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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的兴起，
也为非遗的传播路径增添了新的
可能。

别看刘能风今年已经67岁，但
思维就像他雕刻作品时一样活跃，
在对大足石雕的传播方面，更是不
断突破自我，做着一些新的尝试。

在刘能风看来，非遗传播不
仅要守住传统，也要追求时尚，借
用短视频就是扩大非遗传播面的
一条很好的路子。

2024年7月，董宇辉应网友之
约来到重庆，开展为期三天的专
场直播。在大足分会场的直播
中，作为大足石雕代表人物，刘能
风也在直播间与全国观众见面，
向董宇辉、蒋勤勤介绍起了大足
石雕这项工艺。

这场沉浸式的直播探索之
旅，不仅展陈了众多以大足石雕
技艺雕刻的精美石雕作品，刘能
风得力弟子蒋根华也在直播中
大秀石雕技艺，让全国网友拍手
称好。

亮相董宇辉直播间，只是刘
能风借助互联网传播大足石雕的
一个缩影，在此之前更是在不少
节目中亮相。

例如，2018年两次参与中央电视台《魅力中
国城》节目的录制；2020年参与中央电视台《探
索·发现》栏目录制《大足石刻：石头上的世界》；
2021年，参与《大足石刻》特种电影拍摄，在剧中
扮演雕刻“大足石刻”的匠人；2021年，参加第四
届中国非遗春节联欢晚会重庆大足分会场的节
目录制；2022年，参与浙江卫视《万里走单骑》栏
目的录制；2023年，书菡寻非遗对刘能风进行了
专题报道 ......通过参加一系列节目，借助互联网
向大众展示了大足石雕的魅力。

如今，刘能风也赶时尚，时常在视频中露面，
向大众分享大足石雕这项传统技艺。

刘能风认为，在互联网推波助澜下，会极大增
加石雕艺人的自信心。他说，很多石雕艺人都很低
调，只会做不会说，但是如今借助互联网和短视频，
能够换种方式进行传播，能让更多的艺人把精力集
中在作品的精益求精上。

伴随着互联网、短视频的运用，对大足石雕
技艺的传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谈起
大足石雕的传承情况时，刘能风嘴角微微上扬，
面露微笑，略显自豪。

2013年，“刘能风石雕石刻工艺技能专家工
作室”正式成立，致力于大足石雕的传承与发展。
在从事石雕工艺的45年来，刘能风已先后培养出
了300多位徒弟，足迹遍布全国。

刘能风对徒弟要求十分严格，很看重徒弟手
里的“功夫”，尽管桃李满天下，但仅有 8位徒弟
长期跟着他工作，包括蒋根华、姜云海、周长金
等，在川渝地区有较大影响。

不仅如此，为了做好大足石雕的保护传承工
作，刘能风更是把孙子刘承胤带进门，手把手教
授石雕技艺，这也成为了他年龄最小的徒弟。

今年，大足区职教中心更是拿出了 1000平
方米的工作展厅，办起了大足石雕传承教学工作
室，供刘能风长期进行指导教学。

用刘能风的话说，非遗传承人要坚持、有责
任、重担当，守好作为一个传承人的初心。

如今，身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足石雕”代表性
传承人的刘能风，自言还能继续干下去，要把石雕
技艺传授下去，尽传承人应尽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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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陈发源

仲夏时节，位于两江新区的書菡·非遗里十分热闹。
前不久获评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刘能风，从大足驱车前来参加書

菡·非遗里成立座谈会，巫溪嫁花、川江号子、香十二、秦云老太婆摊摊面等非遗传承人
悉数而至，纷纷向刘能风道喜送祝福。

今年67岁的刘能风身形高大瘦削，一头颇具艺术风范的长发自然向后梳拢，半盖
住耳朵，两鬓已经开始斑白。

这位已经深耕石雕四十五载的大师，一点不显老态，谈起大足石雕更是意气风发，
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在会议间隙，刘能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微微靠在座椅上，眼神中透着岁月沉淀
后的深邃，向记者回忆起与大足石雕的悠悠往事。

石雕大师刘能风：

“我以前并不是雕石雕的，和石雕结缘，还是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挣钱。”在采访中，刘能风老师
说道。

刘能风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生活十分困
苦。16岁时，他便早早地扛起家庭重担，成为了当
地的一名杀猪匠，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

在简朴的生活中，一次出摊期间，刘能风偶然
发现石雕摊贩的石像，一块就能卖不少钱，是猪肉
的好几倍。由此，石雕这门手艺让他心动了。

“杀猪跟石雕完全是两个不同职业，唯独都是
手上活儿。”刘能风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日思夜
想，最终决定转行。

为了淬炼技艺，刘能风住进了家附近的岩洞，开
始夜以继日的石雕训练。经验的累积虽艰辛，但好
在他也顺利雕出了一些作品，其中就有一件《小观
音》，给他带来了莫大的鼓励。

“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石雕这条路并不是那
么好走，因为石雕也讲市场。”刘能风谈道，虽然石
雕能挣钱，但也分淡旺季，没有人来大足，石雕就
卖不出去，导致很多石雕师都萌生了改行的想法。

但刘能风骨子里有股韧劲，不服输，辛辛苦苦

学了石雕，就这样荒废了？刘能风同乡里人商量
后决定：“既然在家里卖不走，那就带出去，到外地
试试。”

1985年夏，他乘船辗转杭州、桂林等地，进行
摆摊售卖，虽路途艰辛，但也有收获。而这次出
行，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广西桂林卖石雕作品期间，刘能风偶遇了
时任重庆市城市雕塑办公室主任袁友河、四川美
术学院雕塑工厂厂长舒湘渝，他巧而精的石雕作
品引起了二人的注意，细细观摩后，二人对刘能风
的作品十分赞赏，便邀请他到四川美术学院雕塑
工厂系统学习。

面对邀请，青涩的刘能风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甚至让他产生了自我怀疑，没有美术基础的他，又
怎能到美院呢？！

从桂林回来后，在妻子的鼓励与支持下，刘能
风选择搏一次。那年夏天，刘能风踏上了去四川
美术学院雕塑工厂的学习之路。

幸运的是，在求学期间，刘能风认识了时任四
川美术学院院长叶毓山，得到了叶毓山的赏识，从
那之后便随叶毓山奔赴全国各地参与制作大中型
城市雕塑，先后参与制作了南宁市《革命烈士纪念
碑》、牡丹江市《八女投江》雕塑、重庆市《贺龙同志
与运动员》《红军长征纪念碑》《歌乐山纪念歌烈士
纪念碑》《江竹筠烈士像》等知名雕塑工程。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磨炼，刘能风精进了雕刻
技艺，在面对大型雕塑时也能独当一面。

1991年，刘能风从四川美术学院学成回到大
足，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大足石刻最美的日月观
音、文殊菩萨雕刻出来。经过三年的打磨，这些作
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受到各界的关注，刘能
风的名气更大了。

1999年，大足石刻申遗成功，来往大足石刻的
游客日益增多，大足石雕有了更广阔的市场，也为
更多人所熟知。

在刘能风等石雕匠人的努力下，大足石雕声
名远扬，刘能风也成为了大足石雕这项技艺响当
当的人物，也从区级非遗传承人一步步走到了如
今的国家级传承人。

在从事石雕工艺的 45年里，刘能风创作了不
少作品，其中《数珠手观音（媚态观音）》《日月观
音》《千手观音》《紫竹观音》《文殊菩萨》《吹笛女》
等受到业界高度赞扬，这其中，《媚态观音》是他最
珍视并引以为傲的作品。

“《媚态观音》创作于2000年，这一年正是我学
习石雕艺术20年，可以这样说，这件作品是我从艺
二十年来的一次总结。”刘能风告诉记者。在创作之
初，雕一件什么作品来回望来时路，刘能风思考了很
久。为了寻找灵感，刘能风不时会到大足石刻看看，
这里的每一尊佛像、每一幅浮雕都刻在了他的脑
海里。

在一筹莫展之时，位于大足石刻北山石刻的
一尊观音像引起了刘能风的注意，它就是被称之
为“东方维纳斯”的数珠手观音，刘能风当即决定，
就它了。

这件作品从设计到完成共用了三个月的时
间，日夜辗转，他用最好的状态完成了《媚态观
音》。回想起这段经历，刘能风仍记忆尤新，可以
说每天除了日常起居，所有的时间都在雕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2002年举办的首届中国
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上，《媚态观音》力压众多作
品荣获该项赛事的金奖，过去挥洒的汗水，在此刻
有了好的结果。这件作品后来也被藏家收藏。

正如刘能风所说，这件作品是他石雕艺术的重
要转折点，是艺术之路的一次总结，亦是新的开始。

从《媚态观音》之后，刘能风石雕技艺再上了
一个台阶，这是对他从艺二十年来的一次检验，而
后雕刻的众多作品更是在各项大赛中屡获大奖。

如《日月观音头像》荣获第四届重庆市文学艺
术奖；《紫袍玉观音》荣获“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精
品展特别艺术大奖；《紫袍玉-观音系列》荣获2017

“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千手观音》
（紫袍玉）获第四届全国石雕石刻设计大赛传统雕
艺类金奖；《岁寒三友》获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工
匠杯”设计创作大赛金奖；《硕果累累》作品入围第
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

于刘能风而言，这些荣誉是对他石雕技艺的
认可，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更多人认识大足石雕，领
悟到它的魅力。

从农村走出来的石雕大师

是从艺总结亦是新的开始

刘能风雕刻的石雕作品《牧牛图》。（本组图片为新渝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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