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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在对西汉到明清的各时期的石刻造像进行系统分析的的基础上，类比了全国各地的墓道石刻，运
用社会学、艺术学、民俗学和数理统计学等研究手段推断，位于宁波城北傅家山遗址北侧的慈城镇八
字村石神桥村的一尊石刻像为慈城(慈溪)冯氏祖先——辅佐光武帝刘秀中兴东汉的二十八宿将之一的
大树将军冯异，是道教二十八宿之一的冯异箕水豹神像，建造年代为南宋时期(1127-12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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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密宗造像题材之多，也是中晚唐以后佛教造像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据丁明夷先生考证，四川地区的密宗造像有60余处。
按时代划分，盛唐7处，晚唐9处，五代18处，两宋27处。
从数字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密宗造像的兴盛。
这些密宗造像，主要分布在大足、安岳、巴中、资中等地，早期多集中在巴中和安岳，晚期集中于大
足。
主要题材有：药师佛、如意轮观世音菩萨、十一面观音、华严三圣、数珠手观世音菩萨、白衣观世音
、诃利帝母、大威德金轮炽盛光佛、地藏菩萨、干手干眼观世音菩萨、昆卢佛、昆沙门天王、不动明
王等。
 儒、释、道三教造像合一，特别是释、道造像合一，在西南地区中晚唐至两宋的造像中比较突出。
玉女泉道教造像在四川绵阳市西郊，因凿于玉女泉石壁而得名，共有20个龛。
老君身着道袍，足穿道靴，端坐于莲花之上，脸上微微含笑，神情洒脱自如。
青城山天师洞道教造像，有伏羲、神农、轩辕石造像各一尊，像高约90厘米。
四川剑阁县城郊的鹤鸣山，有唐代大中十一年（857）雕造的道教造像。
造像共有数十尊，最大的露天造像，头上有髻，面部丰满圆润，身着道袍，足蹬道靴，神态肃穆庄严
。
浮雕的甲胄武士，怒目圆睁，形态威武。
大足县南山石窟道教造像，主要洞窟有三清洞、圣母洞等。
三清洞塑造的是道教的三位掌门人，即玉清、太清、上清三位真人。
龛的左右有像6尊，洞的两壁有天尊像220尊。
圣母洞内，圣母端坐于龙头椅上，左右二女侍奉，形象庄重，但又不失温柔。
石门山的造像，为儒释道混合在一起的石窟造像，最尊者为玉皇大帝、炳灵太子、三皇像等，与无量
寿佛等混凿在一起。
石篆山石窟造像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佛教造像，有昆卢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第二类是道教
造像，有老君像、圣母像等；第三类为儒教造像，有孔子像等。
其中老君像雕造得最为出色。
老君端坐于龙座之上，头挽发，面有须，手执尘尾，左壁持立真人7躯，右壁立有法师7人，龛外有力
士2人。
这些人物气宇轩昂，神态庄严虔诚。
造像出自北宋元祜年间工匠们之手。
 辽、宋、金（907-1234）时期，四川地区的佛教造像，从形制上可分成石窟和摩崖两种，以摩崖造像
最有特色，摩崖造像又以大足宝顶山为典型代表。
宝顶山造像由东、南、北三个崖面构成，东面是主体，南北分列两侧。
东崖雕刻的主要内容有：释迦涅槃、太子降生、孔雀明王造像、昆卢道场、人天际会、干手干眼观音
、昆卢庵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川世家神像考>>

编辑推荐

《金川世家神像考》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川世家神像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