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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午门红墙下，欣赏莫高窟精美的壁画
和塑像，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日前在故宫博物院开幕的“敦行故远：故宫
敦煌特展”，让故宫和莫高窟两大世界文化遗产
齐聚一堂，来自敦煌的文物与故宫珍宝交相辉映，
并在午门西马道展示了3个复制洞窟，让观众感
受两座文化丰碑超越时空、融汇古今的魅力，感
悟中华文明伟大的融合力、创造力和生命力。

梦回丝路

1951 年，故宫午门曾展出敦煌莫高窟的文
物。70年后的今天，故宫与敦煌再次联袂奉上文
化盛宴。

此次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甘肃省人民政府
主办，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承办。展览分为

“丝路重华”“万象人间”“保护传承”三个单
元，共展出来自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文物与故宫博
物院院藏文物 188 件，其中故宫博物院文物 47
件，敦煌研究院藏品 44 件，甘肃省博物馆等 11
家文博单位选取的丝绸之路相关文物97件。展品
还包括敦煌壁画临本35件，复制彩塑6身，高保
真数字化壁画复制品70余幅，还有仿制华盖、佛

塔等辅助展品20余件。
走进午门西雁翅楼展厅，一段铺满飞天图案

的甬道长廊映入眼帘，让人仿佛穿越到千里之
外、大漠之中的敦煌。

莫高窟壁画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从罗马传
入中国西北的鎏金银盘，来自贵霜、波斯的金银
币，栩栩如生的唐三彩牵驼俑……再现了丝绸之
路的千年华章。

一枚小小的汉简，记录了汉代驿站用十八担
粟 （相当于 486斤谷） 来喂乌孙国使团的马。从
粮食数量推测，这个乌孙使者团十分庞大。这是
史籍上没有记载，却真实发生于丝绸之路上的一
个 小 故 事 。 类 似 的 汉 简 在 展 览 中 共 有 25 件

（套）。迎天马简、大宛使者献驼简、折垣国贡狮
简等，生动反映了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敦煌地处丝路要道，是民族交融、文化交流
的十字路口。来自敦煌研究院的一组元代回鹘文
木活字，印证了古代敦煌地区科技文化的发达。
这组木活字表面均有墨迹，说明曾被使用过。结
合史料等信息推测，其年代应在 12 世纪到 13 世
纪上半叶之间，早于德国谷登堡使用金属活字
200年左右。回鹘文木活字开创了拼音活字印刷
的先河，是世界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展厅里，可以看到从北朝到元代敦煌壁画中
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画面。比如大众熟悉的

“九色鹿”故事、佛教艺术中常见的“舍身饲
虎”题材以及各种经变图。“这些壁画很多是中
国美术史上的标杆之作，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艺术
的递变历程和脉络。”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研
究馆员、展览策划娄婕说。

在历代艺术家的临摹作品中，敦煌文物研究
所首任所长常书鸿临摹的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变》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原作位于莫高窟第 217
窟，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图中青山叠翠，细水蜿
蜒，旅人们穿行在青山绿水间，颇具田园诗意。
这些山水以线条勾勒轮廓，青绿重彩，应是画史
记载的青绿山水画法。唐代李思训被称为青绿山
水画始祖，然而李氏真迹今已无存，这幅壁画的
绘制时间与李思训几近同时，历经千年仍色彩如
新，从中或可窥得李氏山水神韵。

现场还展示了几只唐代陶碗，碗内残留少量
颜料，分别为红色、黄色、石青、石绿。它们出
土于莫高窟前殿堂遗址，应是古代画工使用的调
色碗。古代壁画绘制一般要经过起稿、着色、勾
线等步骤，所使用的颜料为天然矿石制作而成。

“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调色碗充满温度，能让观
众切近感受莫高窟营建者的匠人精神。”娄婕说。

文脉传承

莫高窟诞生于 4 世纪，历经 1000 多年的营
造，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莫高窟被誉
为“墙壁上的博物馆”，丰富多彩的壁画，记录
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云想衣裳花想容”。在敦煌壁画中，描绘了
不少女性供养人的形象，展现了古代不同时期、
不同民族的服饰妆容特色。此次展览依据莫高窟
壁画中的供养人服饰做了实物复原，并展示了故
宫收藏的点翠头花、什锦梳具、丝绣荷包等，让
人领略到古代服饰之美的传承和变迁。

敦煌乐舞图极负盛名，不仅描绘了仙乐飘飘
的天国盛景，还表现了现实社会中宴饮奏乐、以
乐舞供养神明的场景。敦煌石窟群中有 370多个
洞窟绘有乐舞图像，为
研究古代音乐舞蹈提供
了宝贵资料。

“跳身转毂宝带鸣，
弄脚缤纷锦靴软。”展台
上，一件造型传神的唐
代胡腾舞铜俑，再现了
唐诗中胡腾儿豪迈飞动
的舞姿。舞俑旁边，一
组贴金彩绘石伎乐俑，
展现了胡人乐队吹奏弹
拨的情景。乐舞俑与展
墙上敦煌壁画的乐舞场
景 相 互 呼 应 ， 凝 神 观
之，仿佛听到了穿越千
年的天籁之音……

敦煌壁画中的乐器
涵 盖 吹 奏 、 拉 弦 、 弹
拨、打击等类型，约 50
种 7000 余件，其中有的
早已失传，有的还能在

千年后找到可对应的实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琵
琶、排箫、古琴等，都是莫高窟壁画里出现过的
乐器。

展厅里有一件形似落地式衣架的器物，一人
高的木架上雕刻着华美的龙纹，中间靠上部位固
定着两排大小相同、厚薄不一的铜块。这是一种
宫廷打击乐器——方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
期，流行于隋唐。“方响是一种典型的宫廷乐
器。我们从敦煌壁画里找到了大量有关方响的图
像，不光是形状，还有演奏方式，都与故宫收藏
的方响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方响是从西域传入
中国，慢慢地进入内地，传入宫廷，最终成为宫
廷乐器的一部分。”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
馆员罗文华说。

唐代带柄熏炉、明德化窑白釉观音坐像、清
中期复制的旃檀佛木雕像……据罗文华介绍，此
次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物大都带有敦煌和丝路元
素，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千年文化传承的脉络。

守护国宝

故宫博物院与敦煌研究院作为两大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共同见证了中国文物事业的
发展历程。展览第三单元以珍贵档案、影像、文
献及文物为载体，展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
下，故宫博物院与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研究、文
化传承弘扬方面所做的工作与取得的成绩。

在众多展品中，有一份上世纪60年代的报告
意义非凡。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国务院批准公
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文
化部党组向总理办公室提交了一份关于抢修敦煌
莫高窟崖壁以保证洞窟内壁画和彩塑安全的报
告。在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
仍批准拨专款 100多万元，用于莫高窟南区保护
加固工程。自1963年秋季开始施工，莫高窟先后
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崖体加固。整个加固工程使
莫高窟摆脱了石窟坍塌的危险，极大地提高了石
窟崖体的抗震性和稳定性。同时，敦煌文物研究
所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进行了全面调查，开始有
规模地开展壁画彩塑维修工作。

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莫高窟魅力，此
次展览在午门西马道特设复制洞窟展厅，以 285
号、220号、320号洞窟为原型搭建，展示高保真
复制壁画、多媒体影片、敦煌壁画相关内容 3D
模型和辅助展品。

285 窟建于西魏时期，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
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窟内壁画描绘了雷公、伏
羲、女娲等中国传统神话人物形象。220窟壁画
为初唐艺术杰作，其中的乐舞图十分精彩，有学
者认为两幅“对舞”表现的正是唐代盛行的胡旋
舞。洞窟入口处的帝王和大臣图像，与唐代阎立
本 《历代帝王图》 的风格样式颇为相似。320窟
是盛唐的代表窟之一。窟顶藻井绘云头牡丹井
心，色彩浓艳厚重，保存犹新。

“1951年，285窟曾经来过故宫。时隔70年再
来，是故人也是新人。”娄婕介绍，以前复制壁画
要靠老一辈文物专家用铅笔起稿。如今观众看到
的壁画，是用数字技术打底，能够更精准地捕获
古人的笔触细节。“我们团队有十多位年轻的文
物修复师，复制这个洞窟历时4年。”娄婕说。

展览中还能看到依照敦煌壁画制作的须弥
座、华盖等，精美绝伦，展现了敦煌文化在当代
的传承弘扬以及古今艺术家们一脉相承的匠心。

端庄典雅的观音、慈悲肃穆的佛陀、神态谦恭的供养人、花纹繁丽
的香炉……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殊胜大足——大足石刻特展”展厅，
仿佛置身于美轮美奂的石窟走廊。来自重庆大足的石刻珍品琳琅满目，
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石窟艺术魅力。

大足石刻为唐、五代、宋时所凿，明、清两代续有开凿，被誉为石
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1999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大足区列为文物
保护单位的石窟有75处，其中尤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
山石窟艺术成就最为突出，不少作品具有世俗化、生活化特征，并有儒
释道“三教合一”造像，极为罕见。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
市大足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国博近年来首个以石窟寺世界文化遗产
为主题的展览。展品共计 82 件 （套），包括宋代至明清石质文物 66 件

（套） 和大足石刻研究成果展品16件，同时展出近百张文物图片及多个视
频。展览分为“发现之旅”“蜀道大足”“镌岩妙相”“承故焕新”四个单元，分
别展示了大足石刻的发现过程、基本概貌、石刻特色及研究保护成果。

在“蜀道大足”单元，一尊南宋释迦牟尼像陈列于展厅中央，吸引
了来往观众驻足欣赏。佛像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身躯微微前倾，眼帘
低垂，慈悲沉静。衣褶线纹流畅生动，疏密有致，如绢似绸，轻敷座
台。展览的内容设计陈昊介绍，这尊释迦牟尼像雕刻风格具有很强的时
代特色，是宋代佛像的典范之作，也是大足地区不可多得的圆雕造像精
品，堪称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第三单元“镌岩妙相”展出的明代香炉，也是一件价值非凡的珍
品。香炉为镂空雕刻而成，饰有龙纹、云纹、花卉、双狮戏球等图案，
刻工精湛，匠心别致。在大足已发现的石刻香炉中，这件作品雕刻技艺
最为杰出，体现了明代工匠的高超水平。

在展览的最后，展示了3尊优美动人的菩萨像，这是应用3D打印技
术、以玻璃钢材料1∶1制作而成的原像复制品。近年来，大足石刻研究
院积极开展石刻造像数字化保存工作，逐步完成了龛窟造像扫描，并采
用3D打印技术对部分造像进行复制。“通过科技赋予世界文化遗产新的
生命力，让不可移动文物走出家门，让更多人了解大足石刻这座艺术瑰
宝。”陈昊说。

“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
荣”——这是 1958 年彭德怀为陈毅安写的亲
笔题词，此时距陈毅安牺牲已有28年。

陈毅安，1905 年生，湖南湘阴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后随部队到井冈山，参加创建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 年任红三军团第
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
指挥，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壮烈牺牲，年
仅 25岁。陈毅安的人生短暂，却如星辰般光
芒璀璨。他留下的 54 封家书，抒发革命情
怀，涵养忠诚家风，惠及后人。

陈毅安出生于湘阴县界头铺神塘湾，紧
邻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的故里左家
塅。左宗棠的传奇人生在乡间传为美谈，对
陈氏子弟深有影响。陈毅安的伯父陈炳焕参
加辛亥革命，致力于教育救国。他立下家规：

“为官不贪财，谋事不为名，为国多办事”，教导
子侄为国家建功立业。在家庭熏陶下，陈氏子
弟很早就树立了“改造社会国家”的志向。

陈毅安青年时代，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的年代。1920 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甲
种工业学校，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走上
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道路。1926 年，陈毅安
受党组织派遣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在
黄埔军校期间，他给未婚妻李志强写信，说
自己“移情别恋”，爱上了列宁主义，并说

“你若明了他的意义，恐怕你也要同他恋爱，
若是你真能同他恋爱，就是我同你恋爱的真
精神”。几天后，他又写信给李志强说，“我
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并鼓励
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只要你的心坚决，就可
以实现”。在陈毅安的影响下，李志强也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革命党员先要革自家的命，然后可以把人家革命化”，这是陈毅安恪守的
理念。他参加革命后，李志强时刻担心他的安危。陈毅安知道革命必然会有牺
牲，劝导李志强说，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爱人流血，其他人也不让他们的爱人流
血，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了。他与李志强约定，“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会
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1930年 7月，在家养伤的陈毅安接到党组织命令，要求他返回部队参加
攻打长沙的战斗。当时他们结婚不到一年，在得知李志强怀有身孕后，陈毅
安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他对妻子说：“将来生下来的不论是男是女，要
和我一起干革命！”8月 7日，陈毅安为了掩护军团政治部撤离，不幸中弹牺
牲。1931年 3月，李志强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是陈毅安的手迹，里面却只有
空白的信笺。这封无字家书是陈毅安无惧牺牲、以身许党的见证。

陈毅安牺牲后，李志强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教导子孙继承革命传统。她
将儿子陈晃明培养成工程光学专家。陈晃明在专业领域潜心钻研，其研究成
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李志强为孙子起名“正烈”，让他牢记自己是烈
士的后代，肩负着责任和担当。陈正烈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谈起自
己的先辈，陈正烈感慨道：“虽然祖父英年早逝，但他革命一生的壮志和情怀
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一家，成为我们引以为豪的‘红色基因’，也成就
了一直传承的朴素家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陈正烈满怀深情给爷爷陈毅安写了一封
家书：“现在我的父亲、我、我的孩子，都履行着和您一起干革命的约定，在
各自的领域奋斗着。爷爷，我们的党正带领着人民创造新的辉煌，我们必将
追寻着你们的信仰，砥砺前行，守护好祖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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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博赏大足石刻
李欣桐

根据莫高窟第332窟灵鹫山说法图仿制的
圆华盖。 杜建坡摄

莫高窟第159窟菩萨立像 （何鄂临摹）。
杜建坡摄

莫高窟第159窟菩萨立像 （何鄂临摹）。
杜建坡摄

①唐镀金口三鱼莲瓣纹银碗。
②唐鎏金狩猎纹杏叶形铜牌饰。
③吐蕃时期花卉纹金杏叶。 张天一阁摄

①唐镀金口三鱼莲瓣纹银碗。
②唐鎏金狩猎纹杏叶形铜牌饰。
③吐蕃时期花卉纹金杏叶。 张天一阁摄

清点翠凤凰纹头花。 杜建坡摄清点翠凤凰纹头花。 杜建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