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明中国责编：邹雅婷 邮箱：zytbb2005@163.com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初冬的敦煌，瑞雪纷飞。11 月
12 日，在敦煌研究院一间会议室，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接受了本报记
者专访。

赵声良 1984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毕业，舍弃了家乡云南两所高
校的邀请，只身赴敦煌工作。这一
来，就是35年。“你是学中文的，就
到 《敦煌研究》 编辑部吧。”当时的
敦煌文物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前身）
所长段文杰对赵声良说。从《敦煌研
究》编辑岗位起步，一步一步到敦煌
研究院副院长，今年5月，赵声良升
任院长。35 年前的翩翩青年，如今
已是满头华发，言笑间满脸皱纹。

千年莫高，人类敦煌。敦煌对于
世人，是艺术殿堂，是精神高地，是心
灵圣域。“我们的工作主要包括保护、
研究、弘扬三个方面。”赵声良说。

“保护好我们的国粹”，今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莫高窟视察
时这样要求。参观莫高窟时，习近平
总书记抚摸着坚固的石窟崖壁，问这
是什么时候加固的，陪同在旁的赵声
良回答：20 世纪 60 年代初，周恩来
总理批准，国家拨款100万元，专门
用于莫高窟崖体加固。按照著名建筑
学家梁思成提出的“有若无，实若
虚，大智若愚”设计方针，历时3年
的加固工程取得很好的效果，至今石
窟崖体仍安然无恙。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要把敦
煌做成文物保护的典范、敦煌学研究
的高地。我们压力很大。”赵声良微

笑着说。
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

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敦煌
文物保护一直在扎实推进。今天我们
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雕塑、色泽鲜艳的
壁画，得益于他们付出的巨大心血。
莫高窟人秉持开拓创新理念，与国内
外机构积极合作，应用先进技术开展
文物保护。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
护研究所已经合作 30 多年，成为与
其合作时间最长的文博机构。段文杰
20 世纪 80 年代与日本艺术家平山郁
夫达成协议，每年从敦煌研究院选派
2名研究人员到东京艺术大学学习进
修，至今已培养50多人。

关于研究，赵声良介绍：“20世
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已经扭转了‘敦
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
面。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

世界’，研究的重镇与高地应该说在
中国。我们中国学人在敦煌学研究中
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敦煌研究
院的研究优势在于守着宝库，有全
面、丰富的一手资料，尤其是实物资
料。国内还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敦煌学研
究重地。敦煌研究院已多次举办敦煌
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学人共聚一
堂，交流探讨，共同提高，使敦煌学
这一世界显学更加深入人心。

在出版大量学术著作的同时，敦
煌研究院还编写了许多通俗读物，向
公众介绍敦煌文化。比如 《走近敦
煌》《敦煌石窟》《灿烂佛宫》《敦煌

石窟艺术简史》《敦煌旧事》《敦煌诗
解读》等。赵声良说，敦煌的展览平
均每个月都有一次，每次都是观者如
潮。在法国、台湾、香港等地举办的
展览，都获得了好评。敦煌研究院人
员还走进国内外大学，向高校师生宣
讲敦煌文化。

说起敦煌工作、生活条件的改
善，赵声良回忆起 1981 年邓小平视
察敦煌莫高窟的情景。看完莫高窟，
邓小平主动要求看看大家的工作区
域。低矮的平房、简陋的桌椅，令人动
容。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还生活在
晚清民国时代。他当即指示随行的王
任重帮助解决敦煌办公楼、宿舍楼的
建筑经费。随后，国家拨款数百万元，
让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2003 年，赵声良在日本成城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浙江、南京两所
著名高校力邀他去工作，但他还是坚
定地回到了敦煌。“当时，在樊锦诗
院长主持下，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稳步
推进，工作人员待遇有所提高，我看
好这里的前景。”赵声良回忆道。

由于长期两地分居，赵声良深感

对家人有许多亏欠。他的孩子曾经见
了面也不怎么跟他说话，直到大学毕
业在成都工作，才慢慢与赵声良交流
沟通。说起这些，赵声良很平静：

“敦煌研究院的诸多前辈都是坚守大
漠，牺牲了孩子们的教育机会，以致
多数孩子没有读过大学。”

现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共有
1500 人左右，其中研究人员 200 多
名。后勤、服务、管理人员也都在默默
奉献。

展望未来，赵声良说，敦煌研究
院正在制订30年发展规划。英国、法
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海外收藏的
敦煌文物基本上已经以出版物或数字
化形式公布。“我们正在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争取让海外的敦
煌文物珍品实现‘数字化回归’。”

敦煌莫高窟前临宕泉河，南西北
三面呈环形，似怀抱，东面三危山高
耸。晚餐后，记者走在宕泉河岸边公
路上，举目远眺，洁白的大雪让莫高
窟纯净晶莹、透亮明媚，也让人心境
澄澈，如段文杰所言：一画入眼中，
万事离心头。

幽暗的展厅里，陈列着记载古人
智慧的珍贵古籍，在这些典籍中，隐
藏着破解“迷案”的线索。解谜者们
聚集在展柜前，将古籍上的文字与手
中的道具仔细对照，寻找通往下一关
的答案。

近日，国家典籍博物馆推出主题
实景解谜游戏“古籍保卫局”之“山
海社的宝藏”，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参
加。游戏以保护珍贵古籍为主线，围
绕“山海社”这一虚构的古代藏书机
构展开故事情节。玩家会收到一封

“神秘来信”，其中蕴含着“山海社”
的秘密，根据提示对应现场展品来寻

找线索，一步步进行推理分析，最终
破解“迷案”并找到“宝藏”。

谜题线索遍布于国家典籍博物馆
“典籍长河”“国宝吉光”“百代芸
香”“汲古润今”“交流互鉴”“甲骨
文记忆”等展陈空间。整个解谜过程
环环相扣、充满趣味，需要观众对展
品、展签、展厅设置等内容进行仔细
观察，不忽略每一个细节。

国家图书馆展览部副主任顾恒
说，这款实景解谜游戏是国家典籍博
物馆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
承大展”和“甲骨文记忆展”推出
的，旨在为年轻人开创新的观展方

式。“我们将汇聚众多精品的展览与
时下流行的解谜游戏结合，让观众积
极参与，在脑力激荡的过程中，深入
了解传统文化知识。”

顾恒介绍，这款解谜游戏的策划
和制作历时半年。项目设计团队在海
量典籍中甄选出精彩有趣的内容作为
谜题题眼，邀请知名作家创作跌宕起
伏的剧情，将有关古籍善本等传统典
籍知识融入其中，寓教于乐。游戏还
研发了现场及手机端的多媒体互动平
台，增强玩家的沉浸式体验感。

“游戏很受年轻人欢迎，我们在
微信公众号上一开放报名，马上就约

满了。”顾恒说。
林小雨与同伴一起参加活动，直

到闭馆时仍流连忘返。“这次的体验
非常棒，每一道关卡都设置得很有意
思，有的是考察关于典籍的知识，有
的是考验逻辑推理能力。”林小雨
说，“这样的活动能吸引更多年轻人
走进博物馆，并且能够加深我们对于
典籍的了解，很有意义。”

据悉，“古籍保卫局”是一款系
列游戏，后续还将推出其他主题的解
谜游戏。“未来可能引入虚拟现实技
术，给参与者带来更好的体验。”游
戏设计团队有关负责人说。

沿着山路蜿蜒而上，空气
随海拔升高而愈渐清冽，苍翠
的树林和层层梯田如画卷般在
窗外展开。车行至山腰，一座
木牌坊矗立在前，上书“正龙
古村”几个金色大字。村口一
座风雨桥跨过小河，河畔一架
水车悠悠转着，让眼前的山光
水色、阡陌田野更显静谧。

正龙村位于湖南省新化县
水车镇紫鹊界梯田景区内，以
独特的民居聚落而著名，2015
年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山
湾里错落分布着200余栋传统民
居。“这些民居保留了明清时期
的干栏式板屋风格，一般是一
层半的结构，下面一层住人，
上 面 主 要 用 来 摆 放 杂 物 和 柴
草 。 房 屋 建 在 一 尺 高 的 石 板
上，防潮防湿，石板悬空处可
以关养鸡鸭。”正龙村支委袁中
和介绍说。

青石板老街串起一栋栋民
居。每栋都有独立空间，屋前屋
后种果蔬、风景树等。村中心多
为一字型建筑，与山地地形和梯
田走向契合。村落周围空间更
大，房屋多为L型和三面围合型。

跟随袁中和的脚步走过老街，来到袁氏祭室。这栋两层的木屋有
着100多年历史，屋顶铺着青瓦，屋檐下挂着几只红灯笼，古朴而又大
气。袁中和介绍，这里最初是袁氏家族祠堂，后来辟为私塾，新中国
成立后曾是村部和正龙学校所在地。近年随着寻根问祖的传统文化复
兴，又恢复为祭室，每年清明都有许多袁氏后人赶来祭祖。

老屋厅堂为祭祖祠堂，东厢房2015年改造成紫鹊界农耕文化博物
馆。紫鹊界梯田是中国首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2014年被列入首
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里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室
内陈列着传统的农耕用具、旧式家具、生活用品等，如犁耙、水车、
打糍粑工具、杉木鎏金脸盆架、婚礼抬花、傩戏面具等，展现了紫鹊
界传统农耕生活的方方面面。

沿着狭窄的楼梯爬上二楼，有一间书房兼卧室，曾是私塾老师住
所。袁中和告诉记者，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曾在这里任教，屋里的雕
花木床和书桌椅都是他用过的。

离开袁氏祭室，走进一家小院，院门上挂着“正龙石磨豆腐坊”
牌匾。院子里有4台石磨，屋子外墙贴着传统豆腐制作工艺流程图。豆
腐坊老板袁海清60多岁，做豆腐已经做了三四十年。以前是挑着担子
走村串户，2016年在自家院里开起了豆腐坊。

随着紫鹊界旅游兴起，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在他家品尝、购买
手工制作的豆腐，兴致勃勃体验磨豆腐的工序。“前年有一批外国留学
生来参观，100 多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把小院挤得满满当当。”
生意兴隆，袁海清却也有自己的烦恼。做豆腐是个细致活，费时费
力，需要提前准备。“豆腐打早了就酸了，客人来的时间又不固定。有
个旅游团说12点要来，现在还没到呢。”

已过晌午，桂花园客栈里吃饭的客人依然不少。客栈主人罗焱华
一边招呼用餐，一边接待住宿，忙得不亦乐乎。“前年秋天开始办‘农
家乐’，以前只是做饭，这栋新房建好后，又能吃饭又能住宿。”4层的
红砖楼房，一层作为餐厅，楼上办成民宿，每间房窗明几净，设施俱
全。“去年盈利近20万元，今年生意更好，可能有30多万元吧。”谈起
收入的增长，罗焱华脸上绽开笑容。

傍晚时分，古戏台前的长廊热闹起来，正龙村“长龙宴”即将开
席。长廊下，一张张方桌连接成约150米的长桌，来自天南地北的客人
们毗邻而坐，相互攀谈。身着苗族服饰的姑娘唱着清亮的梅山山歌，
一桌桌为客人敬酒。三合汤、水晶鱼冻、穇子粑蒸鸡等地方特色菜肴
一道道上桌，客人们箸动不止，笑声不绝。

长龙宴过后，古戏台上演民俗晚会。一个多小时的晚会包含山歌、
砍柴舞、梅山武术、戏曲等节目，由“80后”罗斌二整体策划。“20多人参加
演出，大部分为本地村民。演出酬劳很少，服装都是自费购买，大家就
是图个乐子，为村里发展旅游做贡献。”罗斌二说。

63岁的李运贞在晚会上表演了好几个节目。“我喜欢文艺活动，村
里组织的各种演出我都参加过。从前我们在山上砍柴时唱老山歌，现
在跟着老师学新山歌，更好听，更合年轻人的口味。”

正龙村办了山歌传习所，周末请非遗传承人教村民唱山歌，罗斌
二就是老师之一。“每次有几十个人参加，从五六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
的老人都有。”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他想了想说：“村里请
我来办节目，我也喜欢这里。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希望乡亲们的
生活越来越好。”

雪中望莫高 澄净入心田
——访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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