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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乐山大佛为研究对象，从建筑结构与造型设计、艺术表现以及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首先，通过对乐山大佛的建筑结构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了其复杂而精确的结构系统，以及在设计中融

入的工程技术。其次，本文通过对乐山大佛的造型设计进行探讨，探究了其独特的身姿和表情，以及与

佛教艺术以及中国传统造型的关联。再次，通过对乐山大佛的艺术表现与装饰设计进行分析。最后，本

文以乐山大佛的文化内涵为研究重点，探讨了其山门的意义与价值。综上所述，通过对乐山大佛的研究，

不仅能加深对其建筑结构、造型设计和艺术表现的理解，也能深入挖掘其文化背景与内涵，为乐山大佛

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观点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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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nd design,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Firstly, through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chi-
tectural structure of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it reveals its complex and pre-
cise structur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corpor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iques in its design. Se-
condl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culptural design of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delving into its unique posture and expression, as well as its connection to Buddhist art and tradi-
tional Chinese sculptural styles. Furthermore,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Lastly, the study places emphasis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particularly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its gate. In conclus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ts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sculptural design,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can be gained, as well a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onnotations,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and its releva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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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乐山大佛作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之一，其建筑结构与造型设计、艺术表现与装饰设计以及文

化内涵一直以来都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然而，目前对乐山大佛的相关研究主要局限于单个方面，

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因此，本论文旨在全面研究乐山大佛的建筑结构与造型设计、艺术表现与装饰

设计以及文化内涵。通过对乐山大佛各个方面的深入剖析与解读，我们将为古代艺术、宗教与文化研究

提供全面的思考和重要的学术参考，同时也为当代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

迪，从而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做出更为全面的贡献。 

2. 乐山大佛概述 

1) 乐山大佛的历史背景 
乐山大佛的建造始于 713 年，是唐玄宗在位时期[1]。建造乐山大佛的过程耗时约 90 年，数以万计的

工匠和僧人参与了雕刻和建筑工作。他们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雕刻技术和工程方法。然而，通过对文物的

进一步研究可以证实佛像的建造年代和过程。这方面的证据可以在唐韦皋所著的《嘉州凌云寺大佛造像

记》(下称《大佛造像记》)中找到。 
据记载，海通法师是兴建这座佛像的最初发起人，他在唐开元年间发起了这项计划，并开始筹备兴

建工作。其建造动因包含了善兴佛、镇压水患和护佑平安等现实需求，乐山地区三条江河交汇，每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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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便会发生洪水泛滥，给蜀地的居民带来困扰，也威胁到当地的安危[2]。海通禅师对这个地方的艰难境

遇深感忧虑，他相信建立一座佛陀的慈祥形象，可以转动佛教法轮，点燃人们内心的善良愿望，凝聚民

众的力量。因此，在他内心涌动起来了一个宏大的誓愿，即通过造佛来治理水患。 
海通禅师最终选择了三江汇合处的凌云山栖峦峰作为建造乐山大佛的理想地点，因为此处水势湍急，

波涛汹涌，正是治理水患的理想地。此外，对于过往的商贾和民众来说，他们远远望见巍峨坐姿、安详

神态的大佛时，会感到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因此，他们虔诚地为这尊座落在天空下的佛陀祈祷，希望它

能为世界带来和谐、平静和安宁。大佛的存在不仅在客观上起到引领和指引的作用，也起到安抚心灵的

作用。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计划在他的手中并未完成。之后，章仇兼琼接手了工作，并继续推进了

建设工程。他在贞元年间续建了这座佛像，使其逐渐成形。最终，韦皋接过了这项任务，他是唐朝末年

的一位著名建筑师和雕刻家。韦皋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技巧，终于将这尊弥勒佛像完工。根据记载，这尊

佛像高达数十丈，造型庄严雄伟，栩栩如生。 
乐山大佛修建自唐代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胸脯宽度为 24.5 米，肩宽 28 公尺，耳长 6.7 公尺，趾

长。作为中国传统雕刻工程的代表之一，乐山大佛得到了广泛的维护和修复支持。2001 年春季，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文物专家对 71 米高的大佛进行了全面维修。他们使用了锤灰进行裂缝和破损处的修补工作，

使大佛焕发出新的光彩，继续展示其雄伟的魅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在乐山大佛的修复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他们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指导和建议，确保修复工程符合国际文物保护标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也使乐山大佛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关注，为其修复和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多

的资源和支持。 
2) 乐山大佛的地理环境 
乐山大佛位于峨眉山的乐山岛，该岛是由岷江和大渡河交汇处形成的三条河流所包围。乐山大佛的

造型矗立在凌云山阴坡面上，山体四周被茂密的林木环绕，便于将佛身隐藏其中。大佛后方和两侧的山

体崖壁形成一个三面环抱的天然屏障，提供了对大佛的保护，减轻了阳光和风力对大佛的长时间直接侵

害。这种天然屏障的存在使得乐山大佛的整体形象能够保存至今，经历了千年依然保持完整。 
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的汇流形成了宽敞开阔的环境，方便信徒们可以近距离观赏大佛的全貌，同

时为雕刻匠师提供了理想的场地空间，从整体上把握造像的尺度。大佛整体背依凌云山崖，面对三江汇

流，体现了凌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同时借助山高与大江齐平、坐正襟危坐之姿，起到了减缓水患的作用。

实际上，山石被开凿形成直接坠入江底，使水道逐渐堆积平缓。这样巧妙的选址不仅展示了建造者和石

刻匠师们的设计智慧和用心，也为大佛的建造带来了诸多便利。 
乐山大佛地理环境独特壮观，与周边山脉和自然景观相得益彰。通过充分利用周围的山川自然美和

文化底蕴，将地理环境与大佛的设计融合，可以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建筑作品，为游客带来独特的空间体

验和精神享受。 

3. 建筑结构与造型设计 

1) 乐山大佛的结构特点 
乐山大佛是我国古代佛教雕刻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结构上的独特特点显示出古代匠人的高超技

艺和聪明才智。首先，乐山大佛规模宏大，是目前世界上石刻造像中最大的一尊。其高 71 米左右，宽

24 米左右，肩部宽约 28 米，其庞大体量在当时的雕塑艺术中罕见，堪称壮丽杰作。其次，乐山大佛造

型精湛，佛像主要以坐姿为主，端坐于悬崖上，手拄膝，面容慈祥，展现了典型的中国佛教雕塑风格。

工匠们通过精细雕刻，刻画出佛像线条流畅和谐。第三，乐山大佛工艺极其繁复，它创造于唐代，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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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由数代工匠共同完成。工匠们巧妙地利用周边自然岩石，先雕刻出佛像轮廓，然后逐步精雕细琢，

使佛像稳固地屹立于悬崖之上。这种手工制作工艺体现了工匠们的耐心和精湛技艺。第四，乐山大佛周

边还有数百处石刻造像，包括菩萨、弥勒、观音等。这些石刻与乐山大佛相互映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

佛教美术群体。  
综上所述，乐山大佛以其巨大规模、精湛造型和高超工艺成为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

我国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瑰宝。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后世佛教雕塑的

影响和启示不可忽视。保护和传承乐山大佛的价值应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2) 乐山大佛的造型风格 
我们平时见到的佛像，大多是站立或端坐的。然而，高达 71 米的乐山大佛以垂足而坐的姿态，表现

出高大威严、庄严沉稳，为什么乐山大佛采用垂足倚坐姿势呢[3]？这种姿势是弥勒佛的特征之一，成为

善跏趺坐(见图 1)，首先，乐山大佛的姿势与建造的自然环境有关[4]。乐山大佛坐落于三江交汇处，当地

人民经常遭受水患。有传言称，海通法师为了镇压水患，选定了此修建地点。 
其次，靠着坐利于稳定佛像的重心并降低侵蚀程度。由于乐山大佛处于特殊位置，如何选择常规的

盘腿而坐，会形成较多积水侵蚀佛像。乐山大佛依山而凿，采用倚坐的姿势避免雨水堆积，有利于佛像

排水。 
 

 
Figure 1.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sitting posture 
图 1. 乐山大佛倚坐姿势 

 
3) 建筑结构与造型设计的技术考量 
巴蜀地区处于一个巨大的盆地之中。正是由于如此地形特点，植物覆盖面广，森林密布，常年多雨，

温润宜人。在乐山大佛的建筑结构和造型设计中，排水防渗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技术考量因素。由于乐山

大佛巨大的规模和坐落在山崖上的特殊位置，有效的排水防渗设计可以保护佛像和周围环境的稳定和安

全。 
乐山大佛在宋元战争佛阁毁坏之后一直呈露天状态，整体形象仍相对完整，于自身排水系统的巧妙

设计具有典型意义。乐山大佛的表面设计需要考虑降雨水的排水，在佛像的头部、肩部和背部等位置，

设计了斜向下倾斜的表面，使雨水能够顺利流下，避免积水对佛像结构的损害。为了确保佛像周围环境

的排水畅通，乐山大佛建造过程中考虑了排水管道的设置。在佛像周围的山体中设置了排水管道，将雨

水引导到低洼区域或水流集中的地方，避免水分对佛像周围环境的破坏。并在石雕过程中采用了工程技

术手段，保证了石雕表面的平整度和连接的紧密度。通过技术手段和材料选择，减少了水分渗透到佛像

内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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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技术考量，乐山大佛的建筑结构和造型设计在排水防渗方面得到了有效解决，保证了佛

像的稳定和周围环境的安全。这些技术考量不仅体现了古代工程技术的智慧，也为乐山大佛的保存和传

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 艺术表现与装饰设计 

1) 乐山大佛的雕塑艺术 
从人体雕塑的角度来看，石刻匠师需要考虑不同环境、角度和位置的观赏效果。因此，基于人体结

构，大型佛教雕像的主要结构被归类为几个主要的体块，形成了一种“体块式雕塑”模式，强调从整体

到细节的过渡(见图 2)。在巴蜀石窟的历史中，大多数大型佛教雕像的面部最高点、丰满的额头和突出的

鼻子大致处于同一平面，以深刻而有力的方式表现了整体体块的平面关系。在脸部雕刻方面，耳廓略高

于发际线，眉弓下、眼睑处雕刻出深凹的斜面，眼睛呈半球形凸起，鼻孔稍朝前，口部结构变化明显，

上嘴唇高于下嘴唇，下颌微微后退，袈裟褶皱用流畅而灵活的笔触描绘。在光影的作用下，雕像的体块、 
 

 
Figure 2. Sculpture art of the giant stone buddha at Leshan Mountain 
图 2. 乐山大佛雕塑艺术 

 
外部轮廓和衣物褶皱的呈现成功消除了仰视所产生的视觉误差，增强了视觉冲击力，给观看者留下了庄

严而深刻的印象。 
应当指出的是，石刻匠师要建造如法如律的庄严佛像，还必须依靠造像量度来把握相对尺度和比例

关系。而立体雕塑需要考虑凹凸部位，“逢拃加半指”，一拃相当于 12 指。由于平面佛像从头顶到足跟

底部的总高度为 120 指，即 10 拃，那么立体佛像总高度应为 125 指，因此立体雕像制作需在原有基础上

将实际比例拉长，亦或放大。同理，当雕凿体量巨大的佛教造像时也会应用超比例放大的手法。以世界

之最的大佛——乐山大佛为例，大佛通高 71 米，身高约 60 米，头部高度 14.7 米。坐佛的量度与立佛相

同，只是自脐部以下略有变化。所以，如果按照造像量度的相对比例，佛像头部的换算比例为 20 等份，

其头部高度应该为 10 米，然而艺术创作中所雕凿的头部高度远远超过了实际比例，但是大佛的整体形象

却十分自然和谐。在佛前观瞻，高大的圣像显得气势庄严，表情含蓄而神秘，威严又不失慈祥，即使从

对岸远望，佛身各部位的比例也相当匀称，磅礴气势令人瞩目。 
2) 乐山大佛的碑刻艺术 
1984 年，乐山文史研究人员发现了一段铭文，位于乐山大佛右侧的一个崖壁石碑上。该铭文被称为

《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清晰地显示了一些文字，包括“剑南西川节度……韦皋记”。《嘉州凌

云寺大佛造像记》详细记录了乐山大佛的建造过程和相关历史背景，这块石碑作为历史纪念碑，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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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石佛的建造过程。作为这一伟大工程的最后阶段的主持人，韦皋在铭文中加入了句子“贞元

初天子命我守兹坤隅”，在“贞元初”之后留下了相当的空白[5]。它是研究乐山大佛的重要参考文献，

为了解唐代佛教艺术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韦皋(745~805 年)，出生于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他所著的《嘉州凌云寺大佛造像记》是关于乐山大

佛的重要文献之一。碑石本身的顶部有一个螭形浮雕，高约 7 米，宽约 4 米。碑石上的铭文以阴刻方式

刻制，总共超过 800 个字，其中有超过 270 个字仍然清晰可见，而还有 300 多个字通过与典籍中的引用

进行对照，依稀可辨。其余部分大部分已经侵蚀损坏。每个字的尺寸约为三到四英寸，采用楷书字体。 
作记背景 
乐山大弥勒石像的建造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建造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 713 年，当时由和尚海通发

起了规划和开凿工作，并亲自监督雕刻头部和上半身；第二个建造时期大约在公元 720 年左右，海通去

世后，由地方高级长官章仇兼琼接手，他被任命为蜀地观察使，负责继续建造佛像；第三个建造时期发

生在公元 789 年至 803 年期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领导了最后阶段的建造工作，包括开凿佛像

莲花宝座和下半身，以及配套设施的开发[6]。乐山大弥勒石像的建造最终于公元 803 年完成。 
这三个建造和修复时期逐渐完善了乐山大弥勒石像，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石像之一。它的壮

丽和雄伟令人惊叹，代表了中国佛教和石雕艺术的重要遗产。为了纪念建造的成就，韦皋作为大弥勒石

像工程的最后一位主持者，在唐朝大正年间第 19 年的 11 月 5 日，题写了《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

的纪念碑文。 

5. 乐山大佛文化内涵研究 

1) 乐山大佛建造艺术文化 
乐山大佛位于峨眉山的乐山市，是在一座陡峭岩石上雕刻而成的。大佛高约 71 米，宽约 24 米，身

穿宽袖袍，目视前方，表情安详。整个雕像细节丰富，包括头发、面部表情和佛陀的特征等。雕刻技术

精湛，栩栩如生，给人以深深的震撼和敬畏之情。 
乐山大佛的头与山峰齐平，脚踩大江，双手抚膝。大佛的身体比例协调，散发着庄严威严的气息，

它危险地坐在靠近江边的山体上，被雕刻而成。大佛高约 71 米，宽约 24 米，身穿宽袖袍，目视前方，

表情安详。整个雕像细节丰富，包括头发、面部表情和佛陀的特征等。雕刻技术精湛，栩栩如生，给人

以深深的震撼和敬畏之情。脚背宽 8.5 米，脚面可容纳百余人就坐。乐山大佛的头部、双耳耳背和胸口

等地都有排水系统。乐山大佛全身布满精密的排水系统，排水廊道分布在肩部、胸部和耳后，并且连接

了肩部和耳部。大佛的螺髻也隐藏着排水沟，但它并不是与大佛同时建造的。乐山大佛的排水系统是经

过精心设计的，以保护佛像及其周围环境的完整和安全。通过合理的排水系统，能够及时有效地排除积

水、山泉水和雕刻面渗水，确保佛像长期保存和维护。 
2) 乐山大佛寺山门的文化意蕴研究 
乐山大佛寺，又称凌云寺，是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岷江东岸的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它是乐山大

佛景区内最主要的寺庙之一，也是乐山大佛的所在地。乐山大佛寺的主要建筑包括山门、天王殿、大雄

宝殿等。乐山大佛寺山门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宗教、历史、艺术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涵。乐山大佛寺山

门代表着佛教信仰与美学艺术的结合，承载着乐山大佛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宗教和

文化意义。 
2.1) 乐山大佛寺山门基本情况 
(一) 建筑地址 
乐山大佛寺的山门位于凌云栈道(通往寺庙的入口)和凌云寺寺庙区平台的结合处。它坐落在山上的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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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地势变化和连接的地方。东侧紧邻凌云九峰之一的灵宝峰的岩壁，西侧则靠近岷江和大渡河交汇处

的陡崖。中国佛教寺庙典型的建筑通常采用四合院的院落布局，以追求平衡和和谐。在四合院布局中，

主殿或大雄宝殿位于院落的中心，通常是最大、最重要的建筑物。一座典型的佛教寺庙包括山门、大雄

宝殿、钟楼和鼓楼等主要建筑，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如禅堂、藏经楼、斋堂、寮房。相比之下，乐山大

佛寺受地形限制，其主要建筑物“天王殿、大佛殿、堂和藏经楼”面朝东西，而山门垂直建在东北方向，

距离天王殿的主门约 30 米。它以“偏门”的形式建成，呈“南北”结构，充分体现了中国园林建筑原则

中的因地制宜。从佛教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建筑布局也是由“缘起”而来的。山门的匾额最初是苏东

坡的字，题写为“凌云禅院”，现在题写为“乐山大佛”[7]。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淩云寺”匾额现挂在

天王殿门楣上。由于寺庙位于三江交汇处，所以用了“凌”字代替了“淩”字，而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同

一个意思。 
(二) 山门建筑构成 
通常，寺庙的山门主要是一个高大的拱门，有四根柱子和三个洞口。然而，乐山大佛寺的山门是一

个门楼。山门建筑主要由门楼组成，门楼前面有一个三十三级的石梯(包括门楼所在的平台)。在石梯上部

的两个小平台上，大约在上面的三分之一处，有一对面对面的石狮子。从石梯基座处的地面开始，通过

石狮子到达门楼，总共有三个小台阶。石狮子位于第二个台阶上，这与一般佛教寺庙山门主柱前的石狮

子布局不同。 
由于地形和空间的限制，乐山大佛寺的门楼是一座两层的双檐小房子，相对较小。小房子的北门通

往灵云寺园区，形成了门道的景观特色。通过这个门道，可以看到乐山大佛雕像的佛头。山门雕刻精美，

用红墙和灰瓦装饰。朝北的墙上装饰有雕刻在墙上的红色牡丹花窗户，而朝南的墙上则装饰有镶嵌有铁

框的黑色牡丹花窗户。北门和南门都采用拱形开口的形式。北门的框架以两条龙戏珠的图案为特色，伴

有吉祥的云纹，而南门的框架则以两只凤凰朝阳的图案为特色，也伴有吉祥的云纹。龙凤图案的装饰还

暗示了门楼的道家文化，代表阳面朝北的门进入寺庙，阴面朝南的门离开寺庙。尽管山门建筑相对较小，

但其以典型的佛教寺庙建筑的红墙为特色，并装饰有富有文化意义的龙凤牡丹图案。这反映了灵云寺和

乐山大佛雕像的高地位和重要性，并在山门前的阶地地形的背景下显得庄严而宏伟。 
2.2) 乐山大佛寺山门的文化意蕴 
乐山大佛寺山门是乐山大佛寺的正门，是该寺的主要入口和象征性的建筑物。研究乐山大佛寺山门

的文化意蕴可以揭示乐山大佛寺的历史、宗教和艺术背景，以及当时社会文化的特点。 
(一) 山门建筑意蕴 
山门建筑意蕴从空间布局上来看，乐山大佛寺山门建筑的设计注重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流线性。通

过设置三十三级的石梯，使人们在通过山门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步进入寺庙的圣地。石梯上的两个

小平台放置了石狮子，增强了空间的层次感和趣味性。整个山门建筑的结构紧凑而庄严，为人们提供了

一个引领心灵的精神通道。 
从设计元素来看，山门建筑的红墙、灰瓦以及龙凤图案等设计元素展示了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的美学价值。红墙象征着庄严和吉祥，龙凤图案则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祥瑞和美好。这些设计元素

的巧妙运用，使整个山门建筑呈现出庄重而神圣的氛围。 
从材料选择和工艺来看，乐山大佛寺山门建筑采用了精心挑选的建筑材料和传统的工艺技术，展现

了建筑的精细和卓越。红墙和灰瓦与传统的佛教寺庙建筑相呼应。石狮子的雕刻和龙凤图案的绘制经由

经验丰富的工匠进行精细的手工制作。这些材料和工艺的运用，使山门建筑具有真实而独特的表达力，

凸显了建筑的历史性和文化传承的力量。 
(二) 乐山大佛山门匾额门联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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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门原来的匾额上题写着苏东坡所写的“凌云禅院”，但后来改为了“乐山大佛”。这种改变代表

乐山大佛寺即是凌云寺又是凌云禅院。同时，它更直观且明确地告知通过门洞所看到的雕像是乐山大佛

的弥勒石像。更深层次的含义是，这个地方能够获得伟大的觉悟，并觉醒到涅槃的境地。 
因为佛教中佛陀的文化意义是成道者，所以这个题字丰富了其含义。山门的对联是“大江东去，佛

法西来”。在这里，大江指的是凌云山西侧的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这三条河流在凌云山脚下汇流后，

被统称为岷江。在金沙江被发现之前，岷江被认为是长江的发源地。岷江起源于松潘市北部的贡南山脉，

由北向南流经汶川、都江堰、成都、乐山和宜宾等地，与金沙江在进入长江之前汇合。合流后的长江总

体方向是从东向西。由于中国地势在西部海拔较高、东部较低，除青藏高原东南侧的河流和横断山脉穿

越的三江以及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外，大部分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动。因此，寺门的上联巧妙地借用了苏

东坡的诗句“大江东去”，刻在了寺门的西侧门楣上。它不仅借用了文学用语，还代表了岷江向东流入

大海的地理现象。它提醒游客，寺门的西侧展示了三江汇流的壮丽景色，而门前的东坡在久亭、寺内的

东坡塔和苏园共同形成了与苏轼相关的文化景点。寺门的下联是“佛法西来”，刻在寺门的东侧门楣上。

它对应着佛教从古印度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东部扎根和繁荣的历史文化现象。 

6. 结论 

本论文通过对乐山大佛设计的象征意义与美学进行深入探究，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乐山大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承载了深厚的文化与信仰内涵，同时在美学上展现出精巧的构造

和独特的景观融合。 
乐山大佛的设计在美学上展现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艺术家们通过巧妙的构造和精细的雕刻，创造出

具有魅力的佛像形象。加之自然环境的独特融合，使乐山大佛成为一组富有艺术感和和谐统一的景观。

乐山大佛通过具体的形态和所处环境的巧妙呼应，创造出了一种与自然相融合的美学效果，给人们带来

启示和思考。 

注  释 

本文所有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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