为高浮雕出的椭圆形背屏式 �图止 �
，

第 �突
，

扁圆形的

��



佛光
，

刻在方倚的背上
�

与健驮罗式结合的
，

芬冬通肩大衣
，

看不出里面的
“

僧袄支
” ，

如第 �完
，

为一大佛�此佛为弥勒佛�
，

低

平磨光肉髻
，

面丰满
，

短颈宽肩
，

善枷跌坐于半圆形台基上
，

左手撰膝
，

右手放于腿上
�

有的外著双肩袭装

式的外衣 �如��完 �或圆领下垂的袭装 �如��
、

��
、

��觉 �
，

表现的技法为直平阶梳式衣纹为流畅的圆线

条雕纹
�

这里的菩萨主要为观音菩萨
，

造像风格面相多是丰满胖脸型
，

身躯高大有曲线
，

袒上身
，

头 带花 冠头

发与宝增下垂至肩
�

项圈悬铃樱路早期的一根到晚期的二根
，

或双肩齐下
，

精细复杂
，

转长
，

下达脚部
，

甚

至代替被帛或被帛由两肩垂下
，

横于大腿之间
，

再卷上左肘
，

下裙紧贴两腿
，

有
“
曹农出水

”

之势
，

左手持净

水瓶
，

右手持荷叶
，

脚踏圆型的莲台座
�

从菩萨全身轮廓看
， 一

上腰有曲线
，

婷婷玉立的姿态
，

宛如闺秀�图

四 �
�

也有力质粗状的天男像
。

菩萨的造像位置
，

有专门造一或一尊或二尊的
，

有侍佛之左或之右方的
�
有

奢奢霎寒翼趟趟
典典擎攀耀臻臻

图一
、
飞仙阁大 门

一佛四菩萨或六菩萨的
，

说明观音菩萨在这里成为主 要 的偶

崇象拜
，

所以人们也称此地为观音阁
�

菩菩中
，

最有影响的是文殊和普贤
�

据佛经记载
�

文殊骑

狮
，

侍释迎之左侧
�
普贤骑象

，

侍释迎之右侧
，

可是在第��完

和��完中
，

把文殊
、

普贤的位置颠倒了
，

何故待考
，

�

其他如弟子
、

飞天
、

力士的雕刻
，

大部分为唐代风格
，

供

养人像为当时人的真实写照 �图五 �
�

如 ���免二男头皆为小

拳形髻
，

左男身着长襟衣
，

右男辛明甸
，

著佛式通肩大衣
，

露出

长裤
。

如��完也打扮成佛的样子
，

头带花冠着佛式衣服
�

最引人注目的是第 �完
，

门侧对称雕刻二胡人
，

此 像圆

脸
、

嘴微张
、

卷发
，

满颊短卷胡须
，

身着武士服
，

衣不过膝
，

下着长统靴
�

破巾从大腿往后背塔双肩
，

于胸前作 结
，

有武

士姿态
，

右手持物
�

�图六 �

公路旁一石狮
，

长�
�

�
，

宽�
�

�米
，

休形肥状
，

背上 刻卷

云纹
，

张牙露齿
。

飞仙阁石刻造像的装饰手法
，

种类很多
，

主要为 直 年阶

有式及凸凹式相结合
，

表现为圆雕
�

高浮雕
�

浅浮 雕
�

线刻

等技法
�

有的完
，

几种方法皆用
，

如第 �完
，

主佛 像
、

菩萨

像为圆雕
，

弟子和护法天龙八部采用高浮雕
，

平顶上 茂 密的

菩提树为浅浮雕
，

飞天是为线刻
。

主佛像中
，

也采用 几 种雕

刻
，

头为圆雕
，

下为浮雕
，

基座下的伎乐人为浅浮 雕 等等
，

注 � 四川省 文管会 《 四川文物简目提要�����年 �月编
，

内部资

料
。

此处原定为蒲江县二郎滩摩崖造像
，

现 由于地名 的 改 动
�

改称 今

图二
、
石 刻造像 蒲江县 飞 仙 阁摩崖造像

�

图三
、

’

图四
、

图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