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片《大敦煌》共 4 集。第 1 集《何以敦

煌》，通过考察敦煌城、邮驿系统、河西走廊守

卫体系的建造过程，以及中原儒道文化的西渐

和农耕生活方式的确立过程，表明只有在强大

国力的支撑下，才能兴起敦煌这一座丝路重

镇，才能为东西方文明在敦煌的对话、碰撞、交

流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第 2 集《敦煌密码》，

通过对“三兔共耳”图案、飞天演化过程、敦煌

星图等背后故事的探寻，找到东西文明共有的

文化基因、文化密码，表明对星空世界、人生哲

理、审美取向的探索和向往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追求。第 3 集《文明舞台》，通过粟特信札、胡旋

舞、敦煌服饰、藏经洞绢画刺绣、第一本雕版印

刷书籍等，展示了一个文化繁荣、思想开放、商

品丰富、风尚潮流的国际文化大舞台，表明我

们今人的命运和古人的命运一脉相连，也表明

当今社会整个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第 4 集《再

造敦煌》，把时间线拉回现代，通过讲述敦煌乐

舞复制、敦煌壁画复原修复、敦煌石窟克隆、

“数字敦煌”、文物回归等工作，承续过去、观照

当下、走向未来，展示今天对敦煌文化的守护

与传承，以及敦煌文化对今天文明交流交融发

展的启示。

纪录片宏大的叙述结构，让我们为央视纪

录片制作团队高超的业务水平和倾力用心的

创作态度感慨时，也不禁为中华文明体系下诞

生的敦煌，以及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

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的敦煌文化而感

到自豪。“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

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

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

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敦者，大也；煌

者，盛也。敦煌：辉煌盛大之意。敦煌当之无

愧于这个称号，透过历史，我们要思考为什么

历史选择了敦煌，敦煌又何以能够成其大。

一

从今天的卫星地图上看，敦煌并不是农耕

文明理想的筑城之地，南北两个方向是高原，

向西是万里黄沙，东边距中原文明中心长安几

千里之遥；但同时它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

义，曾是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进可以联

通西域，退可以守护中原。因此，当雄汉兴起，

霍去病击退匈奴、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王

朝便决定在这里建城。

敦煌的诞生，来自于汉朝的战略需要，然

而维持起这样一座边关城镇是艰难的。汉武

帝经略西域，李广利 18 万大军驻守敦煌，加之

要建立的漫长军事防御工事，以当时敦煌地区

的自然条件和物产水平，根本无法负担这一巨

大的日常消耗，所需的粮草物资都需从中原运

送，路途的遥远加上陆路运输的巨大损耗，所

需的供养无异于天文数字，如果没有汉朝的强

盛，则根本难以承受。但仅靠中原供养也非长

久之计，于是西汉王朝决定在这里兴修水利、

戍边屯田。

自汉以降，中原王朝虽几经动荡，但至唐

800 余年时间，往来于东西的商贾客旅，让敦

煌从来不曾没落。直至大唐盛世，敦煌又一

次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作为当时世界上最

强盛的王朝，唐朝为敦煌的繁荣提供了一切

的必要条件。中原文化的魅力、中原物产的

丰 饶 、中 原 文 明 的 兴 盛 ，让 西 方 来 宾 络 绎 不

绝，他们接触唐朝的第一站就是敦煌，不同的

相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饰在这里交相辉

映，共同营造了敦煌的兴盛，创造出璀璨辉煌

的敦煌文化。

二

敦煌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多民族交流、多

文化交融之地，这种性格禀赋在人类历史长河

和世界文明史中也是不多见的。

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

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

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两千多年以来，敦煌以其宽仁博大的胸怀与和

平包容的气质，让多种文明在这里共生、共融、

共存。敦煌为四大文明会面提供了平台。众

多西域各国国王、质子、使者、商旅经由丝绸之

路进入敦煌，他们在这里和当地人一样受到了

公平的待遇，他们的身份、语言、信仰、习惯、服

饰在这里都会得到尊重。以服饰为例，在敦煌

现存的 45000 余平方米壁画和 2000 余身彩塑

里，有帝王将相的宫廷服饰、有平民百姓的日

常服饰、有边关将士的军旅服装、有异域风情

的外国服饰等，彼时的敦煌就像一个巨大的 T

台，每天都在这里上演着国际时装秀。

三

当各种文化在敦煌汇聚时，实现了彼此的

融合发展，究其原因是作为敦煌母体文化的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根深叶大，具有突出的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自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学东渐的过程在两

千年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敦煌是这个过程的第

一站。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最能说明这一现象，

飞天源自印度，莫高窟早期的飞天是男性形象：身

材粗短、上体半裸、腰缠长裙、肩披大巾，及至隋

唐，已然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飞天，她们变成了符

合中国人审美的女性形象：眉清目秀、身材修长、

衣裙飘曳、巾带飞舞。这样的融合不可胜数，包含

了哲学思想、文化风俗、饮食起居等方方面面，与

此同时，来自中国的文化也从敦煌出发，向世界展

示着中国的魅力。“三兔共耳”的图案在各类建筑

和器物中被广泛应用。它们最早出现在莫高窟

302窟的天宫栏墙中，并在莫高窟 17处藻井井心

出现，之后顺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道德经》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史记》说“数

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汉代瓦当有三凤纹，东

汉石棺有三鱼同首，等到了隋唐初期，三兔从敦煌

起跳，成为中国文化影响世界的最好例证。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当其他地域的文化途

经敦煌汇入中原时，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

涵；当中原的文化途经敦煌传入世界时，又极

大丰富了世界的文化形态。敦煌文化的灿烂，

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精粹的融合，更是中华文明

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正是

因为中华文明有源有流、有根有脉的自立之

本，光前裕后、开放包容的自信之基，与时偕

行、革故鼎新的自强之道，才使中华民族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勇立潮头、岿然不动。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

鉴而发展。”

纪录片《大敦煌》以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

互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用

敦煌的视角认识世界，用世界的目光重读敦

煌，其播出正当其时。（本文配图均为纪录片

《大敦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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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大运河之歌》日前在央视纪录频道

播出。该片用 6 集、每集 50 分钟的体量，透过历

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视角，勾勒大运河从

起源到发展的脉络，挖掘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蕴

藏的精神价值和人文内涵，展现其在中华民族

历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突出贡献，为一脉相

承、生生不息的运河精神写下生动注解。

中国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古今。《大运河之

歌》运用实景拍摄和数字动画相结合的创新方式，

还原出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多条运河的流

向，以动态的形式勾勒出航运网络。这种“艺术+

技术”的创新表达方式，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当然，大运河的寓意远不止于一条人工河

流，而是作为历史直观的见证者和生动的讲述

者，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行走于通济渠、山阳渎

和江南运河的河道边，观赏隋唐大运河所创造

的工程奇迹；在《清明上河图》中感受运河为北

宋汴京城带来的繁荣与活力……《大运河之歌》

用影像将与大运河相关的不同地理位置、不同

时间节点串联起来，捋清了从春秋到当代这段

绵延千年的运河发展脉络。

创作者展现了各个朝代利用人工河所达到

的事之功、运之力，并将运河的流变和朝代的兴

衰联系起来，梳理出一条清晰系统的历史线。

比如，大运河将江南丰饶的物产运至长安，成为

大唐王朝开拓盛世的重要支撑；当唐朝由盛转

衰，大运河的重心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洛

阳等地，落在了居于中心位置的汴州……该片

还用大量笔墨书写河流浸润的璀璨文化。从诗

词歌赋到市井小说，再到器乐弹唱，这些诞生于

大运河畔的优秀文化不仅滋润着运河两岸乃至

中国人的心灵，还借由丝绸之路传向全球。这

种交织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的表达方式，用具

象的河流“缩写”抽象的历史文化。

大运河从历史纵深处走来，顺着时代奋力向

前奔涌，在与现实的交汇中集聚出不断前行的文

化动力——这构成了《大运河之歌》的基本叙事逻

辑。顺着这个思路，创作者用一帧帧画面记录当

下运河沿岸的社会生活图景。浙江湖州南浔古

镇，父亲带着 6岁的女儿在门口的运河边捉虾，这

种水乡独有的乐趣是他们一家“向往的生活”；在

北京工作的齐欣每天都要跨过通惠河去上班，大

运河于他而言已是“融在血液里的存在”；还有拱

宸桥下，人们坐着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

沿河跑步的人们尽情享受着城市公共水域的风

光。作品借由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和背景

的普通人的视角，拉近了历史古迹与观众之间的

情感距离。不仅如此，还通过观察者讲述与运河

同行的故事，展示不同地域的真实生产生活片段，

再将它们“串点成线”，在航运、灌溉、排涝、渔业、

旅游等与国家发展、时代进步产生深度连接的领

域，描绘充满生机的当代社会图景，诠释“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重要性。

总之，《大运河之歌》以具有感染力的视听

语言展现大运河风貌，讲述大运河故事，思考大

运河发展，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大运河穿越古今、

奔流不息，时至今日依然鲜活的生命力。正如

《大运河之歌》结尾所说，两千多年时光谱写了

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也将穿越我们，在中

华大地上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类史诗。

□ 刘 婷

《大运河之歌》生动再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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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台在纪录频道推出 4 集
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大
敦煌》。

该片把目光聚焦到敦
煌文化之上，通过把敦煌
作为一个史实例证寻找文
明元素和文化符号，用宏
阔的国际视野、真实的影
像纪录、丰富的历史资料
呈现和讲述敦煌故事，探
索文明运行逻辑，展示中
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展现
东西文明的交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