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 80 年前，敦煌研究院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成立，结束了敦煌

石窟近 400 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敦煌研究院也逐步成为管理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 6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航母”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我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石窟保护：

从“流沙地” 到“先行者”

走进敦煌石窟监测中心， 打开甘

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 敦煌莫高

窟等 6 座石窟的旅游开放状况、 文物

保护现状、 洞窟本体及微环境监测等

内容尽收眼底，相关动态实时更新。

最远的庆阳北石窟寺， 距离莫高

窟超过 1500 公里。 为了更好掌握风对

洞窟的影响， 莫高窟风蚀气象站可提

供离地面 10 厘米至 200 厘米共五个

高度的风速，数据之细令人惊叹。

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介

绍，“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前预

警—及时处理” 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模式， 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

因素对遗产造成的危害， 实现变化可

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

可提前。

在石窟寺得到精细管理的当下，

回首 80 年前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初创

之时， 更能感受沧桑巨变、 体悟前辈

艰辛。

1944 年，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

大漠中成立。 那时， 莫高窟已荒废近

400 年。 流沙从崖壁顶部倾泻而下，上

百个洞窟被掩埋。 壁画大块跌落，砸烂

在地上。

首任所长常书鸿那时还不满 40

岁，曾是留法 9 年的艺术家、国立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既绚烂又凋敝

的敦煌石窟， 令他情牵不已、 奔赴至

此。 在他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识之

士告别优渥生活，投身大漠。

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 这些

手握画笔的年轻人， 几乎用双手清除

了 300 多个洞窟内堆积数百年的积

沙，修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敦煌文物

保护就此起航。

唯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心

底的深情，才能解释这场逆行。

已年过九旬的李云鹤， 是莫高窟

第一位专职修复师。 回顾初见敦煌时

壁画如雪花般掉落的场景， 他说：“面

对千年前绘制的壁画， 不禁感叹古人

的才华。 但当看到壁画、 彩塑损毁严

重，我心如刀绞。 菩萨缺鼻子、少嘴唇

就不美了。 ”

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

环境模拟实验室 2020 年底投运，可模

拟零下 30 摄氏度到 60 摄氏度、10%

至 90%相对湿度的环境， 助力实施更

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截至 2023 年底

已完成 295 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数

字敦煌·开放素材库” 等平台进一步拉

近敦煌与大众的距离……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敦

煌研究院以 80 载奋斗逐步成为我国

文物保护的先行者，壁画、土遗址保

护等领域的理念技术达到全球领先

水平。 这些从敦煌走出的技术，已应

用在 500 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

程中。

学术发展：

从筚路蓝缕到一马当先

今年 8 月， 汇集全球范围内敦煌

学研究成果与相关一手资料的敦煌学

研究文献库上线。

这一涵盖敦煌研究院馆藏手稿、

敦煌历史影像资料、 近现代以来国内

外学者敦煌学研究成果等内容的数据

库， 为全球学者开展系统性研究提供

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今， 敦煌研究院这处全球最大

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正以开放姿态推

动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共兴” 。 此前

建成的“数字敦煌” 资源库和敦煌遗

书数据库， 已实现部分洞窟及藏经洞

文献的共享。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

项目正在加紧进行， 助力敦煌数字资

源全球共享。”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

声良说。

以敦煌石窟、 藏经洞出土文物

等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发轫于 20

世纪初。 因大部分文物流失海外，敦

煌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敦煌在中国，敦

煌学在国外” 的说法刺痛着中国学

者的心。

“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所作

为。 静下心来， 埋头苦干， 让成果说

话。 ” 段文杰等一批敦煌学者不甘落

后、奋起直追。 为临摹一幅唐代壁画，

段文杰翻阅 100 多种资料、摘录 2000

多张卡片， 所写敦煌服饰的学术专著

丰富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

随着 《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

窟·敦煌莫高窟》等一批学术成果的集

中涌现，“敦煌学在国外” 的局面被扭

转。

进入 21 世纪，敦煌学研究不断发

展，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遗书研

究、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少数民族

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如总规模 100 卷的 《敦煌石窟全

集》， 旨在形成敦煌石窟最全面的资

料、 最科学的档案。 2011 年出版的第

一卷， 成为我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

考古报告。 今年初，历时 10 余年编写、

30 多万字的第二卷出版。

不仅大量基础研究得到夯实、前

沿问题实现突破 ， 敦煌研究院还经

常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 积极引领世

界多国的学术机构共同开展敦煌学

研究。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创新与发

展：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 学术研讨会

上，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共话敦

煌学进展。 带着新论文，日本筑波大学

艺术学系教授八木春生再次来到敦

煌。 “现在相关研究书籍、影像等资料

很丰富，但只有来到敦煌，才感觉回到

敦煌学的‘家’ 。 ” 他说。

从昔日的叹息， 到如今国内敦煌

学研究一马当先， 在一代代敦煌学者

的不懈努力下，有“国际显学” 之称的

敦煌学活力持续迸发。

交流互鉴：

在 “引进来”“走出

去” 中实现美美与共

敦煌自古就是多元文明交汇的路

口。 汉、匈奴、鲜卑、回鹘等多民族在这

里生活，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

并存。

带着这样的多元基因，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敦煌就开始了国际交流合

作， 引进外国专家， 并在海外举办敦

煌展览。 其中，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

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持续 30 多年，

成为我国文物工作国际合作的典范。

双方积极合作、 共同研究， 不仅使世

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得到很好保护，还

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的出台。

“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尤其是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进步， 离不开我们

秉持开放态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通

过吸收先进经验， 我们的研究保护水

平很快接轨国际。”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

伯民说。

近年来， 敦煌研究院进一步加快

“走出去” 步伐，专家多次前往伊朗等

国， 开展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调研和交

流。 “从巴米扬到敦煌”“阿旃陀与敦

煌”“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从撒马

尔罕到敦煌” 等系列研究班，持续探究

敦煌与丝绸之路的联系。 相关工作不

仅增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更让

不同文明的研究遥相呼应、相互促进。

前 不 久 ， 在 甘 肃 敦 煌 举 行 的

“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 上，敦

煌研究院与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共建“一带

一路” 国家相关文博机构签署备忘录。

“中国的仪器分析技术达到了非

常高的水平，斯里兰卡在壁画传统技艺

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希望双方能实现更

多合作交流。 ” 来自斯里兰卡的考古学

家贾纳尼·纳马尔·塞内维拉特内说。

一批来自阿富汗的考古领域官员

学者也来到敦煌调研。 已两次访问敦

煌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古币馆馆长马

耶尔·阿卡·卡瑞米说， 中国的文物保

护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令他受益匪

浅， 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阿富汗

自己的文物数字化系统， 也期待合作

开展人才培养。

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 不仅促

进敦煌文物事业快速发展， 更唤起不

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人类文明

成果的共同热爱， 有力推动了文明对

话和民心相通。

“保护各国灿烂文化是人类共同

的价值观。 ” 苏伯民说，敦煌研究院将

依托在壁画彩塑保护、岩体加固、夯土

建筑保护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继续深

化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合作，保

护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

新华 / 传真

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

贵州文化演艺集团———

举行 2024 年度第七次基本功训练

展示汇报演出

作为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

幕音乐会，《百鸟朝凤 中西齐鸣 谭盾

执棒中国交响乐团特别音乐会》10 月 5

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 作曲家、指挥

家谭盾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奏响中外交响

名作。

音乐会在谭盾创作的《北京中轴龙脉

之钟》 中拉开序幕。 中国音乐 《百鸟朝

凤》、斯特拉文斯基《火鸟》、莫扎特《降 E

大调交响协奏曲》、拉威尔《波莱罗》等中

外名作奏响，展现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

流共鸣，为观众献上精彩的文化盛宴。

据悉， 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

于 10 月 5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办。 本届

音乐节以 “乐聚北京 悦听世界” 为主

题，汇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南

非、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演出

团体与艺术家， 将为观众带来 9 场风格

多元的音乐会演出，还将围绕乐游中轴、

遇见大师、艺境探秘、漫步北京等策划推

出多场公益活动。

王思北

本报讯 近日， 贵州文化演艺集团

2024 年度第七次基本功训练展示汇报

演出在北京路大剧院举行。 现场上演的

10 余个节目涵盖民乐、歌剧、杂技、话剧

等多种舞台艺术，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

场视听盛宴。

贵州省民族乐团演奏的 《春华秋

实》， 以新民乐的形式歌颂祖国辉煌成

就，拉开本次汇报演出的序幕；省歌舞剧

院交响乐团管乐队演奏的 《情热大陆》

处处透露着真挚热烈、粗犷洒脱、不拘一

格的异域风情； 省花灯剧院演绎的原创

小戏《上任》将农村趣事与花灯戏背景

融为一体， 让观众充分感受到花灯戏的

独特魅力； 省歌舞剧院歌剧团展示了歌

剧《沂蒙山》的精彩片段，带领观众感受

“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

神” ；省歌舞剧院舞剧团带来的精彩演出

《舞蹈串烧》，由六个独舞片段加尾声大

融合组合而成， 演员们在优美旋律的衬

托下， 舞出了心中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

热爱；省话剧团演出的舞台剧《周素园》

以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的事迹为原型进

行创作，讲述其在红军长征期间，身体力

行号召当地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的光辉事迹；省杂技团展示的《我和我的

祖国》精彩片段《星星之火》《一起向未

来》，以红色为基调，以奋斗为主线，通过

杂技特有的表现形式， 展示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据介绍，今年以来，贵州文化演艺集

团组织贵州省花灯剧院 （下辖贵州省民

族乐团）、贵州省歌舞剧院、贵州省杂技

团、贵州省话剧团等持续开展 2024 年度

基本功训练展示汇报演出活动。 该举措

多方位展现演职人员的综合实力和训练

成果， 持续推动贵州文化演艺集团队伍

建设，极大增强各文艺院团综合竞争力，

旨在打造一支有着扎实的基本功、 深厚

的表演水平、 丰富的舞台经验的贵州文

艺强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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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征纪念馆位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 该馆充分利用场景复原、雕塑、油画、声

光电多媒体技术等多元化的表现手段，对红军西征的历史进行了详细阐述。 各地游客

从红色故事中感悟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

基。 图为展出的书籍《西行漫记》。 新华 / 传真

10 月 6 日，“琼韵荟” 琼剧精品艺术进社区展演在海南省海口市万绿园举行。来自

海南省琼剧院一团的演员们为观众献上了古装琼剧《巡按审妻》。 观众在观看琼剧过

程中，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新华 / 传真

近日，“千秋佳人———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四期）” 在北京故宫博物

院文华殿开展。 此次展览共展出故宫博物院珍藏的 83 件人物仕女画。 六朝的秀骨清

像，盛唐的秾丽丰肥，宋元的端严秀丽，明清的纤细娇柔，呈现出仕女画的发展脉络和

风格流变。 新华 / 传真

古老敦煌气象新

———敦煌研究院建院 80 周年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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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保护：

从“流沙地” 到“先行者”

走进敦煌石窟监测中心， 打开甘

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 敦煌莫高

窟等 6 座石窟的旅游开放状况、 文物

保护现状、 洞窟本体及微环境监测等

内容尽收眼底，相关动态实时更新。

最远的庆阳北石窟寺， 距离莫高

窟超过 1500 公里。 为了更好掌握风对

洞窟的影响， 莫高窟风蚀气象站可提

供离地面 10 厘米至 200 厘米共五个

高度的风速，数据之细令人惊叹。

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介

绍，“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前预

警—及时处理” 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模式， 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

因素对遗产造成的危害， 实现变化可

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

可提前。

在石窟寺得到精细管理的当下，

回首 80 年前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初创

之时， 更能感受沧桑巨变、 体悟前辈

艰辛。

1944 年，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

大漠中成立。 那时， 莫高窟已荒废近

400 年。 流沙从崖壁顶部倾泻而下，上

百个洞窟被掩埋。 壁画大块跌落，砸烂

在地上。

首任所长常书鸿那时还不满 40

岁，曾是留法 9 年的艺术家、国立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既绚烂又凋敝

的敦煌石窟， 令他情牵不已、 奔赴至

此。 在他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识之

士告别优渥生活，投身大漠。

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 这些

手握画笔的年轻人， 几乎用双手清除

了 300 多个洞窟内堆积数百年的积

沙，修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敦煌文物

保护就此起航。

唯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心

底的深情，才能解释这场逆行。

已年过九旬的李云鹤， 是莫高窟

第一位专职修复师。 回顾初见敦煌时

壁画如雪花般掉落的场景， 他说：“面

对千年前绘制的壁画， 不禁感叹古人

的才华。 但当看到壁画、 彩塑损毁严

重，我心如刀绞。 菩萨缺鼻子、少嘴唇

就不美了。 ”

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

环境模拟实验室 2020 年底投运，可模

拟零下 30 摄氏度到 60 摄氏度、10%

至 90%相对湿度的环境， 助力实施更

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截至 2023 年底

已完成 295 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数

字敦煌·开放素材库” 等平台进一步拉

近敦煌与大众的距离……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敦

煌研究院以 80 载奋斗逐步成为我国

文物保护的先行者，壁画、土遗址保

护等领域的理念技术达到全球领先

水平。 这些从敦煌走出的技术，已应

用在 500 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

程中。

学术发展：

从筚路蓝缕到一马当先

今年 8 月， 汇集全球范围内敦煌

学研究成果与相关一手资料的敦煌学

研究文献库上线。

这一涵盖敦煌研究院馆藏手稿、

敦煌历史影像资料、 近现代以来国内

外学者敦煌学研究成果等内容的数据

库， 为全球学者开展系统性研究提供

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今， 敦煌研究院这处全球最大

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正以开放姿态推

动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共兴” 。 此前

建成的“数字敦煌” 资源库和敦煌遗

书数据库， 已实现部分洞窟及藏经洞

文献的共享。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

项目正在加紧进行， 助力敦煌数字资

源全球共享。”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

声良说。

以敦煌石窟、 藏经洞出土文物

等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发轫于 20

世纪初。 因大部分文物流失海外，敦

煌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敦煌在中国，敦

煌学在国外” 的说法刺痛着中国学

者的心。

“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所作

为。 静下心来， 埋头苦干， 让成果说

话。 ” 段文杰等一批敦煌学者不甘落

后、奋起直追。 为临摹一幅唐代壁画，

段文杰翻阅 100 多种资料、摘录 2000

多张卡片， 所写敦煌服饰的学术专著

丰富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

随着 《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

窟·敦煌莫高窟》等一批学术成果的集

中涌现，“敦煌学在国外” 的局面被扭

转。

进入 21 世纪，敦煌学研究不断发

展，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遗书研

究、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少数民族

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如总规模 100 卷的 《敦煌石窟全

集》， 旨在形成敦煌石窟最全面的资

料、 最科学的档案。 2011 年出版的第

一卷， 成为我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

考古报告。 今年初，历时 10 余年编写、

30 多万字的第二卷出版。

不仅大量基础研究得到夯实、前

沿问题实现突破 ， 敦煌研究院还经

常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 积极引领世

界多国的学术机构共同开展敦煌学

研究。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创新与发

展：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 学术研讨会

上，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共话敦

煌学进展。 带着新论文，日本筑波大学

艺术学系教授八木春生再次来到敦

煌。 “现在相关研究书籍、影像等资料

很丰富，但只有来到敦煌，才感觉回到

敦煌学的‘家’ 。 ” 他说。

从昔日的叹息， 到如今国内敦煌

学研究一马当先， 在一代代敦煌学者

的不懈努力下，有“国际显学” 之称的

敦煌学活力持续迸发。

交流互鉴：

在 “引进来”“走出

去” 中实现美美与共

敦煌自古就是多元文明交汇的路

口。 汉、匈奴、鲜卑、回鹘等多民族在这

里生活，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

并存。

带着这样的多元基因，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敦煌就开始了国际交流合

作， 引进外国专家， 并在海外举办敦

煌展览。 其中，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

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持续 30 多年，

成为我国文物工作国际合作的典范。

双方积极合作、 共同研究， 不仅使世

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得到很好保护，还

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的出台。

“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尤其是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进步， 离不开我们

秉持开放态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通

过吸收先进经验， 我们的研究保护水

平很快接轨国际。”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

伯民说。

近年来， 敦煌研究院进一步加快

“走出去” 步伐，专家多次前往伊朗等

国， 开展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调研和交

流。 “从巴米扬到敦煌”“阿旃陀与敦

煌”“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从撒马

尔罕到敦煌” 等系列研究班，持续探究

敦煌与丝绸之路的联系。 相关工作不

仅增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更让

不同文明的研究遥相呼应、相互促进。

前 不 久 ， 在 甘 肃 敦 煌 举 行 的

“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 上，敦

煌研究院与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共建“一带

一路” 国家相关文博机构签署备忘录。

“中国的仪器分析技术达到了非

常高的水平，斯里兰卡在壁画传统技艺

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希望双方能实现更

多合作交流。 ” 来自斯里兰卡的考古学

家贾纳尼·纳马尔·塞内维拉特内说。

一批来自阿富汗的考古领域官员

学者也来到敦煌调研。 已两次访问敦

煌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古币馆馆长马

耶尔·阿卡·卡瑞米说， 中国的文物保

护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令他受益匪

浅， 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阿富汗

自己的文物数字化系统， 也期待合作

开展人才培养。

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 不仅促

进敦煌文物事业快速发展， 更唤起不

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人类文明

成果的共同热爱， 有力推动了文明对

话和民心相通。

“保护各国灿烂文化是人类共同

的价值观。 ” 苏伯民说，敦煌研究院将

依托在壁画彩塑保护、岩体加固、夯土

建筑保护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继续深

化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合作，保

护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

新华 / 传真

石窟保护：

从“流沙地” 到“先行者”

走进敦煌石窟监测中心， 打开甘

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 敦煌莫高

窟等 6 座石窟的旅游开放状况、 文物

保护现状、 洞窟本体及微环境监测等

内容尽收眼底，相关动态实时更新。

最远的庆阳北石窟寺， 距离莫高

窟超过 1500 公里。 为了更好掌握风对

洞窟的影响， 莫高窟风蚀气象站可提

供离地面 10 厘米至 200 厘米共五个

高度的风速，数据之细令人惊叹。

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介

绍，“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前预

警—及时处理” 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模式， 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

因素对遗产造成的危害， 实现变化可

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

可提前。

在石窟寺得到精细管理的当下，

回首 80 年前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初创

之时， 更能感受沧桑巨变、 体悟前辈

艰辛。

1944 年，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

大漠中成立。 那时， 莫高窟已荒废近

400 年。 流沙从崖壁顶部倾泻而下，上

百个洞窟被掩埋。 壁画大块跌落，砸烂

在地上。

首任所长常书鸿那时还不满 40

岁，曾是留法 9 年的艺术家、国立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既绚烂又凋敝

的敦煌石窟， 令他情牵不已、 奔赴至

此。 在他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识之

士告别优渥生活，投身大漠。

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 这些

手握画笔的年轻人， 几乎用双手清除

了 300 多个洞窟内堆积数百年的积

沙，修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敦煌文物

保护就此起航。

唯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心

底的深情，才能解释这场逆行。

已年过九旬的李云鹤， 是莫高窟

第一位专职修复师。 回顾初见敦煌时

壁画如雪花般掉落的场景， 他说：“面

对千年前绘制的壁画， 不禁感叹古人

的才华。 但当看到壁画、 彩塑损毁严

重，我心如刀绞。 菩萨缺鼻子、少嘴唇

就不美了。 ”

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

环境模拟实验室 2020 年底投运，可模

拟零下 30 摄氏度到 60 摄氏度、10%

至 90%相对湿度的环境， 助力实施更

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截至 2023 年底

已完成 295 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数

字敦煌·开放素材库” 等平台进一步拉

近敦煌与大众的距离……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敦

煌研究院以 80 载奋斗逐步成为我国

文物保护的先行者，壁画、土遗址保

护等领域的理念技术达到全球领先

水平。 这些从敦煌走出的技术，已应

用在 500 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

程中。

学术发展：

从筚路蓝缕到一马当先

今年 8 月， 汇集全球范围内敦煌

学研究成果与相关一手资料的敦煌学

研究文献库上线。

这一涵盖敦煌研究院馆藏手稿、

敦煌历史影像资料、 近现代以来国内

外学者敦煌学研究成果等内容的数据

库， 为全球学者开展系统性研究提供

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今， 敦煌研究院这处全球最大

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正以开放姿态推

动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共兴” 。 此前

建成的“数字敦煌” 资源库和敦煌遗

书数据库， 已实现部分洞窟及藏经洞

文献的共享。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

项目正在加紧进行， 助力敦煌数字资

源全球共享。”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

声良说。

以敦煌石窟、 藏经洞出土文物

等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发轫于 20

世纪初。 因大部分文物流失海外，敦

煌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敦煌在中国，敦

煌学在国外” 的说法刺痛着中国学

者的心。

“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所作

为。 静下心来， 埋头苦干， 让成果说

话。 ” 段文杰等一批敦煌学者不甘落

后、奋起直追。 为临摹一幅唐代壁画，

段文杰翻阅 100 多种资料、摘录 2000

多张卡片， 所写敦煌服饰的学术专著

丰富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

随着 《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

窟·敦煌莫高窟》等一批学术成果的集

中涌现，“敦煌学在国外” 的局面被扭

转。

进入 21 世纪，敦煌学研究不断发

展，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遗书研

究、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少数民族

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如总规模 100 卷的 《敦煌石窟全

集》， 旨在形成敦煌石窟最全面的资

料、 最科学的档案。 2011 年出版的第

一卷， 成为我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

考古报告。 今年初，历时 10 余年编写、

30 多万字的第二卷出版。

不仅大量基础研究得到夯实、前

沿问题实现突破 ， 敦煌研究院还经

常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 积极引领世

界多国的学术机构共同开展敦煌学

研究。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创新与发

展：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 学术研讨会

上，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共话敦

煌学进展。 带着新论文，日本筑波大学

艺术学系教授八木春生再次来到敦

煌。 “现在相关研究书籍、影像等资料

很丰富，但只有来到敦煌，才感觉回到

敦煌学的‘家’ 。 ” 他说。

从昔日的叹息， 到如今国内敦煌

学研究一马当先， 在一代代敦煌学者

的不懈努力下，有“国际显学” 之称的

敦煌学活力持续迸发。

交流互鉴：

在 “引进来”“走出

去” 中实现美美与共

敦煌自古就是多元文明交汇的路

口。 汉、匈奴、鲜卑、回鹘等多民族在这

里生活，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

并存。

带着这样的多元基因，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敦煌就开始了国际交流合

作， 引进外国专家， 并在海外举办敦

煌展览。 其中，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

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持续 30 多年，

成为我国文物工作国际合作的典范。

双方积极合作、 共同研究， 不仅使世

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得到很好保护，还

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的出台。

“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尤其是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进步， 离不开我们

秉持开放态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通

过吸收先进经验， 我们的研究保护水

平很快接轨国际。”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

伯民说。

近年来， 敦煌研究院进一步加快

“走出去” 步伐，专家多次前往伊朗等

国， 开展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调研和交

流。 “从巴米扬到敦煌”“阿旃陀与敦

煌”“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从撒马

尔罕到敦煌” 等系列研究班，持续探究

敦煌与丝绸之路的联系。 相关工作不

仅增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更让

不同文明的研究遥相呼应、相互促进。

前 不 久 ， 在 甘 肃 敦 煌 举 行 的

“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 上，敦

煌研究院与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共建“一带

一路” 国家相关文博机构签署备忘录。

“中国的仪器分析技术达到了非

常高的水平，斯里兰卡在壁画传统技艺

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希望双方能实现更

多合作交流。 ” 来自斯里兰卡的考古学

家贾纳尼·纳马尔·塞内维拉特内说。

一批来自阿富汗的考古领域官员

学者也来到敦煌调研。 已两次访问敦

煌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古币馆馆长马

耶尔·阿卡·卡瑞米说， 中国的文物保

护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令他受益匪

浅， 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阿富汗

自己的文物数字化系统， 也期待合作

开展人才培养。

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 不仅促

进敦煌文物事业快速发展， 更唤起不

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人类文明

成果的共同热爱， 有力推动了文明对

话和民心相通。

“保护各国灿烂文化是人类共同

的价值观。 ” 苏伯民说，敦煌研究院将

依托在壁画彩塑保护、岩体加固、夯土

建筑保护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继续深

化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合作，保

护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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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保护：

从“流沙地” 到“先行者”

走进敦煌石窟监测中心， 打开甘

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 敦煌莫高

窟等 6 座石窟的旅游开放状况、 文物

保护现状、 洞窟本体及微环境监测等

内容尽收眼底，相关动态实时更新。

最远的庆阳北石窟寺， 距离莫高

窟超过 1500 公里。 为了更好掌握风对

洞窟的影响， 莫高窟风蚀气象站可提

供离地面 10 厘米至 200 厘米共五个

高度的风速，数据之细令人惊叹。

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介

绍，“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前预

警—及时处理” 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模式， 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

因素对遗产造成的危害， 实现变化可

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

可提前。

在石窟寺得到精细管理的当下，

回首 80 年前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初创

之时， 更能感受沧桑巨变、 体悟前辈

艰辛。

1944 年，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

大漠中成立。 那时， 莫高窟已荒废近

400 年。 流沙从崖壁顶部倾泻而下，上

百个洞窟被掩埋。 壁画大块跌落，砸烂

在地上。

首任所长常书鸿那时还不满 40

岁，曾是留法 9 年的艺术家、国立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既绚烂又凋敝

的敦煌石窟， 令他情牵不已、 奔赴至

此。 在他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识之

士告别优渥生活，投身大漠。

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 这些

手握画笔的年轻人， 几乎用双手清除

了 300 多个洞窟内堆积数百年的积

沙，修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敦煌文物

保护就此起航。

唯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心

底的深情，才能解释这场逆行。

已年过九旬的李云鹤， 是莫高窟

第一位专职修复师。 回顾初见敦煌时

壁画如雪花般掉落的场景， 他说：“面

对千年前绘制的壁画， 不禁感叹古人

的才华。 但当看到壁画、 彩塑损毁严

重，我心如刀绞。 菩萨缺鼻子、少嘴唇

就不美了。 ”

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

环境模拟实验室 2020 年底投运，可模

拟零下 30 摄氏度到 60 摄氏度、10%

至 90%相对湿度的环境， 助力实施更

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截至 2023 年底

已完成 295 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数

字敦煌·开放素材库” 等平台进一步拉

近敦煌与大众的距离……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敦

煌研究院以 80 载奋斗逐步成为我国

文物保护的先行者，壁画、土遗址保

护等领域的理念技术达到全球领先

水平。 这些从敦煌走出的技术，已应

用在 500 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

程中。

学术发展：

从筚路蓝缕到一马当先

今年 8 月， 汇集全球范围内敦煌

学研究成果与相关一手资料的敦煌学

研究文献库上线。

这一涵盖敦煌研究院馆藏手稿、

敦煌历史影像资料、 近现代以来国内

外学者敦煌学研究成果等内容的数据

库， 为全球学者开展系统性研究提供

有力的学术支撑。

如今， 敦煌研究院这处全球最大

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正以开放姿态推

动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共兴” 。 此前

建成的“数字敦煌” 资源库和敦煌遗

书数据库， 已实现部分洞窟及藏经洞

文献的共享。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

项目正在加紧进行， 助力敦煌数字资

源全球共享。”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

声良说。

以敦煌石窟、 藏经洞出土文物

等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发轫于 20

世纪初。 因大部分文物流失海外，敦

煌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敦煌在中国，敦

煌学在国外” 的说法刺痛着中国学

者的心。

“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所作

为。 静下心来， 埋头苦干， 让成果说

话。 ” 段文杰等一批敦煌学者不甘落

后、奋起直追。 为临摹一幅唐代壁画，

段文杰翻阅 100 多种资料、摘录 2000

多张卡片， 所写敦煌服饰的学术专著

丰富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

随着 《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

窟·敦煌莫高窟》等一批学术成果的集

中涌现，“敦煌学在国外” 的局面被扭

转。

进入 21 世纪，敦煌学研究不断发

展，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遗书研

究、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少数民族

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如总规模 100 卷的 《敦煌石窟全

集》， 旨在形成敦煌石窟最全面的资

料、 最科学的档案。 2011 年出版的第

一卷， 成为我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

考古报告。 今年初，历时 10 余年编写、

30 多万字的第二卷出版。

不仅大量基础研究得到夯实、前

沿问题实现突破 ， 敦煌研究院还经

常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 积极引领世

界多国的学术机构共同开展敦煌学

研究。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创新与发

展：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 学术研讨会

上，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共话敦

煌学进展。 带着新论文，日本筑波大学

艺术学系教授八木春生再次来到敦

煌。 “现在相关研究书籍、影像等资料

很丰富，但只有来到敦煌，才感觉回到

敦煌学的‘家’ 。 ” 他说。

从昔日的叹息， 到如今国内敦煌

学研究一马当先， 在一代代敦煌学者

的不懈努力下，有“国际显学” 之称的

敦煌学活力持续迸发。

交流互鉴：

在 “引进来”“走出

去” 中实现美美与共

敦煌自古就是多元文明交汇的路

口。 汉、匈奴、鲜卑、回鹘等多民族在这

里生活，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

并存。

带着这样的多元基因，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敦煌就开始了国际交流合

作， 引进外国专家， 并在海外举办敦

煌展览。 其中，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

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持续 30 多年，

成为我国文物工作国际合作的典范。

双方积极合作、 共同研究， 不仅使世

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得到很好保护，还

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的出台。

“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尤其是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进步， 离不开我们

秉持开放态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通

过吸收先进经验， 我们的研究保护水

平很快接轨国际。”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

伯民说。

近年来， 敦煌研究院进一步加快

“走出去” 步伐，专家多次前往伊朗等

国， 开展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调研和交

流。 “从巴米扬到敦煌”“阿旃陀与敦

煌”“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从撒马

尔罕到敦煌” 等系列研究班，持续探究

敦煌与丝绸之路的联系。 相关工作不

仅增进了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互动，更让

不同文明的研究遥相呼应、相互促进。

前 不 久 ， 在 甘 肃 敦 煌 举 行 的

“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 上，敦

煌研究院与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

斯坦、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共建“一带

一路” 国家相关文博机构签署备忘录。

“中国的仪器分析技术达到了非

常高的水平，斯里兰卡在壁画传统技艺

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希望双方能实现更

多合作交流。 ” 来自斯里兰卡的考古学

家贾纳尼·纳马尔·塞内维拉特内说。

一批来自阿富汗的考古领域官员

学者也来到敦煌调研。 已两次访问敦

煌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古币馆馆长马

耶尔·阿卡·卡瑞米说， 中国的文物保

护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令他受益匪

浅， 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建立阿富汗

自己的文物数字化系统， 也期待合作

开展人才培养。

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 不仅促

进敦煌文物事业快速发展， 更唤起不

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人类文明

成果的共同热爱， 有力推动了文明对

话和民心相通。

“保护各国灿烂文化是人类共同

的价值观。 ” 苏伯民说，敦煌研究院将

依托在壁画彩塑保护、岩体加固、夯土

建筑保护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继续深

化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合作，保

护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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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游客参观莫高窟复制洞窟第 276 窟壁画。

1955年 7 月 20 日，段文杰在莫高窟 130 窟甬道临摹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