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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记者走进位于四川
省蓬溪县的四川艺道雕塑工艺品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见 10台自动
化雕机有序运行，钻头在石料上来
回打磨，留下精美的图案。

“这是达州客户的订单，再有
两三天就完工了，虽然量不大，但
我还是预备了一些工匠来补位生
产。”公司总经理、蓬溪石雕非遗传
承人赵向培说，之所以如此谨慎，
是因为两个多月前，公司刚经历了
一场“生产危机”。

今年 4月，广州一位客户交给
了赵向培一个500万元的项目，要
求在5月18日前完成。

赵向培立即向蓬溪县和大足
区的石刻工匠发出召集信息，很快
就有 60名工匠响应，但仅靠这些
人仍有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里完
成订单，存在较大风险。

赵向培不得不前往成都寻找合
适的石刻加工企业。“接连找了两家
企业都不符合要求，要么设备不
行，要么工匠水平不够。”眼看时间
一天天过去，赵向培也想过找一些
知名度较高的企业来进行粗加工，
但对方收费太高，公司难以承担。

赵向培束手无策
之际，段勇送来了好消
息：大足区川渝雕刻共
享产业园有现成的共
享设备和工匠，设备租
赁整体价格比市场价
格至少低10%。

现场考察后，赵向
培分出了 200 平方米
的浮雕让园区首次加
工。“本来我想再采购
一批设备，但长远来
看，很可能会闲置，
如今有了园区的
共享设备，至少
给我节约了 60
万元的设备
成本。”赵向
培说，当时

园区仅用十余天时间就完成了
加工，质量也很高，首次合作非
常顺利。

此外，赵向培还雇用了一批
大足石刻工匠前往蓬溪县对石刻
精加工，其中就包括杨家胜。杨
家胜有着成熟的石刻技艺，但一
直使用传统手法，对现代雕塑的
接触较少。

“客户对人物雕像的神态、表
情、整体轮廓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这
就需要灵活运用线条来塑形。”杨家
胜说，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
所以在实操中有时难免无从下手。

赵向培经常召集大家聚在一
起讨论最佳雕刻手法，线条的路径
如何规划，脸部各部位的深浅该留
多少，如何让眼睛更传神、立体感
更强……

“蓬溪的石刻工匠更擅长宏大
的城市雕塑，而大足的工匠更擅长
对小场景的刻画。”赵向培说，大家
相互交流总能碰撞出新的创作手
法，这既丰富了川渝两地的石刻技
艺，也能承接难度更高的雕刻项
目，进一步激活“雕客经济”。

今年 5月 15日，赵向培和 60
多名川渝石刻工匠提前三天完成
了订单，获得了客户多次点赞。

“当前市场环境较为低迷，对
企业来讲，通过降低设备成本来提
升收益是首选，共享产业园恰好符
合企业当下需要；对工匠来说，只
有通过项目才能获得更多就业和
学习机会。”赵向培说，以优质项目
驱动两地石刻发展是未来趋势。

记者采访赵向培过程中，他接
到了段勇的电话：共享产业园正在
与台湾客户洽谈加工大型石雕作
品《爱的符号》，目前已经进入分
割设计阶段，待客户确认后就将
进行加工制作。段勇说，届时大足
雕刻技艺将在台湾展示，想邀请艺
道雕塑参与这个项目，并联合川渝
两地石刻工匠共创精品，再次携手

“出圈”。

川渝“雕客”
跨越千年再携手

▲宝顶山石刻景区游人如织。（资料图）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南滨路雅巴洞，市民正观赏大型石刻《长江·母亲的歌谣》（暂定名）
并拍照留念，石刻由30多位川渝工匠用时近10个月雕刻而成。（资料图）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钟志兵

▲川渝雕刻共享产业园内，石刻工匠在共享车间内加工石刻作品。
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摄

◀华岩三圣造像。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自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的第一声开凿之音算起，大足
石刻凿壁开窟的声响已延绵上千年。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百余处摩崖造像的总称，1999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重庆唯一的世
界文化遗产。可鲜为人知的是，重庆大足石刻凝聚着四川安
岳石刻工匠的心血。

千年前，四川安岳文氏石刻工匠扎根大足，他们在大钟
寺、石篆山、石门山等石刻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雕凿痕迹，且
极有可能参与了宝顶山石刻的万尊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
的历史印记。

千年后，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实施，川渝两
地石刻工匠、企业、艺术家再度联手，千年石刻正焕发新活力，
书写更多可能。

1986年，大足新石乡长生村
村民周明泉在大钟寺坡南侧挖掘
新屋地基时，挖出了 50多件宋代
圆雕造像。

在这批石质文物中，有一件
高 0.48 米的八面体石柱较为奇
特。考古人员分析后发现其是一
件陀罗尼经幢的幢身部分，上面
完整记述了营造的缘由，更重要
的是经幢残件上还刻着“镌作文
昌 男惟简 惟一”字样。

这是在大足石刻上发现的最
早的匠师署名题记。

根据署名前的籍贯和称谓可
知，文昌、文惟简等文氏匠师均是
如今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人。

后经考证，此次出土的 50多
件宋代圆雕造像主要由文氏工匠
雕凿，包含了尊者、圣僧、罗汉及
菩萨像。雕刻技艺有一个共同
点，即身上服饰衣纹的线条起伏
转折柔和、刀法流畅。这继承了
北山晚唐造像浅雕浅刻手法，并
进一步发展为纯熟多变的线雕阴
刻，为大足石刻增添了一种艺术
风格。

如今，大钟寺圆雕造像多数
陈列在大足石刻博物馆展厅之
中，部分作品还先后在英国威尔
士卡迪夫国家博物馆、加拿大安
大略省基齐纳博物馆展出，向世
人诉说大足石刻的历史。

“据考证，文昌是第一代来大
足的文氏工匠，在他之后，先后有
五代文氏后人在大足献艺，延续
时间长达 200年左右。”大足石刻
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
小强告诉记者。

据调查和研究梳理，文氏工
匠第二代包括文惟简、文惟一，两
兄弟的署名最初与其父文昌一道
出现在大钟寺圆雕陀罗尼经幢
上，后来又在大足石门山石刻、石
篆山石刻出现过。

在石篆山石刻中，文惟简的
署名作品较多，比如志公和尚龛、
文宣王龛、文殊普贤龛、地藏与十
王龛等。在石门山石刻中，文惟
一在山王龛、释迦佛龛上均有署
名，据考证，他是目前在石门山发
现最早的雕刻匠师，对石门山的
后续雕凿有较大影响。

到了文氏第四代，目前发现
有文仲璋、文仲宁、文仲渊三人

的署名。三人的造像地点较文
氏第三代有增加，其中，文仲璋
在大足妙高山石刻的三教窟、玉
滩石刻的千佛洞以及安岳县净慧
岩石刻的数珠手观音龛均有署名
作品。

“妙高山的三教窟中，释迦
佛、老君、孔子共处一窟，可见文
姓后世匠师不但善于三教题材，
还对三教题材的融合起到一定程
度的推动作用。”李小强说，石篆
山石刻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
3至 8米，是典型的释、道、儒“三
教”合一造像区，在全国石窟中都
较为罕见。对此，文氏工匠功不
可没。

而到了文氏第六代，目前共
发现 5人。其中，文艺是已发现
的文氏家族在大足的最后一位
匠师，其作品仅见于灵岩寺石刻
之中。

据统计，在大足的安岳文氏
家族共有 22名匠师，其中有 17人
在大足石刻中有署名，其作品主
要散布在大足中敖、三驱、珠溪、
邮亭等地。

世人皆知，被誉为“世界石窟
艺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的宝顶
山石刻，由南宋著名僧人赵智凤
主持营建，根据现有资料，文氏工
匠很可能参与其中。

李小强介绍，宝顶山石刻造
像近万尊，造像题材无一重复，
涉及佛教密宗、禅宗、华严宗等
宗派，规模宏大，在雕刻技艺、选
材布局等诸多方面均属于石刻
开凿的空前突破。然而，在宝顶
山石刻方圆 5 里内近万尊宋代
造像中，未见一处关于匠师姓名
的题记。

宝顶山石刻的匠师究竟有哪
些人？

“文氏匠师极大可能是宝顶
山石刻营造的重要力量。”李小强
说，在宝顶山石刻营造时期，大足
境内极少有石刻营造活动，发现
的匠师署名造像点也仅有灵岩
寺，为文惟简玄孙文艺的题名，便
再无署名造像，这一现象与宝顶
山营造之前大足石刻的盛行不相
吻合，因此当时文氏工匠很可能
与本地工匠一起参与了宝顶山石
刻的雕凿，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
文化遗产。

在南岸区雅巴洞江滩公园，有
一个热门打卡地，只有汛期之后才
会露出全部面貌。它名为《长江·
母亲的歌谣》（暂定名），由30多位
川渝石刻工匠用时近10个月雕刻
而成。

远看这座巨型石刻，一位母亲
正作游泳状，11个孩子憨态可掬，
聆听着妈妈的歌谣，满脸欢笑。该
石刻长度为 63 米多，象征长江
6300余公里长。母亲的形象代表
长江，11个孩子代表沿江 11个省
市，孩子们在母亲呵护下奔向大
海，走向世界。

该石刻于 2022年动工，采用
借鉴了摩崖造像、牧牛图的雕刻手
法，在两地石刻工匠通力合作下完
成，2023年初完工后，成为许多市
民热衷的打卡地。这也是近年来
川渝两地工匠合作助推石刻“出
圈”的典型作品之一。

大足石刻文创园服务中心主
任段勇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川渝

“雕客”合作，得从一个园区讲起。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加速推进，两地的合作日渐紧
密，但在石刻方面一直存在着一大
瓶颈——缺少一个为两地企业、工
匠、艺术家打造的合作平台。

2019年，大足相关部门专门
在区内以及四川调研了石刻企业
发展情况。“我们发现两地大多数
相关企业体量很小，也没有专门的
工厂，数控化程度很低，同时分布
还十分分散。他们各自经营，彼此
之间缺少交流合作，难以承接大项
目，发展缓慢。”段勇说。

为凝聚企业力量，加快形成聚
集效应，2022年，川渝雕刻共享产
业园应运而生。这也是川渝首个
专门为雕刻而建的产业园区，开启
了千年来川渝“雕客”合作新篇章。

共享产业园拥有 2万余平方
米雕刻工厂，配备了机械臂雕刻机
器人、大型圆雕和浮雕机共 30余
台，采取设备共用、人才共育、市场
共建的共享模式。入驻企业第一

年减免租金，第二、第三年租金减
半增收，减免水电费，此外还有金
融服务、创业指导、技能培训、集中
创作等服务，一改之前川渝雕刻企
业散、小的局面。

去年，位于大足区的重庆巨龙
雕塑有限公司遇到了一个“幸福的
难题”：公司通过重重竞争，拿下了
四川仪陇县市民广场大型文化浮
雕项目，但项目所需人力物力较
大，难以独自按时完成。

怎么办？
“公司有十余名工匠，没有生

产车间和智能化设备，以往的石刻
作品都是纯手工雕刻，耗时很长，
也很少与其他工匠合作。”巨龙雕
塑总经理张仪刚说，一时间他也不
知从何下手：如果纯手工雕刻，大
概需要一年半至两年时间，客户等
不及；如果购进设备，成本太高，公
司难以承受。

一筹莫展之际，张仪刚从段勇
那里得知川渝雕刻共享产业园有
共享设备可以租赁，还有川渝两地
的石刻工匠可以雇用。

张仪刚立即与园区取得联系并
筹备生产。“除了租用设备，我们还
从产业园聘请了川渝两地二十余名
工匠。”张仪刚说，两地石刻文化一
脉相承，技艺上有共通之处，实操过
程中，工匠们会根据客户需求从石
刻比例、结构、技法等方面深入讨
论，结合各自经验，给出最优方案。

历时约半年，巨龙雕塑保质保
量完成了订单。“这是公司第一次
到共享产业园租赁设备，也是第一
次与四川的石刻工匠合作，积累了
许多实操经验。”张仪刚说。

据了解，目前川渝雕刻共享产
业园已入驻 100多家川渝两地的
雕塑企业和石雕石材企业。通过
这个产业园，两地“雕客”联手完成
了《长江·母亲的歌谣》、四川仪陇
县市民广场大型文化浮雕项目、广
安市文博公园文化创意项目等多
个大型雕刻项目，书写了许多精彩
的合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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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石刻工匠六代人
扎根大足约 200 年

共享产业园
翻开川渝“雕客”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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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技艺

碰撞激活“雕客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