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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庐云冈”的丝巾设计
从云冈石窟、华严寺等著名
古迹中汲取灵感，经过重新
演绎，创作出喜感洋溢的系
列产品。菩提树、金翅鸟、吉
象、神龙等图案，姿态各异，
华彩纷呈。这些形象在石窟
雕刻中具有装饰作用，与庄
严 慈 祥 的 佛 像 同 处 一 片 净
土，闪耀着智慧与灵性之光，
是善良和祥瑞的化身。

设计师以弘扬传统文化
精髓为旨归，以自由灵动的
想象力融汇欢快的色彩，用
朴拙的笔触描绘出生机盎然
的瑰丽图案。力求多角度展
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让
更 多 人 了 解 和 热 爱 云 冈 文
化、大同文化，感受传统艺术
的活力与精神。 王 晨

“ 云中风物 吉瑞相随”系列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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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 日前，由云
冈研究院与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
字遗产专业委员会、中国测绘学会文化
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大同市文物局联
合主办的云冈文化遗产智慧数据与数
字人文研究论坛在大同成功举办。

中 国 测 绘 学 会 理 事 长 宋 超 智 、云

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出席。论坛由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主持。

本次论坛主题为“携手构建文化遗
产 开 放 数 据 ，大 力 促 进 数 字 人 文 研
究”。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
院、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等 19
家文博单位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28 家科研机构
的 150 余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化遗
产的智慧数据建设与开放利用问题，分
享数字人文研究领域前沿的学术动态
与最新的科研成果，以推动中国文化遗
产的数智数据更好地活化利用。

宋超智在致辞中表示，我国高度重

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测绘科技的运
用为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提供了新的研
究方向。同时，文化遗产地也为测绘科
技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此次论坛将
进一步促进测绘科技与文化遗产的深
度融合与发展，促进测绘科技在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的研发、转化与推广，促进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研究应用。

张焯在致辞中向与会领导及专家
介 绍 了 云 冈 石 窟 数 字 化 工 作 进 展 情
况。他说，当前，数字化发展不断提速，
数字技术持续创新，对于不可再生的
文物遗存来说，文物数字化建设是实
现文化资源长久保存并发挥更大作用
的基础性工作，云冈石窟已完成一半
洞窟毫米级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希
望文博单位与高校共同发力，持续推
进数字化建设工作，赋能文物保护事
业高质量发展。

北 京 建 筑 大 学 首 席 教 授 、东 南 大
学特聘教授李爱群，国际文化遗产记
录科学委员会国际执委、北京清城睿
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长贺艳，国际知
识组织学会董事会理事、国际联盟数
字人文课程委员会主席曾蕾分别作了
题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建筑遗产预
防性保护关键技术”“数字阐释增进文
明交流互鉴”“增强文化遗产智慧数据
FAIR 化 ，助 推 文 化 遗 产 数 据 开 放 共
享”等主旨发言。

论 坛 还 以 分 会 场 的 形 式 从 测
绘 、计 算 机 、智 慧 数 据 建 设 等 角 度 对
数 字 赋 能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进 行 了 圆 桌
讨 论 。

携手构建文化遗产开放数据 大力促进数字人文研究

云冈文化遗产智慧数据与数字人文研究论坛在同举办

为 了 落 实 市 委 、市 政 府 指 示 精
神 ，延 续 暑 期 旅 游 火 热 盛 况 ，使 大 同
旅游淡季不淡，云冈研究院经过多次
专 题 研 讨 ，从 云 冈 文 化 研 学 、云 冈 乐
舞 演 艺 、云 冈 特 色 展 览 、云 冈 夜 游 工
程 、云 冈 技 能 培 训 等 方 面 着 手 ，多 措
并举将大同旅游推向新高潮。9 月 1
日，云冈东山“曼荼罗乐舞季”系列演
出 在 菩 提 艺 术 区 曼 荼 罗 广 场 开 幕 。
曼妙优美的云冈舞蹈、佛语禅经的乐
声、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等引得众多
游 客 驻 足 观 赏 。 本 季 演 出 将 一 直 持
续 到 9 月 9 日 ，每 天 15 时 30 分 开 演 ，
云冈研究院官方抖音账号同步直播。

本季演出由云冈研究院主办，大
同大学舞蹈系为主要参演团队，特邀
国 家 一 级 导 演 王 和 平 为 云 冈 东 山 大
舞台艺术总监担纲策划，大同大学舞
蹈系主任李莉担任乐舞编导。

“ 蔓 荼 罗 ”出 自 梵 文 ，意 为 坛 城 ，
是密教修持的能量中心，云冈东山菩
提 艺 术 区 的 建 筑 中 心 即 为 蔓 荼 罗 广
场 ，它 依 山 而 建 ，融 汇 东 西 方 建 筑 风
格 与 传 统 艺 术 于 一 体 ，以 单 巴 钟 楼 、
塔 林 、金 字 塔 等 建 筑 为 主 ，配 套 三 大
表演舞台和阔大广场，打造云冈石窟
景 区 的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地 。 这 里 全 部
利 用 建 筑 废 料 和 工 业 机 械 废 旧 物 缔
造 了 一 处 别 具 一 格 的 艺 术 景 观 区 。
本 季 演 出 在 曼 荼 罗 广 场 设 有 情 景 展
示区和中心舞台表演区，除主要节目
之 外 ，另 在 展 示 区 做 了 动 态 、情 景 式
的表演。

《云冈之舞——云冈系列舞蹈表
演》是 本 季 演 出 的 首 秀 ，随 着 一 声 声
明快的鼓声，身挎宽边束腰鼓的云冈
石窟伎乐天重现人间，她们时而翻转
跳跃，时而击鼓声响，舞姿鲜活流畅，
气 势 刚 健 威 武 ，分 分 钟 惊 艳 游 客 ，仿
佛 带 大 家 穿 越 到 1600 多 年 前 那 个 舞
乐 飞 扬 的 时 代 。 这 些 翩 翩 起 舞 的 当
代少女从《云冈束腰鼓舞》到《西域梵
音·化身童子》《盛世宴歌》《云冈六臂
神舞》再到《西域梵音·金刚力士与菩
萨》《云 冈 莲 珠 纹 舞》《云 冈 长 袖 飞 天
舞》等 ，演 绎 了 一 场 热 闹 非 凡 的 佛 国
庆 典 ，长 袖 飞 天 、六 臂 神 舞 、束 腰 鼓
舞、莲珠纹舞等都是云冈洞窟里满壁
生动的飞天形象，如今它们“走”出洞

窟，在舞台魅力绽放。
云 冈 舞 是 云 冈 学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云冈舞的灵魂来源于云冈石窟艺
术 ，云 冈 舞 就 是 从 石 窟 中 飞 出 的 舞
蹈。从 2002 年开始，云冈舞就成为大
同 文 艺 工 作 者 们 的 创 作 灵 感 和 努 力
方 向 。 云 冈 系 列 舞 蹈 不 仅 让 云 冈
1600 年 前 静 默 无 言 的 雕 像 动 起 来 再
现 北 魏 平 城 气 象 ，并 屡 获 国 际 大 奖 ，
先 后 两 次 受 外 交 部 和 原 国 家 旅 游 局
选 派 ，走 出 国 门 ，成 为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的名片，《云冈长袖飞天舞》是山西省
首个获得国家版权的舞台艺术作品。

本场乐舞编导大同大学李莉说：
“用舞蹈诠释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一
直是编创团队的心愿，数不清多少次
走进洞窟观摩学习，用石头雕刻的北
魏乐舞艺术看似沉默无言，却在岁月
流 转 中 留 给 我 们 无 尽 的 创 作 源 泉 。
本次演出一共九个舞段，希望通过深
入挖掘云冈石窟的文化底蕴，展现各
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从而更好地宣
传云冈石窟、宣传大同。”

《佛语禅音——诵经听禅》是由
云 冈 石 窟 灵 岩 寺 住 院 僧 人 为 首 的 表
演 ，当 僧 人 的 诵 经 声 响 彻 云 冈 东 山 ，
在场的游客们瞬间都静了下来，紧接
着风雷鼓响，僧人们依次进入广场的
洞窟内进入禅定状态，接着少林寺小
和 尚 依 次 开 始 集 体 旗 、地 躺 拳 、软 气
功、集体棍、硬气功、七星拳等武术表
演，动作行云流水、刚劲有力，台下的
游客连连发出赞叹声：这可是真功夫
啊！

此次云冈研究院隆重推出的“曼
荼罗乐舞季”演出是推动文化遗产活
化 利 用 与 时 代 发 展 同 步 同 向 的 具 体
体现，也是以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为
市 民 游 客 提 供 更 优 质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具体措施，以使云冈东山成为一道
新 的 风 景 线 、打 卡 地 ，让 更 多 的 游 客
和观众探寻中华美学精神，了解民族
融 合 历 史 ，让 云 冈 文 化 更 广 泛 传 播 ，
真 正 做 到“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 走 出
去 ”。 之 后 还 会 有《吉 祥 满 天 下 ——
舞 、乐 、歌 表 演》《云 动 民 族 风—— 民
族 歌 舞 表 演》《礼 佛 云 冈》《幸 福 一 起
来》等多个篇章的歌舞盛宴奉献给广
大游客。

云冈东山大舞台激情上演“ 乐舞季”
本报记者 赵小霞

开幕式现场

圆桌讨论现场

《云冈束腰鼓舞》

少林寺武术表演

《云冈之舞》大合照

延续“暑期档”火爆势头 力促大同游淡季不淡

参会嘉宾在云冈考察数字人文与智慧数据融合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