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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李 东 陈柯男 实习

生 宾振宇 文/图）说起大足石刻，许多游

客对宝顶山石刻和北山石刻都不陌生，实

际上，大足石刻包括“五山”石刻，即宝顶山

石刻、北山石刻、南山石刻、石篆山石刻、石

门山石刻。7月20日，大足石刻“五山”首

次一起正式对游客开放。

7月20日起，南山石刻、石门山石刻、

石篆山石刻景区在前期试开放基础上正式

对外开放，与宝顶山石刻、北山石刻一起，

开启了大足石刻“五山”同开的全新版图。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足“五山”石刻，是

大足石刻75处文保单位中最具代表性的

石窟造像群，集中展现了大足石刻儒、释、

道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色和世界石窟中国化

的艺术风采。

“‘五山’石刻同步开放，能够使更多游

客一次性领略大足石刻丰富多彩、多元融

合的艺术魅力，有助于增强民众的文化自

信，推动文化传承与保护。”大足石刻研究

院院长蒋思维介绍，为了“五山”石刻同步

开放，大足石刻研究院对新开放的3处石

刻开展了全面的检测、修复、防护处理等工

作，力保文物的安全与完整。此外，景区还

开通了线上导览系统，方便游客通过语音

导览深入了解石刻的内涵。

据了解，南山石刻、石门山石刻、石篆

山石刻单个景点门票均为30元/人，实行

预约游览，游客通过微信公众号“大足石

刻”线上实名预约购买景区门票。购票成

功无须取票，凭购票登记的身份证原件即

可检票入园。

石篆山石刻
我国最早的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区

人们常见的孔子形象以帝王、老年学

者为主，石窟艺术中的孔子像极为少见。

走进石篆山石刻，游客却可以看到以整龛

浮雕的形式单独展示的中年孔子及其弟子

形象。

大足石刻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

邓启兵介绍，孔子像在石窟艺术中出现非

常少见，主建者严逊希望他的子子孙孙聪

明多智，可以说，孔子的形象在宋代人的心

中或者他们的理想中，就是智慧的代表。

石篆山石刻位于大足城区西南20公

里处的三驱镇，开凿于北宋元丰五年至绍

圣三年间，由庄园主严逊出资、著名工匠文

惟简及其子辈营建而成，不仅有儒家“孔子

及十哲龛”，还有佛教“毗卢释迦弥勒”龛、

“文殊普贤”龛、“地藏王菩萨”龛等，以及道

教“太上老君”龛等，造像雕刻精美，姿态多

变，人物传神。

邓启兵说，石篆山石刻儒释道三教造

像俱全，是我国最早的三教合一造像区，我

们可以从中看到儒的仁爱、道的自然与佛

的彼岸，和谐争鸣由古及远，这是古代哲学

思想的最高度，也是反映宋代开放包容、兼

收并蓄文化思潮的实物例证。石篆山造像

通编仅有10号，但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其中的一龛造像因人物服饰殊异，器物为

世人常见，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我国春秋

时期木匠鼻祖——鲁班及其弟子形象。

1985年，这一错误得到纠正。经过考证，

它表现的是南北朝时期宝志禅师的形象，

整龛造像注重服饰人物的写实，世俗化、生

活化的特色极为鲜明，是石篆山摩崖造像

的一大代表。

南山石刻
崖壁上的“仙风道骨”

南山石刻，因位于距离大足区城南2

公里的南山之巅而得名，山中古木参天，蓊

郁荫翳，修篁夹道，曲径通幽。南山石刻造

像起源于南宋，明清有增补，是我国石窟艺

术中罕见的神仙体系完备的纯道教造像。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员李小强介绍，

南山石刻的众多造像体现出宋代道教文化

的诸多特色。比如造像中的龙，就是宋代

道教文化对龙崇尚的一种体现。能够把龙

单独作为一个洞窟的造像主体，这在全国

石窟艺术中非常少见。

南山石刻占地不大，造像自西向东通

编15号，题材有真武大帝、后土三圣母、三

清洞、龙洞，宋碑5通、题记7则、清碑15

通，清、民国楹联各1幅，书卷气浓郁。游

客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其“镇山之

宝”——三清洞，窟型为大足石刻中少见的

中心柱窟，窟中央竖方形中心柱，四周形成

回廊甬道。

李小强介绍，分布在左右壁面外端的

黄道十二宫图，表现为纵向浮雕的圆形小

龛，分刻人马、蟹、狮、秤等图像，与现代人

熟知的十二星座有所对应，也极为相似。

实际上，道教对黄道十二宫的认识比西方

星座学说还要早几百年。来到这里，不妨

找找你的星座对应哪个小龛，感受古人流

传下来的智慧。

石门山石刻
像无定刻千百变化

石门山位于大足区城东20公里的石

马镇石门村，有巨石夹峙如门得名。石门

山石刻开凿于北宋绍圣元年至南宋绍兴二

十一年（1094-1151年），由宋代知名匠师

文惟一、文居道、蹇忠进及当地信徒等共同

完成，后世略有增补。造像通编16号，依

山势曲折自然分布，有佛、道二教造像268

身、宋碑2通、民国碑1通。

邓启兵介绍，石门山石刻是大足石刻

中经典的最早的佛道合一造像区，风格多

变，像无定刻，千百变化，题材丰富，为研究

我国宋代佛道合一的思想史、哲学史以及

人们的民俗信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

资料。

古代工匠们在石门山用空前的想象力

和丰富的世俗化营造，使这里的石刻造像

无比生动。玉皇大帝龛外下部，刻真人大

小的千里眼、顺风耳形象，二像身体健壮，

肌肉发达，手法极其夸张，给人勇不可挡之

势，其形象在石窟造像中极为少见。西方

三圣和十圣观音方形洞窟于石门山，就如

同圆觉洞之于宝顶山，是大足石刻“精美”

一词的最佳注释，也是游客不容错过的一

个洞窟。

邓启兵介绍，正壁坐的就是西方三

圣，端庄慈悲体量很大，而左右两壁各刻

了5身菩萨像，合称十圣观音。这些观音

头戴高花冠，面庞温柔典雅，身躯修长匀

称、璎珞蔽体、飘带绕身，头后有圆形的火

焰纹头光和舟形的背光，整个观音赤脚站

立于莲花之上，显得高雅圣洁，一尘不染，

整个洞窟是大足宋代观音造像的经典作

品。

大足石刻“五山”齐开

石篆山石刻。

江津报讯（记者 张 渝 实习记

者 袁梁桢）夏意愈浓，玉米飘香。7

月19日，江津区四屏镇第二届糯玉

米文化节在该镇银岩村北斗坡开

幕。以节为媒，立足农业资源优势，

持续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打响

四屏特色“富硒糯玉米”农产品品牌，

为“四屏清凉季”注入“甜糯”好滋味。

糯玉米是带动四屏镇村民增收

的重要产业之一，并因其好品质深受

食客青睐，这得益于四屏镇的自然资

源禀赋。四屏镇海拔1200米左右，

气温较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使

得当地的糯玉米口感醇香，颗粒饱

满，香甜爆汁，让人回味无穷。眼下，

全镇2000余亩糯玉米陆续成熟，亟

待收获、销售。

活动当天，来自各地的避暑游客

与村民们欢聚玉米基地，现场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糯玉米文化节，玉米

唱“主角”。掰玉米、亲子玉米投掷、

吃玉米等趣味比赛嗨翻天，吸引了众

多游客热情参与、观看。银岩村北斗

坡的玉米地里、田坎边、小路上，不停

传来加油声、欢笑声，丰收的喜悦四

处涌动，空气中都透露着香甜。

当天的活动丰富多彩、精彩纷

呈。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在现场观看

文艺团队演出，品尝现煮鲜食糯玉

米、玉米粑粑、烤玉米等美食。现场

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览区域，展览

高山富硒茶叶、富硒大米、土鸡蛋、土

蜂蜜等特色农产品，供游客购买。（本

报有删节）

江津四屏镇第二届糯玉米文化节开幕

▲文艺团队演出 通讯员 陈 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