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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肇始江河。以 4 大内陆河

水系、19 条主要内陆河串起的河西

走廊，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演进中贡献独特。

2600 多公里汉、明长城蜿蜒向

前，护卫东西交往；5处世界文化遗产、

53处石窟星罗棋布，让千年“丝带”闪

耀兼收并蓄的文明之光；寓意武功军

威、张国臂掖、有泉若酒、盛大辉煌的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古城，历经两

千多年仍活色生香；《凉州词》《八声甘

州》等古调、绝唱，再现人间万象……

丝绸古道两千里，文明交汇五

千年。进入新时代，河西走廊循古

而来，向新而行。在接续不断的守

正创新中，一幅书写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千里文化长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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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清凯 宋常青

寒冬时节，站在祁连山北

麓的巴尔斯雪山上远眺，雄浑

的 祁 连 山 脉 逶 迤 伸 展 。 祁 连

山北侧，一条狭长走廊碧空如

洗，绵延千里。

草原黄了又绿，戈壁风沙去

来，苍茫辽阔和厚重深沉在此交

织，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开放

包容的大国胸怀碰撞出一往无

前的意蕴。而今，东西方文明交

融的灿烂足迹，伴着向“新”向

“绿”的蓬勃姿态，将经略河西地

区的历史智慧及开放发展的新

时代气象勾勒出雄健身姿。

这里，是河西走廊，中国最伟

大的战略廊道之一。

这 一 位 于 中 国 陆 地 版 图

西北部的狭长地带，因祁连山

和沙漠南北包夹而形成，东西

则 贯 通 近 千 公 里 ，形 似 长 廊 ，

连 接 起 黄 土 高 原 与 塔 里 木 盆

地，因地处黄河以西，故名“河

西走廊”。

因为特殊的地理区位，汉

代以来，这里一直是一条具有

重要战略价值的廊道。从张骞

凿空西域、西汉中央政府“列四

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据两关”（阳关、玉门关）始，河

西走廊在陆权时代的重要性日

益显现。长廊承东启西，对促

进亚欧大陆文明交融、经贸往

来意义重大。作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中西方

交往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在

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打下了深刻

的烙印，影响深远。

在这里，干旱、湿润并存的自然之力，

超越民族、时代的人类力量，以及两千年

来世界文明对交流、和平的共同追求，造

就了古代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这既是

一条地理通道，也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历

史见证。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这 条 走 廊 ，纵 贯 中 华 文 明 历 史 。 在

中 华 文 明 的 数 千 年 历 程 中 ，它 见 证 了 中

华 文 明 开 放 、包 容 和 走 向 繁 盛 的 光 辉 与

曲 折 的 历 程 。 岁 月 如 沙 ，夕 阳 西 下 。 微

凉 晚 风 中 ，阳 关 遗 址 周 边 的 光 线 开 始 昏

暗。恍惚间，仿佛看到西出长安的使团、

商队翻越乌鞘岭，带着一身风尘，在阳关

交 互 过 往 ，喧 闹 声 穿 越 历 史 随 风 而 来 。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交汇、交融

到 多 元 、自 主 、平 衡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全 球

化 潮 流 秉 持 着 区 域 合 作 精 神 ，共 建 国 家

的福祉不断增进。

这是一条石窟星罗棋布的走廊。以世

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石窟鼻祖天梯山

石窟、榆林窟等为代表的河西走廊石窟群，

像珍珠一样洒满千里长廊，与大漠戈壁上

空的璀璨星光交相辉映。与石窟相伴生

的，还有阳关、玉门关、嘉峪关等为代表的

大量历史遗存，千百年来虽朔风如刀却余

韵徐来，经久不坠。而今，“技术+创意”的

融合，使河西走廊上的许多文物火爆“出

圈”。莫高窟向新而兴，让敦煌学“绝学”成

“显学”，敦煌元素化身“元宇宙”，用数字技

术将东方之美变为世界之美；一座座新的

“文旅地标”，在河西走廊拔地而起，扎根百

姓，在烟火气中赓续文明香火，用千年回

响，向世界彰显东方魅力。

河西走廊的存在，维系着西部乃至全

国的生态安全。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

件，使河西走廊形成了除海洋外众多地形

地貌荟萃的奇观。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

河，与内陆河石羊河、疏勒河一起，在河西

走廊腹地滋养起一片片绿洲，在走廊内以

片状、带状星罗棋布。清洁能源产业在其

中蓬勃发展，风机悠悠转动，太阳能板反射

阳光。因为独特的地理区位，

河西走廊也成为我国西北公路

铁路、西电东送（清洁能源）、西

气东输、西油东送的重要战略

通道。

这 是 一 条 民 族 团 结 和 文

明 互 鉴 的 走 廊 。 嵌 入 西 北 的

甘 肃 省 形 如 一 柄 玉 如 意 ，连

通 青 、新 、内 蒙 古 等 多 个 西 北

省 区 。 古 往 今 来 ，众 多 民 族

在 此 交 往 交 融 、和 睦 共 居 。

两 千 多 年 间 ，丝 绸 、瓷 器 、香

料 、种 子 、茶 叶 等 货 物 和 文

化 、技 术 ，经 过 河 西 走 廊 往 来

交 换 、传 播 。 如 今 ，依 托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中 欧 班 列

呼 啸 来 往 ，河 西 走 廊 对 外 交

流 交 往 正 逐 渐 重 现 千 年 前

“ 商 旅 往 来 、无 有 停 绝 ”之 盛

事 。 这 里 也 成 为 促 进 东 西 文

明 对 话 、加 强 中 外 交 流 的 独

特 舞 台 。 敦 煌 文 博 会 搭 建 起

交 流 互 鉴 的 新 平 台 ，治 沙 抗

旱 的“ 中 国 方 案 ”从 这 里 走 向

世 界 ，见 证 新 西 兰 和 中 国 友

谊 的 培 黎 学 校 在 这 里 续 写 传

奇 。 最 新 数 字 表 明 ，2023 年

河 西 走 廊 所 在 的 甘 肃 省 ，对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国 家 进 出 口

总 额 达 366.6 亿 元 ，占 同 期 甘

肃外贸总值的 74.6%。

这也是一条见证我国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历程的走廊。祁

连山的高山上，丰厚的永久积

雪和 2680 多条冰川，带来清澈

的雪水，滋养着河西走廊中的

绿洲，支撑起“河西殷富”。依

靠各项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现

代农业设施的赋能，河西走廊从汉代移民

屯田逐步形成的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

业转换，荒凉的大漠戈壁展现勃勃生机，

来自南方的水果等作物也在河西走廊扎

根生长。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

河西走廊找到了现代农业这一契合点。

这还是一条文化自信的走廊。汉代

“列四郡”“据两关”以降，张骞、霍去病、玄

奘等都在此留下了足迹。隋朝统治者西

巡河西走廊，召开“万国集会”，开世界博

览 会 之 先 河 。 文 明 交 融 是 最 美 好 的 相

遇。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中的元素在此

融合，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萌发，用

守正创新对“中国智慧”进行再创造，不同

阶段、不同国别的文化再次进行有效“对

话”，使得世界不断认识中国，中国不断拥

抱世界。

一条河西走廊，一部波澜壮阔史诗。

随着世界进入海洋文明，海上丝绸之路

崛起，陆上丝路逐渐没落，其咽喉所在的河

西走廊，曾从喧闹转为平静。新中国成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西走廊迅速

扭转著名记者范长江笔下凋敝、混乱的局

面，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一派生机

勃勃。进入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新发展理念的践行，让这条中西方经

贸文化交流的通道，重新走进世界视野，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岁月流转，世事更迭。

刚 刚 过 去 的 2023 年 ，是 共 建“ 一 带

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地处“丝绸之路

黄 金 段 ”的 关 键 区 位 ，河 西 走 廊 在 共 建

“一带一路”倡议上展现出了更多特殊意

义 和 历 史 价 值 、现 实 价 值 。 长 廊 漫 漫 千

里 ，见 证 伟 大 变 革 ；吉 光 片 羽 间 ，窥 见 中

华文明光辉发展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美

好图景。

河西走廊很短，在辽阔的世界版图中

仅仅近千公里；河西走廊又很长，长到贯

穿千年，联通过去、现在与未来。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新时代河西走

廊，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必将再

奏华彩乐章。

（原载 1月 24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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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多元一体：在石窟长廊探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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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刹层层出上方，云梯石磴步回长。”一场冬

雪过后，海拔 2500 多米的马蹄寺石窟变得静悄

悄。仍有游客三三两两，踏雪而来，沿着近乎垂直

的崖体拾级而上，尽情感受儒佛并存、兼收并蓄的

文化气度。

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马蹄寺石窟群，

距今已有 1600 多年历史，比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

建造的时间还要早。据《甘州府志》记载，马蹄寺

石窟原本是晋代大儒郭瑀及其弟子建造的读书讲

学之地。此后，佛教沿河西走廊东渐，“后人扩而

大之加以佛像”。

从张掖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到瓜州

榆林窟、敦煌莫高窟，一座座石窟宛如珍珠散落河

西走廊。千百年来，这条石窟长廊以得天独厚的

文化宝藏，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兴衰，见证着东西方

文明的交融。

入冬之后，正是“慢游”敦煌、深度研学的最佳

时期。走进莫高窟，从犍陀罗雕塑，到壁画上古印

度秣菟罗风格的衣饰、帕提亚式的射箭图、波斯联

珠纹样，文化元素之丰富多彩，令人不禁惊叹：敦

煌艺术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从敦煌出发一路向东，依次可到酒泉、张掖、

武威等古城。每一座城市都是历史遗迹众多，文

化底蕴厚重。走进形形色色的综合性博物馆、专

题性博物馆，丰富的文物藏品和现代化的声光电

技术，立体再现了一条经济上繁荣昌盛的丝绸古

道、一个文化上多姿多彩的河西走廊：展陈的古代

文献中，不仅有汉简、汉文典籍，还有古藏文、回鹘

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西夏文文献；展览的器

物中，不仅有出自中原地区的丝绸，还有印度的香

料、波斯的织锦、罗马的玻璃器皿等，以及东罗马

的“金钱”、萨珊波斯的“银币”；展示的雕塑、砖画

中，不仅有中原人，还有很多高鼻深目的粟特人、

波斯人、希腊人……

彼时的河西走廊，多文化共融，多民族共存，

多宗教流行，虽然深处内陆，却呈现出海纳百川的

大千气象。

如今的河西走廊，赓续了千年文脉，依然在兼

收并蓄、自成一体，继续铸就文化新辉煌。

漫步敦煌，人行道上铺设的莲花纹、石榴纹等

花砖，路口矗立的反弹琵琶伎乐天雕塑，以及沙金

色建筑外墙等，都彰显着这里的古朴气质。走进

敦煌研究院，处处可以感受到厚重文化底蕴背后

的科技范、国际范。在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的

接续奋斗下，这里创造了众多“唯一”和“第一”：我

国文化遗产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国

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

内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首个基于

风险理论的石窟监测预警体系、我国文化遗产领

域 首 个 模 拟 研 究 平 台“ 多 场 耦 合 环 境 模 拟 实 验

室”、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文化遗产开

放共享平台……

走进嘉峪关，仰观城楼，只见飞檐斗拱，“天

下 第 一 雄 关 ”的 巨 大 牌 匾 高 悬 城 门 之 上 ，历 史

厚 重 感 扑 面 而 来 。 拾 级 而 上 ，放 眼 望 去 ，长 城

在 茫 茫 群 山 间 蜿 蜒 前 行 。 近 些 年 来 ，为 了 将 不

可 再 生 的 长 城 文 物 资 源 转 化 为 可 永 久 保 存 、永

续 利 用 的 数 据 资 源 ，甘 肃 多 地 文 物 部 门 利 用 无

人 机 倾 斜 摄 影 、遥 感 测 绘 等 技 术 ，对 长 城 本 体

及 周 边 环 境 进 行 数 据 采 集 和 三 维 重 建 ，掌 握 长

城局部遗产的变化趋势。通过墙体保护维修等

多 项 技 术 的 创 新 使 用 ，长 城 等 土 遗 址 筋 骨 健

硕，容颜一新。

始建于明正统二年（公元 1437 年）的武威文

庙 是 全 国 三 大 孔 庙 之 一 ，见 证 了 河 西 走 廊 的 儒

学兴盛。从 2019 年起，甘肃文物部门对文庙和

文 昌 宫 院 落 内 的 建 筑 群 ，以 及 留 存 于 文 物 建 筑

本 体 中 的 油 饰 彩 绘 实 施 全 面 保 护 修 缮 ，目 前 累

计 修 缮 文 物 建 筑 面 积 已 超 4000 平 方 米 。 走 进

武威文庙，灰瓦红墙，雕梁画栋，飞檐凌空，古树

参 天 ，一 派 静 穆 庄 严 与 古 朴 。“ 书 城 不 夜 ”等 40

余 块 匾 额 高 挂 文 昌 宫 桂 籍 殿 前 ，彰 显 着 这 里 深

厚的文化气韵。

如今，河西走廊巨大的文化魅力仍吸引着众多人

士，或扎根坚守，或乐在其中，谱写以文化人的新篇章。

追溯当代莫高窟保护史，始终有以常书鸿、段

文杰、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樊锦诗等为代表的

年轻人选择放弃优渥生活，来到敦煌甘坐“冷板

凳”。仅在文物数字化保护领域，目前“80 后”“90

后”年轻一代占到八成以上。敦煌研究院每年仍

不乏博士研究生前来应聘。

“ 敦 煌 是 一 片 沃 土 ，养 育 了 无 数 文 化 人 、艺

术家。”已经在敦煌生活了近 20 年的湖南人申洪

杰说。2004 年的一次旅行，让他毅然决定举家

搬 迁 ，将 艺 术 梦 想 扎 根 在 这 里 。 他 将 敦 煌 艺 术

与 擅 长 的 木 雕 画 相 结 合 ，开 创 了 自 己 的 敦 煌 木

雕画品牌，在他一笔一刻的凹凸之中，“飞天”动

感再现。

在河西走廊，甘州小调、河西宝卷、凉州宝卷、

敦煌曲子戏等，吸纳多元文化养分，成为历久弥新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年近古稀的李建成，从 10 岁起就习唱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甘州小调，见证文化遗产不断散

发时代活力。如今他主导成立的民间艺术团演出

场 次 ，从 2010 年 的 每 年 130 多 场 增 加 至 目 前 的

1500 场，表演人员平均年龄仅有 26 岁。

“我们农忙时听，闲了也唱，甘州人似乎天生

就爱这种表演形式。”李建成说。

采访中，李建成还拿出手机，为记者播放了他的

最新作品。雄浑热闹的气势伴着交响乐迎面袭来。

这是他与河西学院的教师以甘州小调传统词牌《刮地

风》为基础，辅以管弦乐器伴奏创作的交响曲。

采访途中，记者偶遇来自泉州师范学院绘画

专业的研学团队。50 多名大三学生来到河西走

廊，寻找毕业作品的创作灵感。学生刘丰说，在河

西走廊，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展现得淋漓尽致，令

人心驰神往。

向 新 而 兴 ：创 新 让“ 绝 学 ”成
“显学”

在万物互联时代，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

莫高窟，不再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存在。

只要点击“数字藏经洞”，就能透过手机的方

寸屏幕，“走进”莫高窟这个文化殿堂，开启一场从

开窟造像、经卷封藏、重现于世、文物流散到再次

聚首的探险之旅。这种“文物+科技”的沉浸式体

验，使诸多文化瑰宝以全新的形式重新“飞入寻常

百姓家”。

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历史上

就是兼收并蓄各类文化的前沿。距今已有 1600

多年历史的天梯山石窟因开创了开窟造像的“凉

州模式”，对后世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影响深远；

莫高窟“历代延续修建，壁画层叠分布”的特征也

成为代代创新的实证。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敦煌研究院探索将莫

高窟“画”进数字世界，我国文物数字化技术在河

西走廊率先发展。如今通过数字技术采集的张掖

明长城，墙体的土坯肌理以毫米级的精度清晰真切

呈现。

“数字化技术不仅让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永续

利用，还能打破时空界限，推动全人类共享文物遗

产的价值。”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俞

天秀说。

“技术+创意”，使河西走廊上的许多文物火爆

“出圈”。

在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名城，每个地市级博

物馆都拥有“出圈”的文创产品。武威磨咀子汉墓

出土的鸠杖头有“不噎之鸟”的美好寓意，以其为

原型制作的冰箱贴、书签等文创产品成为热销伴

手礼；张掖市博物馆的战国铜立鹿生动刻画了麋

鹿突然停步的神情，它与传统扎染相结合创作的

手工艺品深受游客喜爱；漫步敦煌夜市，游客随时

可将模拟莫高窟壁画形态、用矿物颜料画就的“九

色鹿”泥板画带回家。

市场对文创产品的青睐，实际上是公众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推崇。

大型沉浸式情景舞台剧《天马行》、大型历史

情景剧《回道张掖》、大型长城史诗歌舞剧《天下雄

关》，以及在敦煌上演的《乐动敦煌》《又见敦煌》

《千手千眼》……近几年，许多再现丝路繁盛往来、

边塞兵戈铁马、代代文物守护的剧目在河西走廊

上演，让人目不暇接。

渊源自有，匠心独运。

曾获鲁迅文学奖的甘肃本土作家叶舟，创作

了《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等文学作品，他努力

用手中的笔“破译”河西走廊伟大而古老的文化密

码。“河西走廊就是我此生的课堂，我写下的每一

行诗歌、每一部小说，其实都是在回答提问，在交

卷，在加入一阕众生的合唱。”叶舟曾如是说。

“做艺术，越做心越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

的风格，希望一千年后看现在，也能看到这个时代

的特点。”敦煌彩塑制作技艺非遗项目省级传承人

杜永卫说。

扎根百姓：在烟火气中赓续文明
香火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走进古

凉州所在地武威市，一片雄浑古拙的汉风建筑群

架起“时空通道”，让游客们体验古人参加宴席、观

看乐舞、品葡萄美酒的生活，遥想历史上“河西都

会”的繁华盛景。

古今同框，历史与现实就这样勾连起来。回

望历史，有了丝路古道的百业兴旺，才有河西走廊

文化的大交流大繁盛。展望未来，文旅的深度融

合发展，为以文化人创造了新的条件。

“历史底蕴深厚，便是发展之所在。”甘肃省文

物局副局长仇健说。

河西走廊的古代文化，高雅而不高深，总是面

向大众。如今，河西走廊正以文化为纽带，邀海内

外游人共同体验丝路文化。

如今，一座座新的“文旅地标”，在河西走廊拔

地而起。

在张掖市临泽县，有一座以本土西游文化为主题

的河西民俗博览园——“高老庄”。游客不仅可以在

“高员外府”听戏曲、赏秦腔、观看西游文化和非遗展

览，还能亲身参与一出“猪八戒娶亲”的大戏。

进门处，一面西游砖雕影壁与土木结构的四合

院式院落相得益彰，体现了张掖独特的西游文化内

涵。其中影壁刻画的是张掖大佛寺的一幅壁画。壁

画中，“西游记”师徒四人与“救活人参果树”“大战红

孩儿”等故事情节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但与吴承

恩书写的《西游记》不同的是，壁画中的猪八戒被描

绘成任劳任怨、勤劳勇敢的形象，他主动为唐僧汲

水、为团队挑担，手里握的兵器是狼牙棒。

“壁画、传说、地名等共同构成了张掖西游文

化的遗迹。”张掖河西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办公

室主任葛风玲说，2022 年这里入选全国首批西游

文化研学基地。

在明长城西端起点的嘉峪关，坐落着全国唯

一以丝路文化为主题的方特乐园。九州神韵、敦

煌瑰宝、丝路奇遇……这座主题乐园容纳了河西

走廊最出彩的文化标签。在高逼真全景影像、增

强现实技术、融合轨道跟踪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加

持下，游客如梦如醉。

14 岁的朱荣轩体验完“丝路奇遇”项目后满脸

兴奋。他从小就喜欢历史，这场体验让他“乘坐”

大雁，“飞跃”畅游丝路，将古老国度的风土人情尽

收眼底。“高科技增添了历史的趣味，让人梦回汉

唐。”他说。

在古丝路重镇敦煌，受地处戈壁的敦煌悬泉置

遗址启发，创业者陈丽松在此开办了一家“沙州食

驿”。据汉简记载，汉代长安至敦煌共设驿站 80 余

处，悬泉置遗址是目前唯一可考的一处。该遗址出

土了大量实证中西往来的简牍文献。

“龟兹羊杂”“敦煌酿皮”“乌孙缸子肉”……36

个美食摊位将兴盛的丝路图景徐徐铺开，1800 个

灯笼齐亮，身处其中，一口品千里，一眼望千年。

“文化让商业有温度、有意思。”陈丽松说。在

她的想象中，敦煌的酒肆迎来送往各地商贾使团，

胡旋乐舞、丝竹齐鸣，成为旅人漫漫旅途的慰藉。

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焕发时代华彩，近年来

西部丝路游成为全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旅游线路之

一。从河西走廊 2023 年各大博物馆和“文旅地

标”的热度来看，平均旅游接待人次比 2019 年增

长约 50%。

仇健表示，文化旅游产业的勃兴带来了人的

流动，这必将带来思想文化新的交流，为催生现代

文明注入新的历史活力。

丝路古道文韵长，满目繁华遍地新。河西走

廊从历史中走来，正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时

代精神赓续血脉，以无比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

自信，昂首阔步踏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

征程。

（原载 1月 24日《新华每日电讯》）

丝 路 古 道 文 韵 长

这是 1 月 22 日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境内的巴尔斯雪山上拍摄

的祁连山脉及河西走廊景象。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范培珅 摄

2023 年 12 月 15 日，甘肃省敦煌市迎来降雪天气。雪后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银装素裹，景色

如画。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郎兵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