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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中水宁寺唐代摩崖造像

四川省 文物管理委 员会

巴 中县 文 物 管 理 所

广 巴中水宁寺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巴中县

县城东��公里的才剐工
、

斯连
、

花溪三乡交界

处
。

这里古为巴蜀通往关中的必经之路
，
现

为达县
、

平昌到巴中及巴中到通江的交通要

道
。

著名的唐代巴中南兔造像即位于巴中县

城内
。

一
、

水宁寺遭像概况

水宁寺康崖造像主要分布在清江乡水宁

河两岸的始宁山和龙骨山麓
，
依山崖开兔

，

完外形多为方形
，
内凿成圆拱形

。

现存二十

七完
，
造像三 百余身

。

保存较好的唐代造像

千一兔
，
主要分布在始宁山西麓尾部

，
其中

�至�号兔 �此编 号为 ����年四川省文管会调

查时编�并列
，
全 长钓余米

，
��

、

��号完与

前九完相距 ���余米
。

现分别介绍如下
。

�号完
，
高���

、

宽 ���
、

深��厘米
。

完相

两侧浮雕飞天
，
飘舞于朵朵祥云之间

。

完柱

浮雄卷草纹饰
。

完内造药师三 尊 像 �图 版

贰 ���
。

本尊高���厘米
，
为药师佛

。

束螺髻
，
大

耳
，
面丰圆而妩媚

，

额有毫光
。

身着通肩袭

装
，
内着僧抵支

，
腰系带

，
后有桃形火焰纹

头光
。
左手托药钵

一

��肩前
，

右手执锡杖于肩

侧
，
赤足立莲台 �

。

二胁侍 终萨均高 ���� 哑

米
，
头戴花省冠

，
身 沁华衣

，

手戴镯
，
竹饰

���
，
披吊段地

�

理洛满身
。
三像体态婀娜娇

柔
，
面容温柔娴静

。

文外两侧立二力士
，
头

挽发髻
，
腰束短裙

，
袒胸露竹

，

筋肉攀突
，

双足分立于完外
，
一手下压

，
一手上举

，
作

奋力搏击之势
。

完基座前雕两个回首相望的

雄狮
。

左侧完壁分两小完
，
各刻二供养人

，

一完为一男一女
，
另一完为一妇人一女孩

。

供养人旁刻题铭
� “

巴州始宁县令改间州录

事参军口像
” 。

右侧完壁上题刻六行
�

� “
川

西县普口寺沙门昙寂
·“ … ” 。

题记多漫德
，

无纪年
。

此兔造像至今保持着清晰的色彩
，
鲜而

不艳
。

完相作褚红色
。

造像除衣着施石绿
、

褚红色外
，
肌肤均为乳白色

。

从风格看
，
色

彩似为造像同时所着
，
并非后代涂饰

。

�号完
，
是水宁寺造像中体积最大 的 一

完
，
高���

、

宽���
、

深 ���厘米
。

外凿 二 完

柱
，

为仿木结构的屋形完 �图版贰 ���
。

完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

及供养人
。

本尊为释迩牟尼佛
，
高��厘米

，

螺髻
，
身披圆领架婆

，
内着僧抵支

，

结枷跌

坐于仰莲台上
，

越叶侍立佛左
，
高��厘米

，

着裴装
，
双手拱于胸前

，
两眼深陷

，
圆睁前

视
。

阿难立于佛右
，
高��厘米

，
身披架装

，

面相清秀
。

正壁完顶浮脸二飞天
，
两侧壁展

二胁侍菩萨
、

二天王
、

二力士
、

二供养人
。

左胁侍菩萨头稍残
，
身披帛

，
饰理路宝珠

，

双臂戴宝训
。

右胁侍菩萨头戴花贫冠
，

身披

帛
，

饰琪路宝珠
，
左手提瓶 �残�

，
右手执

一物
。

二天王穿甲
，
手持剑

，
足穿十字形的

结带草履
，
富有川北地方特色

。

二天王的上

方各堆一供养人
。

左者头戴帽
，
双 手 捧 供

一 。 �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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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盘
，
为男像

。

右者身穿俗衣
，
双 手 拱 于 胸

前
，
头挽高发髻

，
身躯丰肥

，
是一典型的唐

代妇女形象
。
二力士立于完柱外

，
左者两脚

相交而立
，
此种特殊立姿

，
是我县别处石窟

中没有的
。

�号兔
，
高���

、

宽 ���
、

深 ���厘米
。

在

方形完柱上浮雕卷草纹
，
为仿木结构屋形竟

�图一�
。

竞内雕释边
、

弥勒并坐像
。

右为释边佛
，

佛身高��厘来
，
结枷跌坐于仰莲座上

。

头有

高肉髻
，
身著圆领裴装

，
圆形背光

，
桃形头

光
，
手上抬作说法状

。

左为弥勒佛
，
身高 ���

厘米
，
头有高肉髻

，

身披装装
，

倚坐于金刚

座上
。

在二佛后中间有一菩萨
，
头戴花冠

，

有桃形头光
。

在两侧壁各刻 一菩萨四弟子和

一供养菩萨
。

完檐上刻有樱络
、

莲瓣
、

忍冬

纹组成的装饰图案
，
以及三只金翅鸟和两个

形似蟹餐状怪兽的龙 头
，
两角各一飞天

。

�号兔
，
高���

、

宽���
、

深��厘米
。

内侧

完相与兔柱一体
，
均雕卷草纹饰 �图二�

。

中为观音菩萨一身
，
高��厘米

，
头戴花冠

，

上着对襟大衫
，
胸佩珊路

，
倚坐 于 金 刚 座

上
。

左为善财童子
， ‘

身披架装
，
双手握一物

于胸前
。

右为龙女
，

头梳高髻
，
手提拂尘

。

外

侧有二天王
。

二天王足下各开一小盒
，
左完

内有三个供养人 �一男二女�
，
右盒内有两

个供养人 �一男一女�
。
佛座两侧各有小替

一个
。

�号盒
，
高���

、

宽���
、

深��厘米
。

正璧

为释逝佛
，
手作说法印

，
顶有华盖

。

佛座下

有二供养菩萨
。

左侧壁有四菩萨
、

一弟子
、

一力士
，
右侧壁有一菩萨

、

一弟子
、

一力士
。

完前有二兽
。
此完仅凿出粗坯

，
尚未完工

，

但造像形体及完形已基本可辨
。

�号完
，
高���

、

宽��
、

深��厘米
。

主佛

高��厘米
，
头有高肉髻

，
着圆领架裳

，
结枷

跌坐于仰莲座上
，
后有桃形头光

，
手作说法

印
。

左
、

右两壁各有五菩萨一弟子
，
完外有

一力士 �图三�
。

�号完
，
高��

、

宽��
、

深��厘米
。

主佛身高

��厘米
，
结枷跌坐于莲花座上

，
左右各有一立

佛
，
兔的两侧璧又各有一立佛

，
身高均为��

厘米
，
头有螺髻

，
身着袭装

。

完外两侧各一

力士
。

此身造像面部风化较严重
。

�号完
，
高���

、

宽���
、

深 ���厘米 �图

版叁 ���
。

本尊释迩牟尼
，

结枷跌坐于须弥座

四一

水宁 行�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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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水宁寺�号宛

中为主佛
，
佛的两侧有二弟

子
，
两侧璧有二菩萨

、

二天

王和八部护法神等
。

此完佛

座及两侧造像下身部分均已

于��年代崩塌
。

左 壁 有 墨

书纪年
� “

成通十二年五月

二 日
�·

一
” 。

完上坡排水沟

边有
“
宋至道三年

· “ � ” 刻

字
。

��号完与�号完同凿在

一孤石 �当地 习 称
�

“
老 爷

石
” �之上

，
与前九兔相距

百余米
，

坐北朝南�图四��

兔高���
、

宽 ���
、

深 ��厘

米
，
平面作长方形

。

两完结

构和造像题材均同
，
各有不

同程度的残损
。

均为 一佛二

弟子二菩萨二力士
，
主尊着

圆领架装
，

左手施禅定印
，

右手施降魔印
，
结 枷 跌 坐

于仰莲座上
。

两 完 左 壁 均

上
。

身高��厘米
，
大耳饰环

，
额有毫光

，
后

有桃形火焰纹头光
，

手作转法轮印
。

座底雕卷

草纹图案
，
中一蹲狮

，

狮前一香炉
，
炉两侧

有卧狮
。

佛座两侧有二供养菩萨
，

均手捧供

物
，
一腿蹲

，
一腿跪

，

神态虔诚�图版耸
��

、

��
。

两侧造像各分上 下 两

层
，
人物繁多

，
为 释 迩 部

众
，
包括天龙八部

、

菩萨
、

弟子
、

天王
、

力士
、

侍女
、

供养人等共三十五躯
。

这是

水宁寺造像数量 最 多 的 一

完
。

右壁的天王形象和服饰

均似胡人
。

此兔规模并非最

大
，
但布局疏密有序

，

造像

互不相扰
，

动态各异
。

完后

的虚空和完两侧上下层的密

集神灵形成强烈的对比
。

�号完
，
重檐屋形兔

。

正

坠落����毁
。

二
、

水宁寺造�的年代

水宁寺古为始宁寺
，
始建 于 唐 代

，
因

当时的始宁县而得名
，
庙宇早已无存

。

清代

图 几 水 二
�

寺。 号兔

����年



气��

图川 水宁寺�。 、

修复的寺院
，
也于����年拆毁

。

宋 《太平寰

宇记 》 载 � “
废始宁县

，
在县东南五十里

。

梁普通六年 ����年�于此置遂宁 郡
。
又 于

郡里置始宁县
，
因山为名

。

隋开 皇 三 年 废

郡
，
以县属巴州

。 ”
梁

、

唐至宋初乾德四年

均沿治始宁县
，
乾德四年废县

，
省入化成县

�今巴中县�
。

清代修 《始宁县志 》 载 �“
始

宁古刹距清江渡场十五里
，
因始宁废县得名

，

寺后完堆诸佛精妙绝伦
。 ”

唐时始宁县属巴州替辖
。

巴州自高祖武

德元年复治以来
，
加强了管理和开发

。

巴州

曾归人山南西道兴元府
，
与汉中划在一个行

政管理区内
，
中原地区经济

、

文化
，

特别是

成熟的佛教服塑艺术的直接传入
，

使得长安

与巴州的关系更为密切
。

此外
，
朝廷把巴州

作为流放皇族及贬官的地方
。

章怀太子李贤
、

纪王李懊等都曾被贬到巴州为庶氏
。

朝官羊

��号宽

士愕
、

严武等都曾被贬巴州刺史
，

他们对治

理和开拓巴州的经济
、

文化起了一定积极作

用
。

特别是严武
，
于乾元元年被贬巴州

，
他

崇信佛教
，
在巴中南完兴建了光福寺

，
向朝

廷奏请兴佛
，
有

“
奏表碑

”
留巴中南完

。

正

是在官吏们的大力倡导下
，
当地开窟造像蔚

然成风
。

水宁寺地处通
、

达
、

巴三邑水陆交

通中枢
，
是当时佛教及造像技艺传播的必经

之地
，
得以出现大量精美的造像就是十分自

然的事
。

水宁寺有纪年的墨迹和刻字 仅 发 现 两

处
��号兔左壁有墨书题写的

“
咸通十二年五

月二 日 ����年卜“ … ” 。

兔上坡排水沟边有
�

“
宋至道三年 ����年卜

·

一
”
刻字

。

�号兔供养人题铭中无纪年
，
但有 始 宁

县名
。

按始宁县置于梁普通六年 ����年�
，

废于北宋乾德四年 ����年�
。

又有间州录事

期吕丫叮
一一
�

�妞���



犷

参军的官名
。

按隋初以录事参军为郡官
，
简

称录事
，
唐

、

宋因之
。

联系上述咸通十 二年

纪年
，

我们认为造像属于唐代
。
�号兔刻于排

水沟边的题记
，
应是后来维修水 沟 时 的 纪

年
。

水宁寺造像中没有发现唐以后的造像
，

这与巴中南兔造像发展的历史阶 段 也 很 一

致
。

南完几乎全是唐代造像
，

特别是中
、

晚

唐时期造像更盛
，
这 ‘�中原地区及四川内地

都不尽相同
。

天宝后中原战乱不已
，
大规模

造像活动渐趋停止
，
而地处西南的三巴地区

与西书地区的宗教造像活动仍在继续发展
。

水宁寺造像与南兔造像是
一

脉相承
、

互为影

响的
，
造像年限当在唐天宝到咸通这一百三

十年间
。

三
、

水宁寺造像的艺术特征

如果说我国北魏时期造像是以理想和思

辨的神为审美典范的话
，
那么发展到宋代则

完全是以人间和世俗的神为审美典范 了
� 而

唐代正处于由前者向后者过渡阶段
，
水宁寺

造像正是这个过渡阶段
�

�二的杰出作品
。

水宁

寺造像
，
不仅菩萨已经女性化

、

世俗化
、

民

族化了
，
而且连佛也开始走向人间

，
不再只

表现出静穆的端庄和威严
，

而是以柔和的线

条表现出女性的秀媚和丰腆
。

正如 《酉阳杂

姐 》 记述唐代韩于画宗教画中的人物
，
已经

是贵族家中的
“
妓小小写真

” 。

水宁寺�
、
�

号完的佛
，
脸型稍显椭圆

，
眼细而长

，
鼻子

、

嘴唇小而巧
，
形貌变得更加慈祥

、

柔媚
，
宛

若人间少女
，
就是这种变化的真实写照

。

水宁寺的兔相装饰也很有特色
，
�

、
�

、

�
、
�号各完完相装饰极为丰富

，

完相仰阳板及

帐身各以浅浮雕或减地浮雕的手法
，
刻出多

变的忍冬
、

荷花
、

卷草
、

菩提
、

项路等装饰效

果较强的纹饰
。
�号完在帐身上用减地 浮 雌

刻出两个飞天
，
在祥云中背向飘舞

、

飞翔
，

迎风轻扬的长裙带呈波浪形起伏状
，
不仅加

强了完相纹饰本身的生动
、

多变
，
也增添了

全完总体的堂皇
、

富丽之感
。
�号完的 内 完

相形似古舟
，

仰阳板正中刻的龙头
，
形似青

铜器上的婆餐状怪兽
。
�

、
�号完的完柱用高

浮雕重叠的荷花及缠龙的装饰与完内筋肉暴

突的力士造像相映
，
造成一种强烈的动势

。

这与巴中南完��
、

��
、

��
、

���号等完 完 指

既相似又相异
，
都突破了宗教内容而具有强

烈的艺术装饰效果
，
这是水宁寺完相装饰与

南兔的兔稠装饰性质基本一致之处
，
是水宁

寺造像最富特色的表现手法之一
。

水宁寺造像雕塑方面的表现采用高浮雕

和圆雕手法
，

主要利用体面转折时线条的缓

和
、

曲张
，

使得佛
、

菩萨
、

飞天
、

侍者的颇

面和姿态更为秀美矫健
� 天龙八部

、

力士
、

天王等又显得气势勇猛刚烈
，
不再像巴中南

完��
、
��

、

��号完的天龙八部那样停留在浅

浮雕的表现手法上
。

以曲线表现立体感而达

到高度柔媚的艺术效果
，
这是水宁寺造像的

特色
。

执笔
�

江学礼 程崇勋

摄影
�

郭铁川 江学礼

�日皿�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