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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甘肃日报社记者施秀萍同志把她新出版的《念

念敦煌》一书（甘肃教育出版社 2024 年 9 月版）郑重赠送给我。说实

话，这些年来，我因为主持《读者》杂志的编辑工作，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

的赠书，书作者有大作家，也有小写手；有些是认识的，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的。

我常常想，这也许就是当编辑的一个福利吧。这些书都在扉页上有着真诚的签

署，我把它们归类统一放置在一个书柜里。闲暇时便翻翻，发现感兴趣的就抽

出置于案头，断续阅读；而更多的我就把作者的这份美意悉心收藏好。但是，当

《念念敦煌》递到我手上时，我便决意要好好读读，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说有三

“熟”：作者熟、敦煌熟、书里写的人物“熟”，我要看看我熟悉的作者怎么写我熟

悉的敦煌和敦煌人。

黄元帅

羊肉泡馍

陇上非遗

在各类图书中，我挺喜欢记者著述

这个品种。这类书，大家最容易想到的

肯定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范长江

的《中国的西北角》。近些年来，国内一

些记者的采访纪实作品如何润峰的《现

场》，吕强的《尼罗河开始流淌》，张兴军

的《断裂与新生——一位中国记者笔下

的印度日常》，柏琳的《边界的诱惑——

寻找南斯拉夫》等也获得了广泛好评；白

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切尔

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更是

获得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记

者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五个字：走、看、

问、思、写，抵达和记录本身就是意义，而

因为工作，对某个领域产生兴趣，进而做

更深入的采访探索和研究，形成系统性

的成果，就更具有传播价值。

记者施秀萍走进的，是敦煌莫高窟。

施秀萍自 2009 年开始从事文化报

道，如扎根大漠的莫高窟人一样，对莫高

窟、对敦煌有着深深的热爱和眷恋。她

长期关注敦煌，书写敦煌，16 年时间里，

采写了很多关于敦煌莫高窟的稿件。是

本职工作，但我更分明看到了一种文化

魅力、精神感召和主动作为。作者不是

简单地完成一次又一次采访报道任务，

而是以对敦煌的念念深情、对敦煌文化

的盛大礼赞，对敦煌守护弘扬者的莫高

精神的开掘颂扬，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

肠的交响诗——“敦煌组歌”。这里，有

跨越千年的沉重的历史回响，有近代以

来一代代莫高人的砥砺奋进，而贯穿其

中的主旋律则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

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莫高窟必须被浓墨重彩地书写。一

千 多 年 的 历 史 长 度 ，2000 余 尊 精 美 塑

像，4.5 万平方米多彩壁画，492 个洞窟，

6 万 多 件 文 献 遗 书 ，丰 富 、博 大 、精 美 。

1987 年，莫高窟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

全部 6 项标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据苏伯民院长介绍，全世界符合全

部六项标准的只有威尼斯和莫高窟）。

关于敦煌，季羡林教授说：“世界上历史

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

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

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

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

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被称

为“世界的敦煌”“人类的敦煌”，当之无

愧。我想，这是施秀萍念念敦煌的最主

要内因。

《念念敦煌》有三个单元：典范与高

地，千年莫高，可爱的敦煌人。在我看

来，这就是这曲组歌的现实篇、历史篇和

精神篇。

“ 现 实 篇 ”翔 实 介 绍 了 敦 煌 莫 高 窟

遗存保护、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弘扬

的现状。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敦煌研究院，强调要努力把研究院建

设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

学研究的高地。五年过去了，莫高人不

负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典范与高地”的

目标初步实现。说起敦煌学，大家都熟

知这么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

国外。”敦煌学的诞生，肇自莫高窟藏经

洞的发现，1925 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

郎首先提出，1930 年陈寅恪有意识地多

次使用，标志着敦煌学正式诞生。敦煌

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敦煌石窟艺术

和敦煌遗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敦煌

文化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

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

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

产物。按理说，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

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事实是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研究处于相

对落后的状态。《念念敦煌》以大量的采

访全景式描述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经

过 百 余 年 的 不 断 探 索 和 挖 掘 ，呈 现 出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高地在敦

煌研究院”的现实。敦煌学研究已经向

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发展，不止于文献

和艺术研究，通过全方位多维度挖掘和

阐释敦煌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进一步拓展

了人文社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敦煌

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是中国文化自

信的生动诠释。

相比学术研究，保护肯定是更为急

迫的事。莫高窟营建逾千年，自然气候、

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至清末

已处于极度颓废的状态。民国以来，虽

然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奔走，政府亦略有

作为，但也就是停留在看护层面。《念念

敦煌》用大量篇幅记录了近些年来在经

费投入、政府支持、科技进步、人才培养

等加持下莫高窟保护利用取得的巨大成

就。可以说，作为世界级文化实物遗存

的莫高窟已经转危为安，状态稳定。数

字技术广泛运用，预防性保护和修复技

术达到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水平，还走

出国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

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和中国方案，其

形成的兼顾开放和保护的“敦煌经验”，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念念敦煌》的第二个乐章，是作者

2016 年为莫高窟创建 1650 周年奉献的

14 篇系列特别报道。作者从公元 366 年

乐僔在三危山敲响的第一声锤音写起，

详细梳理了莫高窟的营建、兴盛、沉寂、

劫难到再度辉煌的曲折历程。这是一个

可以独立成篇的“莫高窟小史”，更是一

曲 令 人 击 节 、感 喟 、叹 惋 、振 奋 的 咏 叹

调。作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和鲜活的人

物采访相互印证，吸收了被学界公认的

研究成果，在客观的叙述中渗透着深入

的思考。比如关于藏经洞文献流失，过

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义的谴责多，客

观理性的史实还原少。《念念敦煌》抽丝

剥茧，详细梳理归纳了王圆箓贱卖敦煌

遗书的三大原因：政府不理、经济需求、

信仰吻合。比较客观地还原了百年前发

生的那悲剧性一幕，也折射出近代中国

积贫积弱的史实。读此章，我最大的感

受是莫高窟的命运就是中华文化辉煌、

式微、复兴的缩影，这也是作者带给我们

的最重要思考。

《念 念 敦 煌》的 第 三 部 分 ，是 献 给

“最可爱的莫高人”的赞美诗。这些最

可爱的莫高人，是几代人，是一群人，又

是最具个性而又鲜活的一个人。他们

升华了一种精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

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成为时代精神的

重要标签。这些莫高人，有我们熟知的

莫高先驱常书鸿，开拓者段文杰，“时代

楷模”樊锦诗；也有我熟悉的赵声良、苏

伯民，还有我曾作为编辑为其出版《敦

煌飞天》的范兴儒等。作者怀着深深的

敬意，将他们的坚毅、执着、使命意识谱

写 出 来 ，成 为 敦 煌 魅 力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其中，作者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大国

工匠李云鹤的故事，令人敬佩不已。李

云 鹤 ，一 个 高 中 未 毕 业 的 山 东 小 伙 ，

1956 年来到敦煌，从此扎根于斯，在六

七十年的时间里，只干着一件事：修复

伤病缠身的壁画和塑像。从最初的一

窍不通，到不断尝试、摸索、创新，再到

技艺炉火纯青，最终成为石窟类壁画修

复界的“一代宗师”。因为心在莫高，他

没有因名逐利华丽转身成为艺术家，而

是守着千年洞窟，用一生成为一名“传

世匠人”。李云鹤的故事让我想起《读

者》刊登过的作家周涛的一篇文章：

《一 生 只 能 做 一 件 事》，而 对 于 芸 芸

众 生 来 说 ，哪 怕 是 一 段 时 间 内 心 无

旁骛地做好一件事，也就够了！

《念念敦煌》是新闻工作者

献给莫高窟的一瓣心香，是一曲

高 扬 着 主 旋 律 的“ 敦 煌 组

歌”。一念，是敦煌；再念，还

是敦煌。愿所有读这本

书 的 人 都 能 像 作 者

一样，成为传播和弘

扬 敦 煌 文 化 的

“敦煌人”。

在曲子戏里 遇见敦煌

敦 煌 曲 子 戏 起 源 于 隋 唐 、五 代 甚 至

更 早 。 敦 煌 藏 经 洞 出 土 的 遗 书 中 的“ 敦

煌 曲 子 词”“ 敦 煌 变 文”和“ 小 调”当 是 敦

煌 曲 子 戏 的 鼻 祖 ，而 曲 子 戏 正 是 它 们 的

发 展 。 它 的 唱 腔 属 联 腔 体 ，由 众 多 的 曲

牌 连 缀 而 成 ，于 清 雍 正 年 间 ，因 有 大 批

移 民 迁 入 ，敦 煌 曲 子 戏 又 吸 收 了 西 北 秦

腔 、眉 户 以 及 甘 肃 各 地 曲 子 戏 、民 歌 中

的 各 种 曲 调 、艺 术 成 分 ，在 单 一 的 说 唱

基 础 上 ，经 过 与 敦 煌 民 间 音 乐 文 化 的 相

互 融 合 ，在 剧 目 、演 唱 形 式 等 方 面 逐 渐

形 成 了 独 特 的 风 格 ，亦 称“ 小 曲 戏 ”“ 小

调 戏 ”“ 老 眉 户 ”等 。 2006 年 ，敦 煌 曲 子

戏 被 国 务 院 公 布 为 首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

敦 煌 曲 子 戏 的 角 色 主 要 有 生 、旦 、

净、丑四大类，乐器主要有三弦、板胡、二

胡 、扬 琴 、笛 子 等 ，表 演 形 式 主 要 有 舞 台

演出和地摊坐唱两种。其中舞台演出俗

称“ 彩 唱 ”，舞 台 表 演 有 文 武 场 面 和 服 装

道具，道白用当地方言，表演要求旦角扭

得 欢 快 ，走 得 漂 亮 ，舞 蹈 轻 盈 活 泼 ，形 象

生动，丑角则需幽默诙谐，滑稽伶俐。

地 摊 坐 唱 俗 称“ 清 唱 ”，它 不 受 演 出

场 地 的 限 制 ，也 不 需 服 装 道 具 ，只 要 唱

者 嗓 子 好 、唱 调 准 、曲 调 多 、板 路 稳 即 可

入座献唱。

敦 煌 曲 子 戏 剧 目 题 材 广 泛 ，内 容 丰

富 ，其 作 品 主 题 多 歌 颂 真 善 美 ，鞭 挞 假

恶 丑 ，富 有 教 育 意 义 。 有 反 映 劳 动 人 民

的 生 活 场 景 题 材 的 ，如《磨 豆 腐》《小 放

牛》《打 草 鞋》《于 大 娘 钉 缸》《织 手 巾》

等 ；有 反 映 群 众 婚 姻 爱 情 题 材 的 ，如

《老 换 少》《兰 桥 担 水》《放 风 筝》《大 保

媒》等 ；有 反 映 神 话 传 说 故 事 的 ，如《闹

书 馆》《刘 海 砍 柴》《卖 道 袍》《八 洞 神

仙》《打 灶》等 ；有 反 映 历 史 故 事 人 物

的 ，如《访 白 袍》《麦 仁 罐》《花 亭 相 会》

《小 姑 贤》《怒 沉 百 宝 箱》等 ，十 分 精 彩 ，

久 演 不 衰 。

“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 ，一 方 水 土 也

孕 育 一 方 文 化 ”。 作 为 一 种 地 方 文 化 遗

产 ，敦 煌 曲 子 戏 是 敦 煌 地 区 人 民 在 长 期

生 产 生 活 实 践 中 创 造 出 来 的 一 种 艺 术

形 式 ，它 反 映 的 是 当 地 的 民 俗 风 情 、劳

动 场 景 、爱 情 生 活 ，乃 至 语 言 音 乐 等 。

其 语 言 也 都 是 从 群 众 的 日 常 用 语 中 提

炼 出 来 的 ，顺 畅 、自 然 、上 口 、形 象 。 且

多 用 敦 煌 当 地 方 言 演 唱 ，其 道 白 更 是 使

用方言，精练，简洁。

“ 岁 月 流 沙 踏 作 尘 ，喧 嚣 历 史 乐 留

痕 ”。 为 了 保 护 传 承 敦 煌 曲 子 戏 ，近 年

来 ，政 府 扶 持 ，民 间 团 体 、艺 人 们 一 面 积

极 排 练 ，参 演 传 统 剧 目 ，一 面 组 织 把 老

艺 人 唱 的 调 子 做 成 统 一 的 曲 谱 ，为 老 调

赋 上 新 词 ，实 现“ 老 调 新 唱 ”，真 正 做 到

了在继承中发展。

“ 茫 茫 大 漠 谣 ，悠 悠 敦 煌 曲 ”。 而

今 ，敦 煌 一 些 民 间 乐 班 还 在 旅 游 景 点 、

宾 馆 饭 店 为 中 外 游 客 演 唱 敦 煌 曲 子

戏 ，敦 煌 曲 子 戏 不 仅 传 播 着 优 秀 的 民

间 传 统 文 化 ，也 成 为 对 外 宣 传 敦 煌 的

一 张 名 片 。

文\杨堪旺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

众多的民族在此聚居，不同的民族文化又在这里相互交融碰撞，绽

放出绚烂多彩的文化之花，而敦煌曲子戏，便是绽开在艺苑里的一

朵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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