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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敦煌学作为国际显学，
其起源是怎样的？

赵声良：众所周知，敦煌学
的起源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密
切相关。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第
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1900
年6月22日，莫高窟道士王圆箓
在清理第 16 窟积沙时，无意间
发现了藏经洞，洞内出土了公元
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
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
文献以及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
计6万余件。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被
往来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
探险家获悉。斯坦因、伯希和、
吉川小一郎、奥登堡等英、法、
日、俄等国的“掠夺者”接踵而
至，相继攫取大量文物，后流散
于英、法、日、俄等国的众多公私
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
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
研究，特别是法、英、俄、日等国产
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
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
为一门世界性学问。

可以说，藏经洞的发现，是人
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
现，推动了东西方学者的竞相整
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开始形成了一门新兴学问——
敦煌学。

记者：敦煌学主要研究对象
和范围是什么？随着时代发展，
有何变化？

赵声良：敦煌学研究对象主
要包括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敦煌
石窟艺术。随着时代发展，敦煌
学研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涉及
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
语言文学、民族、民俗等众多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属于交叉学
科，其中也包括粟特文、回鹘文、
吐火罗文等“绝学”“冷门”领
域。又继续扩展延伸至对丝绸
之路历史，中国西部古代民族文
化以及中亚、西亚及南亚古代文
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研究，
可以说敦煌学研究内涵丰富，包
罗万象。

记者：从“敦煌在中国，敦煌
学在国外”，到“敦煌学回归中
国”，几代敦煌学人如何赓续接
力？敦煌学传承经历了怎样的发
展历程？

赵声良：由于20世纪上半叶
复杂的社会因素，我国的敦煌学
研究发展比较缓慢，学者和成果
较少，国际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
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这极
大地刺伤着中国学者的自尊心。

让敦煌学回到中国是几代学
者的梦想。但藏经洞文物流散于
世界多国收藏机构，这给中国学
者的研究带来极大困难和不便。
20 世纪初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的陈寅恪，是第一个看到国外敦
煌资料的中国学者。他开创了敦
煌学研究的风气，也是最早指出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
流”，第一次提出“敦煌学”这个学
科概念的学者。他还号召学者使
用好遗留的敦煌文书，做好敦煌
学基础研究。

1935 年至 1938 年，向达在
欧洲调查和研究流散的敦煌文书
期间，抄写了数百万字的敦煌文
书，为后来国内敦煌学的发展提
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44 年 1 月 1 日，国立敦煌
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我国
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学的专门机
构，在常书鸿的带领下，开始临摹
工作，为开辟敦煌石窟研究新领
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
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
任所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
敦煌彩塑和壁画临摹的黄金时
期。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霍
熙亮等前辈临摹了大批敦煌石窟
中经典的代表性壁画，在国内外
举办展览，在弘扬敦煌艺术的同
时，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对敦煌
石窟艺术和图像的关注和研究。

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接替常书鸿担任所长，还是1984
年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
面对我国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敦
煌学研究现状都焦虑不安。他呼
吁：要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

成果，才能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
的步伐。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
逐步扩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领域，
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
果，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
国外”的现状，为国争光！

段文杰率先垂范，夜以继日，
先后写出《早期的莫高窟艺术》

《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
后期的莫高窟艺术》《晚期的莫高
窟艺术》等论文，概括出了一部相
对完整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
在他的带领下，经老中青三代研
究人员共同努力，除发表大量学
术论文外，还出版了《敦煌莫高窟
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
记》《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等一系
列出版物，敦煌研究院也从过去
以敦煌艺术临摹为主，拓展到石
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
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
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一批在国际
上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敦煌研
究院这个科研团队也在国内外学
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人为敦
煌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值得一
提——

1982年，敦煌研究院创办了
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敦
煌研究》，从不定期，到季刊，再到
双月刊，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至今
已出版 200 期，成为国际敦煌学
界最有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

1983年，季羡林担任会长的
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有计划地
组织全国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奋
起直追，广泛深入开展敦煌学各
领域的研究，以丰硕成果为敦煌
学当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
兰州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相继成立
敦煌学研究机构，开设敦煌学相关
课程，培养专业人才队伍，保证了
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1984 年至 1998 年，季羡林
率领敦煌学界编写了《敦煌学大
辞典》，对总结国际敦煌学的研究
成果并向大众普及敦煌学知识发
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国在
敦煌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
一批研究有素、成果卓著的学者，

贡献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成果，在
国际敦煌学领域居于先进和领先
地位，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1988年8月20日，季羡林提
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的看法，得到一致赞赏。中国学
者已不再耿耿于怀“敦煌学在国
外”的说法，而是以开阔胸怀，欢
迎全世界学者携手从事敦煌学的
研究。

记者：现在，国际学术界已公
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中心，最大
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围绕敦
煌学研究，敦煌研究院有哪些主
要成果？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基于敦
煌石窟及其藏经洞文物的多元价
值，开展了石窟艺术、石窟考古、
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
多领域深度研究，创立了以“客观
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为核
心的壁画临摹方法，开创了多学
科交叉的石窟考古报告编撰新范
式，构建了敦煌石窟、敦煌艺术、
敦煌文献并重的学术研究体系。
特别是近4年来，成果丰硕。

——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
承担和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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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完成《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
告（第二卷）编撰，推动《麦积山石
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第二卷和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考古报告》
《北石窟寺第165窟考古报告》编
写，开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修
订，出版《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
通过现代科技应用和多学科合
作，探索的石窟寺考古理论、方法
和技术，初步构建起石窟寺科学
考古研究体系，形成了考古报告
规范化编撰体系。

——在敦煌文化研究方面，
承担“敦煌文献释录与图文互证
研究”“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
研究”“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国家级省部
级及以上科研课题项目50余项；
开展“海内外藏敦煌西域古藏文
书信文献整理与翻译”“法藏敦煌
汉文非佛经吐蕃文献整理与研
究”“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文献整
理与研究”“吐蕃时期汉文文献整
理与研究”等；出版了 31 卷大型
图录《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刊
布了甘肃省 13 家单位收藏约
6700件的敦煌藏文文献；出版相
关研究专著 40 余部，发表论文

300余篇。
——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

整理出版了敦煌艺术研究的集
大成著作《敦煌艺术大辞典》，全
面展示敦煌艺术的整体面貌和
研究成果，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
在大型综合类辞书出版领域的
空白，荣获了“中国出版政府奖
提名奖”；开展“敦煌石窟盛唐壁
画色彩美学研究”“敦煌石窟供
养人服饰研究及活化利用”“敦
煌石窟乐舞文化研究”等国家及
省部级艺术研究项目；圆满完成
国家版本馆 7 个专题特藏室主
视觉壁画绘制任务，受到肯定与
好评；持续创作蕴含敦煌艺术价
值、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创
作的大型壁画《丝路文明》《丝路
印记-玄奘西行》《锦绣丝路》等
入选全国美展。

记者：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
为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那么，我们
是如何定义“高地”的，“高地”有哪
些标准？未来，“高地”建设的规划
是怎样的，又将如何实践？

赵声良：建设“高地”就是在
全国乃至全世界引领敦煌学研
究，或者说吸引国内外学者到敦
煌来，到敦煌研究院来；敦煌研究
院也要搭建平台，团结、凝聚全世
界敦煌学学者携手敦煌学研究；
高质量办好《敦煌研究》《石窟与
土遗址保护研究》两个期刊，吸引
全世界敦煌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传递敦煌学研究的最强音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敦煌研
究院已发展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
的重要基地和最大实体，今后将
继续秉承“开门办院、开放研究”
的宗旨，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学者，共同推动敦煌学研究，形成
完善的石窟文化价值研究谱系，
引领国际敦煌学研究方向，建成
敦煌学权威阵地。一方面，继续
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邀请各
国专家学者到敦煌交流、研讨、讲
学，共同引领世界敦煌学的发
展。同时，积极“走出去”，通过考
察、交流、展示，让敦煌学研究影
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另
一方面，继续推动《敦煌研究》高
质量发展，使其成为世界敦煌学
最高水平、最新研究成果的权威
展示平台。同时，加大培养力度，
让年轻一代成长为敦煌学界的中
坚力量，让敦煌学研究走上可持
续发展道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为敦煌学走向世界构筑高地
——访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

敦煌，承载着世界的目光。
敦煌学，从20世纪初发轫至今，一直牵动着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的心，并为之不

懈奋斗，最终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境遇一步步走向今日“敦煌在中国，敦
煌学在世界”的喜人局面。近日，记者专访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一同走进敦
煌学发展的百年历史长廊。

（接A01版）
《敦煌妙音》由甘肃省文化和

旅游厅、甘肃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出品，甘肃新媒体集团·奔流新闻
创意制作，甘肃嘉元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制作，作品还得到甘
肃省歌舞剧院、西北民族大学、敦
煌研究院、兰州阿米丢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作为西北第一个全域性综
合型移动新媒体传播平台，奔流

新闻以“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一
带一路’故事、讲好新时代甘肃
故事”为宗旨，在文化创新传播
方面不断出新出彩，先后推出了
甘肃首个流量过亿的文化类新
媒体产品“文物表情包”“现象
级”主题 MV《推开甘肃的门》、
聚焦甘肃文化标志“铜奔马”的
同名创意 MV 等，在发掘、讲述、
传播甘肃优秀文化过程中不断
破壁出圈。

今年以来，奔流新闻围绕敦
煌文化传播，在平台建设、内容创
意、生产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创建“大
敦煌”频道的同时，推进“传统文
化+创意创新+数字技术”模式，
建设丝绸之路（甘肃）文化创意传
播中心，并以此为载体和平台输
出“推开甘肃的门”系列文化IP，
并面向省内外提供美丽乡村文化
创意设计、城市IP形象设计智力

服务，还将策划推出一系列创新
性文化活动，为弘扬甘肃文化、讲
述甘肃故事、传播甘肃声音持续
汇智聚力。

《敦煌妙音》是“推开甘肃的
门”系列文化 IP 首部作品，也是
以推动敦煌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为目标，联合艺术院
团、高校、社会机构、创作人进行
的一次有益探索和有力实践。9
月 3 日晚，《敦煌妙音》正式上线

后，很快形成刷屏之势，转发量、
点赞量持续攀升，尤其在奔流新
闻视频号，短短 1 小时转发量达
1 万+。网友纷纷留言，“灵鸟重
生，敦煌永恒”“让敦煌壁画动起
来，妙”“一场听觉+视觉的盛
宴”“我们甘肃也能拍出这么好
的片子了，为我们甘肃点赞”“甘
肃文化顶流传播者……”。截至
记者发稿，《敦煌妙音》全网观看
量已超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