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恪生

“你看大佛左掌中的牟尼珠，是赐
予荣州儿女圆满、祥瑞的意思。这个祝
福，已经护佑了荣州大地1000多年。”近
日，在被称为世界第一大释迦牟尼石刻
佛像的荣县大佛面前，荣县文化遗产研
究保护中心主任曾德向记者道出了这
尊佛像鲜为人知的秘密。

荣县大佛位于自贡市荣县县城东
郊，始建于唐代，佛像坐南面北，通高
36.67米。大佛石窟历史悠久、艺术水
平极佳，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
科学价值。因此，民间素有“嘉州大佛
雄、荣县大佛美”之说法。2006年，荣县
大佛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佛依山而凿
神情肃穆威严而又显宽宏慈悲

在荣县大佛的山脚下，远远望去，
大佛的面容依稀可见。

经过长长的石梯拾级而上，便到了
大佛的脚下。抬眼望去，只见大佛凝视
远方，宝相庄严，慈悲肃穆。

曾德介绍，荣县大佛为倚坐式，依
山而凿，着通肩式“宽衣博袖”服饰，形
式和风格更趋中国化。其雕饰细腻，
面部丰满，鼻高唇薄，两肩宽厚，双耳
垂肩，神情肃穆威严而又显宽宏慈悲、
安详宁静，既具有男性肃穆威严的端
庄气派，又有女性的纯洁慈爱和雍容
典雅。

“大佛右手抚膝，左手托珠。”曾德
介绍，其掌中托牟尼珠，这在全国大型
石刻造像中独一无二，有赐予荣州儿女
圆满、祥瑞之意。

据了解，荣县大佛寺占地近3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全系古
建筑或仿古建筑，内有龙洞摩崖造像、
达摩渡江石刻、啸台罗汉群像等10余

龛50余尊造像，以及题刻、石碑等附属
文物多处。山上山下绿树成荫，悠久的
人文景观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
使荣县大佛寺成为川南地区颇富吸引
力的文旅胜地，也是自贡世界地质公园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成功创建为
国家4A级景区。

荣城州府建制
使其成为唐宋时期的“中心”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荣县大佛？专
家介绍，其实早在唐宋时期，荣州大地
便有敬佛、崇佛的社会氛围。唐宋王朝
统治者出于调和社会矛盾，将儒家思想
作为教化民众的一种补充，对佛教采取
了利用、倡导的积极态度。

“唐宋时期，佛教僧侣的学识修持、
文人雅士的礼佛参禅，让礼佛拜佛在民
间蔚然成风，社会各阶层有着强烈的崇
佛热情，而崇佛、礼佛的行为则表现在
修造寺庙、镌造佛像等各个方面。”曾德
说，当时民众通过烧香拜佛、供奉果品、
布施斋僧、修建寺庙、塑像造塔、刻印佛
经等方式表达对佛、菩萨的敬仰崇拜。
广大善男信女供奉礼拜佛像，寄托自己
的愿望，祈福祛凶，保佑平安，把佛像当
成有求必应的万能的保护神。

除此以外，唐时设荣州，辖大牢、旭
川、资官、威远、公井、和义6县，南宋理

宗绍定年间，改荣州为绍熙府。“荣虽出
谷南，实为郡国一都会。”荣城州府建
制，使其成为周边较大区域内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发达，财力充沛，
也是能开凿大佛的重要原因。

荣县的盐和铁自古著称。《汉志》
载：“南安有盐官铁官”。荣县众多的卤
井遗址及铁厂镇的汉代冶铁遗址就是
有力证明。同时，荣县的酒文化、茶文
化、陶文化在历史的悠长画卷上更是分外
妖娆，声名远播。而在当时，盐、铁、酒、
茶、陶均为官府专控商品，属于高利润行
业。综合看来，唐宋时期荣州民众的富足
和官府赋税的充盈是毋庸置疑的。

数量多题材广
全县登记在册造像石刻30余处

“我县石窟寺及石刻遗存十分丰
富，全县范围内登记在册的造像石刻有
30余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8处

（其中国家级1处，荣县大佛石窟），省级
4处（后龙山摩崖造像、荣县二佛、吕仙
崖摩崖造像、芭蕉湾摩崖造像）。”曾德介
绍，从造像内容来看，多为佛教题材造
像，数量最多的是龛内造一佛多尊像的
龛窟，数量较多的还有单尊像，其次是两
尊并列的龛窟；比较突出的是大型倚坐
佛像。全县范围内有倚坐佛像16尊，包
括大佛寺主尊、二佛寺主尊等，体量巨
大；还有二佛寺的天王立像身形巨大，龛
高509厘米，可能是四川地区现存毗沙
门天王造像中最大的一尊。另外，龙洞
的天王立像残高370厘米，体量亦不小。

从年代来看，荣县造像多为唐宋时
期凿刻，年代十分久远。

截至目前，荣县拥有登记在册的不
可移动文物数量500余处，其中石窟寺
石刻是荣县文物的优势和特色，多年来
成为蜚声世界、广大中外游客青睐的旅
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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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大佛：掌托牟尼珠全国独一无二
唐宋时期荣州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敬佛崇佛氛围浓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根据最新出炉的专项调查报告，四
川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共2134处，
总量排名全国第一。专家认为，四川石
窟具有强烈的地域独特性和时代特征，
是我国石窟寺发展进程中不能忽视的
重要环节，也是我国石窟保护与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言，如果说北方石窟是中国石
窟艺术的“上半阕”，那么巴蜀石窟便是
当之无愧的“下半阕”。

9月13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启动“你不知道的川渝秘境”系列报
道，寻访散落在巴山蜀水的石窟石刻遗
迹，在山野田间感受蜀风汉韵、唐宋遗
音，挖掘这些名胜背后的“秘境”故事。

调查：新发现115处石窟

去年11月，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
求，四川省相关文物保护机构开展了一
次大规模的石窟专项调查工作。240
余名调查队员历时8个多月，走遍全省
21个市（州）、复核调查2953处文物点，
完成2134份石窟寺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四川共有

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134处。其中，
包括新发现115处。整个四川地区，除
了攀枝花，其余20个市（州）均分布有
石窟寺遗存。有9个市（州）石窟寺数量
超过100处；5个市（州）超过150处；4个
市（州）超过200处。石窟寺分布密度
前四的4个市分别是成都、资阳、南充、

巴中。

遗憾：保护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发现来之不易，几乎均是调查
队员们在野外凭借双脚徒步、双手攀爬
得来。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
刘建成参与了此次广元小组的调查。
在广元剑阁一处高约7米的天然崖壁中
部，刘建成一行发现了一龛保存完好的
唐代石窟。内龛高浮雕一主尊二真人
二女真像，后排高浮雕天龙八部众六
尊，外龛两侧高浮雕两位力士，造型精
美，线条生动。

在广元市苍溪县，调查队员前往
一处名为高洞的村落，在当地村民的
指引下，艰难攀爬上一座陡崖顶部。
遗憾的是，出现在他们眼中的是四尊
已被风化破坏模糊不清的造像。“这
让人十分心痛。”刘建成说，寻访过程
中，有许多耄耋老人曾经清晰见过的
造像，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已模糊不
清，仅存造像轮廓。

“这些石窟都是历史留下的宝贵文
化资源，是古代文明交流的实证，保护
它们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刘建成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人增强文物保护
意识，共同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

期待：成为南方石窟中心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姚军说，
四川是我国晚期石窟造像开凿的重要
地区，石窟造像数量巨大，分布范围广，
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特点。

他介绍，由于四川石窟寺营造始于
北朝晚期，繁荣于唐宋，“安史之乱”后
成为我国石窟开凿的中心，所以其具有
强烈的地域独特性和时代特征，是我国
石窟寺发展进程中不能忽视的重要环
节。并且，四川石窟以中小型石窟为
主，因此，极强的民间性是四川石窟的
特点，也是四川石窟独特价值的体现。
这意味着，四川石窟应是我国石窟保护
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底，在重庆大足一场有关石窟
寺考古的学术研讨会上，四川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院长霍巍表示，川渝石窟寺最
有条件成为中国南方石窟寺中心。期
待形成西北敦煌，黄河流域云冈、洛阳，
长江流域川渝石窟寺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将极大提升川渝石窟寺的凝聚辐射
作用，助力文旅融合深度发展。

四川有石窟2134处 总量排全国第一

荣县大佛通高36.67米。

摩崖造像

调查队员在广元苍溪高洞一处石
窟寺调查。 图据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