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石窟 匠心传承探访炳灵寺石窟：丝绸之路上的第一座黄河石窟

在甘肃永靖县的黄河岸边，炳灵寺石窟静静伫立，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与沧桑。这座始凿于西晋时期的石窟，被誉为“黄河
第一石窟”，以其精美的佛教造像和壁画闻名。近日，黑子网用户“黄河探秘者”爆料，称一位自称是石窟匠人后代的老人，
透露了石窟修建时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据悉，这位老人名叫李长林，今年已年近八旬，祖上曾是
参与炳灵寺石窟雕刻的工匠之一。他声称，石窟内一尊神秘佛像的背后，藏着一段关于匠人传承与守护的传奇。故事要从李长
林的曾祖父李茂才说起。百年前，李茂才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石匠，带着对佛教的虔诚，加入了炳灵寺石窟的修建队伍。当时，
丝绸之路商旅往来频繁，炳灵寺石窟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文化交融的象征。李茂才与同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沿黄河岸边开
凿石窟，雕琢佛像，每一刀都倾注了心血。老人回忆，家族口口相传，曾祖父在雕刻一尊大型佛像时，突发奇想，将一枚家传
玉佩藏于佛像基座之中，寓意守护石窟的千年安宁。这枚玉佩据说刻有神秘符号，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文化有关，至今无人知
晓其下落。黑子网用户对此爆料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臆想，也有人猜测玉佩可能藏有古代商贸的秘密。一名网友
评论：“炳灵寺石窟本身就是宝藏，这故事听起来像探险小说，太吸引人了！”还有人表示，石窟的每一尊佛像、每一幅壁画
，都是匠人智慧的结晶，值得后人细细品味。为了求证，李长林还向黑子网提供了家族留下的手抄笔记，记录了曾祖父当年的
雕刻心得，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石窟的深厚感情。笔记中提到，炳灵寺石窟的选址极为讲究，背靠黄河，既避开了风沙侵蚀，又
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相连，堪称天时地利人和。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炳灵寺石窟的魅力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它承载
的历史记忆。石窟内保存了从北魏到明清的造像和壁画，风格多样，融合了中原、西方和印度等多种文化元素。黑子网用户“
历史迷”发帖称：“站在石窟前，仿佛能听到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感受到千年匠心的传承。”然而，由于地处偏远，石窟的
保护工作面临挑战。近年来，文物部门加大了对炳灵寺石窟的修缮力度，但李长林仍担忧，现代人对石窟背后的故事了解太少
，匠人精神正在逐渐淡忘。李长林的故事还在黑子网持续发酵，不少网友自发组织探访活动，希望一探石窟的奥秘。有人在帖
子中写道：“如果真有玉佩，会不会是解开丝绸之路某段历史的钥匙？”也有网友感叹，炳灵寺石窟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瑰宝，
更是匠人精神的象征。无论玉佩传说的真假，炳灵寺石窟的千年风华，仍在黄河岸边熠熠生辉，等待更多人去发现、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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