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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东方
有群不老的巴人

在仙人的大脚板上
用石头造梦 将希望种入石崖

迷倒一个十六岁青年
湖南来足从军的他

从此梦萦石刻三十三载

巡三山护瑰宝
寒暑十四春秋

青春热血为梦添光彩

基于爱 仅护卫远不够
追寻美创造美

融入梦中
用爱创造爱 用美守护美

为让老化的石刻
重新扬笑 海棠永飘香

而顶礼膜拜燃烧心智激情

千手的温情再次大放光芒
抚慰世间的创伤

慧眼的圣洁洗亮心仪的东方

拈花的微笑与不言的菩提
启迪芸芸众生

感召八方来客……

北方汉子军人的爱

倾心石刻痴心不改
击碎世间

多少浅睡眠

石头造梦者
——致大足石刻的开创和守护者

梦入大地
植根石头

笨笨的手法
憨憨地等

种希望葬发丝
酿绝尘美酒

都用石头 就用石头
石头还是石头

石头泪眼深
石头睡得沉
大梦方觉醒
一醉酿千年

石破天也惊
拼搏梦成真

三山五寺迎客来
忙乐了四海嘉宾

先人刻石筑梦洒汗水
点石成金崖飘香

我辈守山护神养梦想
推陈出新佛扬笑

彭柳升，这是暮色中的石雕
在叫他，年近50岁

就有29年
与石刻，相伴相生

退伍后，他当了保安
脱下了军装，他换上了风霜，守在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门口
军装和风霜，时时会飞出

鹰和火焰
他抓获了几名文物的盗贼

从此，露水和佛
一直围着他

许多时候，他抱着
文物和星斗

把一个个深夜，熬成一片浓郁
粘着月色，修复

风化的梦
那步入黄昏的石刻，成了家中的

老人，生了重病
他扶着一尊，像扶着一座黄昏

他把着千手观音的手，用夜色和晨光
毫米和厘米，流水和轻音乐

治好了她的伤残

好几个省市叫他去了，不
中国境内的观音和佛，通过风和月光

认识了他，都想用上
他的手

那绘画的手，雕刻的手，修复的手
敬业奉献的手，点亮生命之灯的手
巧夺天工的手，化腐朽为神奇的手

被评为重庆市优秀民间工艺家
重庆民间工艺大师的手

陈昌建的那轮月亮

他从麦子的村庄出发，啃一饼月亮
去了鹤山市

月光浇灌
少年，长成了总经理

而月亮，不知有多少次
从他眼里滴落下来

月亮瘦了，成了一片红叶，从鹤山
落进了珠溪

攥着家乡的黝黑和霜

陈昌建回来了，披着月光，怀揣着
一百多万的乡愁回来了

他要让家乡
亮起来，暖起来

那些日子，总是鸟语花香
总是星光闪闪

总是酒杯里溢出的笑声
陈昌建的那轮月亮，成为了

690多盏路灯，敬老院的30台空调

不老的中华

杨中华，70岁了

闲不住，走进春晓，青山绿水
一把锄头，挖出了

昨夜的星斗
土地，又肥又亮，最适宜种下

儿孙的梦，再用上
春风，露水，花香鸟语

还有，坡下
拉亮了岁月的那条河

忽然，那条河
成了一个女子的求救声

中华从花草里腾起来，一架黄昏
比晨光还快

他用巨大的汗水、喘息和颤栗，拉住了
呼救，落进水中的女子

最终上了岸

春花，对着
不老的中华，绽放开来

石刻深处，那柳升的月光曲(三首)

□ 徐元胜

蜕 变(一首)

——文物修复师彭柳升成长歌咏

那年入伍离了家
精美石刻抚慰了牵挂
一眼千年，此生信念

只为守护它

那些年群山巡遍
殊死搏斗一身的浩然
打击盗贼，震慑宵小

不敢觊觎它

那些年苦练技艺

还原再现残缺的石像
石魂精神，传承弘扬

情意深又长

这些年复制石刻
千年风雨焕新的容颜
大胆琢磨，细细雕刻

初心始如磐

这些年修复文物
东奔西走急急又忙忙

国宝生命，得以延续
谱写新传奇

犒 赏

风蚀，雨浸，霜冻……
漫漫时光在崖壁文物上
留下斑驳的淤痕和残损

一个少时离家，把异乡当作故乡的人
用学习钻研与信念消解心疼惋惜和

遗憾
拿着画笔雕刀扫描仪，翻山越岭

与风雨比拼，与时光赛跑
检测修复还原文物精美的原貌

让文明传承，生生不息

那崖壁上的微笑，是对
文物“医生”彭柳升

最好的犒赏

石刻郎中（外一首）

——记大足石刻研究院文保专家彭柳升

道教佛法，佛教喊出宇宙
儒学大咖石壁上点题正统

人类向天际伸出头颅

华章被鲜花簇拥，色彩被芬芳引诱
石窟巧遇丹青妙手

养鸡女子在凡尘纤纤细步
翘笛吹出江南的雪

石刻郎中，众石加冕

行走在文保路上的清风
呵护被风雨碰瓷的人口

劝返于来路，修复岁月的清愁

香艳长服，初梦乍醒
扬帆未来，拱手于郎中

30载的蜜月，不和你初生
一起定义为永久

今有彭柳升

武状元的手，拿捏春风
遥远的身影虚掷在万吨形骸里

刻刀流出万年细水
风化里提笔，笔笔点出羽化之翼

颜料如歌者喉，众神入戏
深陷在古朴的事物里

貌是石儿身，魂有再造之情
从常人到专家，接受大师的礼遇
30年的古风景里有颗远航之心

晨曦来朝，万尊石窟在头顶走秀
每张面目都是原著

巨享画卷流淌，再谈工匠精神
古有赵智凤，今有彭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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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佛飞奔，薄雾笼罩着北山，南山，宝顶山
他漫步在一尊尊菩萨面前

仿佛听到了工匠们的吆喝声和脚步声
听到了千年的梵音

灵魂在风雨中涅槃，长出了翅膀

通过三十年的孤独和寂寞
他爱上了山上的菩萨，坚守灵魂的疆域
把一个个破损的菩萨拉进内心的天空

慢慢修复
让它们重焕春天般的微笑

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们慈悲而庄重的风采

为了修复一尊菩萨，他常把自己摁进漫天风雪
背负着一身灰尘融入艰辛的修复中

任汗水湿透全身，湿透内心
让生命解读梦想，是他唯一的答案

他爬上悬崖，沿着时间线索追忆、凝望
与定位重复着平凡而重要的每一天

用一个退伍军人的信仰连结一个个春天的梦
每一次呼吸和心跳都连结着一个菩萨

他在石刻修复的道路上，默默奉献着一生

彭柳升

白鹭飞翔，山花盛开

他像所有的时间追赶者
怀揣一颗驰骋激荡的心
以一个退伍军人的勇气

保护着家乡的石刻
实践着他一生的信念

一个个脚印
被一缕缕阳光覆盖

一尊尊石刻在他的梦里
藏下了诗和远方

他仿佛生来就爱追赶太阳
没有一点犹疑
不信神，不信教

却偏偏爱上了山上的石刻
在石刻修复和雕刻的路上独自苦干

尽情吸纳阳光
坚守着心中的春天

细小的事物解读着伟大的平凡
三十年如一日需要多大的毅力

他把埋在心底的爱
一点点奉献

默默做着一个文物医生的梦
守着岁月和身体里的铁

梦想着拥有一个自己作品的石刻博物馆
风把他的名字吹到了很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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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维

□ 陈亚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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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位于重庆市西部，石刻已成为其不可或
缺的代名词。走进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
产、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便会被其鬼斧神
工的技艺深深震撼和折服，在十万尊石刻中看千
年时光流转，在岁月雕琢中品人文艺术之光。

石刻历经千年而风采不减，归功于这样一群
文物修复者的潜心雕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每一位修复者的技艺、心境都藏在这一次次的修
复中，他们以手编织时光，温柔磨亮沧桑，像是一
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十分奇特。重庆市大足石刻
研究院文物保护专家彭柳升便是其中的一员，他
全力以赴履行使命，迄今已29年。

上世纪90年代，彭柳升离开家乡湖南长沙来
到重庆大足，成为了一名武警部队的战士。因热
爱绘画，好学上进的他在入伍不久便拜大足石刻
研究专家、原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相颖为
师，学习绘画、雕刻和佛教艺术。在郭老的熏陶
下，他与大足石刻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年后，面临退伍的彭柳升基于对大足石刻
的喜爱，选择留在了大足。他脱下心爱的军装，
自穿上大足石刻保安服装的那一刻起，他便立志
成为一名文物“卫士”，承担起维护好景区秩序、
守护好文物的责任。

文物安全巡查是一名合格的保安每日工作的
必修课，在随后的十几年中，他每日都要在文物区
往返巡查上百遍方才安心，无论刮风下雨亦或是
严寒酷暑从未缺席。工作日志也不知道写了多少
本，每一个角落不知道观察了多少遍，大足石刻的
一龛一像、一步一梯、一草一木，他早已了熟于心。

1997年1月3日，彭柳升和同事夜间巡逻，发
现了盗窃文物团伙潜入庙内作案的形迹。在对
讲机出现故障、与文物区电台联系不上的情况
下，他把在部队学到的本领用到实战中，与手持
凶器的盗窃者展开殊死搏斗，在和同事生擒一名
盗贼后，他不顾冰水刺骨的寒冷迅速跃入池塘，
将跑路的犯罪嫌疑人抓上岸来移交给公安机关。

自那时候起，彭柳升便萌生出了一个新的想
法——“我如果是一名能修复石刻创伤的医生就
好了！”基于此，他决定转变方向，从自己擅长的
绘画临摹开始，每日认真了解每一龛石刻的比
例、美学特征及细节，并在工作之余手握刻刀复
刻大足石刻。皇天不负有心人，此后十年间，彭
柳升的石雕技艺突飞猛进，享誉大足石雕界。

2008年，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
工程启动，此时的彭柳升石雕技艺已经炉火纯
青，他挑灯夜读，通过了当年石质文物修复培训

考核，顺利从一名文物“卫士”转型成为了一名文
物“医生”。

近些年，全国保护文物的力度持续加大，彭柳
升频获邀请去帮助修复文物，哪里有需要，哪里便
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他前往四川，修复过巴中
石刻、乐至县陈毅故居石头造像、三星堆博物馆文
物、安岳县卧佛寺与圆觉洞雕像；他前往重庆市内
其余地区，修复过潼南大佛寺、合川钓鱼城、丰都
鬼城、奉节博物馆、涪陵水下博物馆、南岸大佛寺、
北碚自然博物馆等地的石像；他奔赴河北山东，为
河北省博物馆、河北蔚县博物馆修复石质文化，为
山东钦州博物馆交流文物粘接技术……

如今，彭柳升参与的国家级石窟寺保护修缮
工程已达十余项，他利用这些年对大足石刻的保
护、修缮积累的经验，参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工作中，主动申请进入《巴蜀石窟全集》编纂
组，为巴蜀大地石窟寺文物的存续与发展，不断
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我要通过石雕走进古代匠人的精神世界，
了解他们的创作灵感与艺术表达。”——这是彭
柳升最真挚的表达！他一方面用高超的修复技
术对抗时光，减缓文物本体衰老速度，另一方面
积极探索和尝试采用复制文物的方式让文物获
得新生命。或许大足石刻于彭柳升而言，已不仅
仅是一个个工作感情上的文物，它们已成为他生
命中的重要部分。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大足石
刻工匠精神，保护和传承大足石刻文化，这是大
足人的骄傲，也是大足人的底气！

有人说，此生一定要去一趟大足，因为大足
的石头有灵性、会说话，一眼便是万年，一念便是
一生！人这一辈子便如同一本书，人们从书中找
寻诗意，也从书中找寻远方。从时间的长河来
看，当下正在走进历史书写者的“诗意”；而那些
已然走进历史的书写，比如大足石刻，在今天的
我们看来，也正是今天的“远方”。大足石刻，正
是一本既写在书中、也写在大地上，既写在历史
中、也写在当下的诗意之书。

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集聚效应。“择一事，
终一生”，一个人的一生或许只能修复几件甚至
一件物品，一代代的师徒传承的不仅是一份工
作，更是一份责任感。

因为有了开辟者，便会有越来越多的后来
人。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像彭柳升这样人继
续奋斗在石刻保护的路上，他们用生命静静陪
伴和默默守护着这古老的石刻，我们为之骄傲
和自豪！

一

他，数十年跋山涉水，巡逻在荒郊野岭，用
满腔赤诚守护着山水间每一龛石刻文物，从一
名普通的保安，到“重庆民间工艺大师”，再到
文物修复的“行家里手”，他一步一个脚印，挥
洒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使大足区石刻文物得
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为大足石刻保护作出了
积极贡献。

他就是彭柳升，大足石刻研究院一名石刻
修复人员，他不断自学钻研，从保安跨界成为

“文物医生”。身份变了，但他对大足石刻的热
爱与守护从未改变。

16岁时，彭柳升参军入伍从家乡湖南来到
重庆大足，被精美绝伦的大足石刻深深吸引。
他自幼爱好美术，便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前去写
生临摹，对大足石刻的热爱日渐深厚。20岁退
伍时，他毅然放弃了回乡的机会，毫不犹豫选
择留在大足，成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一名
保安，立志一辈子保护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共有102处摩崖造像、75个文物
保护点，散布在全区多个山头。彭柳升时刻牢
记肩上的重任，把文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
重，每天要巡逻几十次，汗水和露水常常打湿
了身上的衣服，被蚊虫叮咬、荆棘划伤是常事，
但他全然不顾，全心全意守护着文物安全。

他说：“为了文物的安全，巡查来不得半点
马虎，不能让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毁
在我们的手上！”

1996年末，盗贼觊觎大足石刻文物，彭柳
升决心全力打击盗贼，和同事开展夜间侦查守
护工作。1997年1月3日，蹲守的第八天，天寒
地冻，凛冽的寒风吹得人直打哆嗦，但他们丝
毫不敢懈怠，目不转睛观察着四周动静。

深夜，一盗窃文物团伙鬼鬼祟祟潜入广大
寺，准备再次作案。彭柳升和两名同事迅速上
前，罪犯穷凶极恶手持凶器抵抗，但他们毫不
畏惧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制服首恶分子，抓获
了3名盗贼。

彭柳升在工作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提
出加强文物安全防护的建议 20余条，大大提
升了文物保卫工作水平。每次巡查时，他都留
心观察石刻的每一个细节，抽空掏出随身携带
的铅笔和本子，细细临摹石壁上的精美造像。
天长日久，这里的一龛一像、一步一梯、一草一
木都深深嵌入他的内心深处。

岁月更迭，寒来暑往，彭柳生不畏艰辛，
恪尽职守，用心、用情守护着这些文物，在
15 年时间里，未发生文物被盗窃被损等安
全事故。

二

文物的生命是有限的，当看到有的造像由
于年久风化而难辨真容时，他感到非常惋惜和
痛心。于是，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油然而生：“我
能不能学会雕刻，来再现这些石刻的美呢？”

他说干就干，立即借了雕刻工具，又跑去
五金市场买了錾子，开始摸索雕刻，不懂就虚
心向老师傅请教，一点一点学习雕刻技术。他
对雕刻十分痴迷，甚至将雕刻工具和石头放进
衣兜里，一到下班时间，就拿出来雕刻。

“一个小保安还想学雕刻，吃饱了撑的。”周
围一些人对他投来异样的眼光，笑他自不量力。

“我认为，人活一辈子就是要有追求。”彭
柳升认定的事绝不退缩，他不惧冷嘲热讽，苦
心钻研反复琢磨，“叮叮当当”，一锤一凿，熬红
了双眼，手上划出一道道伤痕，磨出了一个个
血水泡。他动脑筋、想办法，从小件开始雕刻，
再慢慢雕刻大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雕刻
技艺突飞猛进，千手观音造像、卧佛、吹笛女、
妙高山石窟飞天、北山媚态观音……屋子里很
快堆满了他的各种石雕作品。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经过十余年的
艰苦摸索，彭柳升的雕刻技术日趋娴熟，多个
作品获得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奖，他相继获评

“重庆市优秀民间工艺家”“重庆民间工艺大
师”等称号，为他成功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2008年5月，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抢救加固
保护工程正式启动，这是国家石质文物保护

“一号工程”。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
雕技艺大赛，彭柳升在大赛中脱颖而出，以精
湛的技艺获得一等奖，入选千手观音修复队
伍。2011年，他正式脱下穿了15年的保安服，
成为文物修复师，这也标志着他正式跨界转型
成为大足石刻研究院的一名“文物医生”。

彭柳升和修复师们天天面对冰冷的石壁，
重复着单调枯燥的工序，长期嗅着刺鼻的药剂
味，像悉心的“御医”呵护着每一个部位，顶着
严寒酷暑，或站、或蹲、或躺，一个姿势往往就
是大半天，有时，还要站到脚手架上，在崖壁边
修复，难度之高，常人难以想象。

彭柳升负责对千手观音的残缺部分补行，这
对于完全没有修复经验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极
其严峻的考验。有了在部队磨炼的经历，彭柳升
老兵不老，绝不向困难低头，他暗下决心：一定要
战胜一切困难，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修复任务。

他废寝忘食挑灯夜读，恶补专业知识，多次

前往四川、河北、山东等地30多个石窟进行实地
考察，学习钻研先进的技术手段，寻找与文物相
同的红砂石作为补行材料，和化学材料一起填充
进腐蚀破损的手指等小块位置。对于断手等大
件部分，彭柳升发挥石雕特长，自己雕刻出四只
新手，再安装加固在文物上面，结果浑然一体。

千手观音造像已“病入膏肓”，主手部分残
损严重，脱落部分仅包覆了一块红布，修复难
度较高，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彭柳升与同
事一起，调查研究近一年时间，最终利用三维
成像等技术完成了修复。

彭柳升在干中学，学中干，坚持严格把关，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努力付出，“化腐朽为神
奇”，在千手观音 830多只手的修复工作中，他
独立完成60多只手的修复。

2015年5月，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修复工
程通过验收，彭柳升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而
欣慰的泪水。

他说：“看到修复后的千手观音，完好无损
地呈现在游客面前那一刻，感觉付出的一切都
是值得的。”

彭柳升又先后参与了甘肃敦煌榆林窟3窟
西壁、北壁及南壁西侧的壁画修复、东迁佛洞的
修复保护等工作，还参加了多项大足石刻保护
的重点工作，成为大家公认的“行家里手”。

四

如今，彭柳升的绘画、石雕、最新的修复技术
专业技能与日俱增，还拥有田间考古、古建筑保护
知识，这在全国文物届都是屈指可数的全能手。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彭柳升始终没有停
下前行的脚步，他开始实施复制大足石刻经典
造像的奋斗目标。他小心考证文物原貌，再大
胆还原再现残缺石像的原本形态，每年自掏腰
包上万元购买红砂岩，潜心复制大足石刻经典
造像，目前已复制了40件石像作品。

他说：“以前守石刻，后来修石刻，到现在复制
雕刻石刻，我希望把大足石刻保护和传承下去，让
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感受大足石刻的魅力。”

“再用十年时间，每年复制十件左右的大
足石刻经典造像，等到退休时办一个大足石刻
博物馆，里面都是我的作品。”彭柳升眼神坚
定，充满信心。

大足已成为彭柳升的第二故乡，他深深爱上
了脚下这片热土，始终不忘初心和历史使命，数
十年如一日，与石刻相伴，倾尽一生守护石刻，将
不变的情怀融入每一龛石刻造像，每一项修复、
复制技术，用坚守诠释工匠精神，让千年文化艺
术瑰宝在祖国大地上重现光彩，熠熠生辉。

从保安跨界“文物医生”29年坚守诠释工匠精神
□ 徐光惠

用生命守护古老的石刻

【前言】我仍记得小时候来看大足石刻的情景，那时山崖石壁下吹来的习习凉风和登顶远
望时的秀丽风景，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如今，更吸引我的是那些静静倚躺在山间石崖上的
文字，还有那一个个用生命守护石刻的匠心传承者的故事。轻轻触碰，便能听见内心波澜微动
的声音……

□ 江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