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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專訪敦煌守護人趙聲良

期待香港故宮未來辦敦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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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同
屬世界文化遺產， 「前者發展時間是從
公元四世紀至十四世紀，後者歷史則始
於十四世紀，正好是一種互補關係，共
同體現中華文化發展歷程。」 趙聲良
道： 「敦煌屬於大眾文化，是普通民眾
為信奉佛教而修建；北京故宮博物院代
表皇家文化，匯集當時中國最高一層文
化精英。」 且敦煌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
一直都有學術、人員交流上的深化合
作。

期待未來三館合作
趙聲良說： 「香港成功建成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展示北京故宮博物院
珍貴館藏，是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敦煌
研究院、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間建立
了聯繫──不僅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與香
港故宮館之間的聯繫，亦使敦煌研究院
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間有了淵
源。」

雖然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剛剛建
成，但趙聲良已經開始期待未來三館合
作： 「我相信合作前景十分廣闊，敦煌
研究院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過的展

覽，未來也可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
出。」

文物承載千年歷史，卻也需要好
好保育、好好面向公眾展出。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作為中華傳統的展示場館，
又可以從敦煌研究院獲得怎樣的借鑒？
趙聲良分享敦煌研究院 「以數字化讓文
物活起來」 策展理念， 「敦煌莫高窟壁
畫舉世聞名，但其也歷經了上千年的歷
史，宛如 『風燭殘年的老人』 ，為了好
好保護，我們採用了數字化拍照的方
式，這種技術不只是獲得一張照片，更
是運用數字掃描技法，獲得關於壁畫的
完整數據資料。倘若他日洞窟因不可抗
力而損壞，這些留存的數據資料，既看
不壞，亦可以用以複製。」

8月文化博物館辦展
至於具體的展示手法，趙聲良

稱： 「我們除了採用原大小照片方式呈
現壁畫，還使用新媒體投影等形式，真
正讓畫 『活起來』 ，如令畫中的九色鹿
『走來走去』 等。且通過互聯網或者手
機App展示，有助於敦煌藝術的廣泛傳
播。」

今年八月，敦煌研究院會結合多
媒體方式，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展
覽，展示近幾年敦煌研究院的新成果，
展覽會凸顯更多生活的畫面， 「敦煌壁
畫當中本來就涉及了很多古代的社會生
活的內容，這次展覽中有一幅《報父母
恩重經變》的絹畫，詳細地呈現古代父
母撫養孩子成人的全過程，體現符合中
國儒家思想的古人報答父母養育之
恩。」

趙聲良稱本次展覽還會增添更豐
富的山水畫內容，包括觀眾比較關心的

唐代青綠山水畫等，並且提到會運用更
多新媒體數字化的方式，讓壁畫裏的人
物 「活起來」 。

作為新時代敦煌 「守護人」 ，趙
聲良曾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一本敦煌畫
冊，就對敦煌產生了濃厚興趣，上世紀
八十年代大學畢業後，他不顧父母反
對，隻身前往敦煌工作至今，雖然條件
艱苦，但也沒想過放棄，因為在他眼
中，敦煌藝術對中國美術史有突出貢
獻，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標誌性成就。

部分圖片源自網絡

本次 「藝術@維港」 展覽共推出四
個展覽項目，分別為康文署轄下的藝術
推廣辦事處和科學推廣組所推出，並由
香港賽馬會獨家贊助的 「香港賽馬會呈
獻系列：藝術有理」 展覽、K11的 「未
來交響樂」 、嘉里集團的 「綻放香
港」 ，以及信和集團的 「心連心」 ，自
六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八日面向公眾
開放。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很高興見證維港兩岸近二十年的發展，
看到如今維港兩岸的海濱已經不只是香
港市民樂意去享受的公眾空間，而是成
為一個展示香港在文化藝術以至科學創
新方面最新發展的大舞台，期望隨着公
私營間更緊密的合作，維港兩岸的活動
會更加豐富。

線上線下體驗展覽
此次展覽是香港科學館和藝術推廣

辦事處的首次合作，雙方在策劃期間想
法不謀而合，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

式，在最能代表香港的維港展現藝術和
科技之間的碰撞。藝術推廣辦事處總監
劉鳳霞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表示， 「民
商官的合作是非常重要，政府和私營機
構的支持、藝術家的參與、市民的積極
互動……當每個人都付出自己的資源，
這才能讓展覽活動變成屬於香港的藝術
盛會。」

從科學的角度看藝術，再從藝術的
角度看科學，賦予展覽科教意義。在香
港科學館總館長陳淑文看來，科學並不
遙遠，這一次的展覽可以將科學知識推
廣給更多人。

至於參與此次展覽的私營機構致力
於融合藝術與生活品味、科技的K11，
期望透過不同藝術媒介向大眾展現充滿
希望的未來；作為首次參與展覽的嘉里
集團，將 「綻放香港」 作品視為獻給香
港的一封情書；信和集團此次呈現 「心
連心香港藝術展」 ，期望以藝術帶來希
望，共同邁向新篇章。

部分圖片：主辦方提供

敦煌藝術作為表達佛教思想的
藝術，歷代畫匠在洞窟中作畫，不僅
涵蓋佛經故事，更反映古代生活，諸

如狩獵、耕作、紡織、音樂歌舞等一
系列場景，成為今人研究古人生活的
重要文物。

敦煌莫高窟壁畫雖以佛經故事
為主題，但在宗教主題之外，更可見
古代繪畫技藝，譬如青綠山水筆法的
運用。在北魏晚期壁畫中，石青、石
綠表現山水已是經典，雖然只是畫面
故事的 「背景板」 ，卻也令人看到了
古代青綠山水畫發展緣起。以石窟南
壁描繪《五百強盜成佛》為例，山石
用色正是鮮艷的石青和石綠色。



◀敦煌研究院黨委書
記、研究員趙聲良。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趙聲良主編《敦煌歲
時節令》獲讀者好評。

▲位於甘肅省敦煌市的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裏的青綠山水話你知

▲敦煌莫高窟南壁壁畫《五百強盜
成佛》。

▲敦煌飛天壁畫。

藝術@維港展現藝術科技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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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VERSE》一扇通向
元宇宙的大門。

▲觀眾可腳踩自行車，踏上
《夢想實驗號》。

▲形似香港山嶺的《山水風光》。 ▲《水滴潛艇》形似一顆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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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無極》靈感來自珊瑚礁。▲觀眾可走進裝置內欣賞《光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