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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耳短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手
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这是矗立在敦
煌研究院的一尊雕塑，名曰《青春》。

瘦小的身材，朴素的穿着，花白的头发，匆
匆的脚步，劳碌的身影……这是有“敦煌的女
儿”之誉的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

一般人很难将塑造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春倩
影与年过古稀、不施粉黛的著名敦煌学家、石窟
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樊锦诗联系在
一起。其实，《青春》雕塑的原型就是当年从北
京大学毕业直奔祖国大西北的樊锦诗。半个多世
纪过去了，当年的青涩女孩如今已是满头华发，
不变的是报国志、赤子情。

她爱上敦煌莫高窟，“厮守”50多个年头，
不离不弃。对这位青春交给大漠戈壁、把敦煌文
化传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儿”来说，敦煌就是
家，割不断、离不开！樊锦诗说：“我做梦，都
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我们的责任就
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
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顶住将敦煌

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
在敦煌，有一线的艺术工作者和文物保护工

作者，也有大名鼎鼎的专家和教授。从到敦煌开
始工作的那一天起，樊锦诗就开始逐步地了解文
物保护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慢慢地，她明白了文
物保护其实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真正的文
物保护需要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知识，除了考古
发掘以外，还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民族、历
史乃至理工科的知识背景和工具；除了临摹和描
绘以外，还要多开动脑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有
时甚至要和大家一起从事很多体力劳动。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
院长。“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
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
能退缩”。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
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
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
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
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
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
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
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一弄就坏了！再加
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
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
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
就可以做的，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
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
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
人。敦煌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把完整的敦煌留给
后人。”

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
渐消瘦的她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
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1979年，敦煌正式对外开放，这座以精美壁
画和彩塑享誉世界的“东方艺术宝库”，吸引着
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络绎前往。1984年游客突破10
万人次，1998年突破20万人次，2001年突破30万
人次，2004年突破40万人次，2006年突破50万人
次……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
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敦煌研究院曾作过统计，每年
从5月到10月份，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
5000人次上下。而科学的测算结果表明，合理的
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多人。樊锦诗掐着指
头算起账来：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
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
窟中待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
时。

樊锦诗说，莫高窟虽规模宏大，洞窟众多，
但每个洞窟的空间极其有限，其中85%以上的洞
窟面积小于25平方米。历史上每个洞窟都是供奉
佛陀的神圣殿堂，为某个家族建造和拥有，进入
窟内的人十分稀少，所以洞窟内的小环境长期处
于恒定的状态，又加之敦煌地区气候干燥，莫高
窟才得以保存至今。“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
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
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

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
据模拟试验表明，相对湿度反复上下起伏，

是造成洞窟常见病酥碱的主要原因。“二氧化碳
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
度上升，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已有病害的发
展。”樊锦诗说，这对洞窟内十分脆弱的壁画、
彩塑的保存将是严重的威胁。“游客脚步的震动
和汽车排出的尾气，也对洞窟内那些由泥土、木
材、麦草等脆弱材料制成的彩塑和壁画有着不小
的伤害。”

樊锦诗认为，游客的剧增，对于空间狭小、
材质脆弱的洞窟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樊锦
诗和她的研究集体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科学的途
径，来化解文物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樊锦诗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石窟“保重身体”，尽量老
得慢一些，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面对游客迅猛增加带来的挑战，敦煌研究院
开始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顺利完成了
《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从研究、利用和
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约束力
的保护措施。同时，敦煌研究院还开展了洞窟游
客承载量的研究，寻找着莫高窟洞窟游客承载量
的科学数据，建立了洞窟旅游开放标准，实施轮
流开放、参观预约和预报制度，控制进窟参观人
数。

樊锦诗积极探索解决旅游人数大量增加与石
窟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提出了《关于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
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提案的各项建设得到
实施。

“数字敦煌”

让千年敦煌不朽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

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
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
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
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
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
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她还与人合作
撰写的《莫高窟290窟佛传内容考释》，运用图
像学方法，考证了莫高窟290窟窟顶佛传故事题
材和内容，纠正了以往对该壁画的错误定名；她
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
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灿若星河
的敦煌艺术让她如痴如醉。

敦煌研究院专门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

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在樊锦诗眼里，任何文物
都在逐渐退化，何况有1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壁
画。“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画等珍贵文
物，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来。
‘数字敦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谓“数字敦煌”，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遗
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
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
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
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莫高窟在一天天
变老，100年前人们看到的莫高窟和现在看到的
是不一样的，这个工作也可以说是‘与大自然赛
跑’。这不但可以永久地记录下敦煌，而且通过
先进技术打造的游客中心，我们将有可能吸引游
客更多地停留在洞外参观，观赏效果却更好。这
样既减少了洞窟的压力，也达到了保护洞窟、传
承文明的目的。”

随着工作人员指尖的滑动，敦煌美轮美奂的
石窟在显示屏上轻快地展开。高大的释迦牟尼坐
像，沉静的面容和安详的姿态栩栩如生，敦煌盛
期艺术创作的勃勃生机扑面而来。鼠标缓缓移
动，沿顺时针方向走到佛像的侧面，然后从像后
窄窄的空间穿过，佛像背部以及被其遮挡的洞窟
壁画，都在明亮的光线中一览无余。视线移动到
洞窟顶部，10多米高的洞顶多组壁画一幅幅呈现
出来，绚烂多姿。通过鼠标和键盘的操作，一组
壁画被连续放大，原本不太清楚的飞天局部细节
一一呈现……

在樊锦诗眼里，“数字敦煌”和真实的莫高
窟各有味道，“数字敦煌”不是让游客看扫描的
照片，而是看与真实洞窟等大的球幕，甚至可以
把洞窟穹顶上看不清的画面点击放大观看，这在
真实的洞窟中是不可能的。当然，有了“数字敦
煌”并不等于莫高窟真实洞窟全部关门，游客还
可以在“虚实”两个敦煌间进行选择，只是在洞
窟停留的时间和集合的人数将会有所限制。樊锦
诗憧憬，“数字敦煌”让千年敦煌成为“不朽”
遗产。

不能没了“历史”，没了“文化”，

只剩下“城”
樊锦诗说，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没

了“历史”，没了“文化”，没了“名”，只剩
下个“城”了，而且“城”跟“城”长得越来越
像了。目前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个大的误区，就
是让太多现代的东西，比如现代建筑、商店等等
挤进来，破坏了遗产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敦
煌莫高窟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专业，附属设施远
离石窟景区。“文物的保护不是一时之事，为了

使文物得到长久有效的保护，使之能完整地、真
实地留存后世，我们敦煌研究院制定了一系列相
关规章制度，也极力促使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健全起来，这为莫高窟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
律保障，规范了莫高窟的保护、利用、管理等各
项工作。比如，我们清点、迁移了保护区内的现
代建筑，及时制止了一些在保护区范围内架电线
杆子、引水等危害遗产环境保护的事件。”

石窟、壁画比较脆弱。“按照自然规律，这
些东西都会慢慢衰亡。特别是自元代以来的几百
年，敦煌石窟就处于没人管理的状态，各种人为
的损坏、自然的损坏，使石窟得了不少‘病’。
我们有一支专门的科研保护队伍，但能够做到的
只是让石窟艺术延年益寿。”樊锦诗说，最关键
是是做好日常工作，预防在先。“我们在莫高窟
崖顶、窟前设立了3个全自动气象站，对区域环
境中的温度、湿度、风速、日照、降雨量等环境
要素连续监测，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基础环境数
据。而且每个洞里也都有监测系统，洞里面的情
况变化都是以数据说话，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刻
采取应对措施。”

作为政协委员，樊锦诗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她的大量提案离不开她所追求的文物保护事
业。为了防止筹建的敦煌至格尔木铁路可能给敦
煌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环境造成的破
坏，她向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坚决
要求改变敦煌—格尔木铁路设计方案敦煌段线路
的建议》的提案，最终促使敦煌至格尔木铁路敦
煌段选择了新线路。

樊锦诗在调研中发现，敦煌发展光电的前景
看好，“我们现在使用的能源无非是煤电、水
电、风电等形式，敦煌的面积很大，戈壁滩大、
日照时间又长，阳光充足，在敦煌发展光电十分
合适”。她说，自己在敦煌过了十八九年没电的
生活，当年能挺着过去，现在没有电就不行了，
用电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甘肃经济要发展，利
用光能既提高了国家的总体能量，还也支持了甘
肃的经济。”于是，她曾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有关
发展新能源的提案，建议国家在敦煌建立一个千
万千瓦的光电基地。

敦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敦煌的保护离
不开国际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
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与日本、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
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曾有人说樊锦诗崇洋媚外，
但这个认准了道路绝不回头的老太太，坚持走自
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事实证明，她坚持要走
的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
为现实。

樊锦诗对自己起初开展国际合作的动机毫不
讳言，“最早，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
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
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
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
才成为樊锦诗最为重视的一件事。

说来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
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

樊锦诗爱惜人才，但她选拔人才有个标准：
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她可以容忍年轻人有毛
病，但不能容忍他不爱敦煌。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让樊
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
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
就往边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
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是非
常的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樊锦诗苦
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
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
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而樊锦诗却
说：当我离开敦煌时，大伙能说“这老太婆还为
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大大满足了。

樊锦诗总是很忙，像一个轮子不停地转动。
谈到敦煌的保护，你丝毫感觉不到这已经是一个
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大漠的风沙吹白了她的双
鬓，但是对她来说，个人的衰老是无所谓的，但
敦煌决不能迅速老去。她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敦
煌、热爱敦煌、保护敦煌。

也有人说：今日的敦煌，已不仅是一个光彩
夺目的艺术殿堂、一个世人向往的美丽地方，不
仅是一处文物、一座宝藏、一门学问，还是一种
价值、一个品牌、一种语言，甚至是一种精神、
一种境界、一种象征。

为了人类的敦煌，为了实现敦煌梦，樊锦
诗，亦锦、亦诗！一段华丽而又朴素的锦缎，一
首值得咀嚼、回味的诗篇！

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她
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樊锦诗：争取让石窟再活1000年
□ 吴志菲 余玮

志菲/摄影
樊锦诗，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有“敦煌的女儿”美誉。

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1963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受聘为兰州大学历史系文献专业(含敦煌学)博士生导
师，出任过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
会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甘肃敦煌学学会会长。图为樊锦诗在全国两会上。

■ 莫高窟艺术欣赏

澳一女子称失联航班
副驾驶曾让其进入驾驶舱

一名澳洲女子爆料自己
2011年她乘坐马航航班时，机
长及副驾驶邀请她与朋友一起
进入驾驶舱。当时这位副驾驶
正是失联航班的副驾驶。

“圣战讲坛媒体网”
扬言要刺杀奥朗德

一个名叫“圣战讲坛
媒体网”的宗教极端主义
网站11日扬言要对法国目
标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发出
恐怖主义威胁信息，要对
奥朗德采取刺杀行动。

荷兰前首相
出席仪式时摔倒

3月11日，荷兰前首
相吕贝尔斯出席智利总
统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就
职仪式午宴时在红毯上
摔倒。

美武器公司广告
让大卫“手持”重武器

美国一家武器公司近日
打出别出心裁的商业广告，
让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
品——— 大卫雕像“手持”重
武器。此举惹怒意大利人，
意大利文化部称此举属于违
法和无礼冒犯行为。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