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少��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

王 熙祥 曾德仁

四川省资中县重龙山摩崖造像是一处规

模较大
、

造像数量多而集中的石刻造像群
。

����年��月和����年�月
，
笔者两次详 细 考

察了重龙山摩崖造像
，
对现有像兔进行了编

号
、

测绘
、

拍照和记录
。

现将该造像群的概

况和主要像完作一介绍
，

并就有关的年代
、

分期
、

类型及特征等作初步的探讨
。

一
、

地理环境和概况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 �图
一
�

，
属内

江地区
，
东距著名的石刻之乡大足

、

安岳不

到���公里
，
全县亦有多处摩崖 造 像

。

重龙

山造像又称
“
北岩

”
造像

，
与县内其他几处

造像
，

如东
、

西
、

南岩摩崖造像相比
，
为规

模最大
、

雕刻最精
、

年代较早的 一处
。

重龙

山造像按编
一

号共有一百六十二完
，

保存较完

整的约九十完
，

造像 一千六百多身
。

像完的

形制与四川地区的摩崖造像大致相同
，

上要

是平顶敞 口长方形或正方形兔
，

深浅不 一
，

大小不等
，

最 大的如第�号释迹佛 竞 高�
�

��

米
，
小的不足�

�

�米
。

少数像兔 的 兔循和门

洽浮雕成星形
，

或饰 以 垂 袒
、

卷 草
、

云海

等
。

古北岩壁而部分像兔因顶部垮塌
，
被砌

成拱形顶
。

玉龙山造像
一

�要分 布 在
“
君 子 泉

”
和

“
古北岩

”
两段岩壁 �二 �图二�

。

两段岩璧

上下相错成阶梯状
，
通高约钓米

，

造像开兔

密如蜂房
，

分布面总 长约���米
。

君子泉段造

像分布面长约��米
， 一

百
一

十九完
，

其中南

壁三兔
，
东壁 一 百

‘ 一

十六兔 �图三� � 古北

岩段 长约��米
，
四

一

�
一

三兔
，
其中东壁三十五

兔
，

北壁八兔
。

性性性 图 一

玉 乞山冷�二
、
汽

像泣置示怠月

第 �期

二
、

主要像鑫及其年代
、

分期

贡龙 山造像始凿于中唐
，
延及宋代

，
历

时近
�

�

几
一

百年
。

根据造像铭记和文献记载
，

结

合造像的风格
、

组合及特征
，
大致可按年代

分为四期
。

第
· 、 � 一

二期 以
“
会昌 法 难

”
为

界
，
大致相当于中唐 ����一���年�和晚唐

����一�� �年� 两个时期
。

第 扭期为五代
，

第四期为北宋
。

下����’ 按时代顺序 ，
将有代表

性的重要像兔以及有确切纪年的部分像完作

一介绍
。

重龙山造像第��
、
��

、
��

、
���

、
���

、

���以及��
、

��兔等属中店
，
即会昌法 难 之

前所开凿
。

第��兔
，
为释边说法图 �图四�

。

完长

�
�

此
、

高�
�

��
、

深�
�

��米
。

完内正中释边牟尼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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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螺髻
，
两耳垂肩

，

着通肩装装
，

双手置腹

下施禅定印
，

结枷跌坐于莲花台上
，

后有桃

形火焰纹背光
。

佛座前对卧二兽
，

佛后立阿

难
、

遨叶
。

佛左右各立 一菩萨
，

皆戴花冠
，

着羊肠大裙
，

周身饰理路
，

裙带轻拂
，

赤足

立于覆莲台上
，
后有桃形火焰纹头光

。

左侧

菩萨右手提净瓶
，
左手扬柳枝

�
右侧菩萨双

手似持贝叶负于右臂
。

兔上部镌八部众半身

像
，
完稠及门沿上方共镌十二小坐佛

，
或拱

手于胸
，
或袖手于怀

，
或当胸合十

，

均驾祥

云 �
有桃形火焰纹头光

。

门沿下方左右各镌

一天王
，

戴盔束甲
，�

着靴
。

兔左壁外镌有二

供养人
。

完右壁造像题记称
“ · ” …行安

、

行

询
、

延贵等造
· ” 一弟安夷军衙前

· “ “ · ” 。

安

夷军为唐贞元间 ����一���年�韦皋治蜀时

于资中所建① 。

故第��兔应为唐中期作品
。

第��兔
，

为华严三圣像 �图五�
。

兔长

�
�

��
、

高�
�

�
、

深�米
。

造像风格
、

手法与��

完相近
。

此兔两壁外侧有后人祈开十余个小

兔
，

破坏了原刻壁面
。

其中第��
、
���兔旁分

别刻有唐大中八年 ����年� 和 大中十二 年

����年�造像题记
。

大中八年为现存 造 像

题记中时代最早的一则
。

故�� 兔的开凿应早

于这批小完
，
或开凿于会昌法难之前

。

作为

此兔配像的第��
、
���兔天王② ，

以及与之并

列的���兔千手观音
，

亦应属中唐 造 像
。

��

兔正中毗卢遮那佛头螺髻
，

着双领下垂式裴

装
，
衣纹作平行竖线

，
密而圆润

，
袒胸

，

内

衫系结
。

左手抚膝
，

右手残
，

似曲肘上举
。

结枷跌坐须弥座式莲台上
，
座 与��兔佛座大

同
。

后有桃形背光和头光
，
外周 镂 雕 火 焰

纹
，

内圈浮雕莲瓣
，
间以镂空忍冬纹

。

佛左

右各立一胁侍菩萨
。

左右壁 分 镌 文 殊
、

普

贤
，

头皆残毁
，
结枷跌坐莲台 上

， 一

�由昆仑

奴和象奴牵引的狮
、

象承托
，

身后背
、

头光

略与佛同
，
唯顶端罩有花瓣形宝盖

。

文殊
、

普贤外侧又各有
一

胁侍 菩萨立 于 仰 莲 台 七

�图六�
，

皆戴花冠
，

饰樱路
，

着长裙
，

有

桃形火焰纹 头光
。

佛身后平台上
，
左迎叶拱

手而立
，
右阿难双手合 卜

。

�几方镌八部众
，

左右各四
。

兔檐及门沿上部 浮 雕 垂 慢
、

云

朵
，

原刻对称二 女侍已毁
。

门沿下部左右各

雕一力士 �图七�
，

均裸上身
，

着短裙
，

握

拳挥臂
，
飘带环绕

。

据 《华严经 》 ，

毗卢遮

那佛为报身佛
，
系莲花藏世界的教主

。

其左

右胁侍文殊
、

普贤与观音
、

地藏为中国佛教

四大菩萨
。

第��
、

���完分别位于�� 兔左右
，
均 为

翌
回
砂吵么撷显钱 妮

古 北 岩 东 壁

国
…弓磷

困

滑阵晃”
�

瞪
君 子 泉 东 壁 可顶汲 、 沐

图乙 啦龙 ��』
’

止
‘ 「

�

口哟
友��

，
丁月

�� � � 二

�



天工竟
。

�� 号兔天王 �图八�头盔残
，

上身

饰鱼鳞纹
， 一

�身系条形锁子甲 �肩后有牛角形

背光
，
足下有 二夜 叉

，
胯 下有 一地天

。

右壁

侍立一武 匕 戴盔披甲
�
左壁侍立

一

妇人
，

着长裙
，

大袖
，
双手捧钵

，

内盛 供 物
。

���号

宛天王戴头盔披甲
，
腰佩

·

短剑
。

这里附带

指出
，
��

、
���两兔天 王 是重龙山现存天王

像中最大最精美的
。

第��兔天王风格与之相

近
，
可能是同期作品

。

资中县摩崖造像中
，

天 �毛造像 与观 音造像同为数量较多的题材
，

重龙山即有 几�处之多
。

唐元和年间
，

资州

刺史 羊士 愕曾作 《毗沙门天王赞刀
，
有 《毗

沙门天王赞碑 》 传世
。

几
’

二

第 ���兔
，
为千手观 音 像 �图九�

。

兔

长�
�

�
、

高�
�

�
、

深 �
�

��米
。

观音面部及身躯

经后人修补
。

头戴花冠
，
冠中一化佛

。

身上

化出毫光两道
，

分左右射向兔顶
，

萦绕二飞

天
。

具四 �
‘

二手
，

肩 �两手合托 一坐佛 于冠

顶
，

胸前两手残
，
腰间两手置腹 下 施 禅 定

印
，

稍下两手各执念珠
一

串搁膝上
，

其余各

手分持铃
、

瓶
、

轮
、

镜
、

弓
、

柞
、

盾等法器
。

作善枷跌坐
，

赤足踏仰莲盆
。

座呈金刚须弥

式
，

素面
，
四方形

。

背托椭圆形身光
，

外雕

火焰纹
，

内刻手掌
一 、

二圈
，
以示千手

，
掌

心齐 一 眼
，
以示千眼

。

观音座下左侧跪
一

饿

鬼
，
手提 口袋向一 老者作乞食状

�
右侧跪

·

像
，
面对一菩萨

，

似作忏悔
。

兔上方左右角

各镌五佛立云端
，

象征十方诸佛
。

左右壁对

称由下至上浮雕六层小像
，
为观音部众天龙

八部诸神 �图 一��
。
接近兔顶的第六层浮

雕包括雷公击鼓
、

风伯鼓风
、

电婆悬镜
、

云

母泻雨
，
内容尤其丰富

。

此兔造像布局与大

足北山第�兔千手观音布局类似
。

千手 千 眼

观音又称大悲观音
，
为密宗所谓 六 观 音 之

一 ，

唐中叶后在四川颇为盛行
，

与四川其他

地区同时期造像 一样
，

重龙山造像中观音像

兔也是数量较多的题材
。

第��完
，

为三身佛兔
，
较有特色

。

从风格

看应属中唐造像
。

完正壁三佛
，
均螺髻

，
面

露微笑
，

着双领下垂式袭装
，

衣褶疏朗
。

中

佛双 手置腹前结印
。

左佛两手轻提
， �

卜下盛

于胸前结印
。

右佛左手残
，

右手
�

�举施印
。

皆结枷跌坐于莲台上
。

座身呈八边形
，
束腰

每面阴刻两扇 长方形金门
，

内 饰 花 瓣 纹三

朵
。

身后有桃形火焰纹头光和马蹄形卷草纹

背光
。

两侧壁各立 一胁侍菩萨
，

皆戴冠
、

着

天衣
、

披肩巾
、

饰手镯
，
一手或挽裙带或托

宝珠
，
一手曲置腰间

。

第��完
，
为一佛二弟子二 终萨二力士

。

允左壁题
“ ”
一 日刺史窦傍造

” 。

窦傍其人

北�
十����

部口口 此

�礴瓜习 口困
砂，

古 北 岩 北 壁 �
， �

二
�米

�

叫
仁

口味口门口、 � 、 口 困 口」

囚 井司 园口

困 一囚蘸赢冈
�

君 子 巢 尚壁 龟 � ‘ 长

第 �期







史无记载
。

从造像风格看
，
很接 近 上 述 像

完
，
似介于中

、

晚唐之间
。

兔中部释边佛螺

髻
，
着双领下垂式架装

，
内衫系结

。

左手抚

膝
，
右手残

，

似上举作说法状
，

结枷跃坐
。

背

有桃形火焰纹身光
。

其左侧弟子像已毁
。
菩

萨持金刚圈上举
。

右侧弟子头部比例较大
，

着双领下垂式短大衣
，
内穿长衫垂地

，
双手

合十
，
面带童相

，
当为阿难

。

右侧菩萨戴高

冠
，
披肩巾

，
着羊肠大裙

，
胸挂项饰

，
珊洛

满身
，
左羊提瓶

，
右手挽带

，
赤足踏仰莲台

上
，
有桃形火焰纹头光

。

盒相饰垂慢
，
右沿

尚存一力士
。

晚唐时期的造像
，
在重龙山造像群中占

有相当数�
，
主要分布于君子泉东壁南端以

及北端的一部分
。

古北岩北壁已毁的八完及

东壁少数像完也可能属这时期开凿
。

这时期

像完多数有确切的纪年题记
，
包括唐大中

、

咸通
、

乾符和大顺等年号
。

第��兔
，�

为地藏像
。

大中八年造
。

地藏

着通肩架装
，

半枷跌坐
，
有通身背光

。

完左

壁题
� “

敬造地藏菩萨一身
。
弟子寂方

、

简

口
，

右女弟子王氏
，
女十三娘

，
同发愿敬造

前佛功德
，
合家平安

，

永为供养
。

大中八年

����年�十月二 日题
。 ”

第���完
，

为药师佛像
。

佛居中立 于 莲

台
，
手持莲花

，
着架装

，
有通身背光

。

左药

王
、

右药上菩萨捧钵立莲上
，
皆有头光

。

完

左壁题
� “

敬造药师琉 璃 光 佛一 身
，
并药

王
、

药上一兔
，

右弟子罗元靖愿恶节患疚除

退及家 口平安
。 “
一大中十二年 ��每�年�闰

二月八 日口口过毕
，
弟子供养

。 ”

第��完
，
为三世佛

。

正壁三佛头顶皆罩

莲瓣式宝盖
。

当中为现在佛释迎牟尼
，
左为

过去佛迎叶
，
右为未来佛弥勒

。

皆结枷跌坐

于莲台上
。

座身呈圆形
，
束腰为镂空鼓状

。

左壁立一弟子
，
左手上举托钵

，
右手持莲搭

图八 第��兔天王像 图九 第���充 干手观 音像

一。 ��年



肩上
，

赤足踏圆形莲台
。

咸通三年 ����年�

造
。

第��兔
，
为弟子像

。

沙门比丘貌
，
圆头大

耳
，
面相丰腆

。

着短衫长裙
，
双手捧珠

，
赤

足立覆莲台上
。

身后有桃形火焰纹头光和背

光
。

完左题
� “

�’� 州 司 仓 参 军 萧 远 敬造
此

·” 一行资州录事参军 李 开
··

一咸 通 五年

����年�七月廿三 日 弟 子之奉义
“ ·… ” 。

第��盒
，
为北方天王像

。

天王头部残存

盔带
， �

上身裹环形 甲
，
下身着长 条 形 锁 子

甲
。

右膝和臀下分别跪
、

压一小鬼 � 肩后有

牛角形背光
。

左壁武上似挂锡杖
，

右壁女侍

捧钵
，
皆立仰莲台

。

右壁外题记
� “

敬造北

方天王一躯
，
弟子当州都虞侯冯元庆愿合家

大小平安
，
咸通六年 ����年� 四 月 十八 日

口毕
。 ”
北方天王又称毗沙门天王

，
在资中造

像中多见
，

其原因当与中唐以后资州一带战

事有关
。

资中地处成渝交通要冲
，
历代为兵家

争夺之地
。

距资中城西约�公里的西岩摩崖造

像第��完毗沙门天王像左壁现存五代后唐天

成四年 ����年�造像碑明确 记 载
� “

咸通

中
，
南蛮救乱

，
围逼成都

，……焚庐掠地 ，
穷

恶悠凶
， ”
一此际

，
天王茂昭圣力

，
速显神

威
，
楼上耀光明之彩

，
蛮蛋瞻之而胆普

，
酋豪

视之而心口
，
即时遁跃

。 ”

第��兔
，
为观音像

。

观音善枷跌坐须弥

座上
。

左右各镌二金刚
，
均托祥云

，
其中右

壁一金刚握瓶
，
一金刚抱钵

，
完 相 浮 雕 垂

慢
。

左壁外镌男供养人七身
。

上排一老者托

祥云
， 下排六人

，
由大到小依次而立

，
皆戴

懊帽
，
着圆领长衫

，
双手合十

。

右壁外镌女

供养人五身
，
上一下四

。

完左题
� “

弟子宜

节校尉
、

行东川荣州口口口将赵口愿合宅平

安
，
造大悲 完口口 功 毕

，
时 以 乾 符 二年

����年� 四月一 日
，
设斋庆过了

。 ”

第��完
，
为释迩牟尼 像

。

释 迎 牟 尼螺

髻
，
着圆领架装

，
左手置膝上

，
右手上举

，

结枷跌坐莲台上
。

座身呈八边形
，
下枯饰覆

莲瓣
，
束腰壶门为矩形

。

有火焰状身光
，
顶

壁悬宝盖
。

左右二菩萨半助跌坐莲台
，
乘怪

兽
。

两侧对称镌
一

�诸天
，
均合十而立

。

左右

壁各有三天将
。 �

七部有楼阁
，
下方出平台

、

栏杆
、

梯道
。

两沿各一力神
。

左壁外男供养

人七身
，
四老三少

。

右壁外女供养人九身
，
五

老四少
。

兔左题
� “

敬镌造 释 迎 牟 尼 �并

部�众兔壹所
，
右弟子张景磷口口口前件口

功德 �设 〕 斋表 庆 毕口口口大 顺 二年����

年� 四 �月〕
。 ，，

第��兔
，

为维摩�吉经变相
。

无题记
，
从

造像风格看
，

应属晚唐所镌
。

兔长�
�

��
、

高

�
�

��
、

深�
�

��米
，
存造像六十尊

。

右边镌一

房殿式房屋
。

正脊有鸥 尾
，
无 吻

。

刻 出 瓦

垄
、

卷棚
、

翘角
。

阑额土施补间铺作六朵
，

与柱头铺作同为一斗三才升
。

屋内维摩�吉披

发
、

蓄须
，
左手抚几

，

右手摇 扇
，
斜 坐 榻

上
，
一副谈笑 自若之态

。

左方文 殊 侧 身 相

对
，
着羊肠大裙

，
左手抚膝

，
右手敲锤

�
善

枷跌坐莲台上
，
足踏莲花

，

有桃形火焰纹身

光
。

其旁肃立三十一位沙门弟 子
，
双 手 合

十
，
静听说法

。

第��兔
，

为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图一二�
。

据右壁大中祥符二年 �����年� 《重桩西方

完碑记 》 ，
又称西方兔

。

兔上部风化严重
，

三主像头毁
，
存二百二十 一尊像

。

五代时期的造像
，
有明确纪 年 的 仅 第

��
、

���两兔
。

第��完为药师佛
。

正中药师佛着裂装
， ’

左手托钵
，
右手曲胸前

，
结枷跌 坐 莲 花 座

上
。

旁侍二弟子
，
左右 日

、

月光 菩萨善枷跌

坐
。

下方二层平台上各跪十 像
，
上 层 单 膝

跪
，
下层双膝跪

，
皆双手合十

。

左壁镌三供

养人
，
中

、

右二人着官服
。

右壁 镌 二 供 养

人
，
左老妇

，
右女子

。

老妇旁题
“
亡婆颖川

郡陈氏
” 。

左壁外题
� “

敬 〔镌 〕 造药师佛

一完
。

右弟子口思顺
、

思谦等奉为亡 〔婆〕

陈氏因于设除服斋
，

时以广政 十 五年 ����

年� 壬子五月二十八 日庆赞讫
。

亡公前忠州

司马吴口
�
亡父衙前教练伙兼口都口镇吴承

第 �期





口
‘ ”

梁太祖朱晃
“
开平

”
和前蜀王建

“
永平

”
年

第 ���完
，
为释迎牟尼像

。

全兔风 化 严 号
，

但前者势力未及蜀
，
后者 早 于 ���完题

重
，
存三 十三像

。

正中释迎牟尼着架装
，

结 记四十五年
。

因此
，
第���兔有较大 可 能为

枷跌坐莲花座上
，
有桃形火焰纹身光

。

左右 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年� 或英宗治平三

对称侍立十弟子
。

两壁刻团团祥云
，
云朵中 年 �����年� 所造

。

现
“
太子降生

” 、 “
骑马逾城

”
等佛传故事 第���兔

，

为华严三圣
。

此兔与���盒风

各一幅
。

两沿各镌二供养人
。

右壁题
� “ “

一 格一致
，
且紧邻

，
应系同 时 期 镌 造 �图一

佛并部众 ”
一为亡口王氏

、

亡口 ”
一敬造上 三�

。

正中毗卢遮那佛头 已 毁
，

着 通 肩袭

口口国资生界
，

时已广政二十一年 ����年� 装
，
左手抚膝

，

右手残
，
结枷 跌 坐 莲 花座

岁次戊午八月口 日
。 ”

上
。

莲座下突起云烟两道
，

交 叉 上 升
，
云

北宋时期的像完
，
没有明确纪年的造像 圈中托起二女侍

，
跪姿

，
上身皆已毁

。

左侍

铭记
。

第���兔及其相邻的巧�兔应系此期作 迎叶
，
呈老年比丘貌

，
右侍阿难

，
显少年比

品
。

丘相
。

皆内着交领长衫
，
外披架装

，
两手合

第 ���完保存较完整�图版肆 ���
。

正中 十
，
赤足立于鼓形圆台上

，

项后有环形齿纹

药师佛
，
头有肉髻

，
两耳几乎垂肩

，
面相丰 头光

。

左文殊
，
右普贤

，
皆戴冠束发

，
冠中

满圆润
。

着双领下垂式架装
，
左 肩 上 负 裕 一坐佛

，
冠带垂肩

，

耳穿环
，
披肩巾

，

饰要

涟
，

内衫系结
。

左手托药钵置腹前
，
右手搁 玲

。

文殊双手置胸前似捧宝珠 �图版肆 ��� �

膝上
，
善枷跌坐

，
赤足踏双莲

。

座呈金刚须 普贤左手平放胸前
，
掌心向上

，
右手残 �图

弥式
，

素面四方形
，
上

、

下 袅
、

枯 叠 涩 两 版肆 ���
。
皆结枷跌坐莲 台 上

，
台分 别 由

层
，
束腰略收

。

座下刻平台三级
，

垂带踏道
，

狮
、

象承托
，

狮残损
，

象保存完好
。

狮左侧

下层台阶上置香炉
。

左右为 日
、

月光菩萨
，

昆仑奴着交领大袖长衫
，
足蹬 长靴

，
双手提

戴宝冠
，
冠后软巾垂肩

，
着长裙

，
披巾

，
胸至 钵作喂食状

。

象仆着短袖衫
，
扎 绑 腿

，
赤

膝间饰樱路 � 一手抚膝
，
一手分别托 日

、

月轮 足
，
双手握绳作拉引势

。

二者头皆已毁
。
文

于腹前
，
善枷跌坐

，
双足共踏一莲

。

主像两 殊
、

普贤外侧各 一胁侍菩萨
，
束发戴冠

，
冠

侧有十位剃发弟子
，
分四组

，
皆外着长衫

，
中立小佛

，
服饰

一

与文殊
，
普贤 略 同 �图 版

内衣架装
，
双手合十

，

赤足立平台上
。

左右 肆 ���
。

左沿一护法金刚
，

裹甲
，
下方 一妇

壁上方各一飞天和五乘云坐佛
，
中部各立四 人一女童 �图一五�

� 右沿一金刚一文官
�

药叉
，
下方 各 二 药 叉

。
���完 右壁造像铭 左壁外男供养人十一身

，
分两排

，
上四身成

存 �’� “ ” ·

〔药〕 师琉璃光佛并部众 “
一口平 年人貌

，
下七身童子貌

。

右壁外女供养人七

三年七月 ”
一僧道芝

、

当院 小 师 惠 岩
、

弘 身 �图一四�
，
上三

，
妇人貌

，
下四

，
少女

真 “
一

”
等字样 �图一一�

。

道芝等人史籍 貌
，
皆头挽发髻

，
博衣长裙

，
拱手胸前

，
微

无考
。

但此兔在古北岩东壁
，
位于广政二十 露足尖

。

一年所凿第 ���兔以北
。

古北岩北壁 像 完前 北宋时期的重要造像尚有第 �
、

��兔等
。

面是平坝 � 东壁像兔临数丈绝壁
，

其南端与 第�兔释迎牟尼
。

为此处最大 造 像 �图

北壁相连
，

味仅 有栈道可通
，
北 端 则 为 死 一六�

。

兔长�
�

��
、

高�
�

��
、

深 �
�

�� 米
。

角
，
元出口

。

因此
，

古北岩造像当先造北壁 释迎牟尼近乎圆雕
，
造型 与资中西岩第��兔

后迄东燮 东壁山南端逐渐向北端发展
，
故

、

北宋治平二年 �����年�造阿弥陀佛类似，

���完应脚 ����完
。

关于纪 年
，

考 有 唐一 整体构图与资中东岩 北 宋 释边牟 尼
、

迎叶

代
，
无以

“ ”
为尾字的年号

�
五代虽有后

“
拈花微笑

”
图相契合① 。

正 中 释 迎罩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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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一几

第���完华

严
�

毛像

盖
，
头螺髻

，
眉心露白毫相

。

着双领下垂式

袭婆
，
微祖胸

，
左肩负裕 袋

，

左 手 曲 置胸

下
，
右手上举作说法印

。

足下踩双莲
，
项后

有桃形头光
。

佛面相及衣饰曾经后人修补
，

�

但仍能看出原刻线条流畅洗练
，
比例适度

。

右侧弟子阿难双手合十
，
似全神贯注聆听说

法
。

左右壁下方各镌一供养人
。

右壁外刻一

康崖碑
，
字已剥拗

。

第��完
，
为观音像

。

与大足北山北宋所

锈第���完数珠手观音风格相近
。

左 壁 存北

宋大中祥符三年 �����年�重妆彩记事碑一

通
，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 》 误将该碑记为镌

造碑
，
造盒当早于此碑

。

完中观 音 头 戴花

冠
，
耳环垂肩

，
着裙

，

披巾
，
腕套镯

，
左手

执柳枝
，
右手挽带

，
周身密饰珊路

，
嘴角眉

梢略琳微笑
，
体态炯娜

，
丰姿绰约

。

身后有

挑形火焰纹头光
。

完相沿饰垂慢
。

第��完
，
为老君像 �图一七�

。
这是此

处唯一保存完整的道教造像
。

完右沿题
“
北

岩住持道刘合全
” 。

完嵋刻
“
太清宫

”
三字

，

相角饰雀替
。
完内老君束发戴冠

，
长髯

，
着

道袍
。

左手抚膝
，
右手执扇 ， 右腿盘曲

，
左

足轻垂
，
坐于卧牛背上

。

从造像风格看
，
与

各完迥异
，
似为清代作品

。

三
、

类型及特征

重龙山造像内容丰富
，
题材广泛

，

概括

起来
，
大致可分为四类

。

图一四 第���见右壁外女供荞人像

一���
·

年
东
�

卜
�

州脚



图一五

第�“ 立左 沿

第一类
，

佛或佛 与其 部 众
，
有 六十八

允
，

占总数的���
。

其中
，
释迎及其部众二

十三完
，

二身佛三兔
，
三身佛五兔

，
三世佛四

兔
，
阿弥陀佛及其部众十四完

，
毗卢遮那佛

与其部众九完
，
药师佛与其部众九完

，
弥勤

佛一完
。

这类像的组合
，
早期 均 以 佛为 中

心
，
依次排列弟子

、

菩萨
、

诸天
、

天将
、

力

士
，

晚唐以后出现佛
、

菩萨
、

弟子并立的状

况
。

第 二类
，
经变相

，
共十三兔

。

其中
，
释

迎说法图五兔
，
释趣悟道图二兔

，
观无量寿

佛经变四完
，
维摩洁经变二完

。

这类像组合

较灵活
，
无一定格局

，
旨在宣扬佛教教义

，

佛不显得十分突出
。

第三类
，
菩 萨

、

弟 子
、

天 王
，
共 六十

完
，
占总数的���

。

其中
，
观音及其与地藏

合像二十三兔
，

千手观音八盒
，
地藏像八完

，

天王像十八兔
，
文殊

、

普贤二兔
，
弟子像一

完
。

这类像的组合
，

把菩萨
、

弟子及天王放

在突出的地位
，
作为崇拜和供奉的主体

，
主

要出现于晚唐以后
。

第四类
，

其他造像
，
共十一完

。

如三清

像
、

老君像等
，

这些造像均随施主所求而服

琢
，
无固定形式

。

一

重龙山造像
，

在会昌法难前
，

像完开得

较大
，
较深

，
造像衣饰华丽

，

造型较多
，
生

动而有气势
，
在一定程度上继承

、

发展了四

川盛唐时期石窟艺术的风格
。

这与当时四川

政局相对稳定
、

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背景相

吻合
。

如第��号完
，
慈祥端庄的佛

、

聪慧贤

椒的菩萨
、

恭谨谦和的弟子 等
，

均 形 体 健

美
，
性格特征鲜明

，
极富质感

。

晚唐的造像

兔小
，

量多
，

组合简单
，
大部分堆刻草率

，

缺乏生气
。
出现许多以药师佛

、

阿弥陀佛
、

观音及地藏为主的像兔
，
以前唯佛独尊

、

单

尊释迎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

五代和北宋时期

的像完逐渐增大
，

造像形体
、

服饰变化较多
，

像的组合 日趋自由
，
无固定模式

，
雕刻技术

有所创新
，
出现不�

‘
�十唐的凤格

，
特别到了

北宋
，

艺术表现更 ��臻成熟
。

这时期造像
，

显然
一

与相邻不足 百里的大足北山
、

宝顶山和

安 岳圆觉洞等处的五代
、

宋造像有极密切的

巴
一

六 第州�众释
、
坦州

�

像

醉
。 ，



凰

馨

面反映了四川石窟造像发展的历史过程
，
在

四川石窟考古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
值得

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
曾蒙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吴觉非
、

丁祖春等同志给予热情指

导
，
并得到资中县文管所同志大力支持

，
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

绘图
�
王熙祥

摄影
�
李 良

图一 七 第��完老君像

联系
。

总的来说
，
重龙山摩崖造像

，
从一个侧

① 见 《 舆地纪胜 》 卷‘ 百五十七资州条 。

② 四川邓帐县石笋山唐代摩崖造像第��兔华严三圣

两侧也配有类似二天王
，

参见 《 邓睐石笋山摩崖

造像 》 ， 《 四川文物 》 ����年第�期
。

⑧ 见 《 四力旧报 》 ����年�月�日 载 ��资中县发现
口

拈花微笑
�

摩岩造像 》 。

�上接第��页�

区也应受到一定波及
，
大约在这之后

，

卧佛

院的造像刻经活动停顿下来
。

卧佛院至今保

留的几十个尚未刻经的经洞有的尚未竣工
，

有的洞壁还未磨光
，
还有一些未完成的造像

粗坯
，
正说明了这一情况

。

晚唐社会动荡很大
，

兼之唐武宗会昌年

间的灭佛
，
卧佛院可能更是一暇不振

，
因而

全院未发现晚唐的造像
、
刻经

、

题记
。

五代时
，
前

、

后蜀在川统治时间较长
，

而且相对稳定
。

广政时以王彦昭
、

蒙彦进等

为首的官
、

绅开凿了数小完造像
。

但宋代卧

佛院更加衰落
。

南宋绍兴年间
，
卧佛以下造像风化后的

空白处又补刻了观音
、

文殊
、

普贤等十几躯

造像
。

这以后元
、

明
、

清时期均再无造像
。

本文承沈仲常
、

丁明夷
、

朱启新等老师

指导 ， 我县文管所唐成义
、

李官智
、

陈静同

志协助收集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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