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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敦煌莫高窟：美美与共，一眼千年

作者 | 樊锦诗 赏析 | 粟凯东
【编者寄语】

读余秋雨的《道士塔》和《莫高窟》，我们义愤填膺；读“敦煌女儿”樊锦诗的《厮守，
一眼千年》，却是满心震撼与敬佩。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精巧的结构，有的只是低低的絮
语、情感的释放。作者浅浅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美美与共，与美厮守的决心和精神；
领悟到了一种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文化力量。

【披文入情】

厮守，一眼千年

①那是我第一眼见到敦煌，黄昏古朴庄严的莫高窟。远方
铁马风铃的铮鸣，让我听到了敦煌与历史千年的耳语，窥见了
她跨越千年的美。

敦煌是现实与历史的融合，
透过历史“我”得以窥见敦
煌历经千年的美。

②1962 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实习，当时满脑子都是一听就
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等，敦煌就
是神话的延续，他们就是神话中的人物啊！我和几个一起实习
的同学跑进石窟，感叹到只剩下几个词的重复使用，所有的语
言似乎都显得平淡无奇，黯然失色，满心满脑只有：“哎呀，
太好了，太美了！”

初见敦煌：敦煌的美和庞大
深邃，让任何关于美的形容
词都显得寡淡。

③虽然说对大西北艰苦的环境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后来
想起那些上蹿下跳的老鼠仍叫人心有余悸。到处都是土，连水
都是苦的，实习期没满我就因为水土不服，生病提前返校了，
也没想着再回去。（暂离敦煌：初次接触的苦涩。）没想到，
可能就是注定厮守的缘分，一年后我又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
所（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说没有犹豫惶惑，那是假话。和
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
沙，无垠的戈壁滩和稀稀疏疏的骆驼草。洞外面很破烂，里面
很黑，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
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这么爬下来，很可怕。我
父母自然也是不乐意的，父亲甚至还给我写了封信，让我转交
学校领导，给我换个工作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哪里肯这样做，
新中国建立十多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等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再见敦煌：
在心的呼唤中我情定大西北。）

一眼千年，相中千年的美：
敦煌的美是艰难选择中绽放
的花朵，是“我”毕生的追
求。

④一开始，在这般庞大深邃的敦煌面前，我是羞怯的，恍
若初恋相见一般的惶惑不安。一阵子相处后，我却慢慢地小心
翼翼地把敦煌当做了“意中人”。

过渡。内容上由艳羡敦煌到
守护敦煌，情感上由羞怯、
惶惑不安到中意、深爱。

⑤文物界的人，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
法保护它。能守护敦煌，我太知足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
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莫高窟，
就是一座巨大无比、藏满珠宝玉翠的宝库。这样动人可爱的“意
中人”，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怎么能舍得离
开呢？我的爱好和想法，影响了远在武汉工作的我的丈夫老
彭，他也是我学校的好同学，理解我，支持我，也了解敦煌。

一眼千年，共结千年之缘：
守护敦煌，生命、爱情与敦
煌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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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毅然放弃了心仪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工作，来到敦
煌，来到我的身边。从此，我们俩相依相伴，相知相亲，共同
守着敦煌。老彭热诚地投身到敦煌学研究行列，直到生命的最
后。

⑥后来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1999 年开始，来敦煌
欣赏壁画的人愈发多了，我一半是高兴，另一半又担忧。我把
洞窟当意中人，游客数量的剧增有可能让洞窟的容颜不可逆地
逝去，壁画渐渐模糊，颜色也慢慢褪去。

⑦有一天太阳升起，阳光普照敦煌，风沙围绕中的莫高窟
依旧是安静从容，仰望之间，我莫名觉得心疼：静静沉睡一千
年，她的美丽、她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
而现在，过量美的惊羡者却又会让她脆弱衰老。

莫高窟依旧安静，“我”却
喜忧参半——为敦煌的美能
被人认可而喜，也为敦煌可
能的衰老而忧。

⑧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用坚韧的
毅力和纯粹的心愿，一代又一代，连续坚守了一千年。莫高窟
带给人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是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
更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就算有一天她衰老了，这种力量也不应
消失，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

⑨当我知道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她们永久保留的时候，
我立即向甘肃省、国家文物局、科技部提出要进行数字化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特别重视莫高窟的保护。上世纪 60 年代
国家经济刚刚恢复，周恩来总理就特批了一百多万元用于敦煌
莫高窟的保护。后来国家更是给了充足的经费，让我们首先进
行数字化的实验。现在敦煌已经有一百多个洞窟实现了数字化
——壁画的数字化、洞窟 3D 模型和崖体的三维重建，三十个
洞窟的数字资源中英文版都已上线，实现了全球共享。

⑩我想和敦煌“厮守”下去不是梦想，这真真切切成为了
现实！

个人努力与国家重视，数字
化技术让敦煌保护成为现
实，也让“厮守”成为了现
实。

⑪敦煌艺术入门不难，她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人文学科，
汇合交融了太多的文化元素，历史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创作
技法的多元，可谓大气魄、大胸怀。在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所
关于敦煌学的研究也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壁画的临摹。如果说
到真正的研究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科研的氛围变好了，
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了，正如一位哲人的说法：“我希望我的房
子四周没有墙围着，窗子没有东西堵着，愿各国的文化之风自
由地吹拂着它。但是我不会被任何风所吹倒。”改革开放带来
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春天。（坚守自我与交流融合，敦煌研究
在多元的文化方式中持续发展。）

一眼千年，千年守护的愿：
守护敦煌的美，更是在延续
敦煌的文化。

⑫我很喜欢中唐第一百五十八窗的卧佛，每当心里有苦闷
与烦恼时，都忍不住想走进这个洞窟，瞬间忘却许多烦恼。有
时候，甚至觉得敦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

我予敦煌美的延续，敦煌予
我灵魂的宁静，此给彼予之
间，已是物我合一。

⑬我脑海里常想着季羡林先生的诗，
“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
永远留在这里。
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

借季老的诗，表达与美厮守
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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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远方铁马风铃的铮鸣，让我听到了敦煌与历史千年的耳语，窥见了她跨越千年的美。

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是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更是一种文化的力

量！

【思考探究】

1.余秋雨在散文《莫高窟》中说：“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

独特秉赋。”请结合本文，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2.文中提到：“1999 年开始，来敦煌欣赏壁画的人愈发多了……游客数量的剧增有可能让洞

窟的容颜不可逆地逝去，壁画渐渐模糊，颜色也慢慢褪去。”请从“文化旅游与文物保护”

的关系方面，谈谈你的看法。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四川宜宾翠屏棠湖学校 粟凯东）

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⑭我还想说，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一代又一代有志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年轻人，面对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面
对苍茫戈壁的寂寞，披星戴月，前赴后继，这是文物工作者保
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⑮而我也与我的前辈、同仁们一样，仍愿与这一眼千年的
美“厮守”下去。（与美厮守，是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使命，是
保护和传承者的宏愿，也是“我”的一种承诺、延续和决心。）

一眼千年，厮守永远：个体
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不可
分割。

《人民日报》2019 年 04 月 10 日，有删改
作者：樊锦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