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郭相颖，1938 年生，重庆铜梁人，
文博研究馆员，重庆市文史馆馆员，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4
年起守护大足石刻，曾任重庆大足石
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主编《大足
石刻》《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
研究文集》《大足民间文学》等书籍，
为大足石刻的保护传承事业，为推动
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出
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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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大足石
刻闹热起来了……”

5月6日，双桥经开区企业党群服务中心会
议室迎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

身着浅灰色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稳步走上
讲台，将大足石刻的魅力娓娓道来。他，就是重
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

从1974年驻守北山算起，85岁的郭相颖将
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用在了守护大足石刻上。在
此期间，他护送大足石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促进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曾经荒山
野岭中寂寂无闻的石刻，如今已成为重庆靓丽
的城市名片，成为蜚声中外的文化宝藏。

正如郭相颖所言，大足石刻“闹热”了。今年
“五一”期间，大足石刻景区接待游客5.77万人
次，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42.22%。而据《大
足县志》记载，大足石刻对外开放初期，1980至
1985年，这里的年均接待游客人次仅为26.6万。

“闹热”背后，藏着哪些艰辛？
“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我们来到郭相

颖位于大足城区的家，听他讲述如何“择一事，
终一生”。

独伴古佛
“我从来都没见异思迁，北山

的生活是清苦的，但也是我最充
实、最惬意的岁月。”

大足石刻北山景区，暖黄色灯光下，游人拾
级而上，夜览石刻之美。一阵微风吹来，清新的
草木气息令人沉醉。

郭相颖走上大足石刻守护之路，正是从北
山起步的。

1974年，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以下简称文管
所）原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不久后，
郭相颖带着县文教局批注有“只准驻北山”的调
令，安顿好幼子和病妻，独自一人走上了守护北
山石刻的岗位。

此前，郭相颖是小学美术教员。看到山上
来了一位身高1.75米相貌堂堂的年轻人，周边
农民不免有些诧异：“你教书教得好好的，为啥
子来守菩萨？”“是不是犯了啥子错？”“工资怕是
降了哦？”

周遭人的打趣不算什么，真正的挑战是北
山艰苦的生存环境。当年，北山不通水电，植被
稀疏，放眼望去几乎是光秃秃的。到了晚上，猫
头鹰凄厉的叫声不时在夜空中回荡。

“当时在北山寂寞得很，一年到头基本上都
是我一个人。”郭相颖说，新中国成立后，大足石
刻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先是成立大足县文物保
管委员会，后又将宝顶山、北山石刻公布为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它在社会上的知
名度实在太低了，很多重庆人都不知道有大足
石刻。”

“独卧青灯古佛旁”，正是当年郭相颖生活
的真实写照。可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却笃定地
说：“我从来都没见异思迁，北山的生活是清苦
的，但也是我最充实、最惬意的岁月。”

说到底，是大足石刻的艺术魅力感染了
他。“我从小喜欢画画，你看石刻雕得那么精美，
它也是一种造型艺术。尽管我当时不懂佛学，
对石刻真正的含义、内容了解得并不深，但是有
一条，造型艺术是共通的，石刻很吸引人。”郭相
颖说。

视觉上的震撼、心灵上的冲击让郭相颖与
石刻结缘，踏上了潜心钻研之路。

入夜，他常常在煤油灯下，打开《佛学大纲》
《简明佛学词典》《大足石刻志略》，逐字逐句学
习。这是文管所资料室仅有的3本书。把这些
书“啃”完后，他又四处奔走，向老先生、老朋友
借书，如饥似渴地阅读。除了大足石刻外，他还
广泛涉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的图书。

日复一日地驻守，郭相颖还有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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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文管所连最简单的黑白照相机都没
得，也没有哪个系统画过石刻，我就自告奋勇，
说我来画吧。”郭相颖说。

说干就干。郭相颖凭一双粗手、一条皮尺

和一个画架，按比例细心地描绘每龛佛像。历
时两年多，在严寒酷暑中，他将一张包括北山、
宝顶山石刻在内，长达20多米、绘制上万尊造
像的白描长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番功夫有个好处，让我把北山、宝顶
山大大小小的造像几乎都装在脑壳里了，这
是我后来解说起来得心应手的原因。”郭相颖
常对年轻人说，爱是最大的动力，“所谓话不
投机半句多，你不喜欢的事情做一丁点都觉
得不舒服，你喜欢的事情长年累月去做还是
觉得很舒服。”

申遗成功
“大足石刻是人类天才的艺

术杰作，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
最高水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
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给
大足石刻以重焕光彩的历史舞台。

1980年2月的一天，在渝工作的加拿大语
言学家斯徒尔特受邀来到宝顶山、北山参观。
这位改革开放后首位受邀参观大足石刻的外国
人，被石刻之美震住了，惊呼：“这是一座未开发
的金矿。”他连声赞叹，“不虚此行！”

《大足县志》记载，1980年，市政府外办组织
了加拿大、法国、美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
位客人到大足参观访问。

1982年10月，大足石刻正式打开了对外开
放的大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足多次提出，‘让
大足石刻走向世界。’我们在北京、深圳、广州这
些大城市办了展览，还邀请外国朋友前来参观，
这算不算走向世界？其实，我心里有些打鼓。”
郭相颖坦率地说，让大足石刻真正走向世界，是
他当时最大的梦想。

1987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
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用郭相颖的话说，大足石
刻取得申报世界遗产“候补的候补”资格。

1993年，国家文物局又将大足石刻列入申
报世界遗产推荐名单。大足石刻距离世界遗
产更近了一步，这让郭相颖看到了实现梦想的
曙光。

彼时，“世界遗产”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如今
天这么大，申报的热情也远不如今天这么高。
但他敏锐察觉，要让大足石刻名扬世界，获得社
会普遍认可，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条
最好的途径。

但当郭相颖建议要将大足石刻申报为世界
遗产时，一些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

“第一，申报要钱；第二，没得把握，云冈、龙
门都没申报，‘排轮子’也没排到大足石刻。云
冈、龙门那么出名，让他们申报了来，有了经验，
我们积累点钱再申报。”郭相颖说，这是当时的
一些声音。

“正由于我们不出名，所以我们才要往前挤
呀！”郭相颖心中憋着一股子冲劲儿，先说服了
县领导，后又得到了市领导支持。

麻烦的事还在后头。起初，大足石刻申遗
只计划申报宝顶山，原因是宝顶山石刻是大足
石刻最具代表性的造像区，且规模最大。为此，
郭相颖不厌其烦地解释：大足石刻最大特色是
释(佛教)、道(道教)、儒(儒家)“三教”和谐共处，完
成了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光宝顶山不能体
现这一特点。

郭相颖凭借他的“伶牙俐齿”，让这个观点
成功获得了支持。大足石刻申遗范围从一山扩
大到三山，最后扩大到五山（北山、宝顶山、南
山、石门山、石篆山）。

“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当地时间1999年12月1日，在北非摩洛
哥马拉喀什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全委会上，

郭相颖：

若若有来世择业时有来世择业时
再卧青灯古佛前再卧青灯古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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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持人宣布这一消息时，全场沸腾了！大
足石刻，由此成为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
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是人类天才的艺术杰作，代
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大会给予
大足石刻的高度评价，让身为中国代表团成
员的郭相颖一时泪流满面。6年申遗路，终
于画上了圆满句号。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郭相颖冲向会场
外的电话亭，给同事报喜。当电话接通时，
他手握话筒抖个不停，一向能说会道的他，
这时竟语无伦次。

是年12月3日，在市政府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感
慨：“这（大足石刻申遗成功）对提高重庆市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有着十分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给重庆历史
文化名城增添了异彩。”

时不我待
“我一看见石窟事业发展

就高兴，一谈到石刻就激动，
我爱人经常提醒我，不要激
动，谨防高血压哦。”

有一批学者研究，并产生重要学术成
果，是申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上世纪90年代涌现的大足石刻学术
著作中，郭相颖组织编写的《大足石刻铭文
录》是绕不过去的一座里程碑，成为学者研
究大足石刻的必备书目。

在分秒必争的申遗过程中，为何要跋山
涉水收集石刻铭文？

郭相颖说，启动申遗后，随着石刻风化
日益严重，铭文迅速消失，他和同事深感抢
救资料迫在眉睫。

“我们提出，对现今发现的有关大足石
刻的各类铭文进行抢救性的‘扫荡式收集’，
力求无遗漏、无错误，能圈点、能注释的就圈
点注释，不能注释的不强求，把资料留下来，
我们说不清楚的，让后人去把它说清楚就是
了。”郭相颖说。

1999年8月，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
馆、重庆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
纂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正式发行。这本暗
红色封面的书典雅大方，全面记载了大足石
刻铭文的现状，被誉为“大足石刻研究史上
的空前之作”。

时光总是无情的，对人如此，对石刻亦
然。《大足石刻铭文录》出版24年后，一些铭
文已悄然在风雨中消逝。

“大足石刻不断在风化，我们当年看得
清清楚楚的字，现在有些都看不到了。”郭相
颖说，造像也在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北
山第136窟拥有非常漂亮的造像，比如普贤
菩萨。可是，曾经‘吹弹可破’的肌肤现在起
粉了，这是让我最忧心的。”

他紧接着说：“几十年来，大足石刻在岩
石加固、渗水治理、环境改善等方面作出了
很好的探索，唯独防风化效果欠佳。”

郭相颖认为，古代的贴金、彩绘是防风
化非常有效的手段，一次良好的贴金和彩
绘，在材料好、工艺好的情况下，可以让石刻
安稳保存100年以上。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贴金作为传统
技艺，广泛应用于佛像的贴饰，以表现其尊
贵庄重。就拿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来说，
2008至2015年的这次修缮之前，千手观音
造像至少经历了5次妆金活动。一代又一
代人的呵护，才让今天的人们有幸欣赏到她
的容颜。

“你看现在的大足石刻，特别是宝顶山，
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到处都贴了金。题记
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某年某月贴金、彩绘。”
郭相颖建议，在新办法还没成熟以前，不妨
延用老祖宗的老办法，对经典造像有依据地
进行贴金、彩绘，从而减缓石刻的风化。他
欣慰地看到，除了千手观音外，潼南大佛、涞
滩二佛等石刻造像已于近年贴金，让造像重
现昔日风采，有效保护了石刻本体。

刚刚逝世的著名考古学家丁明夷也曾
在《大足石刻全集》序言中表达他对石窟风
化的痛心。“岁月无情，石窟永存只是一个神
话传奇。”他表示，编写石窟考古报告，重现
其历史风貌并传承后世，既是石窟保护的需

要，也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大足石刻全集》由重庆出版集团、大足

石刻研究院联合编纂出版，大足石刻研究院
原院长黎方银主编，郭相颖之子、重庆出版
集团副总编辑郭宜任总策划。

这部历时14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
共计11卷19册，全书主要针对大足石刻中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5处石窟进行了系统
的考古调查和整理，是迄今关于世界文化遗
产大足石刻最全面、最权威的考古研究报
告。前不久，这部鸿篇巨制喜获第八届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

“我一看见石窟事业发展就高兴，一谈
到石刻就激动，我爱人经常提醒我，不要激
动，谨防高血压哦。”郭相颖笑着说，他总是
希望后人比前人强，如果后人不及前人，那
很可悲。后人超过前人则是可喜的事，事业
才能发展。

一腔赤诚
“赵智凤800多年前办的

‘企业’，现在还经久不衰，我
要继续把大足石刻守护好。”

晚年的郭相颖依旧心系大足石刻传承，
关心大足旅游事业发展。

退休20多年来，他平均每年讲解或讲
座100多场，平均3天就要讲一场。

郭相颖期待结合大足石刻中蕴含的志
道忠诚、崇俭尚廉、警示惩戒等内容,教育引
导干部加强政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

在5月6日的讲座中，他围绕石刻体现
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慈善孝义廉等价值
理念、道德规范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一
定要做到清正廉洁。”“古人的智慧给我们带
来太多力量。”……两小时的讲座，让观众意
犹未尽。

讲座时，郭相颖偶尔看一眼电脑。他打
趣道：“大足石刻哪个区域、哪个造像是哪一
年的，过去我都记得滚瓜烂熟，现在年纪大
了，有时候一下想不起来。”

“介绍大足石刻，只要身体允许，我都一
直在做。我总对观众说，我的目的就是让你
们了解大足石刻。我觉得一个人，特别是到
了晚年，像我们这种80多岁的人，最大的欣慰
是一辈子干了一两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
事，这是最大的安慰。”郭相颖说，作为一名党
员，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你只要做好了
自己那份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爱党。

郭相颖感慨：“大足石刻当年冷冷清清
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成天车水马
龙。我上次去北山，停车坪都停不下车了。
我们单位也发展了，我来的时候两三个人，
现在发展到两三百人。事业发展得很好，我
很欣慰。”

在为今天大足石刻的欣欣向荣感到欣
喜的同时，郭相颖还对大足经济社会的发
展，尤其是大足旅游的进一步提升充满期
待，“大足旅游产品尚不够丰富，大足石刻当
然是龙头产品，但除了大足石刻，应该还有
其他的。”

“大足让游客参观的或者留下来住宿的
内容有些少，我们要增加游玩内容，在饮食
方面也要发展，要有响当当的招牌。让游客
住在这里不想走，那才是本事。”郭相颖建
议，大足要着力打造出几个名牌美食来。过
去，大足脆皮鱼质量就很高，希望能够重振
大足美食的名声。

800多年前，大足人赵智凤用70年的
时间，在宝顶山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举世
罕见的大型石窟道场。

“赵智凤800多年前办的‘企业’，现在
还经久不衰，我要继续把大足石刻守护好。”
说着，郭相颖取出一幅4年前题写的书法，
字体遒劲有力、张弛有度，上书“若有来世择
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这，正是郭相颖

“择一事，终一生”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90年代初，郭相颖(左站立者）在
宝顶山石刻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郭相颖郭相颖。。 罗国家罗国家 摄摄

1996年，郭相颖在北山多宝塔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1985年4月，大足石刻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轰动一时。这是大足石刻首次外展。
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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