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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宝珍窟百丈岩，神工鬼斧历千
年。丰肥秀瘦佛卓逸，唐楷魏碑书玉
篇。”石窟，是指古时就着山崖开凿成的
寺庙建筑，内有佛像或佛教故事的壁画
和石刻等。《晋书》记载：“凿石窟而居，
服柏实以轻身。”

位于重庆市大足区的大足石刻不
仅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齐名，还形成了最后一次造像高峰，把
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
一举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而位于重庆
市永川区陈食镇的佛崖寺摩崖造像，据
石刻专家考察后判定为唐末修建、北宋
初塑金身，是与大足石刻同期雕刻的石
窟作品。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来到重庆市永川区陈食镇，一探佛崖寺
摩崖造像的“秘境”。

始建于唐末
共3个龛窟数百尊造像

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又名千佛洞，
位于永川区陈食镇正街，从永川城区出
发，仅10多分钟就可抵达。

寺庙围岩而建，始刻于唐代末年，
北宋初期塑金身，明代有增刻，内有 3
个龛窟，后侧相通，各窟深 6 米、宽 3.7
米。3 个龛窟刻有大大小小造像数百
尊，技法细腻精美、姿态各异、端庄丰
满、气质浑厚、衣纹细密、线条流畅、薄
衣贴体，具有盛唐遗风。造像内容主要
以佛祖、菩萨、弟子以及经变人物图为
主，反映了经书中的“过去、今生、来世”
3个方面的内容。

“3个龛窟的造像所表现的内容不
同。左边龛窟的造像还原了释迦牟尼
在菩提树下悟道，众弟子听他讲佛法；
中间龛窟凿刻的是大方便行佛图和轮
回报应图，主要讲述了释迦牟尼向父王
问病、进药、抬棺等故事，倡导行善戒

恶；右边龛窟凿刻的是父母恩重经变
相，讲述的是父母养育子女恩情重，子
女对父母应该行孝。”永川博物馆副研
究馆员李玉彬说。

此外，3个龛窟窟楣位置刻有飞天
造像和十八罗汉神，飞天女神手捧供果
神态典雅，衣袂飘飘；十八罗汉神态各
异，或坐或卧，或笑或怒，或合掌而立，或
手捧花果持如意，或侧首伫望，雕刻栩栩
如生。边框刻有护法神，呈站姿。窟顶
刻有十二圆觉菩萨坐像，头戴花冠。

清乾隆年间，永川诗人李天英曾在
此赋诗曰：大千世界归传萧，剩得灵岩
尚寂寥；色像庄严留古佛，楼台烟雨访
南朝。

雕刻面积约300平方米
与大足石刻一脉相承

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的 3 个石窟

总长 13 米，深 6 米，建筑占地面积约
100 平方米，造像雕刻面积约 300 平
方米。大足石刻专家曾专程来此考
察，判定佛崖寺为唐末修建、北宋初
塑金身，是与大足石刻同期雕刻的石
窟作品。

据《陈食镇志》记载，南宋时期，有
精通石刻技艺、熟悉佛事文化的师徒
俩。师父在大足雕刻宝顶山的菩萨，
徒弟在陈食场修佛崖寺。一天，师父
兴起，与徒弟约定，天亮前完成工程，
比赛谁更快。半夜稍过，徒弟完成，调
皮地学鸡叫。师父依约停工认输，耽
误了工期使工程报废。后来，师父得
知鸡叫是徒弟学的，一气之下，捡起青
砖教训徒弟，孰料徒弟愧疚之下没有
躲避，被当场砸死。师父到陈食佛崖
寺，看见徒弟所塑佛像多且好，后悔莫
及，便在场口石壁上凿龛，塑了一尊肩

扛砖块的菩萨以作纪念。后人称之为
“金砖菩萨”。

李玉彬说，虽然陈食佛崖寺摩崖
造像规模比不上大足时刻，但在重庆
市，类似这样精美、同时期的石刻造
像并不多。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与
大足石刻地缘相近、文化一脉相承，
具有非常大的文物价值。同时，它也
为研究永川地区的佛教文化，以及大
足宝顶佛文化的传授、影响提供了实
物资料。

摩崖造像渗水严重
正准备申报国家级文保单位

随着时间流逝，石窟中的一些摩
崖造像已严重风化，有的甚至残缺不
全，石壁上的题刻内容也已无法辨别。

为使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得到有
效保护，1988 年 9 月 9 日，重庆市将其
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1992 年
新建三重檐的仿古建筑，以保护窟内
造像。

“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岩壁渗水。”李玉彬说，以前，这
里就因长时间的石壁流淙，导致壁色变
黑如油，有“石壁流油”之说。石壁渗水
严重可能会导致石刻造像损毁，甚至整
个摩崖石刻遭到破坏、损毁。

为更好地保护陈食佛崖寺摩崖造
像，治理好石壁渗水问题，永川区文物
管理部门正在制定修复方案、向重庆
市人民政府申报专项资金，用作建设
摩崖造像排水设施及造像本体加固、
修缮等。

“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的历史价
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等，都已达到
了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审批标准，我们
也正在为申报工作做准备。”李玉彬表
示，申报国家级文保单位成功后，陈食
佛崖寺摩崖造像将得到更全面、完善
的保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喻言

直击重庆永川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

数百尊造像 与大足石刻一脉相承同期建造

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栩栩如生。

“嘭”的一声巨响，江面瞬间出现大
面积浮油，11月4日9点，阆中市嘉陵江
刘家坝两艘船舶发生碰撞，9名船员被
困，江面漂着大量浮油，危及下游5公里
45万人的饮用水安全。

第一时间，阆中市、南充市逐级启动
应急响应，随后事态进一步升级，四川省
启动环境应急响应。

如 此“ 险 象 环 生 ”，是“ 天 府 卫
士-2021年疫情防控背景下嘉陵江流域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多目标应急综合演
练”的现场。此次演练由四川省生态环
境事件指挥部主办，省生态环境厅和南
充、广元、广安三市联合承办，全省各地
各有关部门通过视频观摩学习，是一次
疫情背景下的多目标综合演练。

演练
柴油泄漏威胁45万人饮水安全

“救出被困人员，切断污染源头，控制
污染范围。”随着此次演练开始，突发生态
环境事件指挥部成员单位相继抵达现场，

经过体温检测后进入现场开展救援。
前方很快传来消息，9 名被困人员

已救出送医。监测锁定泄漏物为柴油，
事发前两船共载油80吨，现场初步估计
泄油30吨，下游200米、500米断面石油
类浓度分别超标 159 倍和 119 倍，初测
嘉陵江流速约为0.8米/秒。

消防救援队伍紧急封堵泄漏点，环
境应急处置人员铺设环形围油栏，将事
故船只围住，防止柴油进一步扩散……

污染团持续下移，眼看到了阆中市
沙溪水电站，逼近 3 公里外的阆中饮用
水水源地，危及45万人饮用水安全。

事件进一步升级，四川省启动环境
应急响应，相邻的广元市、下游的广安市
联合行动，巴中、遂宁、达州三市应急力
量驰援，社会救援力量到达现场。

几乎同一时间，阆中市沙溪街道嘉
临村郑家沟小桥处，一辆危化品车与一
辆拖车相撞，造成罐车受损液氨泄漏，情
况危急，部分救援力量被抽调赶往郑家
沟进行救援。

省市县三级联动，多管齐下，终见成

效，32 小时后，嘉陵江沿线油污得到有
效控制，沿线各自来水厂出厂水质稳定
达标，出川断面未检出污染物；郑家沟液
氨罐车事故也得到妥善处置，周边群众
未出现伤亡，环境空气、地表水质量未受
明显影响。12小时后，嘉陵江水质检测
连续稳定达标。至此，历经40多个小时
的环境应急响应终止。

效果
进一步提升综合处置能力

据了解，此次演练筹备已久，在开展

前夕遭遇严峻疫情，相关部门紧急调整

策略，把疫情防控和环境应急作为双重

演练目标。省生态环境事件指挥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演练从事前、事中、事

后三个阶段落实疫情防控要求，除了从

严从紧地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外，

在关键环节还适当提高防控层级。

“本次演练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是全

程在嘉陵江干流作战，水流速度更快，与

洪灾险情叠加，情况更危急，也更能考验

环境应急处置能力。”该负责人表示，此
次演练采取现场实战为主、桌面推演为
辅的方式进行，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
率事件，全面检验了嘉陵江流域“南阳实
践”成果，强化指挥协调、应急联动以及
信息报告等各个环节工作，进一步提升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今年，全省共发生 9 起突发生态环
境事件，同比下降40%，未发生较大级以
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虽均得到妥善处
置，但也暴露出部分地方责任落实不到
位、信息报送不规范、应急能力不足和联
动机制不畅等问题。

为此，四川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以
“以案促建提升环境应急能力”专项活动
为契机，积极组织开展以保障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危化品泄漏应急处置等各类
符合本辖区特点的环境应急演练，有效
提升了基层环境应急应对能力和实战化
水平。截至目前，全省已陆续开展各类
环境应急演练 1760 次，其中市级 9 次、
县级89次、企业1662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疫情防控和环境应急“双演练”

四川在嘉陵江干流开展多目标应急综合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