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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5月 15日

关于加强安岳石窟保护与利用的建议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安岳县地方志办公室 安岳石窟研究院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

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石窟寺是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四川作为文化大省，也是文物大省，

拥有 2134处石窟寺，石窟寺资源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安岳石窟

在全国石窟寺发展传播过程中具有“上承龙门、下启大足”的重要

地位，是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巴蜀文化深度融合，并逐步世俗

化、生活化、地方化的生动体现。加强安岳石窟保护利用，不仅

对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具有参考借鉴作用，对讲好巴蜀文化故

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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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省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精神，切实推动安岳石窟文化活态传承，

特撰写《关于加强安岳石窟保护与利用的建议》，对安岳石窟的

基本情况、保护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相关建议，

供参阅。

一、安岳石窟基本情况

（一）安岳石窟的历史来源。石窟寺随着佛教的传播而逐步

兴盛，因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世界上绝大部分石窟寺集中开凿

于中国。中国石窟寺主要分布在四川、陕西、重庆、山西、西藏、

甘肃、山东、河北、浙江、河南、新疆、宁夏、云南、内蒙古等

省份。据史料记载，佛教石窟造像由北向南推移至川渝地区发展，

首先进入广元、巴中，再由川北深入川西、川南，最后向川东延

伸传至安岳，最后到大足。由此形成以广元、巴中为双核辐射中

心的北部摩崖石窟群，以眉山一带为辐射中心的西部摩崖圈，以

夹江、邛崃为核心的南部摩崖石窟分布带，以大足、安岳为核心

带的东部摩崖石窟群。

（二）安岳石窟盛行的历史条件。一是区位突出。安岳处于

成渝两地直线中点，是古川东道的重要节点，是四川联系云南、

贵州的重要交通驿站，是沟通四方的重要交通枢纽。二是禀赋独

特。安岳自古以“石秀”闻名，与阆中“山秀”、眉山“水秀”并称蜀中

“三秀”，丰富秀美的山石为开龛造像提供了必要基础条件。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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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富庶。安岳处于川中腹地，受战乱影响小，经济条件较好，

人民安居乐业。四是巧匠众多。安岳石刻工匠和雕刻艺术家众多，

在安岳本地乃至全川范围广泛开展造像工作，仅大足地区就留有

17名安岳石刻工匠的姓名。

（三）安岳石窟独具的四大特点。安岳于 2000年被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石刻艺术）”，安岳石窟作为中国南方

石窟和川渝地区中小石窟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高

峰，具有“古多精美”的特点。“古”体现在：一是历史性。安岳石

窟始凿于汉，兴盛于唐、五代、北宋，距今已有 1400多年历史。

二是传承性。因安岳石窟鼎盛于唐宋时期，属石窟在中国兴盛过

程的中晚期作品，介于洛阳龙门石窟（多为早中期作品，以中期

为主）与重庆大足石刻（属晚期作品）之间，因此具有“上承龙门、

下启大足”的特殊历史地位。“多”体现在：一是数量多。安岳共有

石窟寺 177处、摩崖造像 10万余尊、摩崖经文近 40万字，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0处。其中，安

岳石窟寺总数、摩崖造像总数分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位，摩崖

经文总数居全国第一位。二是内容多。除佛教题材为主外，儒、

释、道三教共奉一堂的造像逾千尊，地域性和世俗题材亦有大量

表现。三是碑刻题记多。“精”体现在：安岳石窟多采用半圆雕、

高浮雕、镂空雕等技法，雕刻的神、佛、菩萨慈眉善目，金刚、

力士口鼻各异、肌腱暴突，花木、走兽、飞禽等栩栩如生，是中

国石刻艺术的巅峰力作。“美”体现在：安岳石窟具有盛唐丰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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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宋精细之美、多元融合之美，其中当属毗卢洞的紫竹观音

尤为著名，被誉为“中国最美观音”“东方维纳斯”。

二、安岳石窟保护利用现状

近年来，四川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坚持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省市县各级各部门系统推进石窟保护利用

工作，安岳石窟保护传承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一）高位推动，增强石窟工作保障。坚持高位推动、系统

部署，加强石窟事业保障。一是强化规划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

四川连续出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四川

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等文件，为文化遗产保护保驾护航；

今年 4月底，印发《四川省加强石窟寺联合保护工作方案》等 3

个文件，分别针对石窟寺、革命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

联合保护等精准施策，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二是强化组织领

导。四川专门成立了以省文物局主要负责人和资阳市人民政府分

管负责人任双组长的安岳石窟文物工作领导小组，设置全省首个

县级地区副县级石窟研究院，成立省石窟寺保护研究院安岳分院，

构建形成省级统筹、市级指导、县级主抓的石窟保护工作格局。

三是强化资金保障。统筹国家、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设

立安岳石窟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近 10亿元。

（二）健全体系，提升石窟保护水平。增强基层管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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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构建形成县、乡、村、组“四级”联动责任体系，实现文物保

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管理机构“四有”全覆盖，建立人

防、技防、物防、犬防“四防”文物保护机制；坚持统筹抢救性保

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相

结合，石窟寺保护体系逐步完善。近年来，安岳共策划包装文物

保护项目 51个，实施石窟保护利用项目 26 个，石窟寺重大险情

基本排除。

（三）成渝联动，深化石窟保护利用。深入贯彻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安岳积极联动大足高标准一体化推进石窟保

护利用。一是机制共建。建立安岳大足文物保护利用专家智库战

略合作机制，签订共建文物保护合作机制。二是项目共推。联合

实施千佛寨考古调查、《巴蜀石窟全集》编撰等 13个合作项目。

三是活动共办。联合举办川渝石窟（刻）文化交流会、“巴蜀石韵

同气连枝——安岳大足石刻艺术展”等活动 10余次。

（四）突出价值，加强石窟活化利用。推动石窟研究阐释，

出版《安岳石窟圆觉洞保护研究》等重大考古报告，完成木鱼山

等 20余处中小石窟寺考古调查，有序开展千佛寨考古调查、《安

岳石窟总录》编制工作。推动石窟价值转换，以“三洞一院”石窟

景区为依托，投资 50 亿元，做实“石窟+”文旅组团项目；联合大

足、东坡、隆昌、乐至，共同发布石窟（刻）主题精品线路 4条。

（五）做优宣传，彰显石窟品牌效应。复原紫竹观音雕像，

参加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全国巡展，观众超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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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参加 2023 世界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博览会等展会活动

10次，开展“安柠石光 岳迎八方”文旅主题推介会 3次，全方位推

介安岳石窟资源。深挖石窟文化内涵，独幕剧《匠心筑梦》获四

川省第十九届戏剧小品（小戏）比赛三等奖；群舞《石乡古韵》

获四川省第三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乡镇竞演大赛“金蜀稻二等

奖”；安岳石刻入选首批“非遗四川·百城百艺”四川非遗品牌。

（六）网罗人才，优化专业队伍结构。与全国 10所重点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建立合作机制，设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

护修复所安岳工作站、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学与研究基地，

设置文物保护利用专家智库。引进北大博士担任安岳石窟研究院

业务副院长，引进文物博物等专业硕士研究生 16名，专业人才水

平显著提高。

三、安岳石窟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石窟保护成效有限。由于文物保护意识不到位、管理

体制机制不够健全、能力技术水平有限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石

窟保护成效还不够明显。安岳石窟本体石质结构风化问题存在加

重趋势，同时还面临水害、结构失稳、生物病害、裂隙切割、剥

落、起翘、空鼓等问题的威胁。

（二）学术研究水平不高。目前，全省对安岳石窟文化价值

的挖掘研究还不够充分，学术水平也不够高。与敦煌、云冈、龙

门、大足相比较，安岳本地仅出版 2部考古调查报告、20多篇调

查简报，无本地学术刊物，缺乏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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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联动合作不深。安岳大足毗邻而居，是巴文化与

蜀文化的交融地，石窟（刻）文化、蜀源文化、农耕文化等一脉

相承、交相辉映，互补性、延展性强。但双方围绕安岳大足文旅

融合发展示范区平台开展合作项目不够多、水平不够高，未能充

分发挥区域联动发展效能。

（四）开发利用宣传不够。当前，安岳依托传统节庆、特色

项目开展了一系列宣介活动，致力加强石窟文化交流。但在推动

石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不够有力，石窟数字化展

示形式不够丰富，与毗邻的大足石刻、乃至其他著名石窟相比，

差别很大，没有打造出在全国范围有影响力的品牌。

四、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岳石窟保护与利用的建议

（一）压实各级责任，统筹加强石窟本体保护管理力度。建

议相关部门协力推动川渝石窟保护立法，统筹推进安岳石窟保护

专项评估、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及时发现并制止各类违法破坏

行为，推动整体性保护；在安岳试点开展全县石窟寺视频监控系

统建设基础上，制定全省中小石窟安全防范视频监控系统技术标

准，逐步推动全省石窟寺视频监控实现全覆盖；细化省市县各级

各部门任务分工，进一步督促安岳县政府履行文物保护利用主体

责任，加大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提高石窟保护管理效能。

（二）强化学术交流，提升石窟文化挖掘保护利用水平。有

效整合省内石窟研究力量，通过“人员共出、项目共研、成果共享”

的“一盘棋”科研思路，全面推进安岳石窟研究和成果转化；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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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合作，推进安岳建设四川石窟保护研究联合实验室、创建中

国南方地区石质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和重点实验室；持续将安

岳石窟研究列入四川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学术研究；探索跨领域多学科研究新路径，

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吸引不同学科领域科技工作者加入安岳石窟

保护研究和探索利用工作中来，力争推出 10至 20项权威性强、

影响力大的研究成果。

（三）深度协同联动，创建全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议

明确“整合资源、借力发力，以线为引、共建共享”石窟文化利用

思路，通过“高位搭桥、属地推进，彰显优势、互补共建”方式，

使安岳石窟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大局，打造巴

蜀石窟寺走廊，规划 “唐宋石窟（刻）艺术精品之旅”“巴蜀佛教

文化之旅”等精品旅游线路，深度激活四川石窟潜力，加快提升四

川石窟文化的全国地位和利用价值；联动重庆建立川渝石窟保护

研究中心，与大足石窟形成联动性、互补性发展格局，推动安岳

大足毗邻地区联动发展，高层次推动安岳与大足联合创建全国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四）加大宣传力度，彰显安岳石窟品牌价值。深入挖掘好、

研究好、阐释好安岳石窟价值，多角度、多形式构建四川石窟文

化宣传矩阵，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通过新媒体、

数字化手段展现石窟内涵和时代价值，实现传统文化数字化转型，

让更多人了解安岳石窟、加入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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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中小石窟寺保护利用新模式，让保护爱护石窟深入人心并成

为行动自觉，通过着力融入乡村振兴，积极加入四川乡村石窟文

化公园（景点、微景观）建设，“一点一策”推进安岳乡村石窟文

化公园（景点、微景观）建设，做好石窟文化活态传承；结合安

岳石窟风格和特点，研究形成安岳乡村石窟特色标识，融入川渝

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擦亮安岳石窟品牌名片，彰显安岳石

窟历史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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