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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足石刻艺术与环境的自然相生
杨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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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足石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儒、佛、道三教的融合的产物，充分的体现了民间信仰。而众石窟所追求的便

是艺术和环境的自然相生，最为重要的便是取境、借境、造境，充分展示大足石刻的艺术之美，基于此，本文主要阐述大足

石刻艺术与环境的自然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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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是重庆市

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总称。当前被列

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 75处，雕像 5 万余身，

铭文 10万余字。1999 年，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南山、

石门山、石篆山为代表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1]。大足石刻因其自身规模宏大、雕刻技

术精湛高超，表现内容极为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具

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文化史上有着不可

忽视的重要地位。大足石刻的艺术特点与我们所认识的敦

煌、云冈、龙门有所不同，虽然在艺术史上同具盛名，但是

艺术特点却截然不同。在对石窟艺术进行深入的考察中可以

发现，艺术与环境属于自然相生的关系，艺术与环境的融合

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在对大足石刻进行研究过程中探索

出大足石刻艺术对于环境的表现更加的生动形象。从表现特

色上进行论述，石窟壁画题材大多以本生故事也有佛传故

事，存在各类佛像、菩萨像等，同时还穿插着僧侣、商人、

武士、舞女等人物，还有牛、鹿、马、孔雀等动物，甚至有

半人半鸟的乐神、牛头鱼尾的怪兽，展示了人间和天国的接

壤、现实和幻想的结合、精神和肉体的碰撞，极为精彩[2]。

而大足石刻艺术不就正与此相像吗？在社会的发展中具有

丰富多彩的题材，人们的生活中展示了诸多情态，包括了放

牛、养鸡、牵马等，同时还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情景，

都展示在崖壁上[3]。大足石刻艺术的总体表现形式与世界石

窟艺术相像以外，还展示了自身极富鲜明特点的独特个性，

在内容的演绎上融入了儒教和佛教。

1 大足石刻艺术的特点

1.1 题材和内容丰富多彩

在大足石刻艺术的发展中都充分的展示了佛教、儒教、

道教，这三种教派在同一时间段的同一地点达到了和平共

处，教派之间不在互相斗争而是互相融合。三个教派在各自

的造像中都受到了外教思想的影响，所以教派内部中的宗教

也在相互融合。另外，大足石刻对于现实生活的细节也有诸

多雕刻，由此可以看出大足石刻是有多种宗教、多个派系的

造像，不论是题材还是内容都极为丰富。

1.2构思布局精彩巧妙

大足石窟多是依山而凿，并且宝顶山上的大佛湾造像都

是经过严格的地形勘察后进行统一规划实施开凿的。大足石

窟的设计师结合了石刻和山水，因地制宜，借助自然影响来

展示艺术，在艺术家的构思中结合了一山一水，所设计出的

大足石刻艺术充分展示了自然美和艺术美[4]。因此，大足石

窟上的石刻具有创意性，其构图布局也与其他地方有所不

同。大足石窟的设计在我国雕塑史上的统一指挥总体设计，

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创新升级。此外，在大足石刻中

需要提前规划好图纸，图纸的设计将直接的展示大足石刻雕

塑和绘画之间的关系。

1.3艺术形象生动有趣

大足石刻上的佛像和菩萨像都塑造成了有着鲜明性格

特点和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形象，在石刻中灵活生动的展示了

人们的喜闻乐见的事件，人们在祷告祈求中希望愿望得以实

现。使得原本冷冰冰的石像变得有血有肉，将雕刻艺术蕴藏

的独特语言词汇用动态的线条展示出人物的冷暖悲喜。不仅

如此，雕刻家还可以通过想象以及夸张的艺术手法来进行艺

术创作，例如，人们常常见到的千手观音便是如此。在这一

时期中的大足石刻艺术创作中以及该解放了原来僵硬的姿

势，从面无表情变成了面带笑容，反映出人们审美心理的共

同情趣。

1.4具有现实生活气息

宗教艺术逐渐世俗化也展现了宗教艺术的生活化，在大

足石刻的艺术创作中人们可以在石壁上佛像和菩萨像等鬼

神中看到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还可以借助石壁了解宋代社

会的家庭与人物风貌，从石壁上的造像上体会到浓浓的生活

气息。大足石刻艺术的造像主要是佛教，展示中国僧人所讲

述的内容。俗话说理论来自于实践，艺术源自于生活，在大

足石刻艺术的创作中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结合自身的生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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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进行创作，在大足石刻中充满了生活气息。

2 取境

中国在园林的设计中需要结合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

在一起构建富有诗情画意的艺术品。中国在园林设计方面有

很多的讲究，在园林的设计第一重要的便是选址，也可以称

之为“取境”。在宝顶山石窟寺的设计中，设计师赵智凤构

建了佛教与道教相互融合的密教道场。石窟寺整体的布局可

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外院大佛湾，为教相俗讲道场的造

像群，其次是内院小佛湾，为事相专修仪坛造像群；最后事

四方结界造像群，在东边有三元洞、大佛坡；在南边有毗卢

寺；西边有佛祖岩；北边有岩佛。从中可以看出宝顶山石窟

寺在选址上具有独特的创造特色，是道场中具有封闭性和开

放性相结合的典范[5]。宝顶山石窟寺的封闭性体现了道场的

神秘，开放性则体现了佛法的浩大胸怀。上述所阐述的虽然

是石窟寺，但是在艺术的形式上石窟寺的建立并不逊于江南

园林，在创造中有着强烈的虔诚之心。众所周知，园林的设

计为动静结合，有静观也有动观，通俗来讲静观便是方便人

们驻足的观赏点，动观则是具有较长的游览线。

而事实上大足石刻艺术的设计也具有“动观”与“静观”，

大足石刻艺术中不仅仅存在着“虚”与“实”、“简”与“繁”

等样式，同时还具有丰富的动静对比关系。在对周遭环境的

对比中，大足石刻艺术里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明

珠”的《转轮经藏窟》，其主尊和菩萨造像与周遭四壁、窟

顶、中心柱等结构环境便有着极为强烈的动静对比效果，在

有限的空间内把佛教的神秘感和世俗中的温暖巧妙地结合

在一起，在动静的对比上有着极强的视觉效果，达到了中国

晚期石窟艺术的巅峰地位[6]。转轮经藏窟的中心柱的设计与

窟内的造像相互辉映，营造了神秘的宗教气氛。从《转轮经

藏窟》的名字上便可看出设计师和雕塑家的心血和用意，有

着用就不停转的深层含义。

3 借境

石窟寺的作用虽然无法与园林直接相媲美，从功能和作

用上而言两者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从创造性的角度来

看，却值得讨论探索。观赏园林的建造是人们巧妙借助规律

因地制宜进行设计的。而宝顶山石窟寺的建造则是善用于

“借境”。从大佛湾的设计上看，是一个较完整的封闭空间，

整合衬托出佛门净地的庄重肃静的气氛，石窟寺的三面皆为

石壁，唯有西方作为谷口是开放的，这种东高西低的地势局

面蕴藏着在修行后便可在诸佛的引导下走入西方极乐世界

的意味[7]。用有限的面积创造无限的空间，这也就说明石窟

寺借助了自然的山势展示了非凡的效果，将内部空间与外部

空间巧妙的沟通在一起。在观赏大足石刻艺术中放大视野会

发现宝顶山石窟寺的层次更加丰富。

4 造境

大足石刻艺术的造境最为显著的地方便在于宝顶山石

刻群中，在宝顶山石刻群的设计中需要在充分尊重自然环境

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要保持原貌不受改变，进行适当的改造，

创建出更加符合整体构思的布局和细节。例如，广为人知的

“九龙浴太子”也就是“释迦牟尼降生图”，原先的宝顶山

有山水下流的石刻区，后来设计者将水蓄积在池塘中，再将

泉水引入崖壁，后在崖壁上雕刻九个龙头，在正中雕刻大龙

头，清泉从大龙头口中流出浇在太子悉达多身上[8]。此种将

宗教内容与自然风景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绘声绘色地展示了

一幅美妙的图画，令人称绝。水不仅为图画增加了活跃的气

氛，还解决了山水排泄问题，真正体现了科学于艺术的巧妙

融合。因此，善于利用自然环境，能够创造出具有美妙意境

的独特结构。

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足石刻艺术内容极为丰富，不仅融入了

“山”“水””石”等自然景物，还将博大精深的宗教精神

融汇贯通，通过取境、借境、造境等鬼斧神工般的高超技术

展示了艺术之美，将大足石刻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们

在欣赏石刻艺术之美的同时也感叹古人的聪明才智与伟大

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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