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窟寺保护一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的重点内容。 2019 年 8 月，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敦 煌 研 究 院 主 持 召 开 座 谈 会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均对石窟寺保护利用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 加 强 石 窟 寺 保 护 利 用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对石

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做出重要部署。石窟寺

保护利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保护利用系统思维确立

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向南传播的石窟

寺，发展脉络清晰，蕴含的文化、历史、哲学内

涵深厚，是我国文物长河中的瑰宝，见证了中

西文化交流，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开

放包容。

我国石窟寺多开凿于河流阶地，既反映了

古人选址和营造的工程思维，又构成了独特的

景观特点。石窟寺内包含洞窟构筑物、壁画、

彩塑、石雕像、题刻题记等内容丰富、形制多

样、艺术魅力深厚的文物类型。

2020 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全国石窟

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全

国有 2155 处石窟寺和 3831 处摩崖造像，新发

现有 635 处。调查结果对厘清我国石窟寺传

播线路、开展分期分区研究、分门别类实施保

护以及加强展示利用等具有显著意义。

我国石窟寺保护理念，是在遵循文物古

迹保护的基础上，根据石窟寺的特点逐渐形

成 的 。 通 过 70 余 年 的 实 践 ，石 窟 寺 的 保 护

理念从“修旧如旧”“不改变原状”到尊重各

个 时 期 的 贡 献 和 重 视 保 护 历 史 环 境 与 价 值

的转变。

近 10 年，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顶层设计

不断优化，石窟保护系统思维逐渐确立，石窟

考古研究、保护技术理念等诸多方面均取得

显著成效。《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大足

石刻全集》、《龙门石窟考古报告》等一批重要

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出版，推动了石窟寺考古

学 科 方 法 和 理 论 体 系 进 一 步 完 善 。 14 个 省

份印发石窟寺保护利用方案，石窟寺保护研

究机构和人员力量显著增强。

2021 年 11 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

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进一步加强顶层

设计和整体布局，系统统筹保护利用工作。石

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石

窟寺的时代价值和社会作用进一步凸显。

科技支撑作用日益明显

石窟寺保护离不开科技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以石窟寺岩体裂隙灌浆材

料、岩体锚杆加固等为代表的关键技术的突

破，开启了我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石窟科

学保护的先河。上世纪 70 年代，“莫高窟挡墙

加固工程”“龙门石窟奉先寺防渗加固工程”

“云冈石窟加固三年工程”“麦积山喷锚粘托加

固工程”等一系列代表性和示范性保护项目陆

续实施，为石窟寺的“延年益寿”打下重要基

础。上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是我国全面

开展石窟寺保护的 20 年，一大批重要石窟得

到抢救性保护。同时，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

集中进行了风沙治理、壁画修复、渗水裂隙灌

浆、壁画数字化等综合性保护工作。“十一五”

以来，我国石窟寺保护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全面

提升。通过设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开展

石窟寺岩体赋存地质环境、岩石特性、危岩体

结构特征、变形破坏机理、稳定性评估及加固

机制等方面的探索性研究工作，石窟寺保护取

得了一定成果。

通过一辈辈文物工作者的探索，石窟寺保

护目前已形成“重视前期试验成果支撑、科学

研究贯彻保护过程、多学科联合攻关、动态设

计和实施”的工作方法理念，并成为文物保护

领域的示范性经验。

近 10 年，石窟寺病害机理研究、勘察技

术、保护加固技术和展示利用技术快速发展，

多学科联合攻关模式逐步确立，石窟寺保护

中，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十四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

测与加固技术研究”中，创新性地利用振动磨

和气流磨技术，将中国传统石灰材料进行微纳

化改性研发，解决了监测数据不连续、监测精

度不足的难题。

一系列重要保护工程的实施，有效改善了

石窟寺保存状况，逐步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

向“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的转变。

在长期“抢救性保护”过程中，针对石窟寺的环

境监测、保存状况调查、保护设施建设、数字化

档案建设、自然灾害预警等多项工作，已经形

成石窟寺预防性保护的共识。以敦煌莫高窟、

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为代表的重

要石窟寺，开展了大量预防性保护工作。

莫高窟壁画保护、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护

修复、川渝石窟保护专项等代表性工程，进一

步提升了我国石窟寺保护水平。莫高窟、云冈

石窟、龙门石窟等世界遗产监测预警体系的建

设、数字化工作，为新时期石窟寺保护管理与

展示利用奠定了重要基础。“十三五”以来，围

绕石窟寺保护关键难题，科技部分别布设了石

窟岩体稳定性、表层岩体风化、渗水裂隙治理

等方向的国家重点研发任务，重视石窟本体安

全、石窟保护环境的改善。

积极探索展示
传播新手段

近 年 来 ，依 托 自 身 优 势 ，许

多影响深远的石窟寺主题展览

面向公众。以“敦行故远：故宫

敦煌特展”“丝路华光——敦煌、

云冈、龙门石窟艺术联展”“殊胜

大足——大足石刻特展”等为代

表的石窟展览活动，不断推动石

窟寺走近民众，让更多民众得以

认识和了解石窟寺。围绕石窟

寺 开 展 的 壁 画 艺 术 展 、雕 塑 论

坛、岩彩展览等多维度展览展示

活动，充分彰显了石窟寺的艺术

价值。

除 传 统 实 物 展 示 外 ，莫 高

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一直

积极探索石窟寺展示新方式，如

莫 高 窟 的“ 数 字 敦 煌 ”“ 虚 拟 洞

窟”，龙门石窟的“万佛洞三维数字虚拟现实体

验”等，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手段，展

示石窟价值内涵和艺术特色，提升服务质量和

用户体验。

每一座石窟都是一座不可移动的博物馆，

是公共文化的科普长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创新性举措涌现，吸引民众走近石窟寺。敦煌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推出“飞天服”，吸引游客在

沙丘上旅拍；云冈石窟景区内多元文化馆的

“文化大餐”，为广大游客的云冈之行增添了丰

富的文化旅游体验。以龙门石窟为背景实景

拍摄的舞蹈节目《龙门金刚》播出，引来赞誉。

8K 球幕电影《大足石刻》采用实景拍摄和 CG
动画结合的方式，向观众展示大足石刻的艺术

价值。

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石窟寺保

护利用将获得越来越显著的成效。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图①：克孜尔石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供图

图②：技术人员修复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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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如果你走近故宫午门，会看到这样

一张巨幅海报：静静的夜空中，悬挂着一弯“明

月”。凝神细看，却是一支毛笔的笔毫，那弓起

的身姿，仿佛飞龙走笔、力透纸背，毫光如月，

照亮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

“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

览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展出。郭熙、米芾、

米友仁、文天祥、杨维桢、倪瓒、沈周、唐寅、文

徵明、徐渭等名家的书画，与典籍、文房四宝、

家具等多种类别的文物，系统性呈现了中国书

房的样貌。

展览的三个单元各有深意。

第一单元“委怀琴书”，出自陶渊明的诗

句。“琴”与“书”是中国古代书房的常见陈设。

展厅入口处，一幅星图隔着一道夹墙，与一桌、

一屏和题着“五经萃室”的一匾相对。古人认

为壁星是天上的图书馆。这道夹墙象征着鲁

壁，即孔子故宅藏有古书的那面墙。五经萃室

位于故宫昭仁殿后西小间，收藏相传是岳飞之

孙岳珂校刻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展览将它“搬”了过来。“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

的时代到清代，意在拓展人们对书房空间的想

象，表现文脉的传承。”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

任、展览策展人王子林介绍。

书房里不仅有经史子集、文房四宝，也有

琴棋书画、茶具香具、古器珍玩。周代的素面

玉琮、商代的青铜鼎、南宋的古琴、五大名窑的

瓷器……琳琅满目的陈设，展示传统书房的丰

富。最有趣的要数一件清代紫檀木旅行文具

箱，翻过来就可以变成一张小书桌，堪称“移动

的书房”。

一幅文徵明行书《陋室铭》轴显出深长意

味。悬琴挂剑、四库充栋的书楼高阁固然可

喜，苔痕遍布、只可容膝的低仄草堂同样易安。

第二单元的展品几乎全是书画。古人读

书的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

第二单元分为修身养性、家国情怀和仰观宇

宙三部分。倪瓒的《淡室诗》，寄托淡泊心境；

唐寅的《双鉴行窝图》，将屋边两个水池喻为

两面镜子，鉴心自省；徐渭的《昼锦堂记》，称

颂勤政爱民；文天祥的《上宏斋帖》，表达爱国

忠忱……

这个单元的最后，3 件“重磅”展品各据一

整面墙壁，分别是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郭

熙的《窠石平远图》和原济（石涛）的《搜尽奇峰

打草稿图》。《潇湘奇观图》里的江南烟雨，云气

变幻，缥缈若仙境，后世称为“米氏云山”。《搜

尽奇峰打草稿图》画的是北方山水，仔细看，山

上还能看到长城。郭熙是北宋山水画巨匠，其

重要著作是《林泉高致》。他总结出山水画取

景构图“高远、深远、平远”三法则。郭熙存世

作品不多，这幅署有年款的《窠石平远图》，是

理解其美术理论的佳作。

第三单元颇具“当代气质”。裸眼 3D 技术

“还原”了紫禁城中的一处特殊书房——“香

雪”。明明是室内，却用白石依墙堆砌出山景，

营造出“仰观香雪海，坐觉太虚宽”的意趣。绕

过以松竹梅三友为主题的屏风，只见展柜的摆

放蜿蜒若溪，柜中陈列着耳杯等物，一派“曲水

流觞”。用以表明，文人墨客也常以天为庐，以

草木山川为室，抒怀咏志，诗文唱和，走进大自

然这座“书房”。

书房，是文明精华的集中收藏所，也是读

书人的心灵栖息地。当代书房的形态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但其作为阅读和思考空间的功

能并没有变。小书房里有大情怀，我们从展览

中看到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哲学思想，也看到当

代艺术家对文化传承的思考与实践。

书房的情怀
周飞亚

在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武夷山脚下，有一个村子叫

下梅村，这里是享誉世界的

万里茶道的起始点，也是茶

船古道的重要地标。

武夷山的茶从下梅村出

发，北上跨越亚欧大陆，走万

里茶道抵达俄罗斯以及欧洲

其他国家；通过福建省内的

水 路 ，衔 接 山 路 ，到 达 福 州

港；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

各地。

2005 年，下梅村成为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村 。 村 口 广

场旁通往山上的小路，是旧

时崇安县城东边岭古道，全

长 15 公里。这条小路曾经

是 要 道 ，既 可 以 服 务 于 战

事，也是转运茶和其它商品

的 陆 地 通 道 。 下 梅 有 条 南

北 流 向 的 溪 ，名 叫 梅 溪 ；有

条 东 西 流 向 的 溪 ，名 叫 当

溪。当溪流入梅溪处，建有

一座祖师桥，是两层四角亭

木制建筑，门柱上的楹联形

象 地 描 绘 出 旧 时 下 梅 村 作

为茶贸易中心的盛况。

当溪曾长期维持着“日

行三百艘”的盛况。村里的

景隆号码头，是万里茶道和

茶船古道的重要遗址。村里

还有座镇国庙，据传建于清

代乾隆年间。一个村子、一

座庙宇、两条小溪、一条万里

茶道与一条茶船古道，显示

曾经跨海越陆的商贸行径和

胸怀四海的气魄。

如今，茶船古道的整体

性保护迎来新的机遇。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

规划》要求，推动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深入挖掘地域文

化特色，将文化内容、文化符

号 、文 化 故 事 融 入 景 区 景

点。保护好现有的古道，挖

掘古道的故事，是茶船古道

目前急需推进的任务。

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

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人民的喜

爱。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中国

版图的东南、中南、西南横向来看，有以茶为表征的三

大文化遗产聚落：以福建为中心的东南茶船古道、以湖

南为中心的中南万里茶道、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茶马

古道。三条以茶为内核的线性文化遗产形成清晰的交

通贸易线路，千百年来，虽有起落盛衰，但茶的外输出

口和文化交流，见证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茶船古道上的北苑御焙遗址位于建瓯东峰镇的凤

山茶场内，2006 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五代

十国闽龙启元年（公元 933 年），这里成了皇家御茶园，

故称“北苑”。北宋初，宋太宗诏令专制龙凤团茶，茶饼

印龙凤纹，示为皇家御用。北苑茶的制作技艺后随来

华禅僧传入日本，影响当地的茶道文化。

整体性保护茶船古道，意味着将茶船古道与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产密切联系起来，按照线性文

化遗产的理念，将驿亭、关隘、木桥以及周边山水植被

景观、建筑（群）、附近村落（群）等，与传统技艺、民间

艺术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规划保护和开发利用。使茶

船古道沿线的各类文化遗产构成长期赓续的文化生

态系统，有助于讲好一片茶叶的故事，讲好中华文化

的故事。

▼福建武夷山市下梅村当溪的古码头、古建筑。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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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为内核的线性文化遗
产形成清晰的交通贸易线路，千
百年来，虽有起落盛衰，但茶的
外输出口和文化交流，见证着中
国与世界的联系

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向南
传播的石窟寺，发展脉络清晰，
蕴含的文化、历史、哲学内涵深
厚，是我国文物长河中的瑰宝，
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体现了中
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开放包容。

莫高窟壁画保护、大足石刻
千手观音保护修复、川渝石窟保
护专项等代表性工程，进一步提
升了我国石窟寺保护水平。莫高
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世界遗
产监测预警体系的建设、数字化
工作，为新时期石窟寺保护管理
与展示利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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