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

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中国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如良渚、三

星堆、孔庙孔府孔林、莫高窟、长城等，它们都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

天，我们如何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

充分发掘和弘扬？如何让这些内容广博的文

化遗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发挥更大作用？在我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到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原则。

我们首先要对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各方面价

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

值、文化价值等，进行深入挖掘，取得大量研究

成果。这是创新的基础。这些成果经过转化，

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新知、启迪心灵。

比如在敦煌艺术价值挖掘方面，我们编写

了《敦煌艺术大辞典》。全书收录 28 类近 3000
个词条、1000 余幅图片，约 140 万字，集纳了敦

煌石窟（包括建筑、彩塑、壁画）、敦煌历史遗迹

遗物以及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学术词语和

专业知识、历史人物、著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书里还有古代天文学、农学、化学、军事等方面

的 词 条 。 一 册 在 手 ，就 可 以 全 面 了 解 敦 煌 艺

术。此外，我们还不断推出一些具有欣赏价值

的普及性读物，让更多读者了解敦煌艺术的价

值和魅力。

创新性发展，还意味着要为今天的社会创

造出更多的文化产品、精神食粮。这需要各领

域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化合作。在文艺领域早

有不少成功范例。经典舞剧《丝路花雨》就是从

敦煌艺术中汲取的灵感，“敦煌舞”甚至成为一

个专门的舞蹈门类。由故宫博物院藏画《千里

江山图》而创排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深受观

众喜爱。这表明，那些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经典作品一旦得到很好的传承创新，就会

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一直在努力推动敦煌

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开发了很多数字化产品。

如“云游敦煌”动画剧，让人们熟悉的九色鹿、反

弹琵琶等壁画形象动了起来，上演精彩大戏，观

众在手机上就可以观看，还能为里面的角色配

音。今年，我们推出了虚拟人物“敦煌仙子伽

瑶”，深受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敦煌石窟

以及各地的文化遗产中，还有很多特别有趣的

动漫形象，等待着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去挖掘。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推出的各种多媒体产品点

击量累计超过两个亿，一些作品还获得了国家

级奖项。今后，我们还会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开

拓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为我们未

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敦煌文化展现了 1000 多年来中外文明交

流互鉴的历程，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放包

容的精神。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问，如今，我

们每年都在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与各国学

者共同研究挖掘敦煌文化的价值。通过敦煌

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多

个国家建立起合作交流关系。我们也在

不断推动敦煌艺术以展览的方式走出

去，目前已在世界上 20 多个国家举办过

敦煌艺术展。将来，我们还会不断加强同

国内外的联系，讲好中国故事，把敦煌艺术展

示好、传播好。

敦 煌 是 一 个 文 化 宝 库 ，它 里 面 包 含 着 很

多形象的历史，包括宗教的、艺术的、民俗的

…… 把 敦 煌 搞 懂 了 ，我 们 就 可 以 解 析 出 一 个

立 体 的 古 代 社 会 。 目 前 ，全 社 会 对 敦 煌 文 化

的 挖 掘 利 用 还 远 远 不 够 ，至 少 跟 它 本 身 的 丰

富 性 是 不 相 称 的 。 比 如 在 美 术 价 值 方 面 ，我

有切身感触。

敦煌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我

以前在做讲座时，好几次都有观众问：敦煌壁

画怎么看起来不像中国画？这让我意识到，在

很多人心目中，“中国画”仅仅是指那些绢本、

纸本的卷轴画。但中国古代绘画其实是非常

丰富的，壁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类型。从汉朝

到唐朝，各地都流行壁画，宫殿、寺庙、豪华的

民居都会请画师来画壁画，只是这个传统后来

逐渐消失了。敦煌壁画系统保留了这一历史

印记，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绘画有了更加丰富、

更加完整的认知。

另外，传世的卷轴画作品大多年代较晚，在

五代北宋以后才逐渐丰富起来。隋唐及更早的

中国绘画是什么样子？过去很少有人知道。而

在敦煌，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元代，这 1000 多

年间的作品展现了一段完整的中国绘画史。一

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阎立本等，他们

的作品原本没能保留下来，但他们的绘画风格

在敦煌被保存下来，可以与古代的记载、摹本相

互印证。

不 仅 仅 是 绘 画 ，敦 煌 还 能 展 示 出 中 国 的

雕 塑 、建 筑 甚 至 音 乐 、舞 蹈 、服 饰 的 发 展 史 。

敦 煌 还 有 极 为 丰 富 的 装 饰 图 案 纹 样 ，能 够 为

今 天 的 建 筑 装 饰 、文 创 产 品 开 发 等 提 供 无 穷

无尽的灵感。研究人员至今仍在不断挖掘敦

煌艺术的价值。

在 敦 煌 研 究 院 ，有 一 个 说 法 ，叫“ 一 人 一

窟、一事一生”。我们有很多专家一

辈子就做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一个

投注感情最深的洞窟。我本科读的

是中文系，但我对美术非常感兴趣，

毕业后就自己要求到敦煌来工作，一

直都在研究敦煌美术。从 1984 年毕

业至今，我已经在这座宝库中浸泡了

38 年，这是我的幸运。敦煌石窟现在

有 壁 画 、有 塑 像 的 洞 窟 有 492 个 ，每

一 个 洞 窟 都 非 常 美 。 比 如 61 号 洞

窟。这个洞窟是五代时期建成的，有

一幅壁画五台山图，长度超过 13 米，

详细描绘了唐五代时期五台山的寺

院建筑及周边数百里的山川、风土。

图上共有 195 条文字题记，大部分字

迹模糊不清。我曾经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泡

在这个洞窟里，每天拿着手电筒，一点一点

地辨认出上面的地名、人名等，与历史文献

相对照进行考证，逐步弄清楚画面的内涵。

有时看了好长时间，终于认出一个字，那种

兴奋，我至今刻骨铭心。

希望越来越多的文化工作者来研究敦煌，

研究所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把蕴含其中的价值

充分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为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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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科 学 研 究 领 域 ，

创新始终是引领发展的

动力源泉。对于探索性

的基础研究领域，尤其

如此。

考 古 学 的 两 次 科

学革命，都直接获益于

基 础 研 究 领 域 的 突

破 。 考 古 学 的 第 一 次

科 学 革 命 始 于 20 世 纪

中叶，碳十四测年技术

的广泛运用，改变了考

古 遗 址 只 能 以 层 位 关

系 判 定 相 对 年 代 的 局

面 。 古 DNA 技 术 的 发

展，则使得重建古人类

基因组序列成为现实，

这 带 来 了 考 古 学 的 第

二次科学革命，这次带

来的改变会更深远。

比如，古 DNA 技术

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结

合，新型单链文库准备

技术的建立，让我们能

够获得高质量的灭绝古

人类基因组，发现这些

古老基因在生理机能、

疾病免疫和环境适应方

面 对 现 代 人 的 重 要 影

响，为人类的健康做出

贡献。这让我们的研究

超越了探索人类演化的

范畴。

作 为 一 名 基 础 研

究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我 深 刻 感 受 到 坚 持 开

展自主创新、为提升我

国 相 关 科 技 软 实 力 和

国 际 话 语 权 而 不 懈 探

索的使命感。

这十年来，多学科

合作、高科技支撑为我

国考古文博事业持续快

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我

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

多年的文明史，古 DNA
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全面

阐 释 我 国 境 内 人 类 起

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

等重要问题。我国在古

基 因 组 学 领 域 起 步 较

晚，相关技术和研究相

对匮乏，我国乃至东亚早期人群迁徙、演化和适应

的历史，一度是世界人类演化历史上的重要缺

环。经过多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不仅在技术上

迎头赶上，而且在东亚人群演化研究领域取得了

很多重要成果。

我 们 团 队 开 发 的 古 核 基 因 组 捕 获 技 术 ，从

“土”里获得东亚首例灭绝古人类田园洞人基因

组，破译了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基因组、我国 4 万

年来人群的动态遗传历史及东亚特有适应性基因

的选择机制等，填补了世界古人群遗传历史里缺

失的中国篇章。对我国南方万年前后人群基因组

的研究，解答了有关东亚南北方人群演化特点、南

岛语族来源等重要科学问题。

开发古基因组关键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

了相关学科的发展，这些工作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并发挥了重要影响。也因此，我们去年、今年相继

收到《科学》等国际顶尖杂志邀请，领衔人类演化

领域发表研究综述和技术评述，系统梳理过去十

余年里对于世界古人群迁徙演化的研究，预测古

DNA 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今后，我们会结合国

家需求和自身领域的创新特点、学科优势，为进一

步提升我国相关科技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做更多

的布局和拓展。

人类演化的拼图还需要一点点拼凑。灭绝古

人类与早期现代人的基因交流、早期现代人的迁

徙路径、不同时间段现代人的演化和适应等问题，

都是古基因组学领域内的核心科学问题，也与我

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

文明史”息息相关。当前，领域内关键技术的探索

不仅面临极大挑战，更有着巨大的创新空间。我

们如何在相关技术领域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

精”？如何结合更多前沿学科，如人工智能、基因编

辑等进行技术交叉和融合，在更多细分领域和新

兴方向有所突破？如何结合前沿技术取得更大科

研进展，发挥主导优势，在东亚人群演化问题上做

更加深入和系统化的工作？

只有始终坚持以创新为主导，取得更多关键

技术和重大科学问题突破，才能保持国际前沿性

和相关影响力。只有加速布局和发展分子古生物

学的相关空白领域，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

中保持优势。

另外，要充分发挥我们的资源优势。我国有

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年有上千项考古新发现，

涵盖从 200 万年前到宋元明清的各个阶段。只有

充分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我国境内人类起源、农

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等重要问题，才

能得到很好的阐释。

一个个亘古之谜的解开，需要永无止境的创新。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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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是中国最早的马车。

精心打制的马车，可用于日常出行、田猎、礼仪、

战争等，代表了中国 3000 年前的制造业水平。

但它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乘坐马车者，通常为

王公贵族。这些人死后，马车作为陪葬品埋于墓

内或其附近，马匹和驭手常常被一并埋入。

据不完全统计，殷墟至今已出土马车上百

辆。较早的如 1933 年在后冈西区中字型大墓发

现车马 1 辆。2005 至 2006 年，在安钢第二炼钢厂

西南发现车马坑 10 座，其中有 5 辆车马排列整

齐，系殷墟首次发现。在殷墟博物苑，有专门展

厅陈列商王朝各式各样的马车，以及当时的车辙

和道路基址。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皆为木质，长期埋在

地下，早已腐朽，与泥土融在了一起，需要不同

寻常的技术才能清理出来。若按传统考古方法

自上向下发掘，等到发现马车时，往往轮子、车

舆等部位已被人为破坏了，这也是早年不能完

整清理出马车的原因。正确的方法是，首先在

已探明的马车四周开挖宽 1 米左右的工作槽，

接着从马车两侧面的前、后端寻找车衡和车轴

的末端。因为车衡末端多装有铜质衡末饰，车

轴末端多套有铜车軎，在清理过程中一般不会

对车衡和车轴造成破坏。然后，再顺着车衡和

车轴寻找车轭、轮毂，“剔”出车轮、车舆，清理马

架和车辕。

清理车马坑一直是中国考古技师的一项绝

活儿。殷墟出土的车马坑是珍贵文物，清理结束

后一般会对其中保存完好者进行加固、套箱，整

体搬迁至室内进行保护和展示。

从清理出的比较完整的马车来看，商代马车

多由一车、两马、一或二人组成，人为驭手，车又

由一衡、一辕、一舆、一轴、两轮等部件构成。早

年清理的车辆，辕都是直的，后来发现有曲辕的

车。西周的车有车轼，后来在殷墟也清理出有车

轼的车。商代马车不大结实，特别是在车速较

快路况又不好的情况下，辕、轴容易损坏。甲骨

文中有专门的字来表示车辕、车轴断裂的情况。

有一片甲骨卜辞还记载了商王田猎时发生车祸，

车轴断了，马受惊了。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马饰很多，有铜、骨牙、

贝等不同材质，种类有马衔、马镳、“U”形器、铜

铃等。还有种类繁多的驭马工具，包括刀、策、磨

石等。大量的铜车马饰反映了当时的青铜铸造

技术，也说明马车是身份等级的象征。甲骨文和

金文中的许多字都与殷墟出土的马车结构、驭

车、车饰有关。

殷墟出土的马车有乘车、仪车、战车等不同

用途，以乘车居多。乘车，即出行或田猎所乘之

车。《史记·殷本纪》引孔子的话说：“殷路车为

善。”路车即指乘车。车舆大者能容纳 3 人，小者

只能乘坐 2 人。因殷人以右为尊，故若乘 3 人，大

概主人居右，驭手在中，陪乘者在左。主人和陪

乘者呈跪坐姿势，驭手则站立于舆内。1987 年在

郭家庄西南发现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

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板贴

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仪

车为举行礼仪所用，一般来说要比日常出行的乘

车更“豪华”。战车，即战争用车。殷墟出土的车

马中往往随葬有镞和戈等兵器，一些乘车或许也

兼具战车的功能。西北冈王陵区的大墓曾发掘

出土多辆马车的构件和其他车马器，是战车和指

挥作战用车的可能性很大。

人类历史上频繁的人群迁徙、商品贸易、文

化交流都离不开交通工具的发展。公元前 3500
多年，人类开始了马的驯化，马车无疑是欧亚草

原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无论是实

心木板轮车还是最早出现在辛塔什塔文化的辐

条马车，都使快速、长距离交通运输成为可能，加

快 了 早 期 国 家 和 文 明 的 到 来 。 大 约 在 公 元 前

1200 年，马车传入中原大地，商代人根据自身文

化传统和需求，对马车不断改造，使马车成为商

王朝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简单的舶来

品。商代出土马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

阔的视野去理解古代人类社会是如何交流互鉴、

彼此相连。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南方科技大学）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
岳占伟 荆志淳

考古学的两次科学革命，
都直接获益于基础研究领域
的突破。只有充分发挥资源
和技术优势，我国境内人类起
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多
元一体发展等重要问题，才能
得到很好的阐释

2005 年在安钢第二炼钢厂西南发掘的有

5 辆车马的车马坑。

岳占伟供图

核心阅读

对文化遗产所蕴含的
各方面价值，包括历史价
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
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进
行深入挖掘，取得大量研
究成果。这是创新的基
础。这些成果经过转化，
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新知、
启迪心灵。

敦 煌 是 一 个 文 化 宝
库，它里面包含着很多形
象的历史，包括宗教的、艺
术的、民俗的……把敦煌
搞懂了，我们就可以解析
出一个立体的古代社会。

①①

图①：莫高窟第 148 窟数字化采集工作

现场。

图②：《敦煌山水画史》书封。

图③：《敦煌艺术大辞典》书封。

图④：“云游敦煌”小程序界面。

图片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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