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浓于水的爱

影片中，常书鸿说：“为莫高窟这个不朽的老

人当一辈子儿女，不枉此生。”樊锦诗说：“赡养老

人，是我们做儿女的天职。”一脉相承的话，说清

了他们与敦煌莫高窟之间的关系——血浓于水

的爱。

影片客观还原了历史——小板凳、大棉袄、

手电筒、放大镜等富有年代感的服装道具和妆

容；钢笔头磨细做蘸水笔、手绘考古测绘图等令

人动容的情节，生动呈现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敦煌莫高窟人如儿女般对莫高窟这位“老人”所

付出的深情笃爱。白发苍苍的段文杰在洞中坚

持临摹壁画，满头银发的樊锦诗在电脑前孜孜不

倦研究……一个个特写镜头，把这种爱的深沉、

爱的刻骨铭心，深深融入了观众心中。

“儿女们”的挚爱，让莫高窟充满活力地走向

世界。从敦煌莫高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到数字展

示中心的建成，樊锦诗的学术和事业经历了几次

飞跃，这也是爱的飞跃和升华，为敦煌莫高窟赋

予了新的生命力。

片尾，影片中的樊锦诗从宕泉河桥上走着走

着变成了现实中的樊锦诗，樊锦诗本人的出场增

强了影片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成为一大亮点。在

闪回中，青春的樊锦诗与老年的樊锦诗形成鲜明

的反差，但脖子上围着的、象征着对敦煌炽热的

爱的红围脖没有变。在片尾樊锦诗说：“我感谢

大家让我担任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这样我就

可以不离开莫高窟了，我也离不开莫高窟。”这份

对莫高窟始终不渝的爱再了然不过了。

痴心守护的爱

影片以樊锦诗第一人称作为回忆旁白，简洁

精练，起到了穿针引线以及解说词的作用。在解

说者低沉有力的声音中，透露出一种沧桑之感，

这与樊锦诗的经历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过程相

辅相成。影片着重叙述了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

院院长之后的经历。

影片塑造了樊锦诗刚毅坚忍、果断干练的形

象。面对侵蚀风化严重的洞窟，她选择果断关

闭；面对洞窟要进行现代修复装饰的提议，她说

“历史不能随意改动”。在她看来，莫高窟是一个

整体，石窟与河流、山体、树木等周围环境是一体

的，一草一木都不能随意动，任何损害莫高窟的

行为，对她而言都心如刀绞。

曾经对电脑一无所知的她，却敏锐地意识到

数字技术的重要性，下决心走数字化科学保护、

合理利用之路，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老人的智慧才

干和与时俱进。

点点滴滴的爱

影片中，当她遇到困难或烦心事的时候，或

独自在洞窟里一坐就是一天，或去常书鸿墓前驻

足而立，或在三危山下凝视着莫高窟。

她懂得用爱去凝聚人才和前行力量，给临摹

的同事送咖啡提神，邀请同事们去家里吃鱼。为

了留住专业人才，把分给自己的一套在兰州的房

子平价转让给了年轻同事。更多的是创造条件

让大家做喜欢的事或项目。

随着莫高窟的办公条件、研究设施不断改善

变化。球幕电影院里游客望着莫高窟穹顶精美

壁画时的惊异和兴奋，就是对她和团队爱的付出

最好的回报。

情真意切的爱

影片用镜头语言，描写了樊锦诗聚少离多的

家庭生活和与彭金章的纯真爱情。“彭金章是打

着灯笼也难找的男子汉。”“他在武汉又当爹又当

妈守着孩子，我独自在这里守着莫高窟。”“我一

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儿子大民

希望她在家里做一顿饭招待他的同学，“因为吃

了你做的饭，同学们才会相信我是有妈妈的。”这

些日常生活的点滴折射出樊锦诗舍小爱、为大爱

的精神。

在影片中年迈的彭金章吸着氧气躺在病床

上，满头白发的樊锦诗在旁边的椅子上陪伴着

他，一幅幅两人年轻时青春飞扬的闪回镜头对比

相映，令人感慨。在彭金章临终前两人深情相拥

的镜头，更令人感动。

影片给予彭金章的笔墨和道白不多，但他

的形象很丰满，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樊锦诗的辉

煌与他无私的爱和默默奉献是分不开的。相识

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19 年的分居

没有冲淡他们的相爱，两人在三危山下牵着手

的画面写意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

无私奉献的爱

影 片 真 实 记 述 了 樊 锦 诗 的“ 择 一 事 ，终 一

生”，这也是众多莫高窟人无悔的选择。正如樊

锦诗所言：“我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

老一辈莫高窟人怀着对敦煌艺术的无限热爱和

历史使命感，在大漠戈壁筚路蓝缕，开创了莫高

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基业，创立了坚守大漠、甘

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成为

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

源泉和精神动力。”

影片深度挖掘了“莫高精神”形成的渊源。

敦煌莫高窟人被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所吸引和

折服，了解越深就越感到魅力无穷，探索的欲望

就愈加强烈。樊锦诗说自己“对莫高窟，是高山

仰止”。他们把自己当作敦煌的儿女、莫高窟忠

实的守护者。

明知终其一生也无法穷尽莫高窟的奥秘，依

然初心不改、笃行不辍，这种源自内心至诚至真

的爱是无私的。片中，樊锦诗坦陈：“我这个人在

生活上没有要求，一切顺其自然。”干着崇高的事

业，过着普通的生活，平静自如，显现出她的自然

与超脱，令观众肃然起敬。

影 片 最 后 ，樊 锦 诗 借 常 书 鸿 之 言 ，向 热

爱 敦 煌 、向 往 敦 煌 的 后 来 者 发 出 了 深 情 的 呼

唤 ，“ 莫 高 窟 一 直 在 等 待 着 必 然 来 到 它 身 边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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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评

个体经历融入历史

影片以樊锦诗的第一人称视角，架构

起 莫 高 窟 深 邃 的 历 史 时 空 。 樊 锦 诗 第 一

人称的独白，娓娓道来，犹如一首散文诗，

营造出深沉的意蕴。同时，主人公对于理

想、事业、爱情、家庭的种种情感和选择，

包括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深刻地融入敦煌

莫 高 窟 的 历 史 发 展 和 沧 桑 变 迁 之 中 。 樊

锦诗作为女性个体，有着区别于男性的独

特观感与认知，事业的抉择、家庭的责任，

无不显现出女性的美学特征，体现出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影片中莫高窟 259 窟，有

一尊微笑禅定的佛像，被称为“禅悦佛”。

这尊佛像仿佛一个隐喻，不断地闪现于樊

锦 诗 人 生 的 不 同 时 期 ，在 这 些 人 生 阶 段

中，她经历着生命的苦乐考验：纯真的青

年，植根理想，但又伴随着青春的寂寞，默

默忍受与爱人 19 年的分离相思；繁忙的中

年，在事业的坚守中饱含对家庭、对子女

的牵挂；20 世纪 90 年代接任敦煌研究院

院长，面对市场的冲击，她承担着莫高窟

保护研究、发展利用、传承弘扬的重大责

任，于是就有了“数字敦煌”和敦煌莫高窟

考古报告的面世。

影 片 自 觉 地 将 樊 锦 诗 个 体 人 生 与 敦

煌莫高窟的历史相关联，揭示个体对历史

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既是一部生命个体的

影像回忆录，某种意义上，也是莫高窟历

史的“启示录”。

创新影像表达方式

影 片 在 影 像 的 美 学 表 达 上 打 破 了 纪

实与剧情的界限，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

话。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电影，《吾爱敦煌》

的 创 作 始 终 建 立 在 真 实 的 人 物 故 事 基 础

上，保证了影片的纪实性底色。同时，主

创 人 员 在 尊 重 历 史 和 人 物 真 实 感 的 基 调

中，进行了艺术化的审美表达，以纪实、剧

情相结合的方式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敦煌

的女儿”，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

统一。

整部影片以樊锦诗为原型展开，对她

在 莫 高 窟 的 经 历 进 行 了 纪 实 化 呈 现 。 一

方面通过樊锦诗画外音独白的方式，讲述

她 1963 年 来 到 敦 煌 的 历 史 往 事 ；另 一 方

面，利用留存下来的有关敦煌和莫高窟文

物工作者的老照片，以及纪录片片段表现

出历史的真实。在影像的呈现上，注意写

实与抒情的相互熔铸，达到虚实相生、情

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例如，遭遇困境的樊

锦诗来到常书鸿的墓前，耳边又回响起与

老院长初遇时所受的教诲：“年轻人让自

己成为一道光吧，照耀着莫高窟，这样的

人生境界，大也，圣也。”这组声画蒙太奇

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画面左幅是樊锦

诗面向远方眺望的特写镜头，而须臾间，

在画面右幅，一帧帧老照片以滚动播放的

方 式 表 现 一 代 代 文 物 工 作 者 对 莫 高 窟 的

修缮、保护，在构图和影像上实现了对历

史真实的艺术化表达。

除纪实的部分外，影片用剧情的方式

再 现 了 原 型 故 事 和 人 物 细 节 。 不 少 场 景

重现了过去科研、修复工作的艰苦环境：

住土房、睡土炕，喝咸水、吃杂粮，蘸水钢

笔、绘图纸……也有不少场景反映文物保

护工作的不易：比如，樊锦诗让出自己的

房子挽留想离去的回鹘文研究专家；面对

不喜欢数字点云图、喜欢宋代文人画的年

轻同事，樊锦诗请他到家里吃鱼，耐心安

抚……这些情节的设定既真实又感人，也

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境。影片结尾处，樊锦

诗本人的出镜完成了当下影像的融入，其

扮 演 者 陈 瑾 走 过 剧 中 与 老 彭 牵 手 散 步 的

桥，镜头切换到人物原型樊锦诗从桥上走

过，影像表层传达的是时间的更替，内里

蕴 含 的 则 是 一 代 又 一 代 莫 高 窟 保 护 者 的

坚守与初心。随着音乐的奏起，片尾字幕

部分，扮演者陈瑾与樊锦诗同时出现在一

个画面的影像处理，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

对话，这种超时空的结构方式成为影片的

一大亮点。

塑造莫高窟人群像

影 片 以 敦 煌 研 究 院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群

体为焦点，展现了敦煌千年历史的壮美与

厚重，同时以樊锦诗为中心，塑造出一代

代 为 保 护 莫 高 窟 作 出 过 重 要 贡 献 的 莫 高

窟人群像。几十年来，这些人来到敦煌，

他 们 是 大 学 生 、是 艺 术 家 、是 专 家 、是 学

者、是技艺精湛的匠人，也是朴实无华的

工人，他们在莫高窟度过了青年、中年和

老年，把一生交付给了敦煌，成为敦煌的

儿女。他们是：常书鸿，他放弃了国外优

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坚守敦煌，被誉为

“敦煌保护神”；段文杰，致力于敦煌莫高

窟壁画的临摹和抢救工作，守住了敦煌的

根脉；樊锦诗，致力于敦煌文物的保护和

利用，以数字技术对莫高窟文物进行精准

复原，实现了“数字敦煌”的重大设计和构

想。还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是彭金

章 ，是 李 云 鹤 ，他 们 默 默 守 护 着 莫 高 窟 。

从这群立体的莫高窟人身上，彰显出对历

史的坚守和文化的传承。

择 一 事 而 终 一 生 ，我 心 归 处 是 敦 煌 。

这既是樊锦诗的人生坚持和生命智慧，也

是莫高窟人的信念与执着。（本版图片均

为电影《吾爱敦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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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电影《《吾爱敦煌吾爱敦煌》》——

坚 守 与 传 承坚 守 与 传 承

近 日 ，电 影 故
事片《吾爱敦煌》在
全 国 公 映 ，迅 速 引
发业界和观众的广
泛关注和好评。影
片 以“ 文 物 保 护 杰
出 贡 献 者 ”国 家 荣
誉 称 号 获 得 者 、敦
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 锦 诗 ，以 及 她 的
前辈、同辈、后辈等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
护利用群体为表现
对 象 ，高 度 颂 扬 了
几 代 知 识 分 子“ 坚
守大漠、勇于担当、
甘 于 奉 献 、开 拓 进
取”的精神，在诸多
方面实现了历史人
物传记片的创新。

经 过 5

年 的 筹 备 和 打 磨 ，由

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甘

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出品

的 电 影《吾 爱 敦 煌》与 观 众 见 面 了 。

这部当代英模人物传记影片，用现实主

义描写手法，以樊锦诗的经历为主，讲述

了常书鸿、段文杰、李云鹤等为代表的敦

煌莫高窟人为敦煌文化保护研究、传承

弘扬、开发利用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和生

动感人的故事。影片集中演绎了一

个“爱”字，把他们对敦煌、对莫

高窟的深情厚爱展现得淋

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