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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遇见绍兴》是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

指导，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敦煌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联袂出品，敦煌拾风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倾力摄制的人文纪录片。该片在央视

纪录频道首播以来，持续获得业界和观众的

好评，并引发热议。

该片围绕敦煌与绍兴这两座具有丰富文

化底蕴的古城，从石窟文化、书法文化、诗词

文化及文化传承等视角入手，深入挖掘和剖

析两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因，深情回

望千年文明历史，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

发掘出彼此奇妙的历史文化交集。通过实地

探访、文化访谈、情景戏剧、古今人物互动等

影像化手段，从新的思想维度，激活了观众的

文化记忆。

“双城”的碰撞与对话

《敦 煌 遇 见 绍 兴》开 篇 就 聚 焦“ 石 窟 文

化”，展现两座城市的石窟艺术成就，窥探中

国石窟艺术的多元面貌。1600 年前，敦煌僧

人昙猷从大漠出发，到 8000 里外的会稽郡，

也就是现在的绍兴，修习佛法，两座城市千年

的互动与碰撞由此展开。同时，两地的僧人

与工匠们，也创造出一南一北、风格迥异的石

窟艺术。敦煌地处沙漠，佛像制作就用木胎

泥塑，再以彩绘传神；而绍兴大佛则顺着采石

遗留的山势而凿，如绍兴柯岩的唐代弥勒石

像，悬于凌波之上，似被包裹在巨大的石茧之

中。不论是敦煌的莫高窟还是绍兴的古纤

道、古石宕，都同样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

的智慧与汗水，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共同塑

造出一个石窟艺术世界。

随后，纪录片引领观众走进敦煌和绍兴

的“书法艺术世界”，通过对比展现两地书法

艺术的独特风格和魅力，实现了敦煌与绍兴

跨越千年的书法对话。汉字，是人类历史上

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字。世界四大古文明

中，唯中华文明延绵至今，这很大程度上有赖

于汉字与书法的传承。敦煌的“草圣”张芝，

绍兴的“书圣”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

座高峰。王羲之称赞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

墨，好之绝伦，吾弗及也”，敬慕之余，王羲之

也延续了张芝墨池的传统。这部纪录片中，

不论是王羲之对张芝的遥赞与承继，还是敦

煌经生们对“二王”的追捧，都可以从中洞见

南北书风的兼容互动。

纪录片中，文学世界的敦煌与绍兴，以

山水为媒，两座城市，两条诗路。一个是中

国山水诗的发源地，一个是中国边塞诗的主

阵地。该片通过对两地诗词文化的深度溯

源和挖掘，展现出中华诗词之美和背后巨大

的文化内涵，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

不 同 的 地 域 造 就 不 同 的 诗 风 ，该 纪 录 片 在

“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中找到了南

北精神世界的通道和链接，它超越了地理的

限制，呈现出诗词文学的至高境界。南宋诗

人陆游虽一生未到敦煌，却常在诗词中以玉

门关和阳关为意象，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诗仙李白既能在天姥山上写下“安能摧眉折

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千古绝唱，也

能 遥 望 敦 煌 ，抒 发“ 长 安 几 万 里 ，吹 度 玉 门

关”的豪情。敦煌和绍兴，早已超越了时空

的间隔，在诗歌的精神世界中相通，在历史

的文化表达中交融。

文化的互通与共鸣

山水有别，文化无疆。敦煌与绍兴的相

遇与相连，究其根源，不应该仅仅是历史的巧

合与偶然。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城市之间地

域文化差异很大，但在中华文明孕育、生长、

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它们命运相通、文脉

相连。因此，如何对承载着中华民族基因和

血脉的历史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成为纪录

片深入探讨的核心命题。

影 片 中 ，无 论 是 对 敦 煌 莫 高 窟 的 保 护

和 研 究 ，还 是 对 绍 兴 乌 篷 船 、黄 酒 、越 剧 等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传 承 与 发 扬 ，都 体 现 出

中 华 民 族 千 百 年 来 对 自 身 文 化 的 尊 重 、热

爱和坚守。正如影片中所述：“藏有 5 万多

件 文 献 的 藏 经 洞 ，犹 如 一 个 包 罗 万 象 的 中

古档案馆，每一件文献的背后，都是深邃的

历 史 和 文 化 。”敦 煌 藏 经 洞 中 的《五 印 度 用

甘 蔗 造 砂 糖 法》残 卷 ，虽 区 区 300 字 ，却 是

目 前 仅 存 的 蔗 糖 制 作 史 料 。 正 是 这 份 残

卷，引发季羡林对中印制糖史的研究，遂用

17 年 的 时 间 写 出 近 80 万 字 的《糖 史》。 据

专 家 推 测 ，这 一 份 制 糖 残 卷 之 所 以 出 现 在

不 产 甘 蔗 也 不 制 糖 的 敦 煌 ，正 是 由 于 熟 悉

制糖法的绍兴人将其带到敦煌，而这在《玄

奘 传》里 有 详 细 的 历 史 记 录 。 这 一 卷 残 卷

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古人的制糖方法，更

是跨越时空和地域局限的先人智慧和文化

传 承 。 此 外 ，对 于 敦 煌 莫 高 窟 的 保 护 与 研

究，敦煌和绍兴也颇有渊源。

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一个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甘肃敦煌和浙

江绍兴，这两座看似在环境和距离上都相差

甚远的历史文化名城，却被海陆两条丝绸之

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古至今，上演着穿越千

年的血脉交融与历史传承。《敦煌遇见绍兴》

以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为轴，以丝绸之路为引，

通过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叙事手法，展现出两

座名城的文化互通与共鸣。纪录片抛开单纯

的实录，以丰富的手法和创新的观念、纯熟的

视听、精美的画面打动观众。并在此之上，激

发起观众对于文化融合与文化传承的深入思

考。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如何与

现代结合，持续推进文化创新实践，持续创造

出新的文化形态，已成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

又一重要使命。

（本文配图均为《敦煌遇见绍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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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敦煌遇见绍兴》——

穿越千年的文化交融与传承

敦煌和绍兴作为中国的两座历史文化名

城，世人皆知，但极少有人了解这两座城市之

间的历史渊源和彼此关系。

4 集纪录片《敦煌遇见绍兴》分别从敦煌、

绍兴的石窟文化、书法文化、诗词文化及文化

传承四大板块入手，以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为

轴线，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深入挖掘两座城市

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用奇妙的历史

交集和古今人物互动，唤醒城市文化记忆。

第一集《丝路双生》

敦煌与绍兴渊源深厚。

敦煌莫高窟是石窟艺术从西域向中原、

南方传播的重要节点，而绍兴新昌有中国南

方仅存的南朝大佛。“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

中国式审美的源头，正是来自南朝。

14 世纪后，丝绸之路渐趋衰落，莫高窟停

止开窟。

16 世纪后，融汇儒释道精髓的“阳明心

学”从会稽山破茧而出，成为复兴中华文明的

新生力量。

第二集《书法双圣》

草圣张芝生于敦煌，书圣王羲之成名于

绍兴。而王羲之一生心慕手追的偶像，恰是

张芝。

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终于练成连

绵跌宕的“一笔草书”。草书的诞生，让中国

汉字书写变成了一门独立的抽象艺术——书

法。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

序》，是中国书法的里程碑，其艺术高度至今

无与伦比。

从王羲之遥赞张芝，到敦煌唐代经生追

捧“二王”，敦煌和绍兴的这场千年书法对话，

犹如南北两城的一次热烈而持久的精神拥

抱。南北书风兼容互动，共同铸就了中国书

法的黄金时代。

第三集《山水之远》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中国山水画源起于东晋顾恺之，但魏晋

至唐的山水画真迹鲜存于世。敦煌莫高窟大

量的晋唐山水画，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的空白。

中国山水诗的鼻祖是东晋会稽人谢灵

运。《全唐诗》中有 451 位诗人在会稽一带留下

1505 首诗作。吟出一条“浙东唐诗之路”。

巧合的是，在天姥山上纵情山水的大诗

人，同时也是唐代边塞诗的主力军。《全唐诗》

收录边塞诗两千多首，几乎撑起了唐诗的半

壁江山，敦煌阳关和玉门关成为频频出现的

关键词。

第四集《何为故乡》

藏经洞中署名“山阴文人张俅”的文书面

世，让一位晚唐归义军时期在敦煌任职的绍

兴文士张俅浮出水面。直到 88 岁时，他还在

敦煌开坛讲学，守护着中华文化的根脉。

会稽文人守护敦煌文脉的故事一直延续

到当代。

先秦隶属会稽郡的杭州，是敦煌研究院

首任院长常书鸿和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的故

乡。他们身上融合了百折不挠的越人精神。

何为故乡？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我心归处是敦

煌。”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说：“如果真的有来

世，我将还是常书鸿，还要去敦煌。”

《敦煌遇见绍兴》分集概要

舞剧作为一种独

立的艺术形式，是以

舞蹈作为主要表达手

段的舞台剧。让舞剧

作品通过电影、电视

等艺术表达形式传递

给千家万户，让广大

群众都能看到，《只此

青绿》做到了。2021

年，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舞绘〈千里江

山图〉》登上各大剧院

的舞台，进行全国巡

演 ，社 会 反 响 热 烈 ；

2024 年国庆档期，根

据这一舞剧改编的电

影《只此青绿》，在全

国院线上映，再展舞

蹈影像的新气象。

这一新气象首先

“新”在电影《只此青

绿》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新传播。《千

里江山图》不能展出

的日子里，舞蹈艺术

工作者想到用舞蹈的

形式对这一传世画作

进行表现。他们选择

在舞台上进行大型演

出。但是大型舞蹈诗

剧的演出对于剧场的

要求是很高的，由于

层高、面积、设施、技

术等的限制，舞蹈诗

剧只能去到有限的城

市和剧场演出，依然有很多人无法看到它。此次电

影工作者和舞蹈工作者联手，拍摄电影《只此青绿》，

让全国观众都能在大银幕上一睹国宝的风采，感受

到人物的品格、文化的魅力。

这一新气象还“新”在电影《只此青绿》对舞蹈艺

术的创新表达。这是一部典型的舞蹈影像作品，它

不是机械地复制或记录舞台上的表现，而是对原舞

剧作品进行了影像化的再创作，使它拥有了属于舞

蹈影像本身的艺术生命。影片中很多优美的意境，

由摄影机与舞蹈演员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增加了舞

蹈的可观赏性和视觉冲击力。两位导演在创作过程

中，对部分舞段进行调整与优化，又将此结晶回馈于

舞台的演出，舞蹈影像为舞蹈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多

元艺术碰撞下的滋养。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专业的一名毕业生，

我一直致力于让更多人走近舞蹈、了解舞蹈，其中

包括借助影视的力量从事与之有关的多项工作，对

舞蹈影视化作品的创作进行探索。例如，在古装电

视剧《甄嬛传》的拍摄中编排“惊鸿舞”，参与电视综

艺节目《舞千年》等。在这一过程中，我深知影视领

域面临着制作成本高、收视率或票房压力大等问

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依旧有很多人士为舞蹈

的传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次《只此青绿》能够

被拍成电影并且在全国上映，难能可贵。它为舞蹈

提供了在影院中与全国观众相遇的难得机会，很多

人在观看完电影后，在家人和朋友中引发对舞蹈之

美的口碑传播效应，这得益于电影工作者和舞蹈工

作者的魄力与合力。

传统舞蹈的表现内容很多时候都涉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需要当代的表达。传统舞

蹈的传播方式也是传统化的，但是在各类媒介纷纷

涌现的今天，传统的传播方式也到了一个需要飞跃

的时代。电影《只此青绿》无论是以电影艺术的形

式实现的创作上，还是以电影宣发的方式实现的传

播上，都体现了舞蹈一直在变化发展的美学方式、

传播方式。

与此同时，无论是一种艺术样式本身要实现与时

俱进的发展，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实都是要在守住自己的“根”的情

况下再去创造发展。令人欣喜的是，电影《只此青绿》

做到了守住舞蹈文化的“根”。它不忘这个本来，以非

语言文字的意会式舞蹈为本体，运用古典舞蹈艺术独

特的语汇、身韵、道具，在此基础上吸收了电影、诗歌

等舞蹈以外的各种艺术形态，实现了镜头与舞蹈的相

互成就，正因如此才能够真正拥有强大的力量面向大

众、面向未来。

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类似于《只此青绿》这样的

舞蹈影视化探索，助推创作活力的涌现，不断让这种

类型的作品直击观众的眼睛与心灵，培养观众对舞

蹈的审美习惯，实现舞蹈艺术的跨界“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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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只此青绿》海报

敦煌鸣沙山

敦煌阳关绍兴鉴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