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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8 月 3 日，
由云冈研究院主办、云冈学研究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承办的“民族融
合与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在大同
召开。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院长
杭侃、副院长何建国，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
江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山
西大学、甘肃简牍博物馆以及光明日
报、山西晚报等国内知名院校、媒体
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围绕民族融合与共同
体意识、云冈学建设等相关议题展开
讨论与研究，旨在探讨云冈石窟作为

多元文化的载体，反映中华民族在历
史上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促进不同民
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杭侃在致辞中表示，云冈模式对
中国石窟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云冈
石窟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典范，
同时也是研究民族融合与共同体意
识的场域。希望与会专家通过此次
会议推动云冈学建设，为云冈研究院
青年学者破题引路。

与会专家围绕会议议题，从历史
学、考古学等多个方面对民族融合以
及共同体意识展开研讨。研讨内容
涉及文化认同、种族来源、佛教文化、
石窟艺术以及民族史实等多个方面。

新华社太原 8 月 4 日电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冈石窟考察
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
且具有世界意义。

云冈石窟始建于 1500 多年前，是
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
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
一座文化艺术宝库。

近年来，山西加强云冈石窟保护
与研究，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底蕴，推
动云冈学拓展文化影响力，让人们在

“活”起来的文物中体会文化力量，筑
牢文化自信根基。

走进云冈：感受开放包容气质

云冈石窟被誉为一部镌刻在石头
上的史书。

在云冈石窟考察时，习近平总书
记仔细察看雕塑、壁画，不时向工作人

员 询 问 石 窟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等 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
含 的 各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历 史 内
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无论是开凿技艺还是开凿内容，
云冈石窟都雕刻着胡汉杂糅、民族交
融的历史内涵，石窟内既体现汉式建
筑的富丽堂皇，又散逸着少数民族建
筑或雄浑壮阔、或精巧柔美的气息。

云冈石窟有 20 余个洞窟中雕刻有
乐器图像内容，包括乐器雕刻 500 余
件，除了中原汉式琴、筝、箫、笙及鲜卑
大 角 ，还 有 龟 兹 细 腰 鼓 、波 斯 竖 箜 篌
等，胡风汉韵，兼容并蓄。

在今年 6 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 中 华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历 史 取
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
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
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原北方地区以国家工程的形
式开凿了云冈石窟，这里凝聚着各民
族追求和平统一的社会共识。”云冈研
究院院长杭侃说。

“石窟背后蕴含着具有鲜明开放
包容气质的文化。”大同市古城保护和
修复研究会秘书长宋志强说，北魏鲜
卑族以无畏的改革气魄融入中华民族
大家庭，这一改革，直接影响了隋唐。
鲁迅所言“唐室大有胡气”便是此意。

除了包容性、和平性和统一性，云
冈石窟也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和创新性。云冈石窟的开凿样式从
早期引入外来风格，到中期形成云冈
风格，至晚期又吸收南朝风格。同时，
云冈风格也不断走出去，东越太行山，
西跨黄河，传播、影响至更多地区。

“洞窟开凿是一部历史，文物的保
存、保护又是一段历史。”云冈研究院
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
主任卢继文说，读懂云冈历史，继承其
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

利用暑假来到云冈石窟研学的北
京 12 岁学生董子妃和小伙伴们观看了
石窟造像，还体验了文物修复、壁画绘
制、搭建木构件等。妈妈王书丹说，这
是她们出来研学的第六个暑假。从莫
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到云冈石
窟，她们仿佛置身历史隧道，触摸历史
脉络，把文化自信植根心底。

守护传承：赓续千年历史文脉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
第一位。”在云冈石窟考察时，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

走进第 10 窟，脚手架上多台设备
正 24 小时监测石窟本体和微环境，10
余 名 工 匠 忙 着 为 石 窟 做 养 护 。 监 测
数据不仅服务于石窟保养维护，还为
云 冈 石 窟 相 关 技 术 研 究 项 目 提 供 数
据支撑。

过去 3 年，以日常保养为主的预防
性保护工作全面提升。在完成第 1 至 3
窟危岩体加固及防排水等 5 项重点保
护工程、6 个洞窟日常保养的同时，云
冈研究院制定了石窟病害调查标准和
保护保养修复标准。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
做好科研的基础上守护好文化遗产，
保护理念更加谨慎、科学。”卢继文说。

今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
史研究院考察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
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团结凝聚全国
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不断提高研究
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
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随着“云冈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
点科研基地”“石质文物保护与研究山
西省文物局科研基地”“石窟寺保护与
传承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等落地，云冈
学平台建设加速，为云冈研究院与国
内知名科研院校合作开展基础研究和
技术攻关搭建了平台。

3 年来，云冈研究院获批国家级、
省级科研课题 40 余项。2021 年底出版
的《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
报告》，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云冈石窟山
顶 清 理 的 两 座 北 魏 辽 金 佛 教 寺 院 遗
址，该遗址曾荣获“2011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 该 考 古 证 实 了 郦 道 元 在《水 经
注》里记载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
历史记述，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云冈石
窟原貌。”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
考古发掘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张庆捷说。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石窟艺术的

杰出代表，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
动缩影。”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
长陈小三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完善云冈学研
究体系，讲好云冈文化的灿烂成就及
其世界意义，把历史文脉传承下去，让
中华文明发扬光大。”

云冈束腰鼓舞、云冈力士舞、云冈
伎乐天舞……山西大同大学音乐学院
舞蹈系主任李莉加大对云冈石窟伎乐
天舞蹈形象的研究，编写了《云冈舞基
础教程》，不断创作舞蹈作品，学生们
将“云冈舞”搬上舞台。

“云冈石窟舞蹈伎乐天的动感、神
韵构成了它独有的时代印迹和美学特
征，是北魏民间舞蹈与佛教乐舞的真
实记录与缩影。”李莉说，深入挖掘文
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加强文物
活化利用，才能让人们从中汲取滋养，
让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焕 发 新 的 生 命
力。

融通古今：绽放时代文明光华

武周山下，石佛寺前。伴随着细
碎飘渺的铃声与厚重扎实的鼓点，上
海 民 族 乐 团 琵 琶 演 奏 家 俞 冰 开 始 了
表演。在他时而激昂奔放、时而清脆
悠扬的琵琶声中，云冈乐舞的舞者与
身着传统服饰的模特渐次加入，带领
观众走进那段民族交融、文明交汇的
历史。

这是不久前在云冈石窟上演的一
场名为“又见云冈”的大型实景艺术秀
中的一幕。1000 余人现场观看，近 100
万人线上观看，人们被经由现代艺术
演绎的传统文化之美所打动。

“云冈石窟承载着千百年前中外
文 化 交 流 的 斧 痕 。 那 种 美 美 与 共 的
大 同 之 美 触 动 了 我 的 创 作 灵 感 。”俞
冰说。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
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
主任崔晓霞看来，原创云冈音乐、复原
创新的北魏服饰，正是艺术家们以当
代之心走进历史、深入体味蕴含其中
的传统文化，进而创作出有鲜明时代
特色的文化艺术的生动写照。

文化的传播，从被看见开始。借
助数字化手段，云冈石窟变得可触摸、
可移动、更亲近。

在数千里之外的宁波美术馆，3D打
印版的云冈石窟第 12窟局部正在展出。
雕刻精美、意蕴宏大的造像让人震撼，千
年石窟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

第 12 窟记载了古代音乐人盛大演
出的场面，被誉为“音乐窟”，广受国内
外各界关注。云冈研究院与浙江大学
合作，利用数字扫描和 3D 打印技术等
比例精准复制，让“音乐窟”能够“动起
来、走出去”。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主任
宁波说：“这一举措开创了超大体量文
物等比例复制的先河，为云冈石窟走
出 中 国 、走 向 世 界 迈 出 了 坚 实 的 一
步。”据介绍，“音乐窟”计划明年“走”
进日本，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文化的魅
力。

“ 云 冈 石 窟 是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碰
撞、融合诞生的伟大艺术宝库，其背后
是一部厚重的中华文明演进史、民族
融合发展史和劳动人民创造史。我们
将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文
物活化利用有效途径，让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焕 发 出 更 加 蓬 勃 的 生 机 与 活
力。”杭侃说。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王菲菲、王学
涛、孙亮全

“ 民族融合与共同体意识”
研讨会在大同召开

图为研讨会现场

本 报 讯 （记 者 赵喜洋）8 月 2
日 ，国 家 文 物 局 科 教 司 科 技 处 处 长
钱坤、信息与标准化处处长周高亮，
山西省文物局科技处处长张晶晶等
一 行 赴 云 冈 研 究 院 ，调 研 云 冈 学 研
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情
况并召开座谈会。

云 冈 研 究 院 院 长 杭 侃 ，副 院 长
何建国，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
监测中心主任卢继文，党委委员、文
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等参加
调研座谈。

座 谈 会 上 ，杭 侃 就 云 冈 学 建 设
及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建设
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科研基地以云
冈石窟及云冈模式影响下的北方早

期 石 窟 为 核 心 研 究 对 象 ，重 点 开 展
云冈学基础资料信息平台建设和多
学 科 交 叉 研 究 两 个 层 面 的 工 作 ，从
不同方面阐释北魏文化对于中华文
化 的 重 要 作 用 ，通 过 对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史 的 研 究 ，深 化 中 华 民 族 共
同体意识。

调 研 组 建 议 ，云 冈 研 究 院 作 为
国 家 文 物 局 重 点 科 研 基 地 ，要 找 准
研究开发、成果辐射、人才培养、交
流 合 作 这 四 个 定 位 ，做 好 理 论 基 础
资料的研究，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共
同推动基地建设。希望云冈研究院
积 极 发 挥 科 研 基 地 的 纽 带 作 用 ，系
统 开 展 云 冈 学 研 究 工 作 ，打 造 具 有
国际影响力的云冈学研究高地。

国家文物局调研组云冈调研

图为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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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全景

云冈 20窟露天大佛

宿白先生题写的昙曜五窟

云冈文保大楼外景

云冈景区内的古道车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