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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大型佛教石窟群中，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被学术界
了解、关注和研究，几乎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新疆境内库车、拜城一带的古龟兹石窟和吐鲁番境内的石窟群，被外国探险家调查、劫掠，至今也同
样过去了一百年的岁月。
这些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永靖炳灵寺石窟，20世纪40年代由冯国瑞先生进行考察，刊布调查资料，
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而四川境内的佛教石窟，学术界关注较晚。
1945年以杨家骆先生为首的学术团体，第一次对大足石刻作了学术性的科学考察以后，大足石刻的丰
富内涵和学术价值，逐渐被世人所知。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同仁们，几十年来始终秉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做好石刻保护工作的
同时，一直坚持不断地搜集、整理大足石刻基础资料。
踏踏实实，兢兢业业。
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敦煌莫高窟第一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不失时
机地积极创造条件，加强石窟环境的整治，准备申报文本，并顺利通过检查、验收，成为中国石窟中
的第二个世界文化遗产。
这一后来居上的结果，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
　　大足石刻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同仁们，并没有止步不前，他们不断思考
如何把大足石刻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再提高一步。
他们注意到，2005年适逢大足第一次科学考察60周年，拟议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用以纪念学术
界前辈的开创贡献，并推动大足石刻的学术研究工作。
2003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邀请北京大学共同策划筹备学术研讨会。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同意，并决定要我参与具体工作。
　　在拟定会议的目标和原则时，共同提出以下几点：参会学者人数规模适度，便于充分交流和接待
；尽量邀请国际范围内宗教考古、艺术史、宗教史等学科的一流学者参会；在控制总人数之前提下，
适当扩大研讨会的国际性；大足和中国学者应该提交多篇有较高水准的论文，以展示大足石刻近年研
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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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
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上的43篇论文，主要包括《大足佛教孝经经变的佛教源流》《大
足宝顶山广大宝楼阁图像考》《川密造像艺术初探》《对大足北山晚唐五代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初步
考察》《安岳圆觉洞窟群调查记》等。
该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大足石刻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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