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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广元石窟造像全面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考古类型学和宗教图像学的方法，对广元石窟造像进
行了年代学研究和综合分期研究，并利用分期研究的成果，依托宏观的历史背景，对以广元为中心的
川北石窟进行了深入考察，内容包括窟龛形制、造像题材以及广元石窟与周边地区石窟造像的关系等
，由此着力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川北石窟与中原北方石窟造像的渊源以及川北石窟造像对巴蜀腹地石
窟造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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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巴蜀地区山高水长，自古交通是一大难题，是故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
感叹。
长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成为巴蜀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系的黄金水道，这已为近年三峡库区的考古
发现所证实。
而中古时期入川的陆道交通线主要有三条：其一为青海道（又称河南道、吐谷浑道），这条路线的大
致走向是，自丝路南道的和田、且末、若羌或河西的敦煌、张掖等地南向入青海高原（南北朝时期主
要为吐谷浑所据），继续南行出吐谷浑南境，经松潘、茂汶等地达成都。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阻隔，青海道尤显重要，成为沟通南朝与河西、西域的重要通道。
其二为米仓道，即自汉中南下越米仓山至巴中，再西向至阆中、三台等地，进而至成都。
唐僖宗入蜀即取此道。
其三为金牛道，是三条道路中最重要的一条。
金牛道开通于秦灭巴蜀之际，隋唐时期此道是联系巴蜀与京师的主要纽带，它起自唐金牛县，西南行
经广元、剑阁而达成都平原。
由于入川路线的选择余地不大，佛教与佛教艺术的人川也大体遵循上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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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华林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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