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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9日，國家勳章和國家
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金色
大廳舉行。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
詩榮獲「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
榮譽稱號。
在雄壯激昂的樂曲聲中，滿頭華
髮、身形清瘦的樊錦詩緩步走向授勳
台。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授勳台正中，
微笑着與這位「敦煌的女兒」熱情握
手。
「聽說你們那兒下雨啦？」
「是的，總書記，我們在做相關監
測工作。」
治國理政的千頭萬緒之中，習近平
總書記為何如此掛心敦煌的雨水？
就在此前一個多月，習近平總書記
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開座談會。會
上，樊錦詩匯報了一系列可能影響敦
煌文物保護的自然因素，水是其中之
一。
「遊客目前是否超量了？超負荷情
況怎樣？」「近年敦煌下雨多
了？」……座談會上，從遊客數量到
自然災害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問得特
別細緻。散會的時候，總書記又在門
口停住腳步，特意叮囑大家：「世界
文化遺產，保護好是第一位的，旅遊
是第二位的，不能光盯着門票而追求
經濟效益，不能過於商業化。」
樊錦詩一直很感嘆：「總書記關心
的，都是敦煌當前面臨的最緊要的問
題。」

保護傳承歷史文化遺產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
「一個熱愛中華大地的人，他一定
會愛她的每一條溪流，每一寸土地，
每一頁光輝的歷史。」早在河北正定
工作時，習近平同志就曾這樣深情告
白。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一幅描繪從正

定、太原到五台山方圓五百里山川風
貌的五台山圖，勾起了習近平總書記
的回憶。
在正定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經常
走訪縣誌裏記載的古寺、古塔等文保
單位。
在隆興寺調研時，習近平同志看見
一塊碑，上刻朱熹題寫的「容膝」兩
字。旁邊還有一塊隋碑，因為年代太
過久遠，很多地方已經風化。
當時，習近平同志對工作人員說，
「以後不能拓碑了，要把朱熹的題字
碑封存起來保護好，那塊隋碑也封存
起來」。
後來，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還
曾前往正定隆興寺開展文物保護工
作，留下一段特殊的緣分。
30多年後，置身莫高窟第61窟，

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到這塊隋碑，回
憶起保護正定歷史文物的點點滴滴。
「保護好、傳承好歷史文化遺產是
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跨越數十載光陰，習近平總書記始
終懷着對中華文明的深厚情感，身體
力行推動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
北京中軸線北延、燕山腳下，中國
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掩映在青山茂林
之中。
2023年6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走

進館內的蘭台洞庫。洞庫頂部，取材
自敦煌唐代壁畫中的飛天形象盡顯東
方美學神韻。
「盛世修文。」在蘭台洞庫，習近平
總書記多次說起這個詞。「中華民族
的一些典籍在歲月侵蝕中已經失去了
不少」「但每一個時代都有一批人精
心呵護它們，保留下來。到我們這個
時代，一是平安穩定，一是有強烈的
民族文化保護、建設的意願，再有有
這個能力。條件具備了，那就及時把
這件大事辦好」。
這又何嘗不是對敦煌的寄語？
近400年無人管理，歷經戰亂、偷

盜、破壞……走過無數個日升月落，
歷經多少次九死一生，敦煌石窟才終
於來到今天，在新中國的陽光下，明
珠拂塵、重現光彩。
在敦煌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行走
在莫高窟窟區。洞窟外加固後的崖
體，與周邊風貌渾然一體。
趙聲良向習近平總書記介紹，上世
紀60年代初，在國家十分困難的條件
下，中央撥出巨款開展莫高窟危崖加
固工程，搶救維修了莫高窟。改革開
放初期，中央財政撥出專款，極大改
善了敦煌研究院職工的工作生活條
件。
歷史與現實的鮮明對照，凸顯中華
文明的繁榮興盛、偉大時代的波瀾壯
闊。

先進科技提高保護水平
敦煌研究院內的國內首個文物保護
領域多場耦合實驗室裏，敦煌研究院
保護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們專心記錄着
各項數據。
實驗室自2020年正式投運，分為夏
季倉、冬季倉和風雨倉，可模擬-30℃
到 60℃、10%至 90%相對濕度的環
境。從莫高窟等地取來的土石樣品將
經受各種氣象條件的考驗，從而揭示
石窟寺風化的奧秘，有針對性地採取
保護措施。
「努力把研究院建設成為世界文化

遺產保護的典範」「運用先進科學技
術提高保護水平」……總書記的勉
勵，一直鼓舞着這裏的每一個人。
「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

當、開拓進取」——習近平總書記講
述的莫高精神正代代傳承。莫高窟歷
盡滄桑的壁畫前，殷墟遺址的考古工
地上，三星堆博物館文物保護與修復
館裏……千千萬萬的文脈守護者，悉
心呵護着中華大地上的文化瑰寶。
文運與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
連。
在福建全力保護三坊七巷、撥款支
持鼓浪嶼八卦樓修繕工作，在浙江保
護良渚遺址這一「實證中華五千年文
明史的聖地」……
習近平總書記對古老文脈矢志不渝
的保護，讓登得上城樓、望得見古
塔、記得住鄉愁的文化長卷在中華大
地上徐徐展開，讓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的前景無限榮光——
「我們的文化在這裏啊！是非常文
明的、進步的、先進的。將來傳下
去，還要傳五千年，還不止五千
年。」

「保護好是第一位的」

敦煌，如歷史長河中的一灣清泉，照鑒過去，也照耀未來。
80年前，1944年1月，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習近平總書記曾
指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結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無人
管理、任憑損毀、屢遭破壞偷盜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黨
和國家高度重視、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
多年來，習近平總書記數次表示了對這座底蘊深厚的
絲路古郡的嚮往。2019年8月，總書記來到這裏考
察調研，深情地表示，此行實現了一個夙願。
從建設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到打造
敦煌學研究的高地；從莫高精神的代代傳
承，到敦煌文化的發揚光大……殷殷
牽掛、諄諄囑託，展現出習近平
總書記對古老文脈的深厚情
結，對中華文明傳承發展
的深邃思考。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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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來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學術成果展示，並同有關專家、學者和文化單位代表座談。

◆◆20232023年年44月月2525日拍攝的甘肅敦煌莫高窟窟區日拍攝的甘肅敦煌莫高窟窟區。。

▲莫高窟第217窟的青綠山水壁畫。

◆◆莫高窟第莫高窟第259259窟內窟內，，研究人員在做洞窟記錄研究人員在做洞窟記錄。。

▼在敦煌研究院多場耦合實驗室
中，工作人員對慶陽北石窟寺砂岩
樣品進行三維掃描分析。

◆在敦煌莫高窟正在保護修繕的第55窟內，一位文保工
作者對壁畫進行修復。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絲路重鎮敦煌，多元文明
在此交匯，孕育莫高窟的華光璀璨。
2019年初秋，在甘肅考察調研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這
裏。
走進莫高窟第323窟，習近平總書記望向北壁上的一
幅壁畫。
「這是張騫。」總書記說，隨即又問，「這是什麼時

代畫的？」
「初唐時期。」負責講解的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揚部副

部長宋淑霞向總書記介紹。
雖然是第一次走進莫高窟，但是總書記對文物的熟悉

程度令工作人員驚訝和感動。
這種熟悉，緣自習近平總書記對敦煌長久以來的一份
情結。
1986年，時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的習近平同志到
甘肅調研交流，因時間緊、路途遠而沒能到敦煌。直到
30多年後說起這段往事，總書記還提到了當時的那份遺
憾。
後來，在浙江擔任省委書記時，習近平同志到浙江大

學調研，參觀「浙大文庫」時，對著名敦煌學家姜亮夫
的學術成就如數家珍。
到中央工作後，2009年，習近平同志到蘭州大學調

研，叮囑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將敦煌學
做強做大，為國爭光」……
「心嚮往之」的背後，是至為深邃的思考。
翻開史冊，河西走廊風雲際會，敦煌盛時氣象萬千。
巍巍大漢，從此處望向長安，數千里路途中80餘處驛
站，沿途「使者相望於道」，敦煌更是「華戎所交一都
會」。
隋唐盛世，絲綢之路北、中、南三條路
「總湊敦煌」，敦煌成為絲路「咽喉之

地」，駝鈴聲聲、商賈雲集。
穿越千百年的時光，古老的絲路重煥榮光。
2013年9月，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人們不
僅記住了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更記
住了這位大國領袖充滿感情的話語——
「我的家鄉陝西，就位於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站在這

裏，回首歷史，我彷彿聽到了山間迴盪的聲聲駝鈴，看
到了大漠飄飛的裊裊孤煙。這一切，讓我感到十分親
切。」
敦煌，在總書記心目中有着不同尋常的地位。

從歷史連續性認識中國
向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致賀信，

習近平總書記盛讚「敦煌是歷史上東西方文化交匯的重
要樞紐」；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
式上，總書記談及古絲綢之路，將敦煌等古城稱為「記
載這段歷史的『活化石』」……
當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結出果實，逐步成為當今世

界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時，這位「首倡者」來到了
敦煌。
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講明來意：「當前來講，又是我們

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我們還是再回到老的絲綢之
路看一看，可以找到很多靈感。」
從厚重歷史中汲取智慧，從悠遠文明中獲得力量。
在敦煌研究院參觀學術成果展示時，習近平總書記在

一幅青綠山水畫前駐足良久。
畫中，危崖聳立，瀑布傾瀉，河流蜿蜒，蔓草垂懸。

旅人行走於山水間，路旁桃李花開，春光明媚。

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告訴總書記，這幅壁畫臨
摹品取材於莫高窟第217窟，講述印度高僧佛陀波利兩
次來五台山禮佛的故事。這幅青綠山水畫，體現着中國
傳統的審美精神。
今天，兩晉南北朝至隋唐的畫作絕大多數已經失傳。

這種色彩明快的唐代青綠山水畫，是莫高窟為後世留存
的一段珍貴文化記憶。
「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

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
理解未來中國。」在2023年6月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
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道出了他珍視文脈的原因所在。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來到福建武夷山朱熹園，強調「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

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在四川眉山三蘇祠，感嘆
「一個三蘇祠可以看出我們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走
進河南安陽殷墟遺址，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
中斷，塑造了我們偉大的民族，這個民族還會偉大下去
的」……
一切國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創新和文明進步為
先導和基礎。
敦煌情，是習近平總書記文化情懷的生動寫照，更是
面向未來的深謀遠慮——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
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
現代文明。」

甘肅蘭州，讀者出版集團有限公司。一樓中廳展櫃
上，2022年推出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勘錄》格
外醒目。
2019年8月21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讀
者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考察調研，在這裏，總
書記再次提起了敦煌。
副總經理富康年回憶說：「習近平總書記
提到，敦煌文獻涉及方方面面，是豐富的
歷史資料。這幾年，我們積極貫徹落實總
書記的要求，出版了一大批與敦煌、簡牘
相關的圖書。」

國家強盛才能文化繁榮
敦煌藏經洞，記錄着一段「吾國學術

之傷心史」。
1900年，藏經洞被發現。彼時國力衰

微，無數珍貴文物流失海外。
在莫高窟藏經洞參觀時，習近平總書記

主動講到王圓籙道士發現藏經洞的經過。
撫今追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

強盛才能文化繁榮。」
2023年4月，「數字藏經洞」上線，數字

孿生技術復原了洞窟實體與所藏文物。
動動手指，用戶便可扮演不同角色，「穿越」

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時期，與洪辯高僧等歷史人物
進行互動，感受洞窟營造、放置經書等不同場景，沉
浸式體驗敦煌文化。
「實現敦煌文化藝術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數字化共
享」——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勉勵下，「數字敦煌」一
步一個腳印，正變成現實。
敦煌，中國通向西域的重要門戶。古代中國文明同
來自古印度、古希臘、古波斯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思
想、宗教、藝術、文化在此匯聚交融。
使者張騫鑿空西域、薩埵太子捨身飼虎、反彈琵琶
樂舞千年……歷史長河奔湧，莫高窟數百個洞窟中栩
栩如生的壁畫上，留下了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印記。

心懷自信才能屹立不倒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
並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
蓄的開放胸懷。」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
總書記話語堅定。
只有充滿自信的文明，才會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
同時包容、借鑒、吸收各種不同文明；只有心懷自信
的民族，才能在歷史潮流激盪中屹立不倒，飽經磨難
而生生不息。敦煌，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不朽見證。
帶着這樣的包容與自信，敦煌以開放的姿態走向未

來。
回顧敦煌學百年，從早年重文獻，到後來補史、證
史，而今，學者們正努力更進一步，讓「冷門絕學」
不絕、「國際顯學」更顯。
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鄭炳林向習近平總書記匯報
《敦煌通史》的編寫情況。如今，這套書已經出版，
為敦煌學研究提供了參考。
從敦煌保護實踐中總結提煉出的相關保護理念與技
術，正在走向更加廣闊的舞台。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
民說，這些理念與技術已應用在500餘項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工程中，並開始走向吉爾吉斯斯坦等共建「一帶
一路」國家。
飽蘸歷史之墨，書寫新的歷史。
當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獻以數字化方式回歸故里，當
古老壁畫中的九色鹿經由文創產品「飛入尋常百姓
家」，當《絲路花雨》的翩躚舞蹈驚艷世界，當「敦
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被徹底改變……
「講好敦煌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期待正一步步變
為現實，古老文脈在新時代煥發勃勃生機。
弦歌不輟，薪火相傳。
「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
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時代新的文化使
命召喚下，古老的敦煌綻放青春的芳華，為億萬中華
兒女積澱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莫高窟第 17
窟藏經洞。

「講好敦煌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敦煌我一直是嚮往的」

◆◆20232023年年66月月88日日，，在深圳舉行的文博會上的在深圳舉行的文博會上的
「「文旅消費館文旅消費館．．一帶一路國際館一帶一路國際館」」甘肅展台甘肅展台，，
一位身古裝的觀眾在觀看數字敦煌展覽一位身古裝的觀眾在觀看數字敦煌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