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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曹立萍

千百年来，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

架起了一座东西方友好往来、文明交流的

重要桥梁，是世界文明进程中最为辽阔壮

丽的一道风景。

9 月 20 日至 24 日，由省文旅厅、省文

物局主办，省博物馆承办的“交响丝路·多

彩华章——丝绸之路文明展”在敦煌国际

会展中心亮相。

作为第七届敦煌文博会的重要展览之

一，丝绸之路文明展通过《肇启》《融通》《华

章》《流韵》4 个篇章，展示东西方文化的交

融与碰撞，展现在甘肃大地留下的无数璀

璨瑰丽的历史文化艺术珍品。

走进展馆，首先来到了展览的第一篇章

《肇启》。这一篇章分“大河文明”和“金声玉

振”两组进行展示，陈列了彩陶、玉石、黄金、

青铜等不同类型的文物珍品和文物复制品。

波浪纹彩陶盆、四圆点弧线纹双耳彩

陶壶、黑白彩弦纹双贯耳彩陶罐……“大河

文明”陈列区中，一个个图案绚丽、花纹精

美的马家窑文化彩陶令人惊艳。

“甘肃是中国彩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甘肃彩陶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

格著称，特别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被誉为‘彩

陶艺术的巅峰’。”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副

主任王岚介绍。

在“金声玉振”陈列区，倒钩铜矛、月牙形

金挂件、嵌绿松石铜壶、铜立鹿牌饰等不同类

型的展品整齐排列。其中，一组大小不一的

蜻蜓眼琉璃珠格外引人注目。这组蜻蜓眼琉

璃珠以单色玻璃珠作为胎体，上面不同颜色

的花纹，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更加精美绝伦。

继续沿着参观路线，来到展览的第二篇

章《融通》。这一篇章，主要展现自汉代张骞

出使西域，中原王朝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丝绸之路更为

通畅，沿线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更加繁盛的景象。

居延里程简和悬泉里程简详细记录了从长安到敦煌的丝绸

之路东段路线、驿使图画像砖生动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驿使驰

送文书的情景……一件件展品，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和技

术交流交融的生动再现。

从第三篇章《华章》展出的系列珍贵文物中，可以看到，随着

唐代中原王朝设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经略西域，丝绸之路

达到鼎盛时期。

北魏时期的石造像塔、唐代的石雕菩萨身、北凉承玄二年

“高善穆”石造像塔等展品，展现了诞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通过

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并日益本土化、中国化；

唐代的金盒、玻璃鸟形器、三彩凤首壶、彩绘牵驼胡人俑等

展品，展现出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商业贸易日渐繁盛，东西方

文化交流更加紧密。

展览的第四篇章是《流韵》。这一篇章主要反映随着中国经

济重心的南移和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路

线转移到了海上，但是陆路丝绸之路依然起着多元文化交流、促

进民族共荣的重要作用。

陈列着花卉纹青花玉壶春瓶、景德镇粉彩人物盆、玻璃带

板、景泰蓝像耳形尊……《流韵》展区的展品，揭示了丝绸之路不

仅是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路线，也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

重要通道。

站在展厅中央，环视一件件珍贵文物，仿佛无声诉说着这条

横跨欧亚、纵贯古今的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生动呈现了不同文

明之间交流互鉴、兼收并蓄、共同发展的千年史诗，深刻揭示了

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相互影响的历史脉络。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丝绸之

路激荡起诸多文明碰撞与交融的火花，成为世界文明演进长卷

中跨越地域最宏阔、历史最经久、多元文化融合最精彩的华章。

来敦煌看展。看，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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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月，敦煌。敦煌国际会展中心

B馆一层B1展厅，敦煌韵味鲜明。

作为第七届敦煌文博会文化展览，敦

煌研究院“典范”“高地”成果展在这里举

行。一张张生动的图片、一段段简洁的文

字、一组组真实的数据，铺展开一幅“文物

保护 学术研究 传承弘扬”的历史画卷。那些

承载着时代记忆、镌刻着时代温度的画面与现

场，吸人眼球，引人驻足，令人深思。

“典范”“高地”，这两个内涵厚重的词语，

在这里有了生动、具象的诠释。

2019年 8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

察，首站来到敦煌莫高窟。习近平总书记在敦

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5 年来，敦煌研究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砥砺奋进，奋力书写时

代答卷。

《序》《千年永续》《美美与共》《显学大成》

《继往开来》《文创工作》……走进展厅，移步

换景，看展就像听一场时代答卷的无声汇报。

（二）

2019 年开始组建，2023 年通过建设任务

验收。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开展文

化遗产学基础理论、病害科学表征与劣化机

理、保护材料与技术等 8个方向的研究，在重大

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提

升了甘肃省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技创新水平；

2020 年，建成我国文化遗产领域唯一的

全气候大型物理模拟平台——多场耦合环境

模拟实验室。在这里，时间可以被“加速”，像

干旱环境，模拟一个年周期仅需四五十天时

间；在这里，四季可以被“叠加”，一年四季中

风、霜、雨、雪、日照等各种气候条件下遗址变

化情况悉数可控。这项重大发明，大大缩短

了研究时间，为文物保护争得宝贵的时间。

2022 年，创办石窟寺与土遗址保护领域

首个专业学术期刊——《石窟与土遗址保护

研究》。截至今年 8 月，发表学术论文 90 篇。

2024 年，建成遗址保护物理仿真实验室，

进一步完善了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创新

体系建设。

图文并茂，清晰再现莫高窟第 130 窟保

护修复及数字化保护工程、援缅甸蒲甘他冰

瑜寺修复等项目的整个过程，专业、程式、繁

杂、细致，既是多学科交融的力量，更是用心

守护文化瑰宝的见证。

展厅一角，莫高窟第 57 窟整窟被三维重

建艺术复原。走进“洞窟”，无论整窟型制与

大小，还是壁画色彩与肌理、彩塑造型及神

韵都很逼真。这是“数字敦煌”的魅力。

平台建设、法律法规、国际合作、研究成

果、技术推广、一院六地石窟监测预警体系、

莫高窟风沙治理体系、数字敦煌……这是敦

煌研究院建院 80 年来“千年永续”的生动写

照，也是“典范”建设的发展脉络。

（三）

经过 80 年发展，敦煌研究院也已发展成

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最大实体。

5 年来，敦煌研究院砥砺深耕，在石窟艺

术、石窟考古、敦煌文献等学科领域取得了一

批具有国际、国内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

出版《敦煌艺术大辞典》《敦煌石窟全集·

第二卷：莫高窟第 256、257、259 窟考古报告》

《甘肃藏敦煌文献》（1-12 卷）等学术专著 10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640 余篇，13 项学术成果

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

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敦煌石窟文献释录

与图文互证研究”“敦煌河西石窟多语言壁题

考古资料抢救性调查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 60 多项。

举办“敦煌论坛”“敦煌读书班”等高水平学术

交流活动100余场；上线“敦煌学研究文献库”，为

全球敦煌学研究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资源服务；

《敦煌研究》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

奖）”，已成为国际敦煌学最权威的学术阵地。

……

一场场学术会议、一项项考古成果、一本

本学术专著、一幅幅临摹画作、一个个复原项

目……顺着展厅一路看过，敦煌研究院建院

80 年来“显学大成”的路径清晰可见，“高地”

建设的奋进历程脉络了然。

“‘保护 研究 弘扬’是系统工程，离不开每

一个‘莫高窟人’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每一个环

节的紧密链接。”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副主任王

慧慧告诉记者，展览突出了 5年来敦煌研究院为

建设“典范”“高地”，在石窟保护、学术研究和弘

扬传承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彰显了敦煌研究院

建院 80 年特别是近 5年来取得的成果，也呈现

了基础设施、人才建设、文创研发等丰富内容。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一 场 生 动 的 敦 煌 汇 报
——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成果展扫描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世界握手敦煌，丝路成就梦想。

数千年间，四方商贾、八方民众

或路过或驻留。如今，敦煌借文博

盛会，一次又一次吸引世界目光。

人类敦煌，心向往之。

9 月，文博之风吹拂，丝路古韵

浸染敦煌这座城市的街巷。敦煌

再一次准备好以热情拥抱世界。

（一）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

交流互鉴”“千年敦煌，如意甘肃欢迎

您”……敦煌机场、火车站，处处都能

感受到浓浓的节会氛围。敦煌东大

门的绿植也焕然一新，包含祥云、如

意、鸣沙山等敦煌元素图案的仿真植

物雕塑被鲜花簇拥，美丽大气。

9 月以来，敦煌市先后在文博

会场馆、城市街区摆放花卉 50 余

万 株 ，还 对 城 市 主 干 道 进 行 了 美

化、绿化、亮化，通过出租车、公交

车上的各类电子屏循环播放文博

会宣传标语，为第七届敦煌文博会

营造热烈氛围。

“此前，我们持续做好城区环

境清洁、美化提升、景观打造等工

作，开展‘美丽敦煌我来绘’公益活

动，将敦煌壁画中的藻井、器乐等元

素，绘制在城区主干道的墙面、地

面、通信箱体，把敦煌文化展示在方

方面面、角角落落，让广大宾客目之

所及，都能感受到‘千年一眼、一眼

敦煌’的独特魅力。”酒泉市委常委、

敦煌市委书记王彦群说。

“敦煌文博会提高了家乡的影

响力、美誉度。听到来自世界各地

嘉宾和游客的赞美，我感到自豪。”

敦煌市民王静静说，今年，全市喜

迎敦煌文博会的氛围更浓，城市环

境越变越美。

第一印象，温暖而可亲。人们三两相聚、举起

手机，与敦煌合影。

千余年来，鸣沙山鸣响不息。

距离鸣沙山不远处，近几年新建成的宫殿式建

筑庄严矗立，这是圆满完成六届会议服务保障任务

的 敦 煌 文 博 会 永 久 性 场 馆—— 敦 煌 国 际 会 展 中

心。第七届敦煌文博会期间，将在这里举行开幕式、

敦煌论坛、文化展览、文艺演出等活动。截至 9 月

20 日，本届敦煌文博会各展厅布展工作已经完成，

除了展馆工作人员，提前到达的各地嘉宾、记者也穿

梭其中，抢“鲜”探馆。

（二）

据了解，第七届敦煌文博会期间将重点举办敦煌

研究院“典范”“高地”成果展、丝绸之路文化融合展、非

遗及文创精品展、美术精品展、中国乌拉圭摄影艺术交

流展等 5项展览，集中展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弘扬成果，以及甘肃文物精粹、非遗及文创精华和书画

摄影艺术作品。同时，敦煌市将自主举办丝绸之路“敦

煌杯”创意设计大赛暨工美文创设计大赛和第七届

“china·中国”（敦煌）陶瓷艺术设计大赛入围作品展。

位于敦煌国际会展中心 B 馆一楼的非遗及文

创精品展展厅里，敦煌石粉彩绘技艺非遗传承人侯

杨红正在进行活态化技艺展演演练，“与往年静态

的作品展览不同，本届敦煌文博会，我将带 5 位徒

弟分别进行和泥、弹线、定型、上色等动态演示，复

原古代匠人制作敦煌壁画的过程。”

美术精品展占地 1300 平方米，将展出国家画

院 10 多位著名艺术家在河西走廊采风创作的 30

余幅作品，以及近 80 幅历届“朝圣敦煌”全国美术

作品展的经典作品。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是国内唯一

以“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

会。2016 年以来，敦煌文博会已成功举办六届，已

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敦煌文化

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扩大文化对

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

（三）

倒计时 2 天！倒计时 1 天！人

们数着日子，盼着第七届敦煌文博

会开幕。人们更是赶着步子，走快

走稳第七届敦煌文博会筹备工作

的每一步。

敦煌国际会展中心 A 馆一楼

国际厅内，会场桌椅和各类标牌摆

放整齐划一，工作人员反复检测、

调试会场重点设施设备；会议服务

人员实地模拟演练，不断熟悉会议

流程，规范服务标准。

“我们秉持高标准、严要求、精细

化的原则，从展区布局、会议服务、宣

传推广等方面推进，全力做好敦煌文

博会服务保障工作。”敦煌文博投资

有限公司会议场务主管赵璇说。

展馆内日益充盈，敦煌大剧院

也渐渐热闹起来。融合了现代科

技与传统文化元素的敦煌大剧院，作为敦煌文博会

文艺演出的主要场地，成功保障了历届敦煌文博会

的文艺演出。

“我们对舞台音响、灯光、视频、机械设备等进

行了全面升级，确保达到最佳的演出效果。”敦煌文

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绎华说。

第七届敦煌文博会期间，一批展示敦煌文化、

传承丝路精神的文艺演出将在敦煌大剧院轮番上

演，“活态”展示敦煌文化艺术之美，让璀璨敦煌之

美走出洞窟、走向世界。

大型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取材敦煌壁画，讲

述“妙善救父”化身“千手千眼观音”的民间故事，历

来广受欢迎。今年，首次被列入敦煌文博会文艺演

出项目。为此，主创团队在剧情、舞蹈编排、乐器搭

配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升级，使整场剧目更加凸显敦

煌文化元素；同时，对演职人员的服装服饰、演出妆

容、舞台秩序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完善，力求以全新

的舞台效果为中外与会嘉宾带来精彩视听盛宴。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敦煌文博会还

将举行香港歌剧院“狮子山下·香港与敦煌在一起”

音乐会、“相约敦煌”国际文化交流演出等多场演出，

邀请来自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艺术家联袂演出，荟萃丝路文艺精品，讲述丝路精

彩故事，彰显丝路文化的厚重灿烂和兼蓄包容。

这些日子，远方的客人陆续走进敦煌。在展

馆、在剧院、在敦煌的街头巷尾，感受民俗风情，聆听

历史余音，细看敦煌延续繁华。杏皮茶、驴肉黄面、

胡羊焖饼、沙画瓶、微雕葫芦、木雕画……敦煌夜市、

各个市场门店，也留下他们的串串足迹与由衷赞叹。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第七届敦煌文博

会将加强文化交流合作，传承弘扬丝路精神，为“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人民文化融合、思想融汇、

感情融通搭建桥梁，注入更加深厚的文明力量。

相聚千年敦煌，共享丝路文明。如意甘肃再次

迎来八方宾朋，同奏文化和音。

敦煌，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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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第七届敦煌文博会“匠心传承·创意绽放——非遗及文创精品展”布展完成。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冯乐凯摄

9月 19日，“南北之光”中国乌拉圭摄影艺术交流展开展。

9月 20日，“相约敦煌”国际文化交流演出在敦煌飞天剧院上演。

9 月 20 日，敦煌研究院“典范”

“高地”成果展布展完成。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