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四川、重庆
是我国石窟造像艺术延续时间最长、
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各具特色的石
窟造像遍布巴蜀大地，其中以唐宋年
代居多。

在资阳市乐至县龙门镇，有始建
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9年）的报国寺，
其被称为蜀中净土，寺内有“三绝”，其
中最神秘的是千年“树抱佛”，大小不
一的石刻造像神态各异，镶嵌在一棵
古榕树的树根之中，形成了佛与树相
应而生的奇异景观。

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佛，一直
没有确切的说法，这也成为“树抱佛”
最大的谜团。2010年，还引起央视《走
进科学》栏目组关注，对“树抱佛”进行
全方位拍摄，并采访相关专家，试图对
此揭秘。

10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来到报国寺，探寻其背后的“秘
境”故事。

寺内有“三绝”
千年“树抱佛”最神秘

报国寺位于乐至龙门镇金龟山
上，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是四
川有名的千年古刹。从当地县城出
发，大约半小时的车程即可到达山门。

走进寺内，一股清幽之气扑面而
来，巨大的山石布满青色的苔藓，与各
种树木浸润而生，树下是青石板小路，
这个季节路面显得有些湿滑。

“报国寺内主要有‘三绝’。”义工
蒋平向记者介绍说，“三绝”指的是明
代石棺、缅甸玉佛和树抱佛。她提到，
报国寺所在的金龟山上，有不少圆形
巨石，历史上有人将这些石头掏空做
成了石棺，其中一处石棺上还留有明
朝正德九年的碑文，字迹隐约可辨，镂

空的雕刻石花冠十分精美。

而缅甸玉佛指的是寺内30多尊来
自缅甸的玉石佛像，这些雕刻精细的
缅甸玉佛从数量和形态上，在国内非
常少见。“其中一尊接引佛就高达4.13
米，重约10吨，高度和重量在全国都居
前列。”

然而“三绝”中最神秘的还属树抱佛。

从报国寺大门进入，沿着台阶拾
级而上，便来到被称为树抱佛的奇观
前。记者看到，一棵巨大的榕树盘踞
在山石之上，树根顺着石头向下蔓延，
几座佛龛坐落在树根里，而树根生长
的轮廓正好和佛龛的轮廓一致，树根
仿佛紧紧将佛龛抱住一般。

不仅造型奇特，树抱佛的发现也
颇具神秘色彩。据乐至文管所工作人
员介绍，多年前，几位翻修寺庙的工匠
在榕树下乘凉，一位工匠的工具掉在
树根处，去捡工具时意外发现树根下
的杂草丛中有佛像。当地经过长达 3
个月的挖掘整理，千余尊石刻造像露
出地面。

此外，工作人员还提到，在对树抱
佛进行考察时，有考古专家在其旁边
发现了一块造像碑，从细节雕琢、工
匠处理手法等细节推断，其建造时间
和树抱佛中佛龛的开凿时间相差不
太远，“应该是几十年，或者更短。”

顺着工作人员手指的位置，记者
也在造像碑上看到“大蜀广政二十六
年”等字样。工作人员解释，根据这几
个字，考古专家在清代道光年间的乐
至县志中发现了这块碑文的全部内
容。由此推断出造像碑记载的“大蜀

广政二十六年”，即五代后蜀的963年，
距今已有1058多年。

而树抱佛内最大的佛龛叫作观无
量寿经变，这个题材也很具有时代特
点，“在中晚唐到五代阶段，四川十分
流行这个题材。”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多方资料交叉印证，能初步判断树抱
佛内佛龛开凿年限已超千年。

到底先有树还是先有佛
《走进科学》栏目曾揭秘

千年“树抱佛”奇观曾引来很多考
古界、佛教界的专家对其研究考证。

其中，最令考古专家疑惑的是，究竟是
先有树，还是先有佛像？“如果先有树、
后有佛，那么千余尊神态各异、大小不
一的佛像怎么会在‘毫发无损’的情况
下，‘安座’进树根之中？如果先有佛，后
有树，那么树根又怎么会如此‘听话’的
将每尊佛像呵护得如此完整。”有专家
不由发问。

有专家指出，栽种榕树是四川寺
庙的普遍现象，不少寺庙内榕树的栽
种时间与寺庙建造时间相隔不远。由
于报国寺建于隋开皇二年，距今有
1400多年的历史，所以古树的栽种多
半为建庙后不久。由此专家推测，应
该是先有树后有佛。

2010 年 7 月，央视《走进科学》
栏目组对千年“树抱佛”进行了全方
位拍摄，并试图通过采访有关专家，
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揭秘。节目
中提到，要判断先有树还是先有佛，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要知道树和佛像
的“年龄”。

当时，栏目组找来了高级林业
师、乐至县原县长王隆瑛，但要测量
古树的年龄并非易事。原来，目前
这棵榕树能看到的只有原来的三分
之一，中间有 30 厘米左右的空心，
用 测 树 根 年 轮 、观 察 树 根 横 截 面 、
CT 扫描等方式不能测算出古树的
年龄。

“后来我们又对树根的周长、树身
的高度，以及树皮的厚度等进行了测
量。”10月11日，王隆瑛在电话里回忆
称，当时通过对树皮厚度测量判断，古
树的年龄应该在七八百年以上，但未
超过千年。

佛龛开凿时间已超千年，而榕树
却没有，栏目推测认为，树抱佛奇观应
该是先有佛后有树。此外，在一根树
根后面，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一个隐藏
的小佛龛。专家表示，如果先有树后
有佛，粗大的树根后面如何雕刻出如
此精美的佛龛？“可能是先建好佛龛，
旁边的树根再经过漫长的成长过程而
形成。”

先有佛还是先有树的讨论仍在继
续。乐至县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斌
表示，如今，报国寺还因其浓厚的佛教
文化底蕴，吸引不少人来进修学习，已
发展成为道风朴实淳良，专修专弘净
土宗的清净道场，被誉为“蜀中净土”，
是游客观光旅游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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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乐至报国寺

千年“树抱佛”奇观 曾吸引央视来揭秘

华西都市报讯（郭玉红 记者 曹笑）
10 月 8 日，泸州某娱乐会所的陈女士在
该市龙马潭区行政审批综合服务大厅申
请“自由贸易试验区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消防安全许可证法人变更”事
项，在被工作人员引导至“办不成事”受
理窗口后，她疑窦丛生、忐忑不安，“糟
了，看来办不成了”。然而，当天陈女士
达成了心愿，心头难事得到化解，她连连
称赞：“‘办不成事’把事办成了，确实给
力！”

原来，陈女士申办的业务，不属于龙
马潭区消防应急救援大队行政许可办理
范围。不过，根据属地原则和便民原则，
该大队也可协助办理。然而，省消防总

队尚未将该变更事项的制式文书配发下
达到该大队。针对这种情况，“办不成
事”窗口受理人员联系区消防应急救援
大队进行会商。根据现实情况，该大队
考虑到申请人的实际需求，暂用其他形
式的制式文书代替发放，待制式文书下
发后，再联系陈女士予以更换。

“办不成事”窗口的成立，源于泸州
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
任务工作举措。龙马潭区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副主任龙思宇介绍，绝大多数情况
下，申请人都能在普通窗口办成事情，少
数办不成事的原因，有因为违反规定“办
不了”的，有因为缺少关键材料或信息不
统一、部门协调不畅“很难办”的，也有办

事人员“不给办”的。“针对不同情况，我
们第一时间就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及时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并协调
做好后续办理工作，确保‘办不成的事’
能办成。”

今年6月起，龙马潭区在区行政审批
综合服务大厅、各街镇便民服务中心共
设立了12个“办不成事”受理窗口。与此
同时，龙马潭区纪委监委紧盯损害政商
关系和营商环境问题，督促各级各部门
严格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重点任务工作举措，以精准监督成
效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窗口直接
跟企业、群众打交道，是我们的监督重
点。”该局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夏钢说，

“通过走访民营企业和办事群众，巡查政
务服务大厅和调阅部分审批材料来发现
问题，并立即反馈给区行政审批局，要求
整改”。

截至9月底，“办不成事”受理窗口共
接待企业13家，帮助及时处理问题20多
个；接待前来咨询反映问题群众40多人，
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200多条。

“我们将立足职能职责，充分发挥监
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把监督
推动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经常性工
作，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企
业群众‘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走深走实。”龙马
潭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秦莉表示。

乐至报国寺内的千年“树抱佛”。

“三绝”之一的明代石棺。

泸州龙马潭区：“办不成事”窗口把事办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