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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东泽

咚咚咚！

9 月 22 日 上 午 ，敦 煌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C 区二层突然传来了鼓声。循声走近一

看 ，来 自 山 西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霍 州 莺

歌传承人杨秦珍正敲着鼓，踏着舞步，甩

着头上的缠丝，伴随着铜锣的敲击声，唱

起了霍州莺歌。

在表演过程中，杨秦珍将头上的缠丝

伴随着鼓点的节奏甩出收回，独特而新颖

的表演方式吸引了前来参观的敦煌市东

街小学学生，他们围在周围，在鼓声停息

后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太有意思了！我能试试吗？”

旁边的一位学生想自己敲鼓试试。杨

秦珍递给他一柄鼓槌，同时作个示范。

一边敲击，一边嘴里“咚锵”地打着拍子，

看着学生认真的样子，杨秦珍也为他鼓起

了掌。

杨秦珍介绍，霍州莺歌历史悠久，是

集鼓乐、舞蹈、曲调和特技于一体的民间

艺术，表演形式层次鲜明、自成一体，将多

种角色的表演很合理地融合在一起，广泛

流传于山西霍州一带。这次来到敦煌文

博会，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这项艺术，同

时看一看甘肃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

互交流借鉴。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莫高窟，一处璀璨的文化瑰宝。

历经 1600 余年，莫高窟魅力依然，得益于一

代代莫高窟人毕其一生的接力守护。文物是历

史的见证者。文物保护对于敦煌而言，是传承历

史记忆的关键。

在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敦煌文物保护一

直在扎实推进。今天还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雕塑、

色泽鲜艳的壁画，得益于代代莫高窟人的赓续守

护。“守护敦煌是莫高窟人毕生的使命。”敦煌研

究院院长、研究馆员苏伯民动情地说，敦煌石窟

保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历史结束。

第二阶段，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崖体进行加

固，莫高窟的洞窟及崖体得到了有效保护。

第三阶段，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

作，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和科学技术。同时，制

定出台相应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形成了具有

国际水平的“莫高窟经验”。敦煌石窟逐渐成为

我国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典型。

“当前，敦煌研究院基本建成以保护和管理

并重，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数字化技术相结

合，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为保障的综合保护管理

体系。”苏伯民介绍。

实际上，过去二三十年里，敦煌研究院的技

术已经走出敦煌，服务一些全国的重要遗址保

护。短短几年时间，承担了将近上百项全国各省

的文物保护工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认为‘典范’就在于不仅能把自己的文物保

护好，还能为国内其他文物保护提供技术支撑。”苏

伯民介绍，目前，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三方面的保护

能力。一是壁画彩绘的保护和研究能力，二是岩体

的加固技术和水平，三是夯土城防工事。

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

80 年来，敦煌研究院代代学者前赴后继研

究敦煌学，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

窟历史等学科在学术界走在最前列。

“你如果不把石窟的内容搞清楚，其他人怎

么研究？”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坦言，敦煌

研究院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基本上摸清了莫高

窟每个洞窟的内容和时代，90 年代对莫高窟北区

进行全面清理，调查了 200 多个洞窟。后来对全

部洞窟都进行了研究，目前基本明确了每个洞窟

的功能、目的以及当初建成的基本情况，“最近，敦

煌研究院发布了两部考古报告，应该说在全国的

石窟考古研究方面具有典范作用。”

“要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敦煌研究院

的专家就要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走在前头。

同时创造更好的平台，团结世界各地的学者，共

同研究敦煌学。”赵声良说，近年来，敦煌研究院

专家深入研究敦煌学的各个领域，比如敦煌石窟

的考古研究、艺术研究，敦煌文献的历史学，文学

语言学，美学、民族学等，“种种努力就是要通过

自己的研究，带动世界的研究。”

研究敦煌学，不来敦煌怎么行？

“敦煌研究院积极搭建平台，依托学术交流

活动和创办的期刊等，集中发布世界范围内的敦

煌学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院刊《敦煌研究》是

目前敦煌学研究最权威的刊物，国内外研究敦煌

学都要参考。”赵声良介绍，敦煌研究院通过与国

内外学术机构建立合作联系，依托敦煌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敦煌学研究水平。目

前，已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高校建

立合作，国内与北京大学共建敦煌学研究中心，

与兰州大学共建敦煌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西

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都有着不同形式的合作关

系。为进一步推进石窟与土遗址等文化遗产的

保护研究，刊载科技考古、文物数字化等领域最

新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又创办了学术期刊《石

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

找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平衡

多年来，敦煌研究院在切实保护和管理好文

物的前提下，负责任地做好文化旅游开发，充分

发挥文化遗产地的重要作用。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雷政广介绍，针

对可开发的旅游资源，敦煌研究院对所管辖的洞

窟从容纳面积、病害情况和窟内环境等进行科学

评估，得出结论：具备开发条件的洞窟占总数的

20%左右。

“根据可开发的洞窟位置、艺术表现特点、时

代特征等情况，我们编排了 12 条参观线路。”雷

政广说，敦煌研究院还在石窟内布设监测预警系

统，利用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对洞窟的温湿

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微环境指标，以及客流分布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为了抢救敦煌石窟珍贵的文物信息，使之得

以永久真实地保存，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樊锦

诗提出敦煌石窟壁画数字化的宏伟设想。如今，

敦煌研究院完成了 295 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86

个洞窟的图像拼接，以及一系列洞窟和彩绘的三

维重塑。

“敦煌研究院还做了所管辖的西千佛洞、榆

林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北石窟寺等的数

字化工作。完成的数字资源已经超过 400TB 的

数据存储容量。”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

所长、研究馆员俞天秀介绍。

这些数据成果还推广到其他业务领域，比

如，考古报告、美术临摹、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了

让公众和研究机构能够便捷获取数字资源，敦煌

研究院打造了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

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全

球学者、文化爱好者，以及艺术创意者登录网站，

在线签约或授权即可快速使用。

如今，莫高窟景区已构建起单日总量控制、

门票网络预约、数字洞口展示、实体洞窟参观的

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保护和利

用的矛盾，成为目前不可移动文物单位开放利用

的一种有效模式。

敦煌故事 中国声音
——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建设集中采访速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于晓明

敦煌，时间的宝藏，岁月的沉淀。

敦煌，历史的回响，文明的灯塔。

敦煌，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80年来，敦

煌研究院致力于敦煌文化保护研究、传承弘扬、

展示交流，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铸就

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作出积极贡献。

9 月 22 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在敦煌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创新与发展：敦煌学研究的新

使命”集中采访活动，敦煌研究院有关负责人

围绕全力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

煌学研究的高地主题，回答记者提问。

采访活动中，中央媒体以及省内外主流媒体

记者针对文物发现与保护、敦煌学研究、数字化

建设、国际合作、文旅融合发展等内容与敦煌研

究院有关负责人交流，专家学者分享发展经验，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汇聚起创新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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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2 日 ，庆 阳

香 包 刺 绣 展 位 非 遗 传

承 人 给 孩 子 们 展 示 刺

绣技艺。

新甘肃·甘肃日报

记者 丁凯

▷9 月 21 日，参观者在“匠心

传承·创意绽放”——非遗及文创

精品展上拍照。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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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永萍

以匠心传承为本，以创意智慧为翼，在敦煌，

赴一场非遗与文创的融合盛宴。

古老非遗焕发新活力，“潮流”与“传统”碰撞

出新火花。走进敦煌文博会“匠心传承·创意绽

放”——非遗及文创精品展，一场跨越时空、融合

创新的文化盛宴徐徐展开。

展区内，分“指尖遗韵”“华彩敦煌”“国潮涌

动”“匠心雅艺”“绒化文博”和“中亚风情”六大板

块，共展出千余件非遗及文创精品产品，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创意的完美融合，充分展现

传统与现代的灵动交融和文化创意的勃勃生机。

活态展示 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

在非遗展区，众多非遗作品精美呈现，各显风

采。活态技艺展示吸引众多与会嘉宾与游客驻足

打卡、体验互动，与非遗传承人一同交流分享感受。

有色矿石、有色宝石、有色砂岩、有色土……

在敦煌石粉彩绘技艺展示区，陈列着五颜六色的

岩彩。敦煌古壁画技艺（石粉彩绘）代表性非遗传

承人侯杨红经过画稿设计、布局定位、线描、敷色

绘制等工序，正在泥板上绘制一幅精美的敦煌壁

画作品。

“敦煌石粉彩绘技艺作为古老的画种，由敦

煌地区历代民间画匠在汉民族和西域各民族绘

画技艺的基础上融合发展而成，其绘画颜料主要

取自敦煌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天然矿物质，绘画

作品色彩稳定、千年不变。”侯杨红说，作为非遗

传承人，能借敦煌文博会这个国际盛会平台，将

古老的敦煌石粉彩绘技艺展现给大家，让更多人

更深入了解敦煌壁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16 年前，侯杨红从山西来到敦煌支教，从此

和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幸运，能来敦煌看壁

画、画壁画，与敦煌相知相伴；很幸福，能在这里扎

下根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走进

敦煌。”侯杨红说。

“这个香包叫福寿三朵，装饰了桃、石榴和佛

手造型，传达祝福长寿的寓意。老虎、狮子造型

的香包象征勇猛威武……”庆阳香包刺绣展示

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左焕茸向游客介绍

道，庆阳香包刺绣，俗称“荷包”“耍活子”，或叫做

“绌绌”，承载了庆阳地区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这些香包制作得太精美了，我要买回去送

给长辈和朋友。”一位来自外地的参观者精心选

购了 18 个心仪的香包。

定西麦秆画展示区，一根根麦秸经过非遗传

承人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工艺，摇身变成装饰画、

书签、桌垫、扇子等精美的工艺品，吸引不少嘉宾

观众体验购买。

“麦秆画的主要材料来源于农村小麦秸秆，

利用麦秆的质地和自然光泽，经过漂、染、刮、烫、

绘画、粘贴等十几道工序后，摇身一变就能成为

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等麦草画。”草编麦秆画市级

非遗传承人冉小琴告诉记者，这次是自己时隔 7

年再次参加敦煌文博会，看到了很多国际宾客，

感受到敦煌文博会的规模和阵容越来越强大，希

望能借此平台，让更多人认识甘肃的非遗。

“真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太精美了！根

本无法想象这是用面粉做出来的。”在崆峒面塑

展示区，一组以敦煌榆林窟第 25 窟南壁《观无量

寿经变》壁画为原型的面塑作品，将传统壁画中

的平面图像转化为立体、生动的场景，引得大家

纷纷赞叹。

平凉市级面塑非遗传承人王小霞介绍，这组

面塑作品历时一年精心准备，经过不断的技艺改

进，面塑作品材质不易断裂，可长久保存。“我们

将非遗面塑技艺与佛教经变画艺术进行了深度

融合与创新，不仅让非遗面塑技艺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也是对敦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弘扬。”

磨面、和面、拉面、下面、捞面、端面……由临

夏州非遗传承人常天平制作的河州泥塑作品《牛

肉面》，用 21 位人物场景诠释兰州牛肉面早在清

朝就开始的工艺流程和制作场景，用泥塑技艺展

现了兰州牛肉面的传承与发展。

一把剪刀、一摞彩纸，一双灵巧的手不停忙

碌着，不一会儿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精美的剪纸艺

术作品。在平凉剪纸展示区，众多观众惊艳于这

项非遗技艺的精巧，纷纷排队体验非遗传承人现

场剪纸肖像。

珐琅彩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曹鸿雁从景德镇

带来了众多精美的瓷器展品，“不同于以往将宝石

镶嵌在器身表面的传统技术，我们创新宝石嵌烧

工艺，通过 100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宝石烧制

到瓷里面，让宝石与瓷器完美结合，并获得了国家

发明专利。”

创意十足 文创产品广受青睐

在文创产品展示区，形态各异、独具巧思的

文创产品，以丰富多元的创意为核心，呈现出独特

的魅力，为广大游客呈上了一道文化大餐。

“我要买黄芪，为自己‘打气’！”“我要买武都

花椒，寓意‘赢麻了’！”“我要‘人生顺顺果’民勤

人参果！”“兰州百合，造型设计真独特。”

在“绒化文博”展示区，人潮涌动，展台被围得

里三层外三层，由甘肃省博物馆根据馆藏文物和甘

肃特产延伸开发的毛绒玩具深受游客喜爱。

“我从‘绿马’就开始关注甘肃省博物馆文创

了，没想到这次在敦煌文博会能看到全套系列文

创，这些毛绒挂件不仅外形可爱，还有很多美好

的寓意；我买了好多当作礼物回去送朋友。”游客

陶英说。

来到国潮涌动展区，众多以文化旅游元素为

主要创意的摆件、杯子、文具书籍等展品映入眼

帘，这些产品结合了传统与时尚设计，以国潮元

素为背景，融入了国风及潮品 IP 元素。其中，以

敦煌元素为主创作的“丝路手信”运动滑板、“九

色鹿鸣”敦煌系列瓷器、飞天元素文创帆布包、小

摆件、香薰类等展品令人爱不释手，吸引了众多

国外友人的目光，冰箱贴、抱枕等产品被纷纷收

入囊中。

“这是兰州市博物馆研发的‘兰小五’数字文

创系列，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博物馆门上的瑞

兽，寓意纳福献瑞。”兰州市博物馆数字文创研发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道。

展区一侧，在丹霞色彩造型组合的展台上，

独具张掖文化元素的系列文旅产品，艺术再现了

七彩丹霞的魅力；3D 立体镂空笔记本、3D 立体纸

雕便笺纸等兼具创意和实用的文旅产品更是琳琅

满目，独具匠心和文化韵味，吸引嘉宾游客纷纷驻

足观赏选购。

“敦煌太迷人了，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真

让人大开眼界，一饱眼福。”这场文化交流盛会，恰

似一扇窗，打开了陇原非遗的满园好风光，也让陇

原多彩非遗“飞入寻常百姓家”“飞向广阔世界”。

一场非遗与文创的融合盛宴
——“匠心传承·创意绽放”——非遗及文创精品展特写

文博会上“莺歌”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