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四川巴中

掣
摩岩造“
一

肇者曹与江学礼
、

曹恒豹等同志由四川省文物

管理委员刽庆往巴中等燃刹查地面文物
，
这一带有

丰富的石刻迭像
，
由于交通不便

，
过去很少被人研

究
，
因此我把在巴中所见的简略介招一下

。

巴中在四川东北部
。
巴中的摩岩造像分南矗

、

北矗
、

西矗
、

东矗和大佛寺 �瓢志称小北矗�等五

处
。

北矗距城北 �里
，
现存有蛟完好的造像 �� 矗

。

西矗距城西 �里
，
现存蛟完好的及耙后人修补过的

造像 始矗
。

东矗距城东 �里
，
现存迭像 ��矗�除近

代刻的观音菩菠像等 圣矗蛟完整外
，
余昔径后人桩

补失去原肤
。

大佛寺距城北 ��里
，
除岩中央一大佛

因建迭年代蛟晚尚完整外
，
其余佛矗告夙化

、

���触
，

或樱后人桩修失去原肤
，
只有南矗造像的规模最大

，

保存也蛟完整
。

本文所介貂的只是南豁造像的情况
。

南矗在巴中燃城南 �里的化成山上
，

夙景很好
，

在岩壁上至今还留存桂甫于乾元 �年游时短刻 的
“
乎俯太中鼠公九 日南山爵

” 。

这里的石贸粗松
，
易

于雕鬓
，
因此在这整片的岩石上

，
便刻着或大或小

的密似蜂房的佛像晶
。

矗与矗之简的空隙处
，
撅眼

果累
，
足见以前一定是依岩建

筑有形篙楼道
。

这里有造像 ���余矗
，
大

小构 �千余呕
，
分布 在云 屏

石
、
山阴石和佛靠臂三处

。

云

屏石很像一只船
，
因而又肚鹏

头石
，
这上面共有 �个矗

。
山

阴石的面倩很
’

小
，
只 有 �个

矗
。

佛兼瞥因山岩陡险
，
所以

又叫示叫山坡
，
是南矗造像的主

要部分
。

这里多是唐代造像
。

在佛

养鸳有确切年代的
、

最早的是

开元 ��年的 ��号矗
，
和这氯

夙格大致相同的另外还共有娟

个矗
。

这些矗一般都集中在校

高而鑫葱著的位置
，
能的边椽都刻着苹丽的一简雨柱

�

的阴形建筑物装饰
。

这种装饰在盛唐时最盛行
，

在巴

中的各处造像矗上都可见到
，
在通江千佛岩的开元

时造像晶上
一

也有
。

从其中��号矗的供养人看
，
他的

软巾
、

小袖
，

和膺元皇泽寺第��窟唐供养人服箭完

全相同
。

造像的衣教浑厚
，
体态优美

，
���工精巧

，

表现了充分的臀感
。

力士像雄勤有力
，
形天生动活

淤
，
都额示了雕刻手法的优美摹衍性

。
��� 号 矗的

天王像
，

脚穿草鞋
，
这是四川的地方特色

。

这种地

方性的特色
，

在揭子山漠墓出土的陶俑上也能看到
。

这里的宋代造像只有 �矗
，
在雕刻技法上

，
如

衣枚
、

神态
，
是远不如唐代造�象的精美

。

近代的造

像
，
虽然在躯干比例上相当准确

，
但在臀的表现上

却远不能和前代相比
。

���号矗是佛靠瞥谨有的一矗立佛像
，

造型 优

美滴度
，
与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北周造像的夙格有些

相同� 但它位置在静多唐代迭像的中简
，
似乎不可

能是更早期的作品
。

佛兼瞥造像
，
除显沙阴天王像和如意输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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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石窟葵街中的精美作品外 �冕本 刊 ����年第 �

期 ��� 真圈三
、

四�
，
尚有浮雕的憧和 ��号矗的双

头佛及 �主号矗的鬼子母佛像
，
也是它处石窟中所少

兑的
。

造像题祀
，
在佛兼臀 ��号矗左外壁刻有

“ ……

靛表度范至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归贯蹄颐 罪 障扮

诚
，
早生净土

，
口德洗甩氓瓢南登颐敬浩释趣净埋

，

惟大唐开元二十三年前螂贡明径党守三笔月�化
” 。
��号

矗有
“
救苦观世晋菩窿路

�

兹救苦观世音菩窿像者
，

巴州刘史段武奉报中鲁侍郎远 日之所鬓也
·

一
” 。

�� 号矗有
“

朝口郎守化城瓢令超口口口自身苦艘颐

敬携北方大里毗沙凹天王一疆
，
今已成就

，
乾符四

年八月修南表登
，
昆永为供养

” 。

�� 号矗有题字 已

���触
，
谨

“

会昌六年天王耙
”

等字可撒
。

在由阴石 �� 号瘾边沿上有题为
“

大宋淳熙元年

元月二十日巴南守踢璧值先考朝清忌 日谨鸳
”

的矍

祠一���
。
此外尚有民圃��一��年造观音像共 �矗

的迭像耙数通
。

另外在云屏石有乾元 �年 �即上元元年
，
公元

���年� 的疑武奏表
“ … …巨顷牧巴州

，

其州

南二里有前件古佛矗一

所
，
旧石壁结刻五百余

铺
，
划开藉矗

，
化出众

像
，
前佛后佛

，
大身小

身
，
琢磨至坚

，
雕饰甚

妙
，
厦成月锦远

，
仪形

衡缺…… ” 。

这篇奏表提

出了是否有早于唐代的

造像的简题
。
巴州志载

�道光修志�
� “

唐殷黄

凹南山表已云
� ‘
屑威月

棉远
，
仪形衡缺

， ，
迄今

又将千年
，
尚复如是

，

度其所作
，
当在梁陈之

圆二 南暴佛希渴乾元二 世、 但据我们 稠查所
年

“

救苦炎世晋菩 晃
，
这种�泥下去是不大可

隆像铭
”

拓本 �
‘ 、

二 ” 、 、 川华 靠的
。

圆三 西暴浮雕供养人拓本

此外
，
在佛兼瞥还有光兽 �年的

“

李思弘 重 桩

功德韶
” ，
文德元年的

“

李思弘夫妻聆已报修桩前件

功德耙
”

和在很多矗的边沿上都刻着
“

李思弘报桩
” ，

“

李思弘供养
” ，
或

“

李思弘男保寿
”

等筒罩的题韶
。

这雨则功德耙已凤化
，
考查不出造像的确

一

切���造年

代
，
只从它知道桩修的规模是很大的

。

其余宋
、

明
、

清各代的桩修豁���随矗告有
，
但也未提供出有关造

像的年代的查料
。

四川的石刻造像
，
据我们初步了解的 拍 个燃的

��圣处 �少数民族地区除夕种
，
只有韦返少处的栖少部

分是比蛟深的洞窟
，
而艳大多数都是刻在峭壁上的

摩岩矗或浩像群
。
��妥处摩岩造像中

，
唐及唐以前

的作品占��处
，
南矗的造像谨是其中规模蛟大的和

保存得衷交好的一处
。

赓代的培修
，
和它背向着北方

，

因而避免了北凤剧烈的侵葵
，
可能是它保存完好的

原因之一
。

但由于不断地桩修
，
在它原有的精美的

夙格上也受到了不少的揖失� 可是井不因此而使它

就失去了所具有的珍青的羹攀祈价值
。

这里白年造像也和另�的很多地区一样
，
曹被帝圃

主义分子辱月与之相勾精的奸商所破坏
，
佛能臀�� 号

矗的菩窿像
，
几面被蟹离了岩壁

，
就是隐豁盗取的

跌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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