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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学福：

92岁高龄院士 至今仍奋战在科研教学一线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陈卉丽：

科技助力 让更多文物“延年益寿”
重庆科技报记者 肖咸秋

“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文物，就
会不由自主地盯着看它们有没有病害，
如果有，又该要用什么方法来为它们

‘治病’。在别人看来这似乎有点‘神经
质’，但我知道，这是我的职业本能，我
对文物始终保有敬畏之心。”

说这段话的是被大家亲切称为“石
刻御医”的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
程中心主任陈卉丽。她先后被授予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2019年度全国三八
红旗手标兵”称号、“全国先进工作者”
称号。

“半路出家” 修复文物超二十载

时间回到1995年，那时陈卉丽从
四川广汉针织总厂调到重庆大足石刻
艺术博物馆（现大足石刻研究院）担任
文物讲解员。一年后，原本学习纺织工
程专业的她，被安排从事不仅要有历史
学、考古学、鉴定学、金石学、化学等知
识，还要熟悉石刻、色彩、髹漆、贴金等
实用技术的文物修复工作。

由于“半路出家”，性格要强的陈卉
丽比别人更加努力。白天请教同事，晚
上啃书本“恶补”，常年在办公桌前挑灯
夜战，阅览大量考古资料和文物保护材
料学等相关知识，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

在了工作上。时至今日，她参加工作三
十余年，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超二
十载。

不辱使命 带队完成千手观音修复

她说：“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
要做的是治本，而不是治标。”2008年，
陈卉丽带领大足石刻修复团队参与千
手观音保护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
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足石
刻千手观音，是国内现存最大的集雕
刻、贴金、彩绘为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
雕凿于南宋中后期。在经历风雨侵蚀，
与高温高湿气候抗争了800余年后，千

手观音造像病害高达34种，830只手
病症各不同，残缺达440处。面对高
7.2米、宽12.5米，展开面积达到220平
方米的观音造像，陈卉丽暗下决心，定
不辱使命完成任务。

此后，她独立完成千手观音造像80
只手的石质本体、20件法器的修复，探
索出“可拆卸式”修复方案，即按照另一
侧相对应手的形态，给千手观音装上了
一只可以拆卸的手，在保证造像艺术完
整性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修复空间。

科技助力 让文物和文化传承下去

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陈卉丽开
创了石刻修复多学科多部门协作的模

式和案例，将科技应用于文物修复。通
过高清摄影，将观音像分为99个区域
进行探查、标记病害；通过三维激光扫
描技术，留取千手观音造像真实现状的
信息，并对其进行精准测量，再由计算
机运算出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形状，进
行虚拟修复；对石像进行X光探伤，发
现隐藏在千手观音石质本体的裂痕和
断层；通过红外热成像仪，探测岩体里
温度场和湿度场的变化；通过硬度计检
测千手观音石质加固的强度……就这
样，千手观音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病
害都被完整记录下来，为文物修复保护
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千手观音造像金光璀璨，这
个“国宝中的国宝”能够恢复容颜迎接
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是陈卉丽最欣慰
的事。

“这只是一个节点，并非终点。”陈
卉丽说。近年来，她把工作重心放在了

“传帮带”上，她写下了45万字专著《大
足石刻保护探索与实践》，指导价值极
高。陈卉丽时刻告诫新人：“文物修复，
倾注的是时间和精力，更是情感和责
任，要坚持对历史负责任的谨慎态度，
保持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和精益求精的
工作要求，让文物和文化传承下去”。

在位于重庆大学A区的煤矿灾害
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天早
上7点半，都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准
时出现。一年休息的时间不超过5天。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送走了一
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在科研和教学一
线，用行动实践了治学为国、科技兴国
的信念。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
矿山安全技术专家、煤层气基础研究的
开拓者，92岁高龄的鲜学福。

“国家需要，所以就学了这个专业”

6月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
建党百年大型直播特别节目《今日中
国》重庆篇在央视新闻频道、重庆卫视
同步播出。节目大篇幅专题报道了重
庆大学五代人为了国家能源安全拼搏
奋斗的科研传承故事，团队的引领者鲜
院士也出现在其中。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矿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国家需要，所
以就学了这个专业。”当谈及为何选择
采矿专业时，他如是说。

1953 年，鲜学福加入中国共产
党。长期以来，他严格以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和示范性作
用，刻苦钻研，始终围绕国家能源重大

需求，在矿山安全与环境、非常规天然
气高效开发与利用等领域潜心钻研，解
决了很多世界性难题，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他的带领下，重庆大学于1978
年创建了理工结合的矿山工程物理专
业和矿山工程物理研究所，创立了采矿
工程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2000年获
批设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7年获评
采矿工程国家重点学科，2011年获批煤
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毫无保留地给学生后辈进行学术指导

鲜院士深知培养人才、尤其是高层

次人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为
此，他总是毫无保留地给学生后辈进行
学术指导，甚至是修改论文。

2018年3月的一天，鲜院士的博
士生殷宏来到他的办公室，把6万余
字、120多页的论文交到导师手里。

让殷宏意外的是，十天后，除了把
修改后的论文返还给殷宏，鲜院士还手
写了两页纸的修改意见。

接过沉甸甸的论文，殷宏还发现，
论文的每一页，都布满了用铅笔写下的
修改批注，有的地方甚至还有橡皮擦反
复擦拭的痕迹，显然，这是鲜院士反复
斟酌留下的。

看着密密麻麻的批注，想象老师
伏案修改论文的样子，殷宏既心疼又
感动。

至今仍奋战在科研教学一线

2019 年，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之际，“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鲜院士荣获“最美
奋斗者”称号。这是对他在科研上不
懈奋斗和育人上孜孜不倦的肯定，也
更让他感受到，为国家培养更多人
才，还不能停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

如今，他奋战在科研教学一线，每
天在自己的办公室，或是看书学习，关
注国家大事和学科前沿动态，抑或是翻
译外文专业书籍，无私地提供给学生作
学术参考。

在实验室一楼大厅的正中间，挂着
一块写着“团结勤奋 求实创新”八个
红色大字的牌匾。大字下面，还有题字
人“鲜学福”的名字。

“这是鲜学福院士题的字，也是
我们的座右铭。”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姜永东说，鲜院士是实验室的

“定海神针”，在他的模范带头作用
下，实验室的年轻人也会撸起袖子加
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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