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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位於中國西北甘肅省，現存壁
畫4.5萬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是絲
綢之路多元文化的結晶。它也是中國最
火爆的旅遊勝地之一。今年暑期，已有
1,650多年歷史的莫高窟再次推出保護新
舉措：以小時為單位，均勻地讓遊客分
批進入洞窟。此次發佈的旅遊新政顯
示，購買應急參觀門票的遊客也必須在
指定時間段進入洞窟。從8點到15點，
每日最多1.2萬名應急參觀遊客將均勻地
分成7個批次參觀。近年來，莫高窟的
遊客持續快速增長。尤其暑期參觀遊客
就約佔全年遊客總數的1/3。旅客「爆
棚」的莫高窟承載力卻很有限。至今保
留有洞窟735個，但窟內面積在13平方
米以上、病害較輕且適宜開放的只有110
多個。因此，限制遊客數量、優化旅遊
方式，是莫高窟保護工作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2014年，莫高窟在中國的世界
文化遺產中率先實施了「總量控制、預
約參觀」的新模式。

文物修復與科學監測
「過多遊客進入洞窟，導致窟內溫濕
度、二氧化碳等發生變化。濕度過高會
使得壁畫中的鹽分反覆溶解、結晶，產
生『壁畫癌症』酥鹼等病害。」敦煌研
究院副院長蘇伯民說。
除了優化旅遊方式幫助莫高窟「減

壓」外，文物保護工作者也通過文物修
復、科學監測等多種方式，幫助這座千
年洞窟抵禦歲月侵蝕。86歲的李雲鶴至

今堅守在文物修復一線，讓碎如雪花的
壁畫恢復完好是他的工作。「我從上世
紀50年代開始修壁畫，現在已經親手修
復了4,000多平方米壁畫、500多身彩
塑。做文物修復工作，因循守舊不行。
直到今天，我還在不斷做試驗改進修復
方法。」
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郭青林介

紹，早在上世紀50、60年代莫高窟就開
始嘗試監測環境，1989年設立氣象站，
2011年監測系統上線。如今，氣象環
境、崖體狀況、洪水地震、窟內環境等
都在監測範圍內。一旦洞窟內溫濕度、
二氧化碳等指標超標，洞窟將暫停開
放。「現在都是自動化設備，每15分鐘
就能記錄一組數據。我們將這些數據與
病害進行關聯研究，探索適宜的防範措
施。」郭青林說。
面對極端天氣，莫高窟也採取措施積

極預防。今年7月，莫高窟遭遇了30年
來最大的一次降水，監測系統顯示，降
雨並未對文物安全造成影響。

隨着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不僅有望讓
莫高窟「容顏永駐」，更能讓世界各地
的人們可以「一睹芳容」。如今，只要
在互聯網上點擊進入「數字敦煌」資源
庫（中英文），人們就能免費欣賞10個
朝代30個洞窟的高清圖像，全景漫遊更
讓人身臨其境。數據庫涉及壁畫面積達
到4,430平方米，點擊量超過500萬次。
上世紀80年代，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西北
大學、浙江大學等科研院所合作，拉開
了敦煌石窟數字化的帷幕。

數字化技術讓莫高窟活起來
專業人員自製軌道、燈箱，分層、逐
行拍攝壁畫，然後利用計算機技術，將
數量龐大的照片逐一比對、拼接和修
正。僅實現一個300平方米壁畫的洞窟
數字化，就需要拍攝4萬餘張照片。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副所長

俞天秀介紹，現已完成180餘個洞窟壁
畫的數字化採集和120餘個洞窟的全景
漫遊。「我們想了各種辦法讓莫高窟

『活起來』。『數字敦煌』就是為了讓
全世界都能看到莫高窟。」敦煌研究院
名譽院長樊錦詩說。如今，在莫高窟探
索出的壁畫及土遺址保護、文物數字化
等技術，正從敦煌輻射開來，為中國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多個遺產地提
供支持。 文、圖：新華社

香港青年廣場在剛過去的暑假舉辦了「香港
青年敦煌實習計劃2019」，在過百份申

請中揀選了十六位香港本地大學生一同前往敦
煌，在六周的時間裡，他們能夠和敦煌研究院
的專家從歷史、藝術、民俗、科學等多角度深
入認識敦煌莫高窟，全面地探索敦煌文化，最
後成為當地的導賞員，並以多媒體的方式遞交
有關文化承傳方案的作業。

呂施施盼港生延續「莫高精神」
「年輕人要開拓他們的世界，不一定要到南

極還是北極，其實來敦煌已經能看到不一樣的
世界。」青年廣場總幹事、同時也是這個活動
的創辦人呂施施如是說，她盼學生能夠通過活
動探索、發現敦煌的魅力，從而對文化、保育
甚至自己的生命、未來有所反思，將「莫高精
神」延續。
敦煌是絲綢之路重要的一個交融之地，幾千

年前就開始有絲綢的貿易，匯聚中西方的文
化，就像現在的香港，集合了多元文化，也是
不同國家貿易的中轉站。數年前，在香港文化
博物館設了有關敦煌的大型展覽，呂施施憶
述，敦煌和香港的緣分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要是我們把敦煌文化帶到香港，但未來的人
才怎樣把整個敦煌文化、歷史還有創新延續下
去呢？這個計劃就是人才培訓的其中一個部
分。」呂施施希望，香港的年輕人能夠飾演文
化傳承的其中一個角色。
敦煌莫高窟自己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館，除

了擁有藏經洞，壁畫也給前來觀賞的人訴說
着千年的故事。「無論進去哪一個洞窟，那
種震撼感都是不能言語的。」呂施施每次來
到莫高窟都會想像許多年前，來了一個人，
一筆一筆地畫，一下一下地雕琢佛教的雕
塑，甚至到了現在，敦煌的人還是圍繞着洞
窟做管理和研究，讓她感受到香港找不到的
一種感動。「看到歷代院長他們都有家庭、
需要照顧孩子，但是每天仍然堅持在敦煌裡
面做考古和研究，同時又要在開拓遊客和保
育工作中找到一個平衡。」呂施施覺得，歷
代院長一輩子就待在敦煌專心完成一個任
務，其實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敦煌學家饒宗頤生前大力支持
「是緣分！」香港和敦煌之間有着頻繁的交

接、互動和交流，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先堂毫

不猶豫地相信，兩地一定先有緣分，才有往後
更多的延伸出來的項目。他特別感謝中國當代
國學大師、敦煌學家饒宗頤生前大力的支持。
當時饒宗頤是「敦煌之友」的發起人，給敦煌
研究院資助了一千四百多萬元，其中一千萬元
用來營運莫高窟數字化，因此這幾年才能發展
得這麼快，取得顯著的成果。「饒宗頤先生對
敦煌特別有感情。」張先堂憶述，饒宗頤九十
歲大壽的時候就在莫高窟舉辦的，九十五歲的
生日也同樣在敦煌慶祝，還舉辦了一個展覽，
光是香港就來了三百多人。而從這次活動以
後，香港很多商人就開始捐款，有些教育界的
人士也會給香港的中學推廣敦煌文化，讓老師
和學生對敦煌有了一定的了解。

敦煌是了解中華文化的窗口
「敦煌是一個了解中華文化很好的窗口，香

港的青年來敦煌，是一個學習、了解中國歷史
的機會。」張先堂對於香港的學生能夠在敦煌
體驗，甚至學以致用感到非常難得。「香港學
生的思路特別活躍，眼界也很開闊，他們的創
意讓人眼前一亮。」
敦煌的人要是開始參與莫高窟的保育工作，

就從不間斷，二十到三十年以來幾乎沒有真正
的休息。因此，敦煌文化得以完善保存，是因
為敦煌人一千多年以來，沒有讓文化中斷，老
百姓也將佛教的信仰一直保留至今。
「敦煌本地人首先是有感情在裡面，他們不

但對中華文化非常了解，而且有一種鄉土的情
結，對自己的故鄉帶着情感。」張先堂認為，
香港的學生未能理解這種感情，也許是因為他
們一直都是以接受西方教育為主，對於中國文
化的認知和參與就相對少一些。
張先堂也分享到治沙工程在內地，尤其在西

北地區是重要的工程之一。1993年，香港演藝
界舉辦過一次義演去支持敦煌的文化保育，籌
得一百萬元捐款用來治沙。他提到，當時藏經
洞就是被沙子埋掉的，經過清理以後才發現文
物的本體——壁畫、雕塑等，雖然這個工程往
往都以數十年去計算，但是為了將歷史文物保
護好，敦煌的人都願意獻上自己的時光和精
力，為這個地方付出。「我特別喜歡香港保育
的概念。內地的說法是『文物保護』，保護是
比較理性和客觀的表述，而保育就帶有感情色
彩。」張先堂覺得當我們把文化當做一個生命
體，就會有感情在裡面。

港青敦煌實習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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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這座城市在香港這座城市，，我們一天就給自己安排各種各樣的事情去完成我們一天就給自己安排各種各樣的事情去完成。。然而然而，，對於敦煌人來說對於敦煌人來說，，也許也許

他們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他們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日復一日日復一日，，將青春將青春、、體力和心思都聚焦於洞窟的保育工作體力和心思都聚焦於洞窟的保育工作，，希望將歷史希望將歷史、、

信仰和文化的原貌承傳給下一代信仰和文化的原貌承傳給下一代。。坐落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敦煌和香港坐落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敦煌和香港，，兩個地方貌似兩個地方貌似「「大纜都扯唔大纜都扯唔

埋埋」，」，唯緣分將彼此的距離拉近唯緣分將彼此的距離拉近，，牽扯出千絲萬縷的關係牽扯出千絲萬縷的關係。。 採採、、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陳儀雯

敦煌文化從公元366年保存至今，我們
透過敦煌了解到古代傳統文化、藝術以及
古代人的生活狀況，這些為我們現在的歷
史文化資源庫填滿了歷史價值。即使我們
不再活在古代的生活模式中，但是將過去
的藝術、信仰和建築保存至今，仍然能帶
給現今生活各種不同的驚喜。為了拉近古
代和現代社會的距離，敦煌莫高窟數字展
示中心呈現了數字化帶來震撼和承傳的效
率，將古代的語言、佛教的藝術以數字電
影或者立體化技術呈現。
張先堂又舉例道，設計師曾將藻井圖案印
在女士的絲巾上，運用飛天的圖案設計服裝，
在移動硬盤印上敦煌的圖案，或者創作以六
十一洞窟為背景的筆記本等，只需要一些轉
化，就造就了創新性的發展。「莫高窟的歷
史的確跟現在的社會距離比較遙遠，但是我
們還是重視它。」因此。張先堂先生認為年
輕人能夠認識敦煌，並培養到對這裡的感情
其實很重要。「這個工作需要一代代人做下
去。」張先堂強調。

文化承傳再創新

■■敦煌在一片沙漠中閃耀光芒敦煌在一片沙漠中閃耀光芒。。

■■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

■張先堂與學生分享敦煌文化。■青年廣場工作人員和部分學生合影。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先堂（左）
和青年廣場總幹事呂施施。

■■莫高窟被譽為莫高窟被譽為「「沙漠中的美術館沙漠中的美術館」。」。■■「「敦煌守護神敦煌守護神」」
常書鴻是敦煌石窟常書鴻是敦煌石窟
藝術保護與研究的藝術保護與研究的
先驅先驅。。

■■甘肅蘭州財經大學學生利用敦煌壁畫元素甘肅蘭州財經大學學生利用敦煌壁畫元素，，
設計出幾十種設計出幾十種「「敦煌印象敦煌印象」」系列文創產品系列文創產品。。

中新社中新社

■■莫高窟是絲綢之路莫高窟是絲綢之路
多元文化的結晶多元文化的結晶。。

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保護經保護經」」

■■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

■■莫高窟第莫高窟第9696窟窟「「九層樓九層樓」。」。

■■敦煌研究院科研人敦煌研究院科研人
員正在做實驗員正在做實驗。。■■工作人員對莫高窟第工作人員對莫高窟第152152窟進行數字化採集窟進行數字化採集。。

■■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
有來自世界各有來自世界各
地的遊客地的遊客。。

■■洞窟裡面的壁畫訴說不同朝代的故事洞窟裡面的壁畫訴說不同朝代的故事。。

■■張先堂和張先堂和
部分參加計部分參加計
劃的學生劃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