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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呕心沥血8部专著189.5万字——《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
与综合研究》在成都正式结项

作者：邓涵予 吴晓铃  来源：川观新闻  时间：2021.04.20

　　自公元3世纪开始，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中原北方的石窟蜚声海内外；而唐宋以后，独

川渝石窟开凿与摩崖造像日益繁盛、绵延不止、且独具蜀地特色，书写了我国晚期石窟史上最辉煌

的篇章，川渝石窟不仅数量庞大，也是中国南方石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

窟史下半阕”。

　　4月17日，耗时长达7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基重大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

究》在成都正式结项，7年完成8 部专著共计189.5 万字，为石窟寺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提供坚强的

基础资料和理论支持。

　　工程浩大 “西南唐宋石窟寺”研究耗时7年 

　　石窟寺凝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艺术于一体，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价值理

念、人文精神，价值极其重要。西南地区石窟兴盛于隋唐，历经五代、两宋时期，直到明清时期仍

绵延不绝，其宗教类型和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并且在中国北方地区石窟造像之风普遍衰落以后延续

发展并达到高潮，安岳、大足的摩崖石刻更是晚期石窟寺最杰出的代表。

　　根据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四川省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000余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0余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内涵深厚、延续时

间长等特点，是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

　　在经济、科技都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珍惜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财富，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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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正式

立项，以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白彬教授为首席专家，联合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所、大足石刻研究院、西华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以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

对西南地区唐宋石窟寺遗存展开全面系统的调查与综合研究。

　　项目由《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考古调查》、《代表性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考古测绘》、《西南

唐宋石窟寺的序列》、《西南唐宋佛教石窟寺遗存与中古社会研究》、《西南唐宋道教石窟寺遗存

与中古社会研究》等五个子课题构成，预计最终成果为专著8部，共120万字。

　　工作 

　　实操远比预想困难项目延期2年结项 

　　课题组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借助新技术手段，制定科学的调查方案。然而在时间和经费有

限的情况下，对110处石窟点展开全面、准确、详实的调查和综合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非

常具有挑战性。

　　在正式开展石窟寺调查工作前，参加人员首先进行了短期培训，熟悉田野调查流程、获取资料

的原则、方法和技术等必备技能。

　　得益于北京大学、大足石刻研究院在重庆、云南区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次课题组

将调查与研究的重点聚焦在覆盖主要造像的四川地区。代表性区域内宋代（含宋代）以前的石窟和

摩崖造像，无论是否是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无论保存状况如何，逐一全部记录；明清时期的石窟和

摩崖造像，仅选择保存较好、雕刻精美、题材特殊、具有独特价值的石窟点进行记录。

　　同时，调查工作要做到佛道石窟兼顾以及点面结合的原则——既要选择代表性的重点区域作拉

网式的全面调查和记录，弄清该区域内窟龛造像的总体面貌；又要选择典型造像点进行测绘，形成

考古报告，深入、彻底地呈现龛窟的价值和内涵。

　　田野调查记录分为文字和图像两大类，从石窟寺的地理概况，到单个窟龛的造像内容、碑刻题

记的尺寸、书写方向、行数、字体等都要逐一记录。在测绘和拍摄过程中，课题组使用了若干现代

技术，辅助获取图像资料。窟龛测绘使用了人工绘图与机器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大型窟龛一般采用

三维激光扫描仪，小型窟龛则采用三维近景摄影。

　　按申报书原定的时间安排，项目将于2018年底结题。而在2014年初田野调查正式启动后，课题

组发现，项目推进远比原来的估计要困难、复杂得多。为确保质量，项目申请延期两年至2020年12

月结项，并调整原有的调查计划，选择文物保护单位和石窟点均较多的安岳、内江、资阳、简阳、

仁寿、丹棱、通江，以区县为单元（同时亦是川北、川西、川东片区石窟的代表），展开系统调查

和记录。

　　2014-2016年，经过对上述7个市县（区）境内所有宋代（含宋代）以前的石窟和部分重要明清

石窟的逐一进行调查和记录；对眉山市东坡区、青神、洪雅、彭山，绵阳市涪城区、江油、盐亭，

广元市利州区、剑阁，巴中市巴州区、南江、平昌，南充市阆中5市13县（区）部分唐宋至明代石窟

进行调查和记录。2016-2019 年，在大规模田野调查和记录的基础上，在川北、川西、川东各选择

若干代表性石窟进行测绘，编写考古报告。2020年12月，整合成果，提交结项。

　　2014-2020年，参加调查、测绘、记录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达220余人次，地方参与人

员6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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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7年完成8 部专著共计189.5 万字 

　　自2013年底立项开始，经过长达7年的调查研究，截至2020年8月，课题组完成四川地区295处

石窟点的调查和记录（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5处）；完成仁寿、丹

棱、安岳、江油、盐亭5地32处石窟的考古测绘（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3处），调查文字记录约350万字，拍摄照片近7万张，绘制线图约1200张，初步形成西南地区

石窟造像资料库，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发表调查报告19篇，录用待刊12篇；发表论文16篇。

　　2021年4月17日最终结项成果为：8部专著，共计189.5万字。这其中包括，石窟寺内容总录 3

部：《通江石窟内容总录》《仁寿石窟内容总录》《安岳石窟内容总录》；石窟寺考古调查报告4

部，即《四川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四川仁寿坛神岩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四

川安岳毗卢洞龛窟考古调查报告》《四川安岳华严洞石窟考古调查报告》；石窟寺综合研究论文集1

部，即《西南地区石窟寺遗存综合研究》。

　　价值 

　　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得益彰 

　　《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项目通过全面、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建立西南石

窟寺遗存数据库，以此为基础，深层次、多维度发掘石窟蕴含的历史信息。此项目的研究成果不仅

富含极高的学术价值，其社会价值也不容忽视。

　　首先，项目获取了一批详实的资料，有利西南地区和中国晚期石窟寺发展序列的构建。从地域

上看，结项成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通江、仁寿和安岳，覆盖了四川地区的三大造像区。在此前的调

查和研究成果中，对这几个区域尚未给予足够重视，本项目成果正是对这一缺陷的弥补；从时代上

看，本项目成果涉及石窟造像的年代涵盖中国晚期石窟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为系统构建西南石窟

造像序列奠定了基础；从宗教属性看，本项目成果既有佛教造像又有道教石窟，还有三教合一的窟

龛发现，涵盖儒释道三教，完整见证了中国宗教造像和宗教信仰斗争与融合的过程，是研究中国宗

教史、构建区域宗教史的重要资料。

　　除此之外，此项目做到了佛道兼顾，重点突破。同时，课题组在资料获取、材料分析和解读上

均有创新，其创新主要体现在：选择若干典型区域，展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和测绘，呈现代表

性区域石窟造像的总体面貌和特征；摸索出一套石窟寺描述、记录的方法，实践证明，这套方法在

石窟寺考古工作中行之有效，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石窟寺考古操作规程提供了经验；课题组将 3D

激光扫描仪、三位近景摄影等现代技术与传统人工测绘方法有机结合的创新测绘方式，提升了测绘

的精度和速度；并在最终用多学科、多维度对材料进行解读。

　　石窟寺遗址是艺术价值极高的宝贵遗产，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和东西方文明交流

互鉴，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让广大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增强

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次项目不仅是对珍贵文化遗产的有效抢救和保存；为石窟寺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提供坚强的

基础资料和理论支持；还培养了一批具有宗教考古技能和知识的专业人才，完善了宗教考古学科体

系建设，为中国考古事业注入了一批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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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5-10年，课题组还将在以四川为重点的西南地区，持续开展石窟寺调查，持续对具有重

要学术价值的石窟造像点进行考古测绘，强化综合研究以及石窟寺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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