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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批准时间：1999年12月●遗产种类：文化遗产●遗产遴

选标准：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VI)，大足

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

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大足地

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公

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

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

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

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 概况：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部重

庆市的大足等县境内，这里素有“石刻之乡”的美誉。大足

石刻最初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公元649年)，历经晚唐、五代(

公元907～959年)，盛于两宋(公元960～1278年)，明清时期(公

元14～19世纪)亦有所增刻，最终形成了一处规模庞大，集中

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

代表，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相齐名。大足石刻群

共包括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余尊，其中以北山、宝顶

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最为著名和集中。北山石刻

位于大足县城西北2公里处，始刻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

至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62年)结束。北山石刻共有摩崖造像近

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造像题材共51种，以当时

流行的佛教人物故事为主。它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不同于

中国早期石窟。北山造像以雕刻精细、技艺高超、俊美典雅



而著称于世，展示了中国公元8世纪至14世纪时，民间佛教信

仰及石刻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

北15公里处，始刻于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至南宋淳佑

九年(1249年)结束。宝顶山石刻以圣寿寺为中心，包括大佛湾

、小佛湾等13处造像群，共有摩崖造像近万尊，题材主要以

佛教密宗故事人物为主，整个造像群宛若一处大型的佛教胜

地，展现了宋代(公元960～1278年)石刻艺术的精华。 南山石

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南，始刻于南宋(公元1127～1278年)时期，

明清两代亦稍有增补。南山石刻共有造像15窟，题材主要以

道教造像为主，作品刻工细腻，造型丰满，表面多施以彩绘

。南山石刻是现存中国道教石刻中造像最为集中，数量最大

，反映神系最完整的一处石刻群。石篆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

西南25公里处，始刻于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至绍圣三

年(公元1096年)结束。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

共10窟，是中国石窟中典型的佛、道、儒“三教”结合造像

群。石门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20公里处，始刻于北宋绍圣

元年(公元1094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结束。

凿刻有造像的崖面全长约72米，崖高3～5米，共16窟，题材

主要为佛教和道教的人物故事。此外还包括有造像记、碑碣

、题刻等。石门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佛、道

教结合石刻群，其中尤以道教题材诸窟的造像最具艺术特色

。作品造型丰满，神态逼真，将神的威严气质与人的生动神

态巧妙结合，在中国石刻艺术中独树一帜。大足石刻以其规

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而著称

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

，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



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

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

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文化遗产价值：●阐述意义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

篆山、石门山(简称“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是

中国石窟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9世

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中国晚唐景福元年至南宋淳佑十二年)

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大足石刻始建于公元650年(唐永微元

年)，兴盛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余绪延至明、清，

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五山”摩崖造像以规模

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

世。以集释(佛教)、道(道教)、儒(儒家)“三教”造像之大成

而异于前期石窟。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

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

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

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

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前期各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

、科学和鉴赏价值。●可能的比较分析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

术自公元3世纪传人中国后，分别于公元i世纪和7世纪前后(魏

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至

公元8世纪中叶(唐天宝之后)走向衰落。于此续绝之际，位于

长江流域的大足县境内摩崖造像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

至13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

，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

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



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中国

后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例证。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

程中，各个时期的石窟艺术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及

内涵。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艺术(魏晋时期，公元4

至5世纪)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艺术的影响较为明显，造像

多呈现出“胡貌梵相”的特点。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期石

窟艺术(隋唐时期，公元6至9世纪)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

化相融合的特点。作为晚期石窟艺术(晚唐至南末时期，公

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

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

巧、审美情趣诸方面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鲜明的民族化

、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敦

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

史。大足石刻“三教”造像俱全，有别于前期石窟。以南山

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公元11至13世纪中叶的道教造像，是中国

这一时期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石篆山摩

崖造像中以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

石窟艺术中可谓凤毛麟角。以石篆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

、道教、儒教“三教”合一造像，以及以石门山摩崖造像为

代表的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亦极为罕见。

就保存状况而言，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保存最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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