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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交流

《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万佛沟区》
（全三册）简介

《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万佛沟区》

（全三册）由龙门石窟研究院编著，科学

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发行。本书为8开精装

本，定价2580元。

本书属龙门石窟考古报告系列，书中全

面、客观、科学、系统地记录了龙门东山万

佛沟石窟寺的各类遗迹，揭示了该区域窟龛

及造像营建年代等信息。该区域的窟龛造像

在规划选址、崖面分布、形制功能、布局组

合及造像题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为学

术界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万佛沟区石窟寺院的

内涵提供了研究材料，对深入研究龙门乃至

全国的唐代盛期洞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伊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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