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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历史担当，
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项历
史性工程、战略性工程来抓。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
之际，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导，中国考古
博物馆、青海省文物局、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的“从‘九层
妖塔’到阿柴王陵——青海都兰热水墓
群精品文物展”9 月 28 日在中国博物馆
开幕，吸引着观众从传说走进真实，感受
着青藏高原鲜活的历史图景和青海道镌
刻的丝路印记。而在不久前，中国考古
博物馆作为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
家 级 专 业 博 物 馆 正 式 面 向 社 会 公 众
开放。

如 何 用 考 古 成 果 讲 好 中 华 文 明 故
事，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说话，以更
好地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记者就此采访相关专家学者。

学者学者学者 说话说话

■编者按：

让历史说话，讲好共建“一
带一路”的故事

步入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精品文物
展展厅，左右两排精美艳丽的彩绘迎
面而来。这是2002年在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
发现的木棺板画，描绘了唐（吐蕃时
期）当地人们狩猎、帐居、宴饮、射
牛等生活场景，被学术界称为“吐蕃
时期美术考古遗存一次最为集中、最
为丰富的发现”。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地处
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四个省区的
交会地带。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
国强表示，从1982年至今，热水墓
群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证明，
该地区是丝绸之路青海道上重要的节
点，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
的中转站。依托丝绸之路青海道，众
多先民得以在青藏高原艰险的高海拔
地区逐渐拓居，形成大大小小的高原
古王国，各民族互通有无、相互依
存、水乳交融，共同凝结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热水墓群是6至8世纪的重要墓
群，其中，血渭一号墓被当地民众称为

“九层妖塔”。1982至 1985年，青海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对包括血渭一号墓
在内的50余座墓葬展开考古发掘，以抢
救性清理考古为主。自2018年以来，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组成热水联合考古队，对
2018血渭一号墓进行考古发掘，该项目
的负责人、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韩建华介绍道，“九层妖塔”是有
关英雄格萨尔王的传说，当地民众将口
口相传的“九层妖塔”附会于血渭一号
墓，一方面在于该墓葬外形高大，底大顶
小，形状似塔；另一方面在于该墓早年被
盗，出土了大量金银器，与传说中妖魔藏
宝之处相吻合。“从考古学角度而言，‘九
层妖塔’只是一个符号，考古工作的主要
目标是搞清其墓葬形制结构、时代以及
墓主人身份，为多民族融合、丝绸之路青
海道研究以及遗产保护提供重要证据。
以前关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仅限于文
献研究，热水墓群的发现则使之上升到
一个新高度。”韩建华说。

在展厅中央，一枚小小的银印章吸
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这件由骆驼图案
与藏文构成的文物是2018血渭一号墓
的重要发现。该墓葬的年代，根据树木
年轮和碳十四测定，大约是吐蕃赤德祖
赞（公元704～755年）在位时期，出土
金银器、铁器、漆木器、皮革、纺织品等各

类文物近1000件。韩建华表示，这枚银
印章上镌刻的藏文，经过多位古藏文专
家释读，可翻译为“外甥阿柴王之印”，可
由此确定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主人身
份以及族属，这对于研究吐蕃统治下的
吐谷浑生产生活以及葬制葬俗是非常重
要的实物证据，也是反映唐（吐蕃时期）
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丝绸中的“陵阳公样”纹样，是将
波斯的连珠纹与祥龙瑞兽瑞禽等系列中
原元素结合起来；人首鱼尾纹的金饰
品，具有希腊神话海神、西方饮酒的来
通等形象元素；另外在血渭一号墓出土
的8世纪的波斯锦，是目前全球唯一确
认的8世纪的波罗婆文字锦；在2018
血渭一号墓出土的五色石，是一种镇墓
石，具有道教特色，显示当时道教元素
在葬俗上对当地的影响；大量漆器的出
现，表现中原与青藏高原的贸易交往
……来自青海省考古发掘一线的大量出
土文物描绘着一幅幅古代丝绸之路上多
民族交流交融、中外文明互学互鉴的历
史画卷。考古发掘也让学界对丝绸之路
青海道产生新认识：原来认为丝绸之路
青海道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道路的一个
辅道，经过考古发掘，特别是2018血
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丝绸之
路青海道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是平行的
两条同等重要的线路，也是支撑当时南
朝与西域以及柔然进行交往的重要通
道，也可以确认这一时期是形成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时期。

“通过展示我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出

土文物，向观众呈现多样化的观展内
容、提供不一样的观展体验，是中国考
古博物馆策划临展的基本思路。”中国
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表示，考古学家在
边疆地区常年从事田野发掘，付出艰苦
努力才使得大量文物得以重现于世，考
古工作者有责任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前提
下，让更多珍贵文物从遥远的边疆来到
内地，把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讲给观
众、讲给世界，使更多人深入了解中华
文明的多姿多彩，感悟中国历史的博大
精深，同时感受考古工作的艰辛，增强
文物保护的意识。

让文物“活起来”，传播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具有6000多
件展品的常设展，则汇集几代学者的研
究成果，以“文明起源”“宅兹中国”

“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
五个专题，展现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穷
魅力和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常设展的
所有出土文物精品，全部来自考古田野
挖掘一线；所有珍贵古籍，都是中国历
史研究院的臻藏。从远古发现到仰韶文
化，从二里头遗址到《湘江评论》，中
国考古博物馆以立体方式，讲述中华民
族披荆斩棘、发展壮大的历程。从原始
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近代，
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全景方式，呈现中国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从文明起
源到民族复兴，中国考古博物馆以宏大
叙事方式，展现中华民族矢志不渝、接
续奋斗的历程。常设展以“仓储式陈
列，沉浸式体验”为特色，以考古发掘
新发现、学术研究新成果为支撑，通过
独具特色的出土文物和古籍文献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
分展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在巩文看来，“仓储式陈列”体现了
考古学鲜明的学科特色。“考古学研究往
往是整体地考察一定时间内分布于一定
区域，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
物，即按照考古学文化来研究，着重于遗
迹和遗物的系列和类型，而不是孤立地、
鉴赏式地研究单个器物。”巩文说道，“这
样的学科特点从根本上要求陈列不以展
示精美的孤立文物为追求，而是要充分
考虑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遗迹单位，以
精品文物与成组器物的有机融合、线图
描绘与图版说明的辅助铺陈来完成对整
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审美情趣、宗教信
仰，以及社会组织、价值观、文化传统等
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解读。展厅中仓储
式展柜展架密集式陈列与独立柜的多角
度展示正是基于此考虑。”

202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确立了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
工作方针。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精品文物
展的部分文物基本保持了出土时的原
貌，李国强来到一件已掉落些许银渣的
文物展品“银质胡床饰件”前告诉记
者，在将这件文物交回考古实验室时，
即使碎渣也要完整还回，因为在修复、
还原、研究文物的过程中，每粒碎渣都
是有价值的。李国强坦言，发掘出土文
物，关键还要考量是否具备挖掘条件、
保护条件，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否达到
复原能力等，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都是
考验。“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精神，肩负起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使命，让中华文化瑰
宝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李国强说道。

用考古成果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本报记者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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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10 周年。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
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
丝路精神。汲取古丝绸之路留下的
智慧与力量，“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
推动开放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中国
方案。从古“丝绸之路”到今“一带一
路”，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都是其中
重要节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见
证。本版邀请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
赵声良就如何更好保护、研究、弘扬
敦煌文化，发扬丝路精神撰文，以更
好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时代华章。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
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
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敦煌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
明珠，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它建
于公元 366 年，历经 1000 年的发展，
每个时代都在持续建造，至今保存了
735 个洞窟，45000 平方米的壁画和
2000多身彩塑。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是1944年成
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
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到1984年扩
建成敦煌研究院。在上世纪50年代，
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确定了“保护、
研究、弘扬”的基本方针，直到今天，敦
煌研究院依然秉承这一方针。保护是
基础，如果文物保护不好，一切都无从
谈起；研究是核心，如果不研究如何知
道这些文物的价值所在，如何能够发
扬它背后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是目标，保护、研究最终是要创造我们
今天的文化、今天的文明。

保护是基础。
在保护方面，敦煌研究院经过了

将近80年的发展历程。最初因条件
有限仅仅是守护，新中国成立之后，在
党的领导下，我们全力开展保护工作，
多为基础性、抢救性保护，改革开放之
后逐渐走向科学保护。科学保护意味
着什么？过去的保护是抢救性的，哪
儿坏了抢救治疗哪儿，现在要采用预
防性保护，需提前采取措施。经过几
十年发展，特别是和国际国内的合作，
对敦煌壁画、彩塑本体的治疗，敦煌研
究院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方法，形成了
一支强有力的保护科技的队伍，对每
一项病害都可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
施，具体到每一处壁画的病害都有相
应的保护手段。同时还拥有了一套完
整的科学理念。比如面对一处文物，
如何进行保护？贸然采取措施就进行
加固或者保护是不可行的，一定要做
前期调研，同时要做实验，由此敦煌研
究院建成了目前国内先进的多场耦合
实验室，要采取什么材料，要针对什么
壁画进行保护，必须先做实验，经过实
验证明是合理的，才可以采取措施。

对于莫高窟，还有什么会影响它
的安全？莫高窟处于沙漠中，沙子顺
着墙壁滑下来，往往会影响壁画，所以
敦煌研究院采取了治沙工程，一直持
续了20多年。第一道防线是在靠近
沙山的地方进行草方格固沙；第二道
防线是植物固沙，采用细细的管道保
证每滴水都滴到草上，这些草是可以
长出来的；第三道防线是用石块把沙
固定住，让它变成戈壁滩，沙尘就不会
起来了。在靠近洞窟的地方采用化学
固沙，还修了一个“人”字形的防沙障，
当风刮过来时，沙子从两侧刮走，这样
沙子就不会落下来了。因为治沙，对
洞窟的保护从内部扩展到外部，也开
始重视整个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比如
气候问题，包括生物的问题、动植物的
影响，这些都在调查、研究范围之内。
现在莫高窟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对
影响到洞窟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
都能做到及时采样，及时采取措施。

为了让壁画彩塑能够永久保存，
数字化工作已持续20多年。现在一
些小的石窟群，如榆林窟、西千佛洞的
数字化都已完成。有了数字化资源，
在文物修复时就提高了效率，同时美
术临摹工作也可以借助数字化素材进
行，在考古方面也得益于数字化进程。

研究是核心。
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出版了

500 多部著作，发表了 4000 多篇论
文。实际上敦煌学研究不仅仅是敦煌
研究院的，世界上还有20多个国家进
行学术研究，包括国内很多大学、研究
机构都在做。因为有了这么一大批研
究成果，敦煌的价值才体现出来，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敦煌那么美、那么
有历史价值，就是因为有众多研究成
果出现。

不仅做研究，而且做学术交流，通
过敦煌这一平台，每年举办相关的国
际学术研讨会。敦煌在中国，敦煌学
在世界，希望团结全世界的学者共同
研究敦煌文化，能够把敦煌文化的价
值揭示得更深入。敦煌研究院院刊
《敦煌研究》今年已经出版40年，国内

外的很多学者都在这一杂志上发表论
文，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同时我们也
会出版大量普及性著作，让更多非专业
人士了解敦煌、欣赏敦煌。

弘扬是目的。
关于弘扬敦煌文化，主张开展负责

任的文化旅游，用敦煌文化来支撑旅游，
让游客了解到真真实实的敦煌。这就需
要从文物保护和游客观赏两个层面来考
虑问题，确定每一天敦煌石窟到底能容
纳多少人。最后测定，莫高窟每天最高
容纳是 6000 人，这是红线，不能突破。
敦煌研究院还拍摄了两部电影，《千年莫
高》讲述莫高窟发展的历史，《梦幻佛宫》
展示敦煌壁画、彩塑等艺术。敦煌研究
院通过建设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先看
电影，然后进到洞窟，得到非常好的体
验，也化解了旅游和文物保护的矛盾。
敦煌研究院还在考虑通过科技手段，让
游客看得更多、更丰富。比如与华为合
作，推出“敦煌超感知影像”，每到一个洞
窟前，打开华为手机智能软件就可以欣
赏到窟内壁画。

敦煌文化本身包含的是中外文化交
流的丰富内涵。近年来，我们不断让敦
煌艺术、敦煌文化“走出去”，在国内外举
办各种形式的展览，讲述敦煌艺术，对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非常有
效的。外国朋友可以从中感受到古代的
外国文化在敦煌和中国文化融合的一些
特点。同时在全世界，只要能上网的地
方，就可以欣赏数字敦煌。比如2015年
推出的30个洞窟的高清360°影像，观
众可以自行选择观看角度；最近推出的
数字藏经洞，展示很多古代的文献、艺术
品，让世界人民共享人类文化遗产。

敦煌研究院也在尝试通过全媒体传
播展示敦煌文化。比如拍摄的有关莫高
窟与吴哥窟对话的纪录片。吴哥窟是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点，莫高窟是陆上
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交汇点，通过两处
文化遗产的对话产生了很多文化碰撞，
从中形象展示出自古以来不同文明间的
交流互鉴。此外还拍摄了《一事一生一
人一窟》等讲述莫高窟人故事的作品。
近年来，通过互联网“云赏敦煌”中英文
讲解敦煌项目，面向全世界讲述敦煌的
故事，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敦煌研究院也做了一些文创设计，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敦煌诗巾”。通过小
程序，游客可以自己设计一条有敦煌风
格的丝巾，提交之后厂家直接制作，在传
播敦煌文化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传统
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得到应用。敦煌
文化的活化传承，全社会都可以参与，大
家共同来做，让敦煌文化传播到更广的
地方，让更多人从敦煌文化中去领略中
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敦煌文化遗产，要先把保护工
作做好，再花功夫去研究它，深入挖掘它
的价值，推广普及给更多人，以更好地推
动文化传承发展，让中国文化深入人心。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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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都兰热水墓群精品文物展现场

近日，以“多元创新与产业变革”为
主题的中国杂技产业发展论坛在周口举
行。杂技产业，是指以广义杂技即杂技、
魔术、滑稽、马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经济
形态。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协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唐延海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
速 12.1%，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
出近 6 个百分点，中国杂技产业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实现了多元化、集团化、
资本化的升级重塑，在文旅融合、产教
融合、产城融合以及演艺科技工程等领
域涌现出众多突出案例。不过在产业
布局、产业结构、产业集中度、资源配置
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要树立长远

眼光、系统思维，不断优化布局、优化结
构、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发展后劲、提高发
展效益。

为此，唐延海建议，增强文化自觉，以
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文化担当，做好杂技文
化产业，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的丰富、需求的
满足，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
界。同时，改革创新是杂技产业发展的根
本动力，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高产品创意含
量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术在
杂技产业领域和传播体系的运用，把形式
与内容、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起来，使之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 （谢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唐延海：

改革创新推动杂技产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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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至 10 月 1 日，于魁
智 、 李 胜 素 率 国 家 京 剧 院 一 团
进行第 24 次台北公演，演出经
典 剧 目 《杨 门 女 将》《六 月 雪》

《打 金 砖》《霸 王 别 姬》《锁 麟
囊》《大 保 国 · 探 皇 陵 · 二 进
宫》《龙凤呈祥》。等。

1993 年，中国京剧院首次赴
台公演，袁世海、杜近芳为艺术
顾问，杨秋玲、孙岳、王晶华、
刘长瑜、冯志孝等前辈艺术家联
袂在台湾连演 16 场，轰动一时。
当时还是青年新秀的于魁智随团
前 往 ， 主 演 《打 金 砖》《文 昭
关》，得到台湾观众高度认可。9

月 25 日，国家京剧院第 24 次台北
公演记者会举行。于魁智拿出 30 年
前来台演出的影像集，回忆当年与
前 辈 名 家 同 台 的 点 滴 ， 感 慨 道 ：

“1993 年，我 32 岁，首次来台湾演
出；今年，我 62 岁，有机会再来演
出，深感珍惜和荣幸。30 年来，国
家京剧院几代人前赴后继，在两岸
推广传承京剧，每一次在台演出都
让我刻骨铭心。”于魁智说，京剧
在台湾有着深厚的观众基础，这里
有很多京剧知音；此次赴台公演的
剧目都是经过精心打磨排练，力求
将国家京剧院一团最好的状态呈现
给观众。 （杨雪）

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

续写30载两岸京剧交流新篇

▲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遗址

▲考古发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