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石窟
造像的总称，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达
75处，拥有 5万余尊造像和 10万余字铭
文。这些石窟造像群始建于初唐，历经晚
唐、五代，盛极于两宋，代表了公元 9—13
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石
窟艺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1999年 12
月，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世界文化遗产。

近年来，当地全面构建了政府主导、
各级各部门广泛参与、文物部门具体负责
的文物保护管理长效机制，累计投入3.76
亿元，实施岩体加固、渗水治理、本体修复
等重大文物保护项目 30余项。千手观音

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开创了我国大型贴
金彩绘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的先河，被
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文物保护工程。宝
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通过截水帷幕、
地面疏排水、竖向泄水等技术措施，构建
了疏堵结合的立体式防渗排水体系，有效
解决了宝顶山大佛湾造像区域长期存在
的水害问题。大足石刻文物医院、监测预
警中心、安防监管中心、川渝石窟保护研
究中心、川渝石窟保护研究联合实验室、
川渝石窟保护利用科技创新基地等陆续
建成。

大足石刻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师范
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 20余所院校合作，
共同推进“大足学”学科建设，创办《大足
石刻研究》学术期刊，出版“大足学研究文
库”系列丛书。

为夯实基础科学研究，大足石刻研
究院牵头完成全国石窟寺保护状况（重
庆市）专项调查工作，摸清了重庆市石
窟寺（摩崖造像）资源家底。开展各级
科研课题 30余项，出版《大足石刻总录》
《大足石刻编年史》《大足石刻志》等学
术著作，扎实推进《巴蜀石窟全集》《大
足石刻中小型石窟考古报告》等重点研
究项目。历时 16年编撰出版《大足石刻

全集》，填补了我国大型石窟寺编写和
出版系列考古报告空白。举办国内外
各类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 20余次，搭建
学术交流平台。

在创新活化利用方面，当地面向全
球招募 1007位“大足石刻守护人”；与西
部国际传播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建立大足石刻国际传播实验室，共
同发起“大足石刻”全球推广行动。积
极开展游学、研学、参学、干部教育及孝
廉文化的教育示范与文化交流，开展大
足石刻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等“五
进”活动，进一步发挥了大足石刻的传
统文化教育价值和社会教育功能。优
化景区参观路线，新增、改造了一批基
础设施，显著改善文物保存环境和旅游
基础设施条件，建成投用了大足石刻数
字展示中心，通过舞剧、主题展览、云
游、跨界联动等形式提升展示水平，打
造沉浸式文化体验。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

大足石刻的系统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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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物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是推
动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文物保护工作，要求加强保护传承，推动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文物保护中遇到的裂隙渗水、风
化残缺、开裂剥落、表面溶蚀等典型病害，

现有文物保护技术中，修复砂浆含有大量
易溶盐，可能会加速石质文物的毁坏；石
灰材料耐久性较差，需要不断进行修复；
有机高分子材料理化性质相差较大，容易
造成保护性破坏……亟需研发和推广兼
容性好、耐候性强、无毒的文物保护修复
材料，微生物岩土加固技术应运而生。

微生物矿化技术利用微生物生产特
定生物材料的方法，以加强和改善建筑材
料的性能和功能。通过引入特定微生物
菌株，并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这些微生
物可以合成无机矿物、生物胶、生物纤维
等材料，然后将其应用于建筑结构加固、
土壤固化、环境治理等领域。这项技术具

有可持续性和环保性，能够降低对传统材
料的依赖，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对于文物的补配修复，微生物修复砂
浆在多种病害处置应用上表现出了良好
的适应性，为潮湿环境砂岩质石窟文物修
复材料的更新迭代提供了一种新的思
路。微生物修复技术在石质文物修复中
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前景，在今后的研究
中，针对微生物文物修复技术，还可以应
用到砖石类文物以及土遗址文物的加固
保护当中。进一步可应用于石质文物表
面风化加固以及石质文物裂隙修复当中，
从而形成完整的文物修复技术工艺。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刘汉龙——

以微生物矿化修复岩土文物

巴基斯坦北部奇拉斯印度河上游曾
是文明的摇篮，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非
常古老的时代。现在，这里的上游河谷主
要道路旁仍然遍布着大量的石刻岩画和
考古遗址，这些雕刻属于不同时期的文
明，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雕刻？我们观
察这里的地形可以发现，这里的地形多
样，地貌复杂，涵盖着冰川、平原、沙漠、山

脉等地质环境，有着丰富的漆质岩石和巨
石，旅客穿越这些地区需要一定的时间，
也留下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印记，在流域里
形成了岩画石刻、佛塔、佛寺、堡垒等宝贵
的历史古迹。

我们通过比较、图像学研究、风化程
度分析、碑文研读来判断这些古迹、石
刻岩画形成的历史时间，解读古老的宗
教艺术文化。这里展示的雕塑风格显

示出不同的起源，如中亚，有些雕塑肩部
带有阿契美尼德特征，林伽则代表了印
度的宗教，如印度教，纹章符号或图腾被
认为是中亚的，而宝塔和中国铭文无疑
源自中国。

中国元素在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存在
主要通过他们的铭文和塔楼雕塑得到确
认。此外，还有一些例子显示了抬起前蹄
的马，有时伴有卷曲的尾巴，这些可能追

溯到唐代。
除了图像证据外，奇拉斯地区发现

的铭文有助于了解其岩刻的来源。该
地区记录了约 13种不同的文字，这些文
字属于印度、中国、伊朗等不同国家。印
度河上游地区的铭文主要使用以下文字
书写：佉卢文、科希文、婆罗米文、笈多婆
罗米文、原始沙拉达文字、沙拉达文字、
藏文、中文、中波斯文、帕提亚文、巴克特
里亚文、希伯来文和叙利亚文。

在新时期，岩画、石刻也面临新的挑
战，我们在防止人为破坏和预防自然灾
害方面会有新的研究，将不断运用新方
法新技术保护好这些历史遗迹与人类
文明。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犍陀罗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教授默罕默德·纳西姆·汗——

印度河上游河谷石刻有“中国元素”

二佛寺（明碑称鹫峰禅寺）位于重庆
市合川区涞滩古镇东部，佛寺分上殿与
下殿两个区域，摩崖造像都位于下殿的
范围内。

二佛寺下殿摩崖造像共计42龛（组）、
1760余尊，多而不乱，主次分明，似经过了
统一的规划设计，题材多系禅宗内容，风
格独特，雕刻精美。涞滩二佛处在北岩中
部偏东位置，是北岩造像的主尊，也是二
佛寺下殿造像群的中心。二佛寺虽以大
佛像著称，但其相关的造像相当复杂，其
早晚关系、组合关系、题材辨认和题材关
联等，都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没有做过细
致的测绘和记录，资料刊布简单，学术界

相关研究教委薄弱。
二佛寺考古，前后经过了六年时间，

除了最后一年的小规模考古发掘属于主
动发掘外，其他考古工作都是因文物保护
工程而起的被动考古，预研不足，经费缺
乏，好在有兄弟院校的支持，基本完成了
项目计划，取得了一些收获。

首先，确认了涞滩二佛寺的年代跨
度。通过细致观察二佛寺造像的分组关
系和打破关系，确认了二佛寺造像主要是
南宋前期统一规划并考虑到不同赞助者
要求营造的石窟寺，其造像题材和组合方
式在川渝地区比较少见。

其次，对二佛寺摩崖造像的演变有

了新的认识。二佛寺的南岩应该是从北
岩脱落位移的岩石，从而形成了三岩围
绕的一个地坑。南宋以前的人们可能在
西岩的下部雕凿了 3个较深的方龛，形成
了坐西朝东的最初龛像。南宋早期，二
佛寺的僧人和赞助人在重新规建寺庙
时，改变了寺庙朝向，变坐西朝东为坐北
朝南，形成了以北岩大佛造像为中心、以
禅宗题材造像为特色、以依崖阁院建筑
为遮护的佛教寺院，基本完成了二佛寺
的造像体系。

三是基本查明了二佛寺不同时期建
筑群的情况以及出入道路的变化。南宋
的二佛寺的寺门应该在寺东南的缺口

处，另在西北缺口处有石构的阶梯通向
后来的上殿一带。宋代的二佛寺可能在
宋元之际的战争中受到损坏，南侧缺口
在明代拓展成为大门，但南宋形成的寺
院的围院式基本格局仍然保持。宋代的
二佛寺可能在宋元之际的战争中受到损
坏，并且由于上殿以及附近街区的兴起，
东北上山的道路得到开辟或强化。经历
了明清之际的战争，原先的殿阁被烧毁，
清代重建二佛寺，填平垫高了原来的院
落，上面修筑了覆罩整个地坑的殿阁。
清代晚期还修筑石构寨墙封堵了东南和
正南的寺门。

四是发现寺庙僧众和信众的墓葬资
料，有助于地方佛教史研究。二佛寺的僧
俗墓葬类型多样、数量众多、时代清晰，时
代从宋代至清代，类型包括摩崖瘗龛、地
面塔墓、祖师墓、居士墓等，对于研究寺院
的瘗埋制度、功能分区、川渝佛教史等提
供了重要的资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

涞滩二佛寺考古新认识

自史前时代和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直
立人以来，人们将洞穴视为抵御恶劣天
气、寒冷、动物袭击等的保护之所，同样人
们也认为洞穴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孤独的
地方，这激发了一种宗教意识——洞穴里

住着上帝或者圣人等。
在意大利罗马有着非常丰富的洞穴

式壁画，这里的壁画体现着具体宗教场
景，讲述着历史故事，传递出丰富的文化
元素、宗教特色。

和罗马的石刻壁画艺术相比，大足石
刻更加生活化、民俗化，也更加具有故事
性，通过一个个生活化场景讲述民俗故
事，传递出道德价值观。

在当下，全球的古迹修复和保护是至

关重要的，无论是意大利的洞穴式壁画还
是大足石刻都面临着人为损坏和环境影
响的破坏，为此，我们也采取了制作复制
品的方式在传播壁画文化价值的同时以
达到保护原迹的目的。

本次研讨会是一次宝贵的交流机会，
为我们保留和传承石刻艺术中的文化价
值提供了一个友好交流、互相学习的平
台，我们将会继续加强与大足石刻的合
作、交流与学习，共同去保护好这份珍宝，
携手共进，维护史迹，共创未来。

意大利庞贝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乌贝托·帕帕拉多——

石窟传递着丰富文化和宗教特色

巴米扬石窟，位于阿富汗喀布尔市西
北约 230公里的兴都库什山脉西段，开凿
在巴米扬溪谷北侧崖壁下部，从东向西延
伸 1300米，属于广义的“大犍陀罗”范围
或“犍陀罗文化圈”。

关于巴米扬石窟两大立佛的创建年
代，迄今学界尚无定论。有学者主张西大
佛雕造于公元 2世纪，东大佛为 5—6世
纪；也有学者认为东大佛开凿于公元 2世
纪，西大佛为6—7世纪。

2002年，是阿富汗战后巴米扬考古工

作的重启之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四支专业
团队相继承担了巴米扬佛教遗产的保护
与研究工作。基于文献记载和碳十四测
年等，巴米扬石窟的营造年代，尤其两大
立佛的雕造应以玄奘所记“此国先王之所
建也”为准，即公元 600年前后；大多数窟
龛造像活动应毕功于7—8世纪。

石窟寺发源地之印度石窟，可以大体
分作供养、礼忏佛事用窟和栖止、禅修生
活用窟两类；其中，前者主要指塔庙窟，后
者以僧房舍窟或僧坊窟为主，附以殿堂窟

和水窖等。这两类洞窟经过适当组合雕
造后，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知晓的佛教石窟
寺院。

巴米扬石窟中不见印度早期（小乘时
期）广泛营造的塔庙窟，自始至终流行印
度晚期（大乘时期）出现的殿堂，即佛殿
窟；洞窟组合主要由供养、礼忏用窟—佛
殿与栖止、禅修生活用窟—僧房舍构成。

巴米扬石窟中的洞窟组合，大多由一
座佛殿与一座会堂和一、二座僧房舍或生
活用窟构成，即偏重佛殿和会堂，与印度

小乘石窟寺的洞窟组合有较大差异，后者
强调塔庙在石窟寺中的核心地位。

巴米扬石窟的壁画题材主要有以下
特点：一是“多佛”现象普遍；二是千佛题
材流行；三是古代天竺流行涅槃图像，但巴
米扬石窟仅存五幅涅槃壁画，且所处位置
皆不显著，应为非主体朝拜对象；四是出现
了所谓的宝饰佛，这种形象，究竟是宝饰
佛还是弥勒菩萨值得进一步探讨；五是除
诸佛形象外，巴米扬石窟中流行菩萨像。

巴米扬石窟中不见印度发明的塔庙
窟，流行以佛殿为中心的洞窟组合，壁画
中多佛现象显著，千佛题材流行，涅槃内
容少见，总体替代了早期以佛塔为中心的
天竺传统。这种现象，或许真实地反映了
彼时巴米扬地区佛教思想及信仰上的巨
大变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

巴米扬石窟考古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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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守护“人类文明的 ”宝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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