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佗穷容穷金穷�容访
占� 占� 占哈 占今 占心 占令 占心 乙今 心左

、

石窟寺
·

石刻

四 川 道 教 石 窟 造 像

胡文和 曾德仁

犷穷容令�宕忿宕

冬衬的辞的的的的必必的的必辞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祷的的 肠� 的辞 的 的的

四少”道教造像完窟的发微
，

最早有简阳

县逍遥洞东汉顺帝时期所镌刻的
“
汉安元年

如月十八 日会仙友
”
题刻①

。

泊至隋唐
，

渔

南县的大佛寺附近
，

安岳县苑大乡的玄妙

观
，

丹棱县唐河乡的龙鸽山
，

蒲江县天华乡

的长秋山
，

剑阁县城边的鹤鸣山等地
，

以及

仁寿县高家乡牛角寨
，

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

道教造像完窟群
。 ‘

到宋代
，

又有大足县南

山
、

石门山
、

舒成岩
、

石篆山 � 富顺县罗浮

洞
， ‘

安岳县石羊镇附近狮子岩道教造像完窟

② �

明清时期
，

未岳县高升乡的三仙洞③ ，

沪县玉蟾山
，

以及大足宝顶大佛湾
、

资中县

重龙山等地
，

仍开凿有一定数量的道教造像

完窟
。

本文根据实地考察收集的大量资料
，

结

合有关的文献
，

着重从四川隋
、

唐
、

宋代的

道教造像完窟的分布概况
、

分期
、

艺术特

征
、

道教神抵系统的发展演变与各时代道教

造像题材内容的比较等四个方面
，

试作述

议
、

论证和研究
。

一
、

四川道教造像会窟的分布概况

�一� 金牛古道线上的绵阳市和剑阁县

的道教完窟
。

�
、

绵阳市的道教造像
，

在该市原火车

站西北约 �公里处的西山玉女泉和子云亭
，

����年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

玉女泉道教造像镌刻在临泉的岩壁上
，

岩壁的横断面呈阶梯形
。

靠岩壁北端有块石

砌成石墙
，

中部的一条块石 �高约 �� 厘

米�上有两完造像
。

完中造像均为一天尊二

胁侍
。

右盒题记 �左盒的已渝�
，

文立行
，

从左向右书刻
“
大业六年太岁庚午�十二月

八 日三洞�道士黄法墩奉为存�亡二世敬造

天尊�像一完供养
。 ”
该石现已移到绵阳市

博物馆内
。

其余的造像完
，

在岩壁上
，

由北面转向

东面再转向北面复转向东面
，

共四组④
。

第一组 �北面�共 �完
，

分上下两层排

列
，

完门媚呈双线阴刻的莲瓣形
，

完高宽大

都是约 ��厘米至 �� 厘米
，

完内刻一天称二

胁侍
，

个别完门刻有力士
�

这 �完与
“
大业

六年
”
完的造型基本相同

，

应为隋代作品
。

第二组 �东面�共 �完
，

从南至北分三

层排列
，

为唐代作品
。

第一层有 �完造像
。

第 �完刻一天尊二
、

胁侍
。

第 �完刻二天尊二胁侍二女真
。

第 �完刻一天尊二胁侍
，

大部分损毁
。

第二层有两完造像
。

第 �兔刻一尊屈右

脚盘左腿而坐的力士
。

第 �完刻一天尊二胁

侍
，

大部分损毁
。

第三层有四完造像
。

第 �兔刻一天尊二

胁侍
。

完外左壁有一则题记
，

文立行
，

从右

向左书刻
“
口元二年� 口月三 日道� 士任智

斌奉�为亡父任士口�亡师任士口�敬造

天尊老君二身供养
。 ” ⑤该题刻应为其左边造

像完的
。

第 �完刻天尊
、

老君
，

各以一手执

扇
，

胸前置有三脚夹轼
。

第 �
、
�完分别刻

一尊跌坐在双层莲台上的天尊像
。

两完之间

的壁上有一则残刻
，

文字从右往左书刻
� “
咸

亨元年十二月廿三 日弟子何 �下沥�及妻母

邓何氏敬造 天尊 �下拗�
” �

据这则题刻的

年号
，

该层第 �号完所缺的年号似应为
“
上

元二年飞

第三组 �北面�
，

共 �完
，

从东至西分

为两层排列
，

也是唐代的作品
。

上层有 �

完
，

下层有 �完
。

上层第 �完中的主像于木

世纪初被美国人盗凿走
。

第 �完已毁
。

第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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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

安岳玄妙观第引 号
一

三清窟 �盛唐�

图三
、

图八
、

大足南山注生后土

三圣母金 �南宋初�

剑阁鹤鸣山第�号金 图十一
、
大足石 门山第

长生保命天羊 �唐 �� 号三皇洞左壁

大中十一年� 天蓬大元帅 �宋�

完和下层的第 �完均刻一天尊二胁侍
，

第�

完保存得较为完好
。

该完高 “ 厘米
，

宽��

厘米
，

深 “ 厘米
，

完内刻一天茸二胁侍二

女真
。

第四组 �东面�
，

横排两造像完
，

右边

的一盒全毁
�

左边的系双叠室完
，

外盒高��

厘米
，

宽 �� 厘米
，

内完高 ��厘米
，

宽 ��

厘米
，

全深 �� 厘米
，

盒内刻一天尊二胁侍

二女真 �图一�
。

子云亭下面的岩壁上只存一完造像 �图

图十四
、

仁寿牛角寨第 ��号三清窟展开图

�唐天宝八年�

二见封三�
，

该完现状
，

立面呈梯形
，

高��

厘米
，

上宽��� 厘米
，

下宽 ��� 厘米
。

盆中

造像分主像和供养人物像两部分
。

主像系天

尊 �左�老君 �右�
，
天尊双手损毁

，

老君

右手执扇
�

在二主像的左右两边有一则造像

记
，

从右往左书刻
“
三洞真一道士孙灵讽当

州紫极宫梵献兼神仙云观⑧�一坛各愿合平
安永为供养�声犹为一心响愿结一社用答恩

诸录泉�
”
�右边�

。 “
敬造 天尊老君一铺�

以咸通十二年岁次辛卯三月十一 日�修黄录

裔两中三夜表庆毕�专主社务兼书人景好古

�三洞尊一道士孙灵国�
” �

供养人物分四

一 ��一



层排列在二主像的左右壁面上
，

浅浮雕
，

左

边 ��尊
，

右边存 �� 尊
，

大部形象头戴懊

头
，

身著圆领袍服
，

每像面部前边刻有名

宇
，

大都清晰可辨认
。

西山观现存 �� 完造像
�

据说原来有 ��

余盒造像
。

民国本 《 绵阳县志
·

艺文金石

篇》 记载说 � “
西 山观造像

，

有乾封
、

咸亨
、

大中
、

咸通诸记
” ， “
像在子云亭右

，

甚多
” 。

子云亭诸完造像
，

除上述的那完现存
，

其余

的在 ����年开山修路时被炸掉
。 《县志》 中

将这些道教造像误记为是
“
庄严佛像

” �

本世

纪二十年代
，

肤�维克托
·

色伽兰 �������

��������考察西山观造像后
，

也误认为是
“
四川佛完中造像之美品

” ⑦ 。 《金石苑》 第
二本录载有绵阳西 山观

“
大业十年

”
和佛祖

岩
”
贞观廿二军

” “
造天尊

”
的题记⑧

，

迄今还

未发现与记载相符的造像
。

�
、

剑阁县的道教造像
，

在距县城东南 �

公里处的鹤鸣山上
。

此处造像
，

除一尊在露

天外
，

其它都雕刻在盒内
。
����年四川省人

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第 �号盒系双叠室完
，

内完正壁主像被

盗凿走
，

后人另立一通 《再建重阳亭》 石
碑

。

从石碑与内完右壁空隙处
，

还能看到浅

浮雕的一真人和一护法神将
。

外完左右壁上

各浮雕六个神将
，

合为十二神⑨
。

第 �号完
，

竖长方形双叠室完
，

高 ����

米
，

宽 ���米
，

全深 ���� 米
，

完内刻天尊

像一尊
，

其左手上举施无畏印 �图三�
。

完

外右壁上有一则题记
，

从右至左书刻
“
长生

保命天尊像赞并序
。

前剑州刺史赐紫金鱼袋

郑国公上玄元道
“
一 以命石工雕长生保命天

茸像一躯
。

以永我福
，

以清我躬
。

遂题赞

日 �
祟厥灵尊

，

其号保命
，

绵绵亿祀
”
一 天

齐地庆
·“ … 圣唐大中十一年丁丑岁五月工

毕
” 。

第 �号完
，

竖长方形双叠室完
，

高 ���

米
，

宽 �米
，

深 �
�

��米
。

完内刻天尊像一

躯
，
以左手施无畏印

。

第 �号完
，

矩形双叠室兔
。

完中主像被

盗凿走
，

完中立唐大中八年 ���� 年�李商

隐撰 《 剑州重阳亭并序》 碑一通 。

外完左右

壁上浮雕十二时神将
。

第 �号完
，

该像系圆雕像
，

存于露天

中
，

小腿以下部分不存
，

左手施无畏印
。

�二�川西南地区的道教造像分布在丹

梭县
、

蒲江县等地
�

�
、

丹棱县的道教造像
，

集中分布在距
县城西北 �� 公里处的龙鸽山山腰上

�

龙鸽

山
，

唐代名龙鹤山
。

杜光庭 《 道教灵验记 》
中说

� “
龙鹤山老君验

，

眉州丹棱县龙鹤山有

观宇
，

老君像存焉
，

邑人祈由蚕雨泽
，

无不

立应
” 。 《灵验记》 中所指的 “

老君像
”
似系这

里的道教造像完
。

此处现存造像 �� 完 �其中 �完未编

号
。

又山顶上另有 �完未编号的已残毁�
。

山腰上的 ��个完
，

除第 �� 号为一球头有螺

髻的站佛外
，

其余的均为道教造像 �其中第
��号完系 《龙鸽山成味师植松柏碑���

，

从东

至西
，

成一字形排列
。

第 ��
、
��

、
��三完

在第 ��
、
��

、
��完的上面

。

龙鹤山道教造

像
，

绝大部分系盛唐作品
�

兹将该处造像完

分组介绍于下
。

第 �号完
，

竖长方形双叠室完
，

高 ���

厘米
，

宽 ��� 厘米
，

全深 �� 厘米
。

内完正

壁上刻跌坐于矩形束腰座上的天尊
，

其左右

两边和宝座下边各有呈对称排列的捧茹的胁

侍和双手合十的真人
。

天尊头部上方的壁上

有 �个形象
，

捧木纷 �道教护法神��
。

完内

和完门内侧
，

左右各刻一护法神将和女真
。

与第 �号兔构图
、

造型相同的是第 � �图

四�
、
��号

、

��号完
。

第 ��号完
，

系竖长方形双叠室
，

高 ���

厘米
，

宽 �� 厘米
，

全深 ��厘米
。

完内刻一

天尊
�

二胁侍二女真
，

以及二力士
。

主像头部

上方的壁上刻 �个形象
，

各执法器
。

与此相

同的有第 ��号完 �图五�
。

第 �� 号盒
，

竖长方形单 口完
，

高 ���

厘米
，

宽 ��� 厘米
，

深 ��厘米
。

完额和完

相系帷幕装饰
。

完内主像为一尊高浮雕的天

尊
，

呈跌坐姿
，

胸前置三脚夹轼
。

完内正
、

左右壁上部刻五座小山 �象征五岳��
。

与该

完形制构图大体相同的有第 �� 号盒
。

第 �
、
�

、

�
、
�

、
�

、
�

、

�号完为一组
，

一 ��一



完形和构图模式大体相同
。

这 �完系竖长方

形的双叠室完
‘
完内刻一天尊二胁侍二女

真
。

有些完内增刻其它形象
，

以及供养人

像
�

第 ��
、

��
、
��

、
��

、

��
、

��
、
��

、

��
、

��
、
��号完

，

风化严重
，

形象模糊
，

不赞
。

�
、

蒲江县的道教造像
，

主要分布在距

县城东南 ��公里
一

天华乡长秋 山上的太清观

附近
，

以及距县城东北约 �� 公里的飞仙阁

�又名二郎滩�
，

造像分别属县和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

长秋山
，

传说为汉张陵所创立的
“ 五斗

米道
”
的

“
主簿山治

” ，

杜光庭 《 洞天福地岳
读名山记 》 ，

唐 《 集仙录 》
， 《 蜀中广记 》 卷

七十二
、

七十四
，

明正德木 《 四川通志》 卷
二十二

，

光绪本 ��蒲江县志 》 ，

均有所记

载
。 《集仙录 》 和 《 太平广记 》 卷六十四记

载说
�

唐玄宗时
，

通义县 �今丹棱县�女冠

杨正见到蒲江主簿化修道
，

在水井边得一几

斤重的获菩
，

蒸食后
，

传说于开元二十年

����年� 白日飞升成仙
。

杨正见原与成无为

同在丹梭龙鸽山修道
。

在太清观正下方 ��� 余米处的岩壁上有

一高 ��厘米
�

宽 ��� 厘米
，

深 �� 厘米的矩

形单 口完
�

尽管风化严重
，

图形内容仍然可

辨
。

该完正壁右半部分有歇山式屋顶的建

筑
，

似为宫观
、

左半部分有一身著道装的女

像
�

怀抱一物
，

其双脚旁有一高出地面的井

圈
。

这幅图表现的内容即是杨正见从井中得

获荃蒸食之后而成仙的传说
。

除此完外
，

太清观附近另有 �完道教造

像
，

�完集中在一处
，

另一完距这 �盒约

���余米
。

集中的五完
，

系双叠室完
，

高约

��厘米
，

宽 ��一�� 厘米不等
，

深度�� 厘米

左右
。

其中
，

两完完内刻一天尊二胁侍二女

真二力士
，

两完均刻一天 尊二胁侍二女真

�其中一完内完被凿掉�
，

一盒内刻一骑青牛

的老君 �其背后阴刻群山� 和二胁侍
。

较远

的一完
，

系双叠室完
，

主像毁
。

民国十五年

邑人刻老君一尊置于完内
，

形象拙劣
。

外完

左右壁上的供养人像
，

系唐代原作
。

飞仙阁
，

此处有 ���个造像完窟
，

绝大

部分开凿于初盛唐时期
。

现查明的有纪年的

道教造像完系第�� 号
、

“ 号盒
。

第 ��号完
，

竖长方形双叠室盒
，

高 ��

厘米
�

宽 �� 厘米
，

深 ��厘米
。

兔内刻一天

尊二胁侍二真人二力士和两个供养人
�

在完

额和完右门相有一则题刻
，

从右往左书刻

，��
一 维大唐开元廿八年岁次庚辰十二月�

… 长乐天尊像一盒”
一

” 。

第 ��号完
，

矩形单口完
，

高 ��厘米
，

宽 ��� 厘米
，

深 �� 厘米
。

兔内刻 �� 个呈站

姿的天尊 �头毁�
。

完下沿有一则题刻
�

从

左往右书刻
“
天尊一铺�天宝九�载三月�

邑灵寂�奉为临�邓郡白� 云观�亡师主�

三洞口�道士贾�光宗造�
” 。

又
，

该县东北乡的龙伴包湾有 �� 余完唐

代的造像
。

其中
，

第 �� 号双叠室完中 �因

岩壁崩塌坠落在田埂边�雕刻一个头戴黄冠

身著道服的天尊像⑩
。

�
、

成都龙泉释区的道教造像
，

在距龙

泉镇东面约 �� 公里处的山泉乡大佛岩
�

此

处现存 �� 完 �窟�造像
，

包括两通摩崖碑

在内
。

大部分造像受到人为破坏
，
已模糊不

清
。

著名的 《北周文王庙碑��和 《 资州刺史
叱干公三教道场文碑 》 分别在第 ��

、

�� 号

完内
，

均系摩崖
。

第 ��号完中的 《 北周文王庙碑 》 碑文
内容

，

已有专家学者作考证诊释
，

不赞�
。

该碑下部左右两侧各有一尊一线刻佛像
，

左

高 ��厘米
，

右高 �� 厘米
，

各有一则题刻
，

分别是
� “
弟子何周敬造释迎像愿一切法界众

生早得作佛
” �“ 为法界众生敬造

” 。

有的学者

把这两尊佛教造像定为一佛一道像
，

欠妥
。

� 该处第 �� 号窟系这里保存得最完好的

佛
、

道合像窟
。

�三�川中
、

川南地 区的道教造像分布

在安岳
、

大足
、

渡南等地
。

�
、

安岳县道教造像
，

在距县城西偏北

面 ��公里处的黄桶乡玄妙村集圣 山腰
。

全

部造像完窟分布在一个呈蘑菇状
，

周长 ��

米
，

高 �米的巨石上
，

现存 ��完
，

大小造

像 ���� 尊
，

绝大部分开凿于盛唐时期
。

第 �

号完中摩崖的 《启大唐御立集圣 山玄妙观胜

一 ��一



境碑》 ‘碑名从左向右横刻�
，

碑文 �从左向

右书刻� 中有一段说
� “
至开元十八年七月一

日
，

父口口化相天完次王宫完口十口口口�

救苦天尊乘九龙为慈母古五娘造东西真像廿

躯小完姗 二 刊躯天 真 口上 下 飞 天神王
” 。

又
，

第 ��号完的摩崖 《 般若波罗蜜多心
经 》 碑 ，

碑文共 �� 行
，

每行 �� 字 �从左向

右书刻�
，

第一行则述及该碑刊刻的内容和

年代
，

系
“ �般若沙 �波�罗密 �蜜�多心

经 开元十八年五月廿五 日同邑人李玄迷口

口口�
” 。

其余的文字绝大部分在
“
文革

”
中

被铲掉
。

第 � 号完
，

是玄妙观最大的一完
，

完

额上铭刻
“
老君完

”
三字

。

盒系双叠室形
，

外

完高 ���厘米
，

宽 ���厘米
，

内完高 ��� 厘

米
，

宽 ���厘米
，

全深 ���厘米
。

完中刻跌

坐于莲台上的老君二胁侍二女真八护法神等

形象�
。

第 ��号完
，

矩形单 口 完
，

高 ��� 厘

米
，

宽 ��� 厘米
，

深 �� 厘米
。

完外左右壁

各刻两尊护法神将
，

完内刻四天尊像
，

即第

�号完中碑文所述的
“
张李罗王名天之尊也

”

�图六�
�

第 �� 号完
，

矩形双叠室完
，

内完完门

相
、

额上刻蔓形植物纹
，

外完左右壁上对称

排列六排小天尊像
，

每排五个
。

内完正壁上

刻主像三清 �图七�
。

该盒尺寸规模与第 ��

号完相似
。

两完中造像在
“
文革

”
中遭受严重

破坏
。

第 ��号完
，

平顶完
，

无左右壁
。

完中

刻一乘九龙的天尊
、

一身著两当甲的神将
，

和一身系短裙的力士
。

第 ��号完
，

双叠室形方 口完
，

高 ���

厘米
，

宽 ��� 厘米
，

全深 ��� 厘米
。

完门相

上浮雕蔓形植物纹
。

内完正壁上高浮雕天尊

�左�释迎佛 �右�
，

均呈跌坐姿
，

二像中间

有一尊三面六臂的阿修罗天�
，

内完正壁上

部左右壁上部
，

刻有八个护法神
。

玄妙观其余的佛
、

道合像完
，

系第 ��
、

��
、

��
、
��

、

��号完
，

完形和构图模式
，

与

第 ��号完大体相同
。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号完系小完�

兔中或刻一天尊
，

或刻一天尊二胁侍
。

兔

形
、

完中主像
、

胁侍的造型与绵阳玉女泉第

一组完中的大体相同
。

小完中
，

有一些刻的乐伎
。

例如
�
�� 号

舞伎
，

��号吹笛
、

法螺
，

�� 号排箫
，
��号

靴牢
，

��号舞伎
，

��号
、
��号齐鼓

，
��号

舞伎等等
。

关于玄妙观造像的发起者
，

第 �号完中

的碑文说
� ‘
���一 开元六年

”… �左�识相父

子
，

当缘 法师李 玄 则
，

行来往 此 营造

�略�
，

号该地集圣名山
” 。

�
、

乐至县道教造像
，

据文献记载
，

在

县城东面 ��公里处的蒙阳山麓
，

现造像均

不存
。 《续增乐至县志》 卷三收录了这里唐

开元十年 ����年�的道教造像碑碑文
，

碑

名 《南昌观山完碑铭并序熟
�

、

渔南县道教造像
，

在县城城西两公

里处涪江南岸的大佛寺附近
。

�完在大佛寺

东面 ��� 米飞高 �� 余米 的绝壁上
，

未编

号
。

其中两完并列在上面
，

一完在其左边稍

下处
，

完中均刻一天尊二胁侍� 天尊的宝座

为悬裳座形
，

盒
一

�沿刻有双狮和卷草装饰
。

上面两完
，

右完完外左壁上有一则题记
，

文

立行从左至右
“
记此吉�大业六年修�天尊

像右�弟子杨佛赞造敬记�
” 。

左盒的下面

有呈对称的阴刻卷草
，

其正中
“
开皇十一年

”

五字清晰可辨
。

有编号的 �盘在距大佛寺西面 ��� 米处

的千佛崖
，

编号分别为 �
、

�
、
��号

。

第 �

号完
，

双叠室完
，

高 ���厘米
，

宽 ���厘

米
，

全深 ���厘米
，

完内主像系善咖跌坐姿

的天尊 �元始天尊��
，

手捧一平面呈圆形的

物体 �混元珠或太极图��
，

其左右两边各分

上下排列六名侍者
。

第 �号盒除略小于第 �

号完外
，

其余相同
。

第 �� 号完在绝壁上
，

刻一天尊二胁侍
。

以上三完系隋代作品
。

� 大足县道教造像
，

分布在南山
、

石

门山
、

舒成岩
、

石篆山等地
。

��� 南山道教造像
，

位于大足县城东南

方向约 �公里处
。

山顶上原有古道观
，

名玉

皇观
。

该处造像缘起于南宋初年
，

明清时略

一 ��一



有增补
�

���� 年忘月
‘，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

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现存宋代道教造像

的第 �
、
�

、
��号窟

�

第 �号窟
，

凿于宋绍兴年间
，

高 ����

米
，

宽 ���� 米
，

深 ���米
。

完中正壁高浮

雕三个呈端坐姿的圣母像 �图八�
。

中像宝

盖上铭刻
“
注生后土圣母

”
五字

。

窟左壁刻
“
九天监生大神 ”和二男供养人像

。

窟右壁刻
“九天送生夫人

”
和二女供养人像

�

该窟的供

养人之一
“
何正言

”
与下面第 �号窟的供养人

系同一人
。

第 �号
“
三清古洞

”
窟

，

凿于宋绍兴年

间
，

高 ���� 米
，

宽 ����米
，

深 ���� 米
。

窟

门口有二龙柱
。

窟中有中心柱与窟顶
、

底相

连
。

中心柱正 面开完
，

完内刻三 清
、
四

御�
、

后土皇抵和西王母� 柱左面上下各开

一兔
，

上刻玉帝出巡图
，

下刻春龙起蛰图
。

窟左中右三壁上刻 ��� 应感天尊
，

�现只存
��� 尊�

，

靠近窟门口处左右壁上各开六个小

圆完
，

内刻黄道 �� 星宫的象征图
。

该窟中

心柱右下端有
“
何正言

”
的题名

�

第 ��号龙洞窟
，

高 ���� 米
，

宽 ����

米
，

深 ���� 米
。

窟内刻一身体曲成四段的

龙
。

该窟无造像记
， 《 舆地纪胜》 卷一百六

十一
“
景物上

”
有关于龙洞的记载

，

知为宋代

作品
。

��� 石门山道教造像
，

位于大足县城东

南方 向 �� 公里处
，

此处造像多为宋代凿

造
，

分布在石 门山和陈家岩两地
。

造像内

容
，

释
、

道二教均有
。
���� 年四川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石门山第 �号

完
、

第�号完
、

第 �� 号完
、

第 � 号盒为道

教造像
。

第 �号完
�

凿于绍兴十七年 �����

年�
，

高 ����米
，

宽 �
�

��米
，

深 ���� 米
，

完顶略呈圆弧形
�

完内刻玉皇大帝
。

完外下

部两侧分别高浮雕千里眼
、

顺风耳
，

以及 “
男供养人像

。

完内存宋绍兴十七年的造像记

两则和清道光十五年 �����年�的妆修记一

则
�

第 �号完
，

凿于宋代
，

高 ���� 米
，

宽

���米
，

深 ����米
。

盒内高浮雕一独脚立

于火荤上的五通大帝
�

第 ��号三皇洞窟
，

凿于宋代
，

底面呈

矩形
，

高 ���� 米
，

宽 ���� 米
， �

深 ���� 米
，

窟门为长方形 甫道厂高 �
�

��米
� ，

宽 ���

米
，

深 ��� 米
�

窟顶壁及右壁清乾隆时崩

塌 �现已修复�
�

窟内正壁上
，

从右往左
，

分别是
�
呈端坐姿的人皇

、

天皇 �图九见封

三�
、

地皇 �图十见封三�
。

三皇像两侧左右

壁前各立一神将
，

左为三面六臂的天蓬都元

帅 �图十一�
， ·

右为三面 四仲的天欲副元

帅
。

窟左壁外端的护法神是玄武佑圣真君

�其足下有龟蛇象征�
，

窟右壁外端的护法神

是翎圣宝德真君 �已毁不存�⑩
。

窟左右壁上又各刻五名官吏形象
，

似应

为葛洪 《枕中书》 和 《混元圣纪 》 中所记在
三皇之后所列的中国古代传说中上古十位帝

王�
。

第 �� 号完
，

高 ����米
，

宽 ��“ 米 ，

深

����米
，

平顶
，

完左右壁毁坏
。

完正壁中部

刻东岳大帝 �左�和淑明皇后
，

二像身后及

两侧共刻 �排 ��身文官形象 �现存数�
，

这

些形象应为东岳大帝属下的 ��司司官�
。

完外正下方壁上
，

浮雕有地狱变相图
，

内有

山
、

蛇
、

鬼卒等
，

及
“
铁围城

�

字样
�

第 �� 号完
，

凿于北宋绍圣 二 年 乙亥

�����年��月
，

分上下两完
。

上兔高 ����

米
，

宽 ���米
，

深 ���� 米
。

完内刻 山王

�左�地母 �右�
。

下兔中有三像已风化剥

蚀
。

��� 舒成岩道教造像
，

位于大足县城北

偏西 �� 公里处的半边庙
，

山上原有古道观

�已毁�
。

此处有 �完道教造像
。

���� 年 �月

大足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

第 �号完
，

凿于 南宋绍兴二十三 年

�����年�
，

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完额书刻
“
淑明皇后一位

” 。

完内正壁上

刻端坐的淑明皇后
，

身旁有二侍者
。

完左壁

刻一武将
，

完右壁刻一双抱婴儿的老年女

侍
。

完正壁左上存
“
绍兴二十三年

”
造像记

�

第 �号完
，

凿于 南 宋绍 兴 二 十 二 年

�����年�
，

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

米
。

完内正壁刻呈端坐姿的东岳大帝
，

完内

还刻有七尊配像 �现存数�
。

兔正壁左右上

一 ��一



方存
“
绍兴二十二年

”
造像记⑩

。

第 �号完
，

凿于宋绍兴年间
，

高 ���

米
，

宽 ���� 米
，

深 �
�

�� 米
。

完内正壁上刻

呈端坐姿的紫微大帝
�

主像左边刻三面六臂

的天蓬都元帅
，

主像右面刻一面四臂的天酞

副元帅
。

第 �号完
，

凿于南宋绍兴年间
，

高 ���

米
，

宽 ���� 米
，

深 ����米
。

盒内刻跌坐姿

的三清
，

从右往左为
�

太清道德天尊 �右手

握扇�
，
玉清元始界尊 �胸前有三脚夹轼�

，

上清灵宝天尊 �左手抱如意�
。

第 �号完
， �

凿于南宋绍兴十三年 �����

年�
，

高 �
�

��米
，

宽 �
�

��米
，，

深 �
�

��米
。

宪内正壁上刻呈端坐姿的玉皇大帝
，

完内还

刻六薄配像和五个供养人物形象
。

完正壁右

上方存
“
绍兴十三年

”
造像记

。

��� 大足其他地方的道教造像
，

一在距

县城西南方 ��公里处石篆山造像群中�
，

系第 �号完 �图十二见封三�
，

凿造年代为

北宋元丰六年 ����� 年�
，

高 ��� 米
，

宽

����米
，

深 ��� 米
。

完内刻跌坐 的老君
，

右手执扇
，

其左右两边各刻 �尊身著道装的

形象
，

完左壁上标
“
大法，’

，

右壁上标
“
真

人
” 。

一在距县城南偏西 �� 公里处的妙高山

造像群中⑧
，

系第 �号窟
，

凿造于南宋绍兴

十四年�� “ 年�
，

高 ����米
，

宽 ���� 米
，

深

����米
。

窟内左中右壁上
，

分别刻老君
、

释

迎佛
、

文宣 王孔子
，

三像左右皆各有一侍

者
。

其中
，

老君的二侍者尚未完工
。

�

�
、

富顺县道教造像
，

在县城西郊的罗

浮洞
，

造像现已不存
。 《 八琼室金石补正 》

。

卷 ��� 宋 �� 录有宝庆元年 ����� 年�《太上
断除伏连碑铭 》 碑文 中有造 “

解冤释结天

尊
” 。

�
、

仁寿县道教造像
，

位于该县北偏东

�� 公里处的高加乡牛角寨坛神岩
，

共有 �个

盒窟
，

其中 �个为道教造像
，

一个为佛
、

道

合完造像
。

第 �� 号窟保存完好‘图十五见封三�
。

该窟门向正东
，

正面呈矩形
�

高 �
�

�� 米
，

宽 ����米
，

深 ��� 米
。

窟的底面有一呈马

蹄形的台阶
，

造像即分布在台阶上
。

窟正壁

肤坐三个主像
�

第一像 �从右往左数�左手

执扇
，

中像右手握混元珠
，

左手施无畏印
。

左像右手抚膝
，

左手施无畏印。 一 ‘ 三像的

宝座为矩形坛座
，

中像系莲座
，

下面浮雕卷

草
，

三像的宝座均呈悬裳座形
，

一
、

二像额

下有山羊似的浓髯
，

第三像无
。

此兰主像应

系道教的三清神
。

正壁
，

以及左右壁的中
、

下层雕刻道教胁侍
，

护法神
、

真人等等
�

在

右壁的上部有一通
“
大唐天宝八载 ����年�

的南竺观记
” �

文字大部分清晰
，

个别字磨

拗
。

马蹄形台阶的左中右壁上浅浮雕供养

人
。

�图十四�

第 �� 号窟
，

窟门向东 七方
，

正面呈矩

形
，

高 ����米
，

宽 ����米
，

深 ����米
。

窟

内造像在左 中右壁上分两层排列
，

均呈站

姿
，

共 �� 尊
�

上排像高 ����米
，

下排像高

�
�

��米
。

窟正壁右半部多为佛教菩萨像
�

第 ��号完
，

完门向北 方
，

正 面呈矩

形
，

高 ����米
，

宽 ���� 米
，

深 ��� 米
。

完

内造像也是在左中右壁上分两层排列
，

均呈

站姿
，

共 �� 尊
，

上排像高 ����� 厘米
，

下

排像高 ��� 厘米、 系道教造像
。

二
、

四川道教盘窟的分期

我们考察过的四川道教兔窟
，

比较数量

巨大的佛教完窟
，

还不及十分之一
，

概略统

计仅有三百余完窟
，

分布的区城非常有限
，

现存的造像碑刻题记也不多
。

因此根据实际

情况
，

笔者将四川道教完窟的分期划分为

隋
、

唐
、

宋三期
。

�一�隋代的道教完

主要分布在渡南
、

绵阳等地
。

�
、

盒窟形制

类型有
�

单口小完
。

这种完的上部和顶

壁均呈弧形
，

盒媚
、

额用双道阴线刻成莲瓣

形
。

�
、

造像题材

种类有
�

��� 元始天尊
。

��� 天尊
�

�
、

造像与形象服饰特点

隋代道教造像完规模均不大
，

完门面积

不到一平方米
，

造像一般仅为三尊
，

即一天

尊二胁侍
，

也有的再增加二女真形象
，

个别

的在盒门左右两边各雕刻一力士
�

天尊的形象
，

头戴莲花冠
，

脸形短圆
，

眉眼平直
，

颈有蚕纹
。

服饰有两种
�

一种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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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的圆领通肩式
。

一种是内著交领短衫
，

胸部显出呈十字形的内衣结带
，

外著宽袖长

袍
，

再罩以对襟黄被
。

天尊的姿态
，

均为仿

佛像是结枷跌坐姿
。

其手印有这几种
�

或以

右手食指指地 �仿佛像的触地 印�
，

或左

�右� 手上举
，

掌心 向外
，

四指并拢
，

右

�左�手扶膝 �仿佛像无畏印�
，

或双手掌重

叠置于腹前 �仿佛像禅定印�
�

胁侍的形

象
，

身材粗短
，

头上戴莲花冠
，

脸形与天尊

相似
，

身上也是著宽袖长袍
，

外罩对襟黄

被
，

双手执纷
，

双足著局
，

呈站姿
。

女真和

力士的形象
，

在现存的隋代完中
，

尚未发现

有较完整的
，

难以确定其造型
。

天尊和胁侍的宝座形制
�

天尊的宝座有

四种
�

一种是束腰矩形座
，

上有铺帛垂下
，

形成悬裳座形 �例如建南大佛寺隋开皇
、

大

业的道教造像完中�
。

一种是三层仰莲瓣莲

台
，

其下为六梭柱体 �仅现三面�
�

柱的上

下刻有兽头 �狮或狸歼�如绵阳玉女泉隋代

道教造像完中�
。 �

棱柱体的左右两边对称浮

雕蔓形植物纹
，

一种是三层仰莲瓣莲台
，

莲

台下正中刻有一兽
，

在兽的左右两边对称浮

雕蔓形植物纹
。

胁侍的宝座为一或二层的仰

莲瓣莲花座
。

天尊
、

胁侍的背光样式
�

为宝珠形
。

�二�唐代的道教完窟

主要分布在绵阳玉女泉
，

安岳玄妙观
，

丹棱龙鹤 山
，

蒲江长秋 山
，

剑阁鹤鸣山等

地
。

�
、

盒窟形制

类型有
�

��� 与隋代样式大体相同
�

��� 双叠室完
，

内外完盒口呈矩形或方形
，

内完顶部呈圆弧形
，

完门相
、

额上有浅浮雕

的蔓形植物纹
。

��� 双叠室完
，

内外完口呈

矩形或方形
，

无任何装饰
。

��� 平顶单口

完
，

完口呈矩形或方形
�

��� 双叠室完
，

内

盒口左右上方加雀替
。

�
、

题材内容

种类有
�
��� 天 尊

。

��� 天尊
、

二胁

侍
、

二女真
，

或天尊
、

二胁侍
、

二女真
、

护

法神将 �尊数不限�
。

��� 太上老君
、
二胁

侍
。

或太上老君
、

二胁侍
、 一

二女真
、

护法神

将 �尊数不 限
，

或为八
、

或为十
、

或为
一

�’

二�
。

��� 救苦天尊
。

��� 长乐天尊
�

���

长生保命天尊
。

��� 三清
。

��� 天尊
、

太上

老君像合完
。

�
、

造像形象与服饰特征

唐代初期的道教造像完
，

构图模式
、

衣

饰与隋代大体相同
。

天尊和老君像
，

脸形仍

如前期的那样扁圆
，

只是额下有了山羊似的

胡须
。

盛唐以降
，

构图模式发生了大的变化
，

多为一天尊 �或一老君�二胁侍
、

二女真
、

二力士
，

有些还增加了八个
，

或十个
，

甚至

十二个护法神
。

夭尊和老君
�

脸形长方
，

头戴莲花冠
�

身内
。

著交领短衫
，

外著宽袖长袍
，

再罩以仅

长至膝部的对襟黄被
。

胸部系带
，

胸腹前一

般置有三脚夹轼
。

天尊一般手作施印势
，

或

捧玉璋
，

老君均执扇
。

天尊有肤坐姿和站姿

两种
，

而老君只有肤坐姿
，

胁侍的脸形扁圆
，

身材比前期的要修长

些
，

服饰大体相似
，

只是衣纹较前期要复杂

些
。

二女真造型
，

与同时期佛教完窟中的菩

萨造型
，

不分伯仲
。

显著的区别是
，

佛教菩

萨均赤足
，

道教的女真双足著玛
。

在唐代道教造像中
，

有的形象
，

除了身

上所著的服饰与胁侍相同外
，

头上还戴黄

冠
。

这种黄冠式样
，

文献中并无图样记载
，

乃是在类似束发冠的冠顶上
，

前后竖直衬以

二至三根硬梁
，

上面再夜罩以帛巾
。

天尊
、

老君的宝座样式
，

有两种
�

���三

层仰莲瓣莲台
，

莲台下有四龙头
�

���束腰马

蹄形莲座
，

上面有铺帛垂下
，

形成悬裳座

形
。

这种宝座都是呈坐姿像使用的
。

呈站姿

像的宝座一般为双层莲台
，

上层为仰莲瓣莲

台
。

下层为覆莲瓣莲台
。

天尊
、

老君
、

胁侍
、

女真
、

真人等神像

的背光式样
，

有两种
�

或为双重莲瓣形 � 或

外层为莲瓣形
，

内层为宝珠形
。

护法神的造型有两种
�
一种是安岳玄妙

观盛唐的
，

一种是中晚唐剑阁鹤鸣山的
。

玄妙观的护法神
，

均身躯修长
，

呈高浮

雕
，

豹眼狮鼻阔嘴
，

发上挽成髻
，

额勒带
，

带子 〔或称为软翅� 双尾端向上扬起
。

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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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著的甲饰
，

或是两当甲
，

或是明光甲
，

双肩围被巾
，

护腿仅至膝部
，

�

脚著长韧靴
，

腹部下或系短骼尾 � 有的神将脚踏鬼
。

这些

护法神身上所著的甲片未嵌有小札
。

鹤鸣山的护法神
，

雕刻形成介于高浮雕

和浅浮雕之间
。

其造型
，

脸形短圆
，

身材粗

短
，

眉眼鼻口作怖畏相
，

或发上挽成髻额勒

花蔓饰带
，

或头戴宵
，

有些形象的脸上有虫�

须
，

皆肩围被巾
。

其身上所著的甲饰
，

大多

为明光甲
，

也有的为两当甲者
，

身甲和护腿

上也未嵌小札
。

排列在最卞面的护法神将足

下踏地鬼
。

�三�宋代的道教完窟

主要分布在大足的南山
、

石门山
、

石篆

山
、

舒成岩等地
�

�
、

完窟形制

类型有
�

���中心柱窟
，

柱的断面呈矩

形
，

与窟顶壁和底面相连
。

柱正面开完造

像
，

柱与窟后壁之间有通道
，

可以让人绕着

作礼拜
。

���平顶窟
，

窟的底面呈矩形
。

���

开 口略呈矩形或方形的单 口完 �窟�
。

���开

口呈矩形的单 口完 �窟�
�

正壁与左右壁面

交接处略呈弧形
。

�
、

题材内容

种类有
�

��三清
。

���太上老君 �附七

大法师和 七真人�
�

���四御
�

���玉皇大帝

�附千里眼和顺风耳�
。

临�紫微大帝
。

���后

土三圣母 �附九天监生大神和送生夫人�
。

���三百六十应感天尊和黄道十二星宫
。

���

东岳大帝和淑明皇后
�

���五通大帝
。

����雷

公电母
、

风伯雨师
。

���东岳大生宝忏变

相
。

����三皇洞图
。

�
、

造像形象与服饰特征

宋代道教完窟的一般构图模式
，

有如下

几种
�

或在完 �窟�的正壁雕刻三个盘膝坐

�攀仿佛像的结枷肤坐式� 的主像
，

或在完

�窟�的正壁雕刻三个端坐的主像 �摹仿佛

像的善枷跌坐姿�
，

或者在完 �窟�的正壁

上只雕刻一主像
，

但主像两边的侍者等形象

�供养人除外�
，

均呈对称排列
。

兹将主要形象的造型简述于下
。

三清的造型
�
头戴莲花冠

，

面容清瘦
，

额下有三络长须
，

而不是象唐代那样呈山羊

式胡须或浓髯 � 其所著的服饰
，

身内著交领

衫
，

外著宽袖长袍
，

复罩以无袖黄妓
，

均呈

全枷跌坐姿
�

三清像的区别特征
�
一般三像

呈一字形横排
，

中像是元始天尊
，

胸前有三

脚夹轼
，

其右边的道德天尊 �即太上老君�

手执宝扇
，

其左边的灵宝天尊手执如意
‘

三皇
、

四御�
、
玉皇

、

紫微
、

东岳大帝

⑧的形象
，

除玉皇头戴冕魔外
，

大都头戴平

顶五 梁冠
，

脸形长圆
，

眉眼斜向龚角边上

挑
，

两耳侧粼扩姿态均坐姿
，

双手执玉硅�

身上所著的服饰类同宋代皇帝在大朝会
、

大

册命等大典礼时所穿的仅次于哀冕的服装
。

据 〔宋〕 四水潜夫 ��武林旧事��卷一载 �
正

旦
、

冬至
、

五 日朔大朝会
、

大册命
，

皇帝的

服饰为
�

通天冠
、

二十四梁
，

加金博山
，

绛

沙袍以织成云龙红金条纱为之
。

降纱裙
，

皂

橡撰�
，

白罗方心曲领
，

白袜黑写
�

‘

后土皇幸氏
、 “
后土三圣母

” ⑧ 、

椒明皇后

形象
�
脸形呈鹅蛋形

，

凤眼秀鼻樱唇
，

头上

著凤钗
，

身著大袖罗衫
，

双肩上罩云形霞

妓
，

双脚著写
，

腹部垂释带
，

挂缨路
，

周身

绕以被帛
。

众尊神的背光
、

宝座式样
�

三清的宝座为束腰四方矩形座
，

上有铺

帛垂下
，

颇类前期的悬裳座形
。

其背光为双

重莲瓣形
，

边沿阴刻火焰纹
。

三皇
、
四御

、

玉皇
、

紫微大帝
、

东岳大

帝
、

后土皇抵
、

淑明皇后等神的宝座
，

式样

类同南薰殿旧藏历代帝王画像中宋代皇帝的

座椅
，

靠背的左右上端
，

或各伸出一龙头

�个别的为二龙头�
，

或卷杀成如意形
，

脚下

均有四方形虎足踏几
。

上述所有的神 �除五

通大帝背后有一轮椭圆形身光外�
，

都没有

头光和背光
。

护法神的造型
�

脸形略呈长方形
，

竖 月

狮鼻阔嘴
，

作怖畏相
。

胸甲和后背在双肩上

用皮带结起来
，

颇与唐代的两当甲相似
，

但

宋代的又增添了护腰 � 被膊和护腿与前期的

样式不太相同
，

边沿外翻
，

服部 以下有长骼
尾护住下体

，

甲片上的小札或呈鱼鳞形
，

或

呈山纹形
。

这些与 《武经总要 》 上的宋代宵
恺图完全相符合�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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