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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 87岁的郭相颖老先生与大足石
刻“相守”的第 50年。他说，“我这辈子只干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

从事了半个世纪的文物工作，郭相颖从
最开始“连啥子是菩萨、啥子是佛、啥子是罗
汉，都不晓得”，到推动大足石刻申遗走向世
界，再到如今为大足石刻著书立作，成为大足
石刻的“发言人”。

郭老先生与记者细数着往昔与大足石刻
“打交道”的漫漫岁月，虽有遗憾但亦无憾地
笑笑说，“一生能够做几件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的事，也算满足了。”

独自与北山石刻相守10年

郭老与大足石刻的缘起，要追溯到 1974
年。那一年，37岁的他从小学教师岗位调到
了大足县文管所，当时的任务就是一个人驻
守北山。

“山上没水没电，要自己找柴做饭，每次
下山要背一堆的生活必需品回去。”郭老还
说，当时工资不高，大小便还可以卖钱，农民
收了当肥料。“平常卖报纸、大小便的钱就是
过年的基础。”

这种生活一过就是 10年。当时的生活
虽然艰苦，但对他来说，这 10年并不是乏善
可陈的。

“这一阶段，我认真学习了石刻文物有关
的知识，也算是从外行变成了内行。”郭老说，
当时可参考的书籍很少，他找来文管所资料
室里仅有的3本书籍研读：《佛学大纲》《简明
佛学词典》《大足石刻志略》，“我就是靠这 3
本书起家的”。

驻守期间，郭相颖还做了一件无心生大
用的事：手绘了一张包括北山、宝顶山石刻在
内，长达 20多米、绘制上万尊造像的白描长
卷。“当时画这个长卷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文
物建档的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要求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建立“四有档案”（有
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管理机构）。
其中，图像资料不可或缺。

“当时，文管所连最简单的黑白照相机都
没有，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后来，从小喜爱绘
画的郭相颖自告奋勇，“我来画吧。”

怎么将每龛佛像“复制”到画卷上？没有
测绘仪，也没有专业测绘人员，郭相颖就用一
把 1米的直尺和一条皮尺，用传统的绘画方

式将测量结果按比例换算画在纸上。
最后，他用了近 3年的时间，画了 2个版

本，总长约 50米，“当时也没人教，也不知道
该怎么画。第一版我按工程图样来画，看起
来太呆板。后来加入了一些绘画因素重绘了
一版，看上去就生动了。”

郭老说，当时总算是对文物建档的要求
有了交代，但没想到后来在大足石刻申报世
界遗产时还起到了关键作用。

积极推动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1984年，郭相颖升任大足县副县长，分
管文化、旅游、宗教等方面的工作。“当时调任
我是下了决心要回来的，我给文管所的同志
讲，我行李不搬走，还要回来的。”

任职副县长期间，他依然放不下文物工
作，开展了两次全县文物普查工作，石刻文保
单位从 13个增加到 75个，“基本摸清了大足
石刻的家底，但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

另一方面，大足石刻随着改革开放的进
程，于1982年10月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
门，前来参观的国际游客逐渐增多。市委、县
委提出一个口号，“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写论文文章发表；到北京、广州、深圳办
展览；邀请国外友人前来参观，这算不算走向
世界？郭相颖觉得还不踏实。

直到1987年，郭相颖从到大足参观的国
家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口中，听到申遗的消
息。“当时，大足石刻是列入申报世界遗产预
备名单”，郭相颖将此比喻为“候补的候补”资
格。但是，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次把大足
石刻推向世界的有效途径。

可当时全国只有故宫、长城和敦煌莫高
窟申遗成功，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尚未申
遗的情况下，连很多重庆人都不晓得的大足
石刻怎么可能成功。很多县上的同志觉得他
异想天开，认为“申报肯定要不少钱”“可以等
到云冈、龙门申报完有经验再说”。

面对申遗争议，郭相颖并不打算放弃，
“当时全国各地、甚至印度的石窟我都去研究
看过，对大足石刻还是非常有信心。它虽然
开凿相对较晚，但是很有特点，算是石窟历史
中国化进程中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石窟。”
从开始提出申遗的想法，就深知这条路的艰
难坎坷，但他内心坚定且有信心，“一定要让
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申报工作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
事，”郭相颖先说服了县领导，后又得到了市领
导支持，再多次向国家文物局争取。在他极
力地动员推动下，申报工作开始动了起来。
后来，景区整治、申遗范围从一山争取到五山、
跟和尚争庙子……这些插曲在郭相颖的促进
作用和各级的共同努力下被一一化解。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3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上，大足石刻迎来了申遗最重要的时刻。郭
相颖作为申遗代表团的一员在现场参会。提
交的文本资料因法语、英语翻译版本问题，让
国外与会专家有些不解，“大足石刻”和“5山
（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是不
是一个项目？眼看审议专家就要一锤定音。
郭相颖急中生智，拿出此前建档手绘的长卷
与资料照片对照，来展示大足石刻的艺术魅
力和申报价值。

艺术“无国界”，精美的石刻会说话。最
终，与会专家得出统一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
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大足石刻被宣布正
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迈向新的里程碑。

郭老提到，很多人误以为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的只有5山，他正名，“这5山只是接受检
查的大足石刻代表，所有的大足石刻都是被
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

在奋力开展申报工作的十余年期间，郭
相颖也兑现了当初和文管所同志承诺“我一
定会回来”的诺言。

1990年，郭相颖两届副县长任期一满，
他就立刻向市里申请回大足石刻工作，正式
组建了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现为大足
石刻研究院），并由他出任首任馆长。

退休后的续写与传承

2002年左右，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
研究馆馆员的郭相颖退休了。“以前行政任务
太重，退下来以后时间就要多些了。”郭相颖
退休前编撰了《大足石刻》《大足石刻铭文录》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等书籍或章节
内容，为后人开展大足石刻学术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退休后，他继续围绕大足石刻著书立作，

发表了不少文章，编写出版了《大足石刻研究
与欣赏》《大足石刻解读》，“一本重学术、一本
重科普，现在还有一本书已经写好，和出版社
签了合同等待出版了。”

此外，被邀开展培训讲座、接受记者采访
也成为他退休后的日常生活，“一年要讲上百
场，接待记者的次数也是数不过来。”他从不
放过任何一次为大足石刻“发声”的宣讲机
会，也毫无保留地鼓励帮助年轻人跟上文物
事业发展的前进队伍。

“以前到文管所报到才两三个人，现在大
足石刻研究院都有两三百人了。”看着从事文
物工作的人才逐渐兴旺，郭老心中甚是感慨
和欣慰，“人才对一个事业的发展非常重
要”。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大力支持，以前
不被看好的单位，2019年已升格为副厅级单
位——大足石刻研究院。

郭老认为大足石刻已经有了 3条“保险
带”：一是他组建了博物馆，有好的机构保护
它。二是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提
高了它的知名度和世界影响力。三是变成市
级文保单位，保护石刻的力度和待遇都不一
样了。

郭老还想给大足石刻多上两层保险，“虽
然大足石刻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了，但
是光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招牌还不够，还
需要继续丰满、进一步发挥研究它的学术价
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出一批研究成果、培
养一批专业人才。”

“以前每年讲解培训都要上山好几次，已
经和一个人驻守北山时冷冷清清的样子完全
不一样了，参观的游客多了、办公环境也好了、
景区基础设施也都修缮了……”回望与石刻相
守相成的50年，郭老亦感足矣，“现在身体不允
许了，希望后继有人能一直保护好、传承好它”。

郭相颖老先生退休后依然为大足石刻著书立作，时常用本子记录随想。

郭相颖：“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

8月10日，大足科技馆开展“科妙启智·暑期科学课”
第六期活动——“听身体的声音”，科技志愿者们围绕“听
诊器”的科学原理，与30名小朋友们一起探究声音传播
的奥秘。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探究声音传播的奥秘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2023年 6月 28日，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
国生态日。8月 9日，大足区发展改革委、区生态环境局
等 12家单位在大足东关小广场开展 2024年全国生态日
集中宣传活动。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活动现场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大
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宣传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举措和成效，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
文明的社会氛围。当天累计发放节能降碳、减塑降塑、绿
色出行、节约粮食等宣传资料8500余份。

下一步，大足区将采用活泼新颖、喜闻乐见的宣传方
式，积极运用网站及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激励带
动全民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让“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和生态文明理念得到深入践行、结出丰硕
成果，为建成天蓝、地绿、水清的大足打下坚实基础，切实
推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大足13家单位联合开展
全国生态日集中宣传活动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8月 8日，由大足区卫生
健康委主办，大足区中医院承办的 2024年大足区“中医
药文化服务月”启动。活动以“传承千年智慧 守护群众
健康”为主题，通过逛中医药文化集市、“沉浸式”体验
中医药适宜技术等多项活动，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

当天，大足区中医院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进行中医
诊脉、体质辨识、健康咨询等服务，向他们普及中医保健、
饮食养生、日常调理等中医常识。

“医生，我患有面瘫10多年了，最近病情又加重了。”
在大足区中医院一楼大厅名中医健康咨询义诊区，棠香
街道报恩社区65岁的居民梁某玉咨询道。

大足区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宋越虎把脉问诊，详细询
问梁某玉病史，提醒她说，“天气炎热时，面瘫患者在出汗
后，要避免洗冷水，还要适当运动，加强身体锻炼，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学会释放压力。平时也要注意保暖，防止
风寒。”

在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大家可以体验耳穴压豆、
针灸、手法推拿、眼部熏蒸、三伏贴等中医技艺。在中医
药文化集市区，群众一同体验中医养生茶饮、药食同源及
中医药创新产品；参观中药材展示专区，了解中医药历史
渊源和药材文化；参与中药猜灯谜、中药识别、闻香识药、
中药拓印画等中医药趣味游戏。还通过制作香囊、中医
药书签，打卡领取特色中药材植物盆栽，体验中医药传统
技艺的魅力。

据悉，中医药文化服务月活动期间，大足区中医院
还将持续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服务进
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切实将中医药带到群众
日常生活中，让优质中医药资源更好地服务当地群众，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医药文化需求，促进中医药文化
繁荣发展。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通讯员 蒋文友
宋攀）“高杨路上一危桥，交通运输部门大改
造，危桥加固‘大变身’，名副其实益民桥。”8
月 6日早上，从镇上购买好早点往家赶的村
民龙贵忠，驾驶三轮车经过焕然一新的益民
桥时，即兴创作了一句“顺口溜”。

益民桥位于高升镇高杨路，原是一座
石拱桥，桥梁全长 28.2 米，原桥桥面全宽
5.94米，下部结构为重力式桥台。建成于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是大足高升、
铁山、三驱三个镇村民往来的重要交通

“枢纽”。
然而，益民桥受当时经济与技术条件制

约存在结构问题，加之近年来车流量不断增
大，该桥先后出现了多处裂缝、露筋等病害，
且多集中于主拱圈位置，因此危桥加固改造

势在必行。
民有所呼，部门有应。在当地交通运输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今年 3月，投入 68.78万
元改造的益民桥由大足区公路养护中心开
始实施全封闭加固改造。施工期间，各参建
单位安全质量与进度两手抓，同时仔细研判
施工中可能遇到的各类困难，科学安排，提
前做好施工人员协调、现场跟进，技术人员
坚守一线指挥调度，及时解决了高空作业难
度大、施工平台活动空间小的问题，克服了

高温天气影响，在保障作业人员安全前提
下，合理穿插安排施工时间，保证了节点目
标按期实现。

此次维修加固主要包括拆除更换老桥部
分桥面、梁板和盖梁，同时新做伸缩缝和连续
缝等。“在不改变桥梁原有结构的基础上更换
梁板，不仅可提高桥梁结构的安全性能，同时
能保证桥梁结构的强度和使用性能，全面提
升了桥梁使用荷载，使桥梁的安全性和使用
周期及交通通行能力得到保障。”大足区公路

养护中心负责人介绍。
“新改造加固的桥面又宽又平，不仅出行

方便，开车经过时的心情都变好了。”过路司
机蒋远平高兴地说。

据悉，危桥改造工程是大足区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之一，大足区现有农路桥321座，该
区一直将桥梁安全防护抓细抓实。2024年
计划实施危旧桥改造 4座，其中危桥改造 3
座，及时消除桥梁病害，保障全区交通安全与
畅通。

危桥加固“大变身”

益民桥更“益民”

大足区中医药文化
服务月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