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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坚守大漠的敦煌文化守护人
——记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大漠敦煌，这座屹立在丝绸之路上的城
市，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

76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
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守护人”，秉持坚守大
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
神”，让敦煌文化走向了世界。

正是这些默默耕耘奉献的人们，让敦煌
文物研究、文物保护、文化旅游令世界瞩目，
使敦煌研究院发展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
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
构，成为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幸福的“莫高窟守护人”

敦煌研究院诞生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
成长在万象更新的新中国发展之时，壮大于日
新月异的改革开放之后。1944年，国立敦煌艺
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莫高窟约500年无人管
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
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莫高窟得到有效保护、
传承。从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走进新时代，

“莫高窟守护人”接续奋斗，在茫茫戈壁践行着
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几十年来，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批仁人
志士、青年学子远离城市，来到大漠戈壁，践
行着他们的梦想——把精美的壁画全部临摹
留存下来，完好地保存莫高窟。一代代莫高
窟人说，敦煌已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他们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能守护
敦煌，我们太知足了”。

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
长樊锦诗，扎根敦煌50余年，视敦煌石窟的
安危如生命，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
莫高窟各洞窟的分期断代，带领团队致力保
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
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探索形成石窟科学
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作出了世人瞩目的突出
贡献。2018年12月18日，樊锦诗被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被誉为“文物有
效保护的探索者”。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从讲
解员做起，38年来仍坚守一线做讲解。李萍
永远忘不了当年已经退休的段文杰先生拉着
她的手说：“能在敦煌工作，你多幸福啊！”

在这些“莫高窟守护人”的脚下，印刻着新
中国奋斗者的光辉足迹。他们把美好的青春年
华奉献给了莫高窟，积淀形成弥足珍贵的坚守
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
神”，成为敦煌研究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源
泉和动力，使敦煌研究院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8
人发展到如今的上千人，队伍在不断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凭着一股子钻
研劲，建成国内文物系统第一个国家级工程中
心，研发出第一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
室，创办了大陆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期刊，
在全国文博界首次开展游客最大承载量研究。

几十年来，高光谱成像系统、激光诱导击
穿系统、多场耦合实验室等技术创新，似雨后
春笋般在这里涌现，敦煌研究院现已发展成
为全国领先的石窟文物保护综合研究的科研
实体，基本形成了以科技保护和科学管理相
结合，以专项法规、保护规划、数字保护为主
要内容的综合保护体系。先后承担省部级以
上科研课题130项，10余项科研成果获省部
级以上奖励，推广应用于全国11个省、区的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与美、日、英等1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数十家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各种形式的交
流与合作，培养壁画修复高级人才。与吉尔
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国家达成合作意
向，将文化遗产保护成套技术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推广应用。

敦煌文化的传承者

86岁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前副所
长李云鹤，从1956年来到敦煌，如今在莫高
窟已从事文物修复工作63年，参与修复壁画
近4000平方米，修复彩塑500余身，2018年
荣获“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如今，他的儿
子、孙女也都在敦煌研究院从事文物修复、
艺术设计工作。

一代代莫高窟人始终将学术研究作为
事业发展的核心任务，不断完善敦煌学术研
究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了一支在
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研究人才队伍，不断拓展
研究新领域，持续引领研究发展方向，使敦
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领域科学保护、学术研
究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

莫高窟人始终坚持“临摹、创新、研究”
的敦煌艺术研究宗旨，总结归纳出一整套临
摹技法和规范，逐步构建了完整的敦煌壁画
艺术研究体系和敦煌岩彩画技法体系。研

究方向和领域从最初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
研究，逐步扩展到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
窟艺术研究、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
究、敦煌历史文化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宗教研
究等专题研究，以及敦煌文化价值和精神内
涵的系统解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为保护
人类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出了积极贡献，也
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充
分肯定并多次给予嘉奖。其中，1995年被原
文化部、原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集体”
称号，1998年被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中国委员会授予“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管
理先进单位”称号，2000年被党和国家领导
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
管理的典范”，2007年被原人事部、国家文物
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2012
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8年被亚洲质量功能展开协会授予“亚洲
质量创新奖”、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予

“第三届中国质量奖”等。

让敦煌文化走向世界

2016年4月29日，敦煌研究院“数字敦
煌”资源库上线，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
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
及全景漫游，观众进入“数字敦煌”资源库平
台点开页面后，可以采用VR360度全景漫游
方式来参观、欣赏石窟之美，从而实现身临其
境般参观敦煌石窟。由此，敦煌石窟艺术得
以永续流传，敦煌文化也随之走向了世界。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俞
天秀是一位“80后”，在莫高窟工作14年，他
所在的团队主要从事将洞窟、壁画、彩塑及相

关文物采集加工成数字图像，拼接汇集电子
档案，构建多元、智能的石窟文物数字资源
库。采集不易，拼接更难。以61窟为例，仅
西壁就要6000多张，一天最多拼接30张左
右。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攻关，制定了13个
内部标准，总结出一整套工作流程，高质量完
成了206个洞窟的数据采集和100多个洞窟
的图像处理，成为业界“规范”。

莫高窟人不断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努

力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有效途径。他们利
用“互联网+”成功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中
英文版，实现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全球共
享，访问量已超过400多万次。建设全媒体
平台，利用新媒体矩阵，传播敦煌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推出数字文化品牌，开发文化产
品，深受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喜爱。2018年全
媒体平台浏览量达1.14亿人次，访客覆盖70
个国家（地区）和全国 34 个省（市、区）。
201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文化和
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为积极推进敦煌学研究国际化，敦煌研究
院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敦煌学的重要研究基地
和学术交流平台。先后派出学者近200余人
次赴10余个国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充
分利用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举办
多场专题论坛、主题展览以及20余次敦煌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深化敦煌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
究，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和民
心相通、认识理解丝路文明以及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护好中华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中华民
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莫高窟，就是以常书鸿、
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敦煌研究院文物
保护利用团体替民族守护并传承开拓的精神
家园。有了他们的守护，中华儿女便能回望
民族的根和魂，赓续传统文脉。

“洋年货”背后的护航人
本报记者 黄 平 柳 文 通讯员 娄晓磊

春运大幕拉开，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的
“义新欧”中欧班列，历经18天长途跋涉，日
前顺利抵达浙江义乌西站。列车上满载红酒、
橄榄油等几十种“洋年货”，即将运往全国各
地，走进普通家庭。可曾想到，洋年货走入寻
常百姓家背后，还有一群默默奉献的铁路人。
他们甘当护航人，保障中欧班列顺利启航。

“春运期间，设备检修时间紧，必须更加
认真精细。”迎着凛冽寒风，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电务段义乌西信号工区工
长李一文神情专注地盯着测试仪表，生怕电
务信号设备出现丝毫差错。他像医生查房一
样，打开每台转辙机外罩，俯下身仔细查看转
换时间、道岔密贴、电流大小等一系列指标，

决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
“大家称我们是‘神经科大夫’。”李一文

坦言，电务信号设备是整个义乌西站的“神经
中枢”，控制着列车位置、运行速度、进路状态
等诸多关键环节。一旦出错，整个中欧班列运
输计划就会被打乱。因此，李一文不允许自己
有一丁点失误。

铁路电务信号设备检修是一项磨人的工
作：因为需要巡线、维修，每天都是和高压电
网、铁路钢轨打交道，与外界交流甚少。因为
远离亲人，他们一上班就是一周，一周内“半
军事化”作业，和家人、朋友无法交流。51岁
的李一文是地道的义乌人，从事铁路工作30
年来，身边的工友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依然

倔强地守在这里。
“110米”“55米”“33米”……铁路金华

车务段义乌西站调车长胡俊身穿黄色工作
服，站在列车边通过对讲机不断地与司机沟
通。那张已晒成古铜色的脸，让人很难相信他
刚年过40岁。自2014年起，胡俊所在的调车
组共为中欧班列编组8000余辆，实现安全零
差错。

中欧班列比普通货运列车速度快、路程
远，对车体要求更高。每次编组，胡俊都要再
三检查确认，每列车需要挨个检查50节车体。
爱钻研、爱较真，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跟着胡
俊干活“不好交差”，但跟着他干活心里踏实。

“列车出了国门代表着国家形象，容不得

半点马虎。”在调车岗位上干了16年的胡俊，
每次送车，都是一次到位。看着一列列满载货
物的中欧班列，经过自己和同事们的编组换
装往来于亚欧大陆，胡俊掩饰不住内心的自
豪：“中欧班列像纽带一样，在连通中国与欧
洲各国的物产，在方便亚欧大陆人民互通有
无的同时，也架起了中欧友谊的桥梁，能为此
做点事情很高兴。”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义
新欧”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跨越国
家最多、线路最长的中欧班列运营线路。这群
可爱的铁路人，在平凡中谱写着坚韧、精细，
在方寸间奏响工匠精神的时代强音，护航中
欧班列行稳致远。

郑春光是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玉溪供电段昆西接
触网工区的一名接触网工，今年55岁，再过两个月，他就要
退休了。今年春运，是他经历的第21个春运，也是在工作
岗位上的最后一个春运。

1998年，当了13年兵的郑春光从部队转业，成为昆明
铁路局的一名职工。21年间，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奋，先
后获得段级、集团公司级“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春运期间，老郑要经常带着徒弟去铁路边巡视作业，检
查供电设备。如果发现隐患，要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处理，以
免影响列车安全开行。说到巡视，老郑的经验总会派上大
用场，他的眼睛很“毒”，见到不对的地方，总会一眼就发
现。21年里，经他发现的隐患达1000多处。

“最后一个春运了，真的舍不得这个岗位和一起奋斗的
工友们。以前过节总陪不了家人，退休后就可以了，但却又感
到莫名的难受……今年，我就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吧，这个春运
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好好珍惜！”老郑的眼中充满了泪花。

通过自己的默默坚守，让旅客都能平安回家，这是一名
老党员最大的奋斗目标。21年，他做到了。

老郑的最后一个春运

张伟明

郑春光进行接地工作。 杨 森摄

本版编辑 许跃芝

郑春光携带工具材料前往作业地点。 杨 森摄

时代呼唤更多“莫高窟人”
□ 张玉洁

同一片大漠，同一座石窟。76年间，一
代代“莫高窟人”勇担重任，守护千年瑰宝，
曾经的疮痍之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开
放的典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弘
扬。他们隐居大漠，心如磐石；他们奉献韶
华，无愧于时代。

这是奔赴的故事。常书鸿从法国巴黎
而来，为“探寻民族艺术的宝库”。樊锦诗从北
京大学而来，她坚信“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
向”。“敦煌学也应该中国人来做”，一封自荐信
也让赵声良从北师大来到敦煌。不是没有更
好的选择，只因他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无穷魅力，不忍丝路明珠埋没于历史的尘埃。

这是坚守的故事。白水煮面就是待客
的伙食，老鼠窜上床头也是常事，直至上世
纪80年代莫高窟才通上电。就算今天，快
递也没法直接送到离城20多公里的敦煌研
究院。回忆过去，人们惊诧于“莫高窟人”如
何历经艰辛开辟创业路，可亲历者却说，大
家一心做事，没去想过苦不苦。

这是奋进的故事。洞窟坍塌损毁时，他
们徒手清沙，修筑围墙。在民族文化自信心
受挫时，他们埋头勤学，终于在敦煌学研究
上扬眉吐气。“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他们
以文交心，与沿线国家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桥
梁。当人们文化需求高涨时，他们脑洞大
开，让敦煌文化在手机方寸屏幕上绽放新姿。

时代需要“莫高窟人”。只有不畏艰苦，
学问才能做得透、事业才能做得好。只有胸
怀大志，才能抓住最紧要问题，在历史的长廊
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有把握时代脉
搏，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迸发出生
命力，让文化自信在每个人心中扎根开花。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国运强。时代呼
唤更多“莫高窟人”，期待他们抽丝剥茧，更
好讲述悠悠5000 多年历史中的生动故事，
探寻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时代呼唤更多

“莫高窟人”，使中华文化在激荡的世界文化
中创新发展，充满自信地走向伟大复兴。

（新华社电）

上图 敦
煌研究院技术
人员在莫高窟
98 窟 内 对 病
害壁画进行修
复。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左图 段
文杰在莫高窟
130 窟甬道临
摹 壁 画（1955
年 7 月 20 日
摄）。
（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
中央宣传部17日向全社会发

布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
用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
代楷模”称号。

2019 年 8月 19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时发表
重要讲话，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
作表示肯定。敦煌研究院文物保
护利用群体是以常书鸿、段文杰、
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守
护人。70多年来，他们扎根大漠，
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以
强烈的使命担当、无私的奉献精
神，精心保护和修复莫高石窟珍贵
文物，潜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
术，努力探索推进文化旅游合理开
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
就，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
高度评价和赞誉。敦煌研究院名
誉院长樊锦诗同志被授予“文物
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称号。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

体几代人薪火相传，择一事终一
生。他们的感人事迹宣传报道
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广
大干部群众认为，敦煌文物保护
利用群体大力弘扬和践行爱国奋
斗奉献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在平
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接续奋斗，充
分彰显了为国为民奉献的家国情
怀、为事业无怨无悔坚守的敬业
品格、为文化传承发展拼搏奋斗
的执着追求，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
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许多文
物保护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
系列重要论述，以几代敦煌莫高
窟守护人为榜样，扎根基层、潜心
钻研、矢志奋斗，不断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发布了敦煌研究院文物保
护利用群体的先进事迹，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
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的决
定》。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先进群体代表颁发了“时代
楷模”奖牌和证书。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首都各界
干部群众代表等300余人参加发布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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