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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接力中传承莫高精神

纪录片《我守敦煌日月长》塑造了一群鲜

活立体的人物形象，摄制组通过长时间跟拍展

现研究院各类岗位工作人员的生活细节与匠

心气质，深描学术机构的独特魅力，关注当下

工作人员与老一辈敦煌守护者之间的文化传

承，通过展现人物故事和运用纪实美学手法，

引导观众深入了解敦煌文化，发掘莫高精神的

内核。

敦煌守护者，如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

等，用他们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共同缔造了莫

高精神的基本内涵。纪录片以满怀敬意的笔

触，细腻刻画了老一辈艺术家在幽深洞窟中潜

心雕琢艺术的身影。画面中，泛黄的历史照片

与今日洞窟的实景交相辉映，通过蒙太奇手法

巧妙地将往昔岁月与当下现实紧密相连，营造

出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他们所创造的艺术

作品，不仅是文物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桥梁，更

是激发年轻一代研究者创新灵感的源泉，让敦

煌艺术的璀璨光辉得以跨越时代，传承创新。

当下的年轻一代带着对敦煌的热爱和憧

憬，投身到守护敦煌的事业中，展现出了青春

活力与创新精神，例如美术研究所的雕塑家

们为了复原莫高窟 172 窟，埋首五年，他们的

专注和专业令人动容。保护所的年轻人在麦

积山与鼯鼠斗智斗勇，着力清除动物粪便对

石窟造成的污染，在平凡的工作中展现出了

对文物保护的执着与热爱，更体现了他们对

前辈们秉承的莫高精神的传承。治沙人长年

累月坚守户外，用草格子防风固沙，使得每年

进入窟区的积沙量减少 85%以上，他们用辛

勤的汗水筑起了敦煌石窟保护的自然防线。

正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

于担当、开拓进取的精神，铸就了莫高窟艺术

的璀璨与传承。

片中的解说词说：“人用泥土创造艺术，岁

月让艺术回归泥土，人又以泥土重塑艺术，后

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代代人都在这无穷

变化的简单组合里流连忘返，只要手里有敦煌

土，无论大师还是匠人，都能随时重启一次美

的旅程。”敦煌土，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艺术的

灵魂，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更是一种文

化的传承与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的

敦煌守护者们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影片中，

年轻的修复师们小心翼翼地对前辈的作品进

行修复、中学生用敦煌土体验做泥塑、专业学

生到雕塑工作室参观研学、对讲解员进行专业

培训以及培养小小讲解员……将敦煌研究院

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得以全面呈现。影片主

要聚焦于普通游客、研究院工作人员与石窟壁

画之间的丰富关联，发掘莫高窟的烟火气息和

时代特质。从老艺术家们的开拓奠基，到新一

代守护者的继承创新，每一代人都肩负着属于

自己的时代使命，他们在敦煌这片土地上默默

耕耘，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使其在历

史的长河中不断流淌、发展，始终保持着旺盛

的生命力，这种代际传承的使命感是影片贯穿

始终的情感线索，也让观众深刻体会到文化传

承的厚重与责任。

科技与人文交织下的技艺创新

这是一个有关石窟、岁月、人的故事。与以

往聚焦于敦煌莫高窟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作品

有所不同，《我守敦煌日月长》摒弃了宏大的叙事

框架，转而采用了一个新颖而细腻的切入点——

从一抔敦煌土启程，深入探索敦煌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之路。这抔土，如同一条隐形的线索，巧妙

地将各类工作人员在保护、研究与传承敦煌文化

方面的努力串联起来，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叙事视角。敦煌土在美术研究所的临摹师

手里既是创作的载体又是颜料来源，临摹师们怀

揣着对古人的深刻理解与敬仰，试图通过复原莫

高窟 172窟模仿唐代壁画初作时的线条、色彩与

气韵，重现盛唐风貌。纪录片通过展现临摹师们

默默无闻、勤勉耕耘的日常，不仅让观众得以窥

见他们身体力行的努力，更深刻地挖掘出了莫高

窟背后那份质朴而真实的人间烟火气。这样的

叙事方式，让敦煌文化变得触手可及，充满了生

活的温度。

当前，敦煌壁画与雕塑的复原工作正迎来

一场技术革新，3D 打印、数字采集、信息存储

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实现了对所有洞窟艺

术及文书资料的全面、高精度数据采集与成

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科技的力量强

大且不可或缺，但它始终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存

在。真正能够捕捉并展现文物神韵的，依然是

匠人之心。在第三集中，雕塑师付祥波在复原

172 石窟的过程中，就巧妙地融合了传统技艺

与现代科技。他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出雕塑

的初稿，这一步骤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还确保了雕塑形态的精确性。但即便如此，对

于人物神态等细腻入微的雕琢，仍然需要付祥

波亲自上阵，用他那双充满匠意的手，逐一打

磨至完美。纪录片中，还呈现了绘画技术复

原、雕塑 3D 外壳制作、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

室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场景。这些高科技

设备的登场，不仅为敦煌文化的保护与呈现增

添了新的科技维度，更通过特写镜头将 3D 雕

塑外壳的精细纹理、环境模拟实验室中模拟环

境对土质层影响的细节一一呈现给观众。这

样的展示方式增强了影片的科学性和观赏性。

在拍摄文物修复师们的工作时，镜头聚焦

于他们手中的画笔、刻刀以及专注的神情，他

们依据历史资料、传统技法和对敦煌文化的深

刻理解，一笔一画、一刀一刻地还原壁画的色

彩与线条，赋予雕塑以灵动的生命力，通过中

景与近景的切换，展现出修复师们与文物之间

无声的对话，他们不仅仅是在修复文物，更是

在传承和延续敦煌文化的精神内核，这种人文

精神的坚守，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下显得尤为珍

贵，也成为影片中最打动人心的部分，让观众

领悟到敦煌文化的不朽魅力源自其深厚的人

文底蕴。

记录之外的情感共鸣

在艺术手法上，纪录片叙事节奏把握精

准，既有对敦煌历史文化深入浅出的讲解，又

有对人物故事和文物修复细节的细腻刻画，在

关键时刻加快节奏，增强故事的紧张感和吸引

力，如在展现工作者与鼹鼠斗智斗勇和文物修

复遇到关键难题时，紧凑的剪辑和加快的镜头

切换让观众的心随之悬起，使观众沉浸于影片

之中。同时，纪录片努力搭建专业机构与社会

公众之间的情感桥梁，融合表现具有“文物遗

址+旅游景点”两种气质的莫高窟，在生动鲜活

的社会生活中体现其历史文化传播的价值，聚

焦普通游客、研究院工作人员与石窟壁画之间

的丰富关联，着力发掘莫高窟的烟火气息和时

代特质。

影片的画面构图也极具匠心，大量运用对

称式构图来展现洞窟的庄严与神秘，突出壁画

和雕塑的主体地位，使观众的目光自然聚焦于

这些文化瑰宝之上。在色彩上，展示敦煌壁画

时鲜艳而不失古朴的色彩还原度极高，使观众

得以领略到敦煌壁画历经时间沉淀后所自然

外化出的色彩魅力。在表现现代科技场景和

修复工作时，冷色调与暖色调的巧妙搭配，既

体现出科技的理性冷静，又烘托出人文关怀，

使 整 个 影 片 在 视 觉 上 形 成 了 独 特 的 审 美 风

格。在镜头运用上通过特写镜头，将敦煌壁画

的精美细节、雕塑的细腻质感以及修复师们专

注的神情一一展现，让观众感受到敦煌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守护者们的匠心独运，同时运用远

景镜头，展示了敦煌莫高窟的壮丽景色和广袤

的沙漠环境，凸显出敦煌的雄浑与神秘，以及

守护者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坚守与执着。

此外，影片的音效设计也为其增色不少。

洞窟内静谧的环境音、偶尔传来的风沙声、修

复工具与文物接触的细微声响，以及配乐中悠

扬的古风旋律与激昂的现代节奏交织，营造出

一种虚实相生、古今交融的氛围，进一步增强

了影片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让观众在观看

过程中不仅能获取知识，更是在进行一场触动

心灵的文化与情感之旅，从内心深处对敦煌文

化的保护、传承产生深深的敬意和共鸣。

《我守敦煌日月长》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敦

煌文化保护的纪录片，更是一次对传统与现代

关系的深度探寻。

守得敦煌日月长，留住华夏文明根。对敦

煌研究院来说，八十年已成往事，总有人不断

续写新篇。“何为敦煌，何以敦煌，敦煌何往？”

新一代敦煌人，有自己的答案。新时代的观

众，也有自己的答案。

（本文配图为纪录片《我守敦煌日月长》剧

照和海报）

——纪录片《我守敦煌日月长》的文化价值与艺术表达

□ 孙璐璐 陈 轶

日月长相望 岁月坚守中

第一集《土的迁徙》

敦煌初春，何明阳驱车来到戈壁深处取土，他

带回莫高窟的“敦煌土”，将经历一场神奇的旅程。

千百年来，敦煌人用土创造艺术，而时间又让

艺术回归泥土。土是手边最可用的材料，也是不

得不对抗的力量。但只要有一捧土在，敦煌人就

能随时重启一次美的旅程。

第二集《溯洄寻之》

当下的数字化技术能完整记录洞窟的现状，但

这远远不够。美术所的临摹师们希望能通过复原

莫高窟 172窟，模仿唐代壁画初作时的线条、色彩与

气韵，重现盛唐风貌。这是科技难以抵达的领域，

一切都要靠人的眼、手和无限的耐心来完成。

如今，这个项目走到了第七个年头。

第三集《以身塑人》

在敦煌，雕塑是逐渐生长的艺术。美术所的雕

塑室里，两位年轻的雕塑师，接手了复原莫高窟 172

窟塑像的工作。在揣摩古人心境、复原唐代雕塑的

过程中，他们也打磨心性，塑造着自己的当下与未

来。像每一代工匠那样，在积年累月完成的作品

中，他们以身入道，留下了这代人的思索与探求。

第四集《修古知心》

石窟，不是静态的标本，而是鲜活的当下。敦

煌研究院保护所的年轻人，苦恼着如何做“铲屎官”，

每天与鼯鼠斗智斗勇；而莫高窟的洞窟里，老师傅

们修复 196 窟的工作正悄然进行。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与过去的前辈对话、给未来的工匠留言。

第五集《千载一会》

盛夏，敦煌迎来了一年中的旅游旺季。精心

设计的莫高窟参观系统，让从世界各地穿越戈壁

前来参观的人们，不知不觉间进入一套高效服务

体系，沿着一条条被试验过无数次的路线，在建筑

与洞窟中、在壁画与塑像前，一眼回望千年。

莫高窟对面的博物馆里，有人照料着各色可

移动文物，并带着它们走向世界各地，会见八方来

客。来去之间，一些故事悄然留痕。

第六集《故园新生》

春日，敦煌迎来了新的一年。新人讲解员通

过考核，开启在莫高窟的新生活；敦煌本地的孩子

们，正在与莫高窟建立最新与最初的联结。而从

敦煌走出的孩子、现年 93 岁的常沙娜也再回敦煌，

故园正在变化，她试图从中打捞记忆的碎片。

敦煌是个家园，既养大一代代人，又欢迎五湖

四海的新人。对敦煌研究院来说，八十年已成往

事，总有人不断续写新篇。

分集介绍

岁末年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策划推出的 6集纪录片

《我守敦煌日月长》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向观众集中展示了历史、

艺术与科学在敦煌的创造性交汇。在敦煌研究院建院八十周年之际，摄制组深

入研究院，对壁画保护与修复、考古发掘与研究、复原性临摹等一系列学术活动

进行了纪实性拍摄，详细记录了新时代莫高窟守护者们发扬莫高精神，在延缓莫

高窟老化、再现莫高窟艺术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展现了他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独特贡献。

在华夏广袤大地的西北一隅，敦煌宛如一颗明珠，闪耀着千年文明的光辉。

纪录片《我守敦煌日月长》宛如一支细腻的画笔，勾勒出这片土地背后的故事，从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到文化传承的脉络，为观众铺展开一幅壮丽而温情的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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