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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國中部沙沒巴干府邦卡造區，有一
個面積不大的螢火蟲保護園。每當夜幕降
臨，星星點點的螢火蟲就會此起彼伏地閃
爍不停。67歲的素吉是這個螢火蟲保護園
項目的發起人。他出生在邦卡造，後來離
家在各地輾轉生活。大約25年前，他回到
了故鄉。
回到邦卡造的頭幾年，素吉還可以在夜
晚欣賞到螢火蟲的點點光亮。「每到晚
上，後院的樹上滿滿都是螢火蟲，那景象
美得像童話世界一樣。」素吉決定留下
來，為保護螢火蟲做些事情。

處理水污染 螢火蟲回歸
然而好景不長，螢火蟲數量越來越少
了。為了保護這些美麗的小精靈，2008
年，素吉和朋友一起建立了螢火蟲保護項
目，起初致力於保護和增種螢火蟲的主要
棲息所——海桑樹，但情況並沒有改觀。
「後來我們，發現這一帶的水又髒又
臭。水源被污染也是導致螢火蟲消失的重
要原因。」於是，素吉和朋友開始着手處
理附近一帶的水污染問題。經過近一年時

間的努力，河水逐漸變得清澈，螢火蟲也
慢慢回歸了。
「想要留住螢火蟲，水、土和氣候條件

缺一不可。」素吉說，農藥和化學品使用
的增加以及人類生活區光污染等問題也是
導致螢火蟲數量減少的原因。
「近兩年，因為馬路整修，燈光更加明

亮，甚至徹夜不熄，光污染的影響給邦卡
造螢火蟲的生存構成很大威脅。」素吉
說，所幸他的保護項目受到包括聯合國相
關部門和泰國當地一些高校與學術機構的
關注，各方聯合對螢火蟲的棲息環境進行
研究，並在社會上呼籲人們提高對這一問
題的重視。
螢火蟲保護園吸引了不少人慕名參觀，

其中很多人都帶着孩子前來。為了盡量減
少參觀活動對螢火蟲生活的影響，保護園
參觀人數每天限制在30人以內。「我想讓
孩子們看到螢火蟲，我自己小時候就曾被
螢火蟲驚艷到。通過對參觀活動的觀察，
我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增進人們環保意識
的機會。」素吉說。
沿着保護園內鬱鬱葱葱的樹叢前行，樹

葉不時掠過手臂。在樹林盡頭的小運河
旁，素吉停下腳步，手指對岸一塊園地告
訴記者，那裏將成為保護園的擴建區。
「很多人只關注人類的生活環境和舒適

氛圍，極少關注是否能與其他物種和諧共
存。如果像螢火蟲這樣脆弱的昆蟲都能夠
與人類共處，說明我們的生態環境被保護
得非常好。我夢想着邦卡造能夠成為一個
螢火蟲棲息的小島，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
前來，那將會是多么美妙的畫面。」素吉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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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人素吉的「螢火蟲小島」之夢

▲這是2014年6月18日在泰國沙沒巴干
府邦卡造區拍攝的螢火蟲保護園。

▶生態環境得到改
善的邦卡造吸引眾
多螢火蟲棲息。

▼素吉在泰國沙沒
巴干府邦卡造區介
紹螢火蟲保護園。

這敦煌的58個春秋，書寫了她傳奇的人生。在樊錦詩擔任敦煌研
究院院長期間打造的「數字敦煌」項目，令敦煌文化遺產最大

限度得到保存、也令敦煌文化透過數字化打破限制予更多人欣賞，但
對於外界美譽，樊錦詩卻說：「我個人沒有什麼成就，成就是敦煌幾
代人共同努力做出的。」這片風沙瀰漫卻豐盛燦爛的土地上，有太多
人奉獻一生，矢志不渝。

投身大漠58年仍不捨離去
「我曾經有好幾次想過離開的。」樊錦詩坦言，那年不適應西北氣
候而提早結束實習的她，並沒想到畢業後的工作分配又令她回到了敦
煌。婚後她與丈夫彭金章兩地分居多年，為了家庭她曾想過離開敦
煌，但始終踟躕難捨。「我先生理解支持我，最終是他放棄了武漢的
事業來到敦煌，我們決心一起好好地為敦煌服務。」在樊錦詩看來，
敦煌文化的燦爛豐厚具有一種魔力，將到來的人深深吸引：「很多
『莫高窟人』都和我有類似的經歷，有些人原本只想在這裏一年半
載，最後卻再也不離開。我也想過走，但越待下去越覺得還有很多事
情要做。」
樊錦詩提及常書鴻、段文傑等前輩，這些留下來的人，同將這裏視
為他們的歸宿與精神故里，背負着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的責任感與使
命感，為保護和研究敦煌的未盡之業進行着不懈探索。「也曾走過曲
折的路，比如從常書鴻擔任院長就開始研究如何防沙，什麼方法都試
過，但效果不是很好。」直到後輩開創了綜合防沙措施，用尼龍網阻
沙、麥草固沙、沙生植物打造林帶，再以氣象監測作輔助，定向擋住
沙塵，最終可以成功擋住80%的沙塵。「前人以身作則創造了堅守道
路，曲折的探索奠定了後來的成功，我們後輩，只是繼承了他們的精
神。」

精益求精完善「數字敦煌」
作為文化遺產地，敦煌特殊在於文物不可移動，因此要進行保育，
除確立保護範圍、成立保護機構，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文物檔案。樊錦
詩記得，有次他們拿新舊照片資料對比，發現1908年攝下的一個洞
口，在1978年的照片中已變得模糊不堪，有些部分甚至消失了。
「我們大吃一驚，意識到必須要採用其他保存方式，才能夠追趕它消
亡的速度。」這個擔憂始終牽扯着她的思考，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她
初次接觸電腦數字化概念，「數字敦煌」的構想剎那萌生。
如今，這一項目不僅永久且高保真地保存下敦煌壁畫和彩塑的珍貴
資料，更以數位展示中心為觀眾提供數字化虛擬洞窟等新型參觀模
式，減少了絡繹不絕的遊客對文物遺址的損傷。為更真實地呈現敦煌
複雜瑰麗的色彩，樊錦詩與團隊探索了20年的時間，她欣喜地表
示：「10年時已有成效，但效果不理想，20年才做到最完美。」她
堅定地認為，現今人站在前輩打下的基礎之上，隨着社會和科技的發
展，唯有用更新更合適的措施去推進，才能更長久地保育莫高窟。
「敦煌文化是研究不完的，有些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它『是什麼』，
但背後的哲學思想、文化含義，我們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夫妻以保育莫高窟為己任夫妻以保育莫高窟為己任矢志不渝矢志不渝

敦煌莫高窟，不僅是保藏中華傳統優秀文化藝術，更

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匯的樞紐，凝聚了全人類的文

化財富。然而古老瑰寶璀璨亦脆弱，若無人保護，必然

會隨時間漸漸損毀而消逝於塵埃。在早前團結香港基金

主辦的《勠力同心守護敦煌藝術遺產》線上講座上，前

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向香港觀眾細細地講述了自己以

及許許多多的「莫高窟人」，是如何在這風沙瀰漫

卻豐盛燦爛的地方，為了保育敦煌文化而矢志

不渝地奮鬥。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圖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近年來敦煌文化開始走入香港人視線，不少本地

博

物館也舉辦相關展覽，呈現敦煌燦爛的文化遺產。
樊錦詩教授指出，若未曾親臨莫高窟，多數人總有
一個誤解，就是敦煌文化僅有佛教藝術。「其
實，敦煌的藏經洞內不光有佛教文化，還包括了
景教，也就是基督教，還有摩尼教、波斯的祆
教，這些宗教在敦煌流傳時間甚久，亦有不少
人信仰，足以說明敦煌文化是海納百川的。」
其實與香港一樣，敦煌在歷史長河中也曾是不
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心，波斯、希臘、印度等
等文化在此交融。「敦煌文化不只是漢文化，
也包括了其他民族以及歐洲、中亞的文化。」樊
錦詩希望新一代的年輕人可以知道，中華文化博
大精深、海納百川，包含了多樣性的文化。

如何欣賞佛教壁畫？
如同基督教、天主教的壁畫一樣，佛教亦是通過繪

畫和藝術作品進行介紹、弘揚與傳播，因此留下了豐
富燦爛的佛教繪畫藝術。想要了解基督教的人們，往往
除了讀《聖經》，也會去教堂欣賞壁畫，這在認識佛教
中也一樣適用。
但樊錦詩認為，即便沒有宗教信仰，也並不妨礙欣賞

佛

佛教壁畫與藝術。「壁畫中的形象多種多樣，表現的題
材內容也十分廣闊。從古代農業、工業、人們的生活習
俗，到音樂、舞蹈等藝術元素，這些無一不是從現實的
社會生活中來。」因此，欣賞佛教藝術其實是透過欣
賞不同民族的生活場景，了解當時不同民族的文化。

「「「敦煌女兒敦煌女兒敦煌女兒」」」樊錦詩樊錦詩樊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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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於佛教藝術
敦煌文化海納百川

敦煌是研究不盡的敦煌是研究不盡的敦煌是研究不盡的

●樊錦詩致力保育
敦煌文化逾50年。

●樊錦詩與同事們多年堅守敦煌。

●樊錦詩與同事們在洞窟內工作。

●1998年5月，與美國蓋蒂基金會、澳洲世
界遺產保護委員會工作人員考察莫高窟、探
討壁畫修復方案。

●樊錦詩和壁畫保護技術人員討論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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