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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四川省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第十指导组对我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开展驻点指导。指导组进驻期间
设立值班电话：0833-2156255；邮政信箱：
四川省乐山市 A009 号专用信箱；邮箱地
址：市中区月咡塘街 31 号。指导组受理电
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指导组主要受
理反映我市及所辖县（市、区）党委政法委、
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和监狱
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受理
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公 告

近日，天气晴好，记者来到万年村三
组陈正松的“工作室”。几根木头，五六十
把工具，家中这方小小的角落，构成了陈
正松广袤的龙杖创作天地。

83岁的陈正松脸色圆润，身板硬朗。
只见他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前，布满老茧的
双手紧握刀具精心打磨着一根木头。目
之所及，手指娴熟地变换着角度，而一个

“龙头”的形状正慢慢显现。化腐朽为神
奇，陈正松的手艺令人眼前一亮。

如今，手工龙头拐杖艺人的身影已经
消失在峨眉的街角巷尾，而陈正松的坚持
与执着，更是显得如此可贵。

见记者到访，陈正松把室内的龙头摆
件放到室外的摊位上，并把镇店之宝——
9个龙头的拐杖固定在店铺外的一个木墩
里。路过的游客也停下急行的脚步，细数
盘踞在拐杖上的龙到底有几条，并纷纷拍
照留念。复杂的纹路和传神的形态，让人
感叹龙头拐杖的技艺之独到。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陈正松雕
刻了上千根龙头拐杖，其中没有两根完全
相同。并且，他还在传统单龙龙头拐杖的
基础上，雕刻出双龙、五龙、九龙等多龙龙
头拐杖，并在拐杖中融入灵猴等峨眉元
素。“单龙龙头拐杖主要刻画龙的神态，而
多龙龙头拐杖则着重表现龙身相互缠绕
的样子。雕刻的龙形越复杂，工具越讲
究。”陈正松介绍，在雕刻中，他感到先前
的工具已经不能满足雕刻需求，便亲手打
造属于自己的工具。时间一长,陈正松的
雕刻工具“蔚为壮观”，单是摆在工作台上
的就有几十把，其中很多工具他自己也叫
不出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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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黄湾镇万年村，有一

条游客前往万年寺必经的步行道

路。路过道旁几间低矮的平房时，

很多游客都会驻足停留，看陈正松

老人细心雕琢龙头拐杖。

自古民间有高人，陈正松虽然

生活在农村，却有着自己的想法和

技能，渴望通过手艺改善生活。40

多年间，他雕刻了上千根龙头拐

杖，一根拐杖曾卖出 3000 元，他也

被村民们称为“雕龙隐士”。2013

年，龙头拐杖被列为乐山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陈
正
松
和
他
的
龙
头
拐
杖

上世纪80年代，峨眉山风景区旅游步入了
新的发展时期，居住在峨眉山的陈正松发现了
商机。“那时有个姓李的雕刻师雕刻了一根龙头
手杖，卖给一位外国游客，卖了30元钱。”这让
当时做木工活的陈正松有些震惊：“我当时一天
的木工工资是2元2角，他一根拐杖就挣了我
半个月的工资。”

此前，农民出身的陈正松还做过铁匠、石
匠，有手艺的陈正松决心自学龙头拐杖。他到
峨眉山中寻找楠木、李木、灌木的枯枝，砍伐后
经过煮制、晾晒、烤干，让木头的形状得以固定，
再从中挑选一部分用作雕刻拐杖的材料。他利
用木材的天然形态，经反复思考、精雕细琢，最
终打造出每一根都不尽相同的龙头拐杖。

陈正松在漫长的时光中，将手艺练得出神
入化。雕刻前不画稿，而是直接下刀，一气呵
成。“刻了40多年,如今拿到一块木头，看一眼
形状和天然纹理，就知道适合雕刻什么样的龙
头。”陈正松说，龙和凤都没有准确的形态和图
案，每个人对龙凤的认知也不同，他便从房屋建
筑、民间传说中收集素材，形成自己内心“龙”的
形象。过路的陕西游客，看他痴爱雕刻龙头拐
杖，回家后为他寄来《龙凤谱》，让其对龙有了更
加清晰的认知。

一气呵成的民间手工艺

父子携手踏歌前行

八旬老人和他的上
千根龙头拐杖

作为峨眉山特有的手工艺品，龙头拐杖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深受游客欢迎。陈正
松的龙头拐杖每根售价大约200元，一些外
国游客对龙头拐杖特别感兴趣，通常一买就
是好几根。“曾经一根九龙龙头拐杖，卖了
3000元。”陈正松回忆往昔，脸上挂着笑容。
他说，很多人将他雕刻龙头拐杖的照片传到
网上，网友纷纷点赞，他还曾一度成为“网
红”。

然而，跟一两元一根的登山竹杖比起
来,普通游客对龙头拐杖还是会“望价生
畏”，手工艺品在市场面前遭遇瓶颈。陈正
松记得他当年拜师学艺时，峨眉山雕刻龙头
拐杖的师傅有二三十人，到如今只剩下他一
人了。

“我只想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留下来，而
不是卖掉赚钱。”今年“五一”至今，店铺的收
益不到2000元，虽然自己能够守住这份“清
贫”，但眼看这门手艺即将失传，陈正松不免
心生担忧。

“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以往可以雕
刻一整天，如今坚持五六个小时便感觉力不从
心。以前是眼到手到不了，如今是眼手都不行
了。”曾经有位父亲带着儿子来学艺，当他们得
知雕刻需要匠人根据原木的形状进行设计，

一根木头全凭想象落刀，如不懂绘画，不
通木工，手起刀落间便是手也受伤，
木头也毁了。“不好学。”留下三个
字后，父子俩便匆匆离去。

除了这对父子，陈正松也曾
手把手教过来自天南海北的人。
但是没有人能耐得住这份寂寞，
守得住这份本心，因此也无法入
门。

如今，守在陈正松身边的小儿
子陈再兴，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下，
对龙头拐杖制作从不会到会，再到

现在与父亲一路踏歌前行。父子二
人用坚持和守候，诠释着平凡岁月里的别

样人生。
值得庆幸的是，黄湾镇政府对龙头拐杖

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利用旅游资源普查工
作的契机，拍照、录像，记录原始资料，为具体
保护打下基础；加强宣传教育，对龙头拐杖列
为非遗名录的消息加大宣传，提高全镇人民
的荣誉感和保护力；利用四川三大文旅盛会
等契机，推荐陈正松携作品参加展出……龙
头拐杖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驻足观赏

工艺独特

造型各异的龙头拐杖

雕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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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摆件

本报讯（黄伟）近日，峨边彝族自治县诗人贝史
根尔创作的长诗《乌芝嫫》在团结出版社出版。长诗
通过对心上人的思念和倾诉，将民族风情、神话、梦
境、现实交错对应，是一首男人唱给女人的“情歌”。

《乌芝嫫》分“初识神女”“离别思苦”“永结同
心”三卷，每卷34首，共102首。长诗通过时间推
进情感变化，整体连贯而又每节独立成篇。诗歌
书写在凉山如梦如幻的风情画卷上，绝色美女乌
芝嫫由一只金黄色母鹿转世而来，而她正是美神
甘嫫阿妞的化身。彝历年后的一天，乌芝嫫来到
佳支依达一个叫底底古村的美丽寨子，结果遇
到在山上放羊的“我”，两人相识相恋。然而，由
于受到彝族高彩礼的阻挠，乌芝嫫被其父母管
束于无形的“牢笼”中，两人爱情历经艰难曲折。

据了解，《乌芝嫫》是“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
少数民族重点扶持项目”作品。该诗由中国作协会
员、彝族诗人、评论家沙辉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
家邱婧分别作序。

一首彝家“情歌”
一幅民俗“画卷”
贝史根尔长诗《乌芝嫫》出版

“5·18”国际博物馆前后，很多地方开展了精彩
纷呈的文博活动、采取务实惠民的措施，促使更多
人走进博物馆，感受文化魅力、聆听历史回声。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当前，我国在博物馆场馆
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开放、满足民众
需求、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进步显著，给人民群众
带来了更多文博与审美的享受。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在这个“大学
校”里，能学到什么、怎么学，是艺术问题，也是技
术问题。近年来，人们通过电视节目、网络平台等
渠道，更加通俗地了解博物馆及其藏品。从“我在
故宫修文物”到“上新了，故宫”，从“国家宝藏”到

“国宝会说话”，从“博物馆之夜”到“唐宫夜宴”，
一个个富有创意、充满创新的节目作品，让文博、
文物走进了大众、贴近了需求，成为普及文博知
识、传播文物价值的重要载体。事实证明，博物馆
不是一个沉寂不语的建筑，而是会说话、能说话、
说得好话的“讲师”，告诉我们史之所来、将至何
往，启迪人们昨之何兮、今之何在、明之何归。

文物好，文博兴。文明文化博大精深、文博事业
欣欣向荣，归根结底源自文物散发的独特魅力和独
有价值。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
承，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才能让
我们的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保护文物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让更多的文物“活”起来进而

“火”起来，才能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的
基础上留住历史
根脉。

国际博物馆日
文博魅力在招手

栩栩如生

央视网消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
院院士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5月22日13时
07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被誉为“杂
交水稻之父”，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
优势的科学家，他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
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从
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产量得
以大幅度提高。

20多年来，袁隆平带领团队开展超级杂交稻
攻关，目前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全年亩产达到
1530.76公斤。杂交水稻现在已在印度、美国、巴西
等国大面积种植。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