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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萧易撰文、袁蓉荪摄影的《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即将付梓，他俩请我为之作序。
之前，他俩曾访问过我，多半是问一些有关巴蜀石窟方面的问题，我虽然搞了三十余年的巴蜀石窟研
究，也只能尽其所知作答。
萧易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供职于《成都日报》副刊部，刻苦勤奋，
才思敏捷，小小年纪就已出版了《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古城往事》四部著作，在
报刊发表文字数百万，真不简单。
袁蓉荪毕业于四川教育学院美术系，现为《中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成绩
斐然，已是一位著名的中年摄影家。
近年来，他俩已成为一对合作伙伴，特别是对巴蜀石窟的考察与拍摄，频频出没于四川和重庆大大小
小的石窟点。
我看过他俩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作的有关巴蜀石窟的专题，文字和图片都不错，合作相当默契。
    过去说巴蜀，即指四川；而今说巴蜀，指的是重庆（巴）和四川（蜀）。
历史上巴蜀经历了几次分合，从地域文化而言，应属一个系统，但大同小异。
单就巴蜀石窟而言，按石窟形制，真正称得上石窟的不多，如四川广元皇泽寺和重庆大足北山分别有
一中心塔柱窟，其他也有些窟龛较为深广的亦可称为石窟。
这些明显是受北方、中原石窟的影响。
其实巴蜀地区大多为摩崖造像，即以龛形制为主的造像。
如果说礼佛窟（如中心塔柱窟）和禅窟是起着信众礼拜佛和僧侣禅修的功用的话，那摩崖造像则犹如
一幅幅石刻“宣传画”，让善男信女顶礼膜拜。
这无疑是宣传佛教义理最佳的大众传播方式。
    巴蜀石窟虽然分布点和数量较多，特别是四川石窟，几乎每县都有，只是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
。
就此而言，在中国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
    在巴蜀石窟中，隋唐以前的早期佛教造像不多，仅在四川广元石窟中存有少量。
隋唐以来，不仅佛像造像日渐增多，而且出现了一些道教造像，如绵阳、剑阁、潼南、仁寿、巴中、
安岳等地。
自盛唐至中晚唐，佛教造像在巴蜀地区更加兴盛，这与唐代玄、僖二宗避蜀不无关系。
    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独唯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唐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前后蜀相对安宁，因此巴蜀石窟
中五代的佛教造像在全国算是最多的。
    宋以降，北方、中原石窟式微，而巴蜀石窟不但未衰，反而越来越昌隆。
两宋时期，摩崖造像点不仅在巴蜀地区星罗棋布，而且造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别是一些具有地
方特色的题材，如表现唐末五代柳本尊居士行化之“十炼”（民间密教之自残修行化导，即燃顶、剜
眼、割耳、断臂、燃膝、炙阴等）。
此题材在全国其他石窟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对研究地方民间密教是非常可贵的实证资料。
此外，大足宝顶山石窟是否为密宗道场，主持建造者南宋赵智凤与柳本尊有无传承关系；当中国密教
在五代后已成绝响，而宋代巴蜀地区仍在民间盛行密教⋯⋯这些都是由上述造像题材而生发出来的。
其他还有不少独特性题材，兹不一一列举。
    如果说巴蜀石窟中的隋唐佛教造像尚有北方、中原石窟的影响的话（主要是受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
窟的影响），那么两宋时期，巴蜀石窟则自成体系，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均凸显出浓郁的地
方化和民俗化特色。
因此，中国石窟艺术史专家把宋代巴蜀石窟作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可谓恰如其分。
尽管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两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但远不及宋代巴蜀石窟（尤其是安岳、大足）那样
多、那样精、那样美、那样独特。
    我过去接待过不少欧美及日本研究中国石窟的专家，他们认为中国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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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中原石窟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巴蜀石窟的研究成果较少。
因此，他们都把目光投向巴蜀地区，试图挖掘这座宝库。
不言而喻，这些外国专家由于受到主客观诸多因素的限制，要深入挖掘又谈何容易。
但他们希望当地专家能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撰写并出版有关巴蜀石窟的新的有分量的著作，以
饱眼福。
近二十余年来，巴蜀地区的有关专家也积极努力，陆续出了不少成果，至今还有不少人在为之奋斗。
萧易这个年轻学子就是其中一位。
    萧易和袁蓉荪合作的这本书，图文并茂，文笔流畅，读之饶有兴味。
可以这样说，他俩均是从人文关怀角度去拿捏巴蜀石窟的。
尽管文字表述没有专家研究成果那样深入全面，但他俩以图文互补的形式，从人文关怀视角去把定，
使之生动有趣，文字阐释和直觉图像让大众更易亲近，读的人多了，传播的力度就强了，巴蜀石窟的
影响也就更大了。
    该书虽然没有尽收巴蜀石窟，但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石窟点和佛教造像，以此可以窥其全貌。
    他俩尚年轻，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加之合作默契，一定能不断地创作出更新更好的作品。
大家拭目以待吧！
    刘长久    著名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专业中国佛教研究方向研究员、《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编委，曾出版《中国西南石窟艺术》《安岳石窟艺术》《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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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能触及灵魂的佛教人文旅游读本，打开这本书，就仿佛打开了尘封千年的佛窟史。
如果说北方与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的话，四川，显然就是下半阕。
本书作者踏遍蜀地，以大量独家、精美、珍稀的摄影照片展现了四川石刻佛像的独特魅力，以及巴山
蜀水天人合一的佛国宁逸，也让读者知晓了这些佛窟背后令人唏嘘的历史。
书中，目之所及是法相庄严的各式佛像，我们的耳畔仿佛回荡起低声吟唱的梵乐，顿时忘却尘世的喧
嚣。
在尽情感受艺术的熏陶同时，我们的心灵深处似乎也得到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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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易，1983年生于江苏扬州，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成都日报社副刊部，出版有《
金沙》《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等著作，《中国国家地理》专题撰稿人，《中国科学探险》《
看历史》等杂志专栏撰稿人。
2011年，《看历史》杂志将其专栏选编成《古城往事》一书。

袁蓉荪，四川教育学院美术系毕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地理
》签约摄影师。
摄影作品入选第18届、19届和2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曾获“富士胶卷杯”全国摄影百佳、柯达杯《中
国摄影》99年度专业反转片优秀摄影师提名、全国抗震救灾优秀摄影家、获得全国及四川摄影展览金
奖、银奖；摄影作品在《中国摄影》、《摄影世界》、《中国国家地理》、香港《中国旅游》画报、
《摄影之友》、《民族画报》、《中国科学探险》等主流刊物发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
云朵上的羌红》画册。
1989年在四川教育学院美术陈列馆举办摄影个人作品展，1991年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六只眼”摄影
六人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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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米仓道有条分支，从陕西宁强出发，经茅坝河、鹰嘴岩、木门镇、普济镇进入旺苍县城，也是连接金
牛道与米仓道的一条重要通道，那些行色匆匆的官吏、商贾、僧侣、文人，也在木门镇的木门寺与普
济镇的佛子崖，留下了一龛龛造像。
佛子崖“文革”年间被炸毁，龛窟残损，菩萨的头颅与双脚已不知去向，地上随处可见佛祖、弟子、
菩萨、天王、力士残损、开裂的身躯⋯⋯那些俯拾即是的唐代碎片，将佛子崖的时光永远定格在
了1969年。
    旺苍佛子崖  木门寺    米仓道上的盛唐佛影    车水马龙，一个叫王伟自的小吏    唐玄宗天宝六年（747
年）六月，西蜀大地已是夏天，骄阳似火，天气一天热似一天。
某个黄昏，一个叫王伟自的唐朝小吏在米仓道上跋涉着。
王伟自此前在地平县（治今四川旺苍县普济镇大营坝）任员外尉，本是个芝麻官，却阴差阳错又被谪
贬，作别家人，满腹忧愁地走在了赴任的道路上。
    王伟自沿清江河而下，路过宝鼎罐山，抬头看到岩壁上一龛龛佛像，许是想起了伤心事，也找来石
匠，开凿释迦牟尼佛造像，祈望早日回到故乡。
唐代的石窟大多雕凿在寺庙的岩壁上。
由寺庙的僧人主持，开龛耗时日久，王伟自公务在身，自然等不到石窟完工，拿出几两碎银交予僧人
，自己匆匆踏上了走向异乡的旅程。
    上任后的王伟自究竟有没有回来看看捐资的石窟，我们已难知晓，如果不是捐资开龛，这个唐朝九
品芝麻官恐怕不会在史书中留下任何记载。
米仓道是除金牛道外的另一条入蜀要道，其路线是从陕西汉中出发，翻大、小巴山，越米仓山进入蜀
地南江县，穿南江县到巴中，尔后又顺巴河、渠江走水路南下重庆，或者陆路经蓬安、阆中、南充进
入成都。
王伟自走的这段是米仓道的分支，起点是陕西宁强，经茅坝河、鹰嘴岩、木门镇、普济镇，进入旺苍
县城，也是连接金牛道与米仓道的一条重要通道。
    唐时的金牛道、米仓道是联系蜀地与中原的两条重要通道，官吏从中原入蜀赴任，商贾往来贸易，
文人墨客行吟西蜀，无不从这两条古道而过。
唐人历来有开龛祈福的传统，那些行色匆匆的官吏、商贾、文人、挑夫、僧侣，也在古道旁的岩壁上
虔诚地留下了一龛龛造像。
除了王伟自的释迦牟尼佛，宝鼎罐山尚有“西方三圣”“七佛”“阿弥陀佛与五十二闻法菩萨”“弥
勒佛”“佛塔”“一佛四弟子四菩萨”“地藏”等40余龛，造像面容丰腴，身材粗壮，璎珞华美，颇
有盛唐之风。
    一千多年后的盛夏，我和摄影师袁蓉荪从旺苍县城出发，沿着清江河畔的旺普公路（旺苍县城到普
济镇）前往普济镇五星村，宝鼎罐山与五星村隔河相望，当地人称为佛子崖。
清江河两岸方圆几里无桥可通，想到宝鼎罐山只有趟水而过，大多数时候，宝鼎罐山没有任何游人与
香客。
73岁的文管员侯端龙领着我们，沿着清江河走了半里路，才找到一处浅滩，河水刚漫过小腿肚子，夏
天河水湍急，加上鹅卵石上满是青苔，很难保持平衡。
袁蓉荪一脚踩在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上，在水中摔了个四脚朝天，连手中的尼康D700也掉入水中，待
到上岸，相机进水，已无法拍摄了。
    粉身碎骨，1969年的历史碎片    三霄趟过清江河，穿过一片鹅卵石河滩，半山腰有个青砖小院，侯
端龙打开木门，这是怎样一幅场景呀：岩壁上的龛窟大多残损，裸露出暗黄色的岩体；菩萨的头颅与
双脚已不知去向，仅留下一尊尊披戴着璎珞的身躯，有些佛像的身躯如同被利斧齐刷刷斩去一半；地
上随处可见佛祖、弟子、菩萨、天王、力士残损、开裂的身躯，菩萨的璎珞，猛兽的头颅，空空荡荡
的莲台以及那些精美的佛帐形龛楣。
    1969年盛夏，当时的五星村还叫五星公社，公社有6个生产队，宝鼎罐山挨着五队跟六队。
一天下午，公社的高音喇叭骤然响起，喇叭那头公社主任慷慨激昂，要求五队、六队的村民到宝鼎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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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菩萨，为了和封建残余划清界限，显示革命到底的决心，地主、富农成分的家庭必须参加，否则
就扣工分。
    六队地主、富农成分的家庭多，在公社常常抬不起头，这次为了争表现，纷纷摩拳擦掌，有人去公
社搞来炸药，搭上梯子，在岩壁上钻了一个个炮眼。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河滩也为之震动，浓烟腾起，飞石乱溅，一块块巨石轰然倒塌，那些栩栩如生的
佛祖、天王、菩萨、伎乐、弟子、供养人瞬间支离破碎，散落在河滩上。
侯端龙当时是六队的贫下中农，目睹了整个过程。
    五队没有地主、富农，贫下中农就从河中捞起黄泥，涂抹到佛像上，也算蒙混过关了。
王伟自的释迦牟尼佛就这样保存了下来，邻近的几个小龛也侥幸躲过一劫。
    几年前的一个深夜，一群盗贼摸黑来到宝鼎罐山，盗走了“西方三圣”的头颅。
“西方三圣”雕凿的是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菩萨，大小与真人无异，是佛子崖规模最大、最精彩
绝伦的一龛。
“文化大革命”中“西方三圣”身躯被炸毁，观音与大势至的头颅侥幸保存下来，却终究没躲过盗贼
的黑手。
2006年，旺苍文管所依山修建了一圈围墙，侯端龙跟他的兄长侯敏龙，两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从河滩
中扒出了许多残破的佛像与碎片。
侯敏龙当年是六队的队长，据说炸药就是他从公社搞到的。
    佛子崖毁于“文革”，可谓不幸；残损的佛像并未成为铺路石，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些俯拾即是的唐代碎片，将佛子崖的时光永远定格在了1969年。
    P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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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萧易编著的《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从5000多张照片中精挑细选出来的234幅淡黄色佛像，祥和谧
静，使人仿佛身处其中，感到神圣而奇妙，在这里，可以尽情感受艺术的熏陶。
佛像本身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是我们的心因为恭敬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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