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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
保存于地上、地下丰富多彩的文物，是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
。
它们以自己的真实性和形象性给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提高民族自
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切实了解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状况，各地曾进行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调
查工作。
根据国务院通知，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
第一次始于1956年，第二次始于1981年。
20世纪80年代的全国文物普查，规模大，时间长，调查内容广泛。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由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这次文物普查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为了对历次文物调查的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总结，国家文物局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物地图
集》。
  《中国文物地图集》力图运用地图形式，对历次文物调查所获大量资料进行科学概括，综合反映中
国文物工作中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新的重大发现，全面记录中国境内已知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
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这套多卷本地图集的编制，是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文物考古专业人员与地图工作者通力协作的科学研究成果。
它将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长远战略决策与
政策法规提供有益的资料；为国家经济建设部门规划、选址和设计提供可靠的依据，尽可能避免在生
产过程中造成对文物的破坏。
《中国文物地图集》是一套大型工具书，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卷三十二册和全国重要文物分
卷一册，将陆续编辑出版。
编辑出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地图集，在我国尚属首次尝试，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工作，书中难
免错误、不当之处，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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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上下）》由国家文物局的高大伦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力图运用地图形式，对历次文物调查所获大量资料进行科学概括，综合反映中国文物工作中已有
的学术成果和新的重大发现，全面记录重庆境内已知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状况，以充分发挥它们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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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汉及汉以前开凿的岩画重庆存有2处，一为江津区四面山的灰千岩岩画，一为云阳县牛尾岩岩
画。
江津区四面山灰千岩岩画的加工方法原始，系用钝器琢点连线构成大小不同的水牛、熊、鱼、山羊等
动物图案。
另一处岩画刻于云阳县的牛尾岩上，内容反映了峡江先民早年的村落生活、宗教信仰等。
另渝中区朝天门河床上，存有刻于汉光武及晋义熙三年的灵石题刻，是长江流域最早的枯水题刻，惜
清乾隆以来未再出水。
隋唐五代重庆地面文物中，较为突出的是摩崖造像，并以潼南定明山东岩的隋代纪年道教造像首开重
庆纪年造像的先河。
定明山造像中，又以隋开皇十一年（591）纪年造像碑龛最早。
为连体双碑，碑首浮雕四盘龙，额刻伏羲、女娲，碑中存一圆，圆中一残像，还存“开皇十一年（591
）作”等造像记。
同地8号天尊龛也较有特色，刻天尊、众弟子、供养人和14清信女姓名、大业六年（610）造像记等。
上述造像对研究重庆早期摩崖造像有较大价值。
唐代造像共存20余处，均为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长江北岸、沱江、嘉陵江地区，即当时的州、县城
附近，如大足县古昌州城郭的龙岗山（北山）、合川区旧赤水县城的龙多山、合川区古合州城的濮岩
寺、忠县唐忠州临江县城附近的临江岩等地。
唐代佛教造像的主要宗派为净土宗和密宗，净土宗的弥勒、阿弥陀佛、西方三圣、西方净土变等题材
，从初唐一直延续到晚唐，且呈上升态势；密宗造像盛行于中晚唐，中唐造像主要表现千手观音、卢
合那佛、鸠摩罗天、护法神、天龙八部、地藏，晚唐出现十方佛、药师变、日月菩萨等。
唐代纪年佛教造像中，最早为大足县尖山乡唐永徽年间的摩崖造像，其开凿时间早于大足北山造像240
余年，规模虽不大，但它是大足石刻初始造像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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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是大型丛书《中国文物地图集》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编写任务是20世纪末，国家文物局鉴于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重庆成为中央
直辖市后下达的。
具体编写由重庆市文物局组织专职编写组完成。
从1999年至今已历时10载，这许多年来，承蒙国家文物局领导及该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编辑组专家
们的鼎力支持，承蒙我市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承蒙全市文物单位的通力合作，并经编写人员数易其
稿的辛勤劳作，本书才得以成型，实属不易。
本书资料来源于重庆历次文物调查，特别是1986-1987年间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因而它是20世纪重
庆不可移动文物的主要家底，更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库区（重庆）文物的大荟萃。
在该书的编写中，我们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写大纲》的要求，对本市查到的12000
多处文物点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从中整理出上图文物点共5614处，其中古遗址678处，古墓葬1674处
，古建筑1803处，石窟寺及石刻850处，近现代重要史迹422处，近现代代表生建筑155处，其他32处。
因三峡文物抢救工作的特殊性，少数资料的收集截止时间已延伸到2005年，个别已到200"7年。
又因所辖区县乡镇行政区划的变更，故我们对原地名作了相应的调整，一般以2007年为限。
本书的《概述》、专题文物图说明和重点文物图说明，均由编写组成员分别完成，个别专题文勿图说
明系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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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物地图集(套装上下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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