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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走 云 冈 听 千 年 文 明 交 响

本报记者 赵小霞

—“大美中国行·文化遗址里的中国故事之云冈石窟”直播活动走笔

“呦呦！穿越时空，回到那古老的
云冈，听那锤击声声，是岁月铭刻的歌，
能工巧匠，展示技艺的高潮，凿出东西
方交流的文明桥梁，中华文明因交流而
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云冈石窟尊
尊大佛化作说唱乐队，尽情演绎云冈的
宏大交响。6 月 8 日，正值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伴随着这趣味无穷的直播先导
片，“大美中国行——文化遗址里的中
国故事之云冈石窟”直播活动在云冈石
窟开播，首先由山西文旅虚拟星推官晋
依依简单介绍了云冈石窟，随后直播团

队走进云冈，由山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樊璠和云冈博物馆馆长赵昆雨带领大
家行走云冈，为广大观众讲述当代云冈
人的传承与守护故事，听千年文明交
响。

“大美中国行 文化遗址里的中国
故事——十一省（区、市）全媒体直播”
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国
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共同指导，以史为
线，串联几千年华夏历史，以史为烛，照
亮文化发展方向。全面展示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

效，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营造保
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浓厚社会氛围，增
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走进千年云冈，近距离感受它的宏
阔瑰丽、美轮美奂、气象万千的同时，仿
佛翻开一部刻在山崖岩石上的多元融
合史书。首先，赵昆雨带领线上的网友
们来到了云冈石窟代表作第 20 窟大佛
前，他介绍说，从 16 窟到 20 窟是著名的

“昙曜五窟”，这是云冈石窟开凿最早的
洞窟，全都是大像窟，造像都高达 10 米
以上，是古代帝王的象征，云冈石窟是
平凡的工匠凿刻出伟大的奇观。

边走边播，跟着镜头大家来到第 9
窟前，直播间里网友们纷纷提问，有的
问露齿微笑佛在哪里？有的说想看看
打 工 人 佛 。 赵 昆 雨 带 领 大 家 一 探 究
竟。他说，从第 9 窟到第 13 窟是“五华
洞”，这五个洞窟在明代、清代都加了彩
绘，有的造像包了泥，看起来色彩缤纷，
非常华丽，中华气象在“五华洞”开始清
晰，中西雕刻艺术结合造就荣华兼彩。
云冈石窟里故事很多，第 9窟的《睒子本
生图》好像 1500 年前的石刻连环画，太
生动了。

大家都知道音乐是用耳朵听的，云
冈石窟有种音乐是用锤子凿出来的，赵
昆雨带领大家来到云冈石窟必看的第
12 窟“音乐窟”，刚走近就好像听到优美
动听的音乐，看到曼妙灵动的舞姿。赵
昆雨给大家介绍，这正在演绎的舞蹈是

云冈束腰鼓舞，在第 20 窟内便可以看到
舞蹈的原型，这里还有一支“奇特”的乐
队，其中有 51 个乐伎、48 件乐器，乐队 C
位是弹指的指挥家、节奏的引领者。随
后，他指着石壁上的乐伎，给大家一一介
绍她们手中所持的乐器，这里展现了北
魏时期各民族音乐大融合的生动场景。

直播期间，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展开
热烈的互动。有的说，跟云冈大佛击掌
在我近期的旅游计划；有的说，云冈石
窟的蓝天白云太养眼了；有的说，云冈
石窟是我去过国内最好的景点；有的
说，我想看看正在修复的第 6窟……

通过直播镜头，可以看到游客是越
来越多了，下一站主持人便来到了网友

们心心念念的第 6 窟，虽然第 6 窟正在
维修保护，但线上的网友可以跟随镜头
去看一看。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
与监测中心副主任闫宏彬给大家做了
简单介绍，第 6窟是一座塔柱窟，大家随
镜头近距离观看了雕像。雕像风化程
度不一，跟位置、岩石本体内部结构、外
部环境等有关，同时看到工作人员正在
对雕像进行修复，像造像边缘起翘这种
情况，采用的是空鼓修复法。

云冈研究院遗产监测中心副主任
任建光在直播中给网友们介绍，石窟里
不仅有宏伟的造像，还有为保护云冈石
窟安装的监测仪器，这里有监测客流
量、风化、水汽、二氧化硫、震动等的仪

器，监测数据每隔 15 分钟记录一次，回
传到景区的监测中心，250 多个监测点，
就像镶嵌在石窟里的神经元细胞，感知
着洞窟各项指标的微小变化。随后，直
播团队还带领网友们观看了云冈石窟
的博物馆、全息数据采集、3D 建模、数
字云冈计算机中心、文创店等。

最后，跟随主持人来到云冈拓印体
验工作坊，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文旅
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给大家介绍
了云冈的研学体验项目，工作坊内一个
团队正在体验壁画修复项目，体验感满
满，“云冈+研学”让旅游有了新模式，

“云冈+乐舞”“云冈+时装秀”的种种尝
试，让更多人了解云冈，爱上云冈。

直播中的第 6窟雕像 直播中的云冈石窟西部洞窟一景

本报讯 （记者 赵喜洋）6 月 8 日，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
系卡列宁（Callieri）教授、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魏正中教授、牛津大学硕士研
究生王实一行来云冈研究院考察，双方
就石刻术语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云
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主
任王雁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贵斌以
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山西大学
客座教授李宝平参与了讨论，会议由王
雁卿主持。

卡列宁教授首先介绍了犍陀罗术
语汇编项目的发展史、术语编撰逻辑及
其使用方法。《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

编 》一 书 的 作 者 —— 法 切 那 教 授
1956-1991 年间在巴基斯坦主持考古工
作，1980 年前后法切那教授将信息科学
运用到考古工作中，组建了犍陀罗建筑
和艺术研究工作组，用标准化语言建立
犍陀罗文物数字化信息卡。数字化信
息卡对于验证不同馆藏文物残片是否
属于同一件作品、辨别犍陀罗文物的真
伪以及研究犍陀罗文物的功能和背景
有重要作用，因此建立统一的术语体系
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作。在意大利文
化部与犍陀罗建筑和艺术研究工作组
共同努力下，《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
编》一 书 历 时 17 年 ，经 数 次 修 改 ，于

2007 年出版了意大利文与英文版，2014
年由魏正中教授等人翻译为中文版。

会上，卡列宁教授提出了运用标准
化 语 言 全 方 位 多 视 角 对 文 物 进 行 描
述。在编撰术语的过程中，下拉式菜单
是最佳解决方案，可随时在菜单中添加
新元素。最重要的是，要始终记住客体
文物和主体内容之间的区别。《犍陀罗
石刻术语分类汇编》逻辑清晰、分类明
确，例如在建筑这一章节中，将建筑分
为了宗教建筑、军事建筑和民用建筑三
大类，在宗教建筑中又细分出窣堵波、
精舍等不同小类。

会上，双方就犍陀罗术语的运用以

及如何形成一套云冈石窟术语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魏正中教授建议从云冈晚期
小洞窟入手，逐步加入早中期大型洞窟
中新出现的术语，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
全面梳理。卡列宁教授指出，编撰术语
如同学习一门语言，术语相当于单词，而
术语的运用则像语句的形成，犍陀罗术
语在中国的运用离不开概念的本土化。
此外，双方就希腊、萨珊波斯与中国间文
化因素互相影响的实例进行了讨论。

经过一天的会议，与会人员对《犍
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体例结构及编
撰方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进一步推
进云冈石窟术语研究奠定了基础。

云冈·犍陀罗石刻术语研讨会在云冈研究院召开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威尼斯宪章》
可能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顾名思
义，它是诞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份具
有 宪 法 作 用 的 文 件 。 1964 年 5 月 25
日-31 日，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
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召开，会上通过了
一份关于保护历史文物建筑的文件即

《威尼斯宪章》，全称是《保护文物建筑
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又称为《国际
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以下简称《宪
章》）。《宪章》肯定了历史文物建筑的重
要价值和作用，将其视为人类的共同遗
产和历史的见证。因《宪章》提出的保
护理念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后来成为
古建筑和古遗址保护标准的参考性的
文件，也成为 1965 年创建的非政府组织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
工作原则。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中，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
标准”“真实性”“完整性”概念定义即来
源于该《宪章》，以及 1994 年《奈良真实
性文件》也受此《宪章》启发。《宪章》奠
定了文物国际保护的原则基础，促进了
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影响深
远，诞生至今 60 年来，一直是世界范围
内 的 国 际 保 护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总 则 。
1986 年，《宪章》被译介到中国，标志这
一国际先进的理念开始进入中国，指导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宪章》的理念和条款。《宪章》前言
写到：“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文物建筑，
饱含着从过去的年月传下来的信息，是
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的见证。人民越
来越认识到人类各种价值的统一性，从
而把古代的纪念物看作共同的遗产。
大家承认，为子孙后代而妥善地保护它
们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必须一点
不走样地把它们的全部信息传下去。

绝对有必要为完全保护和修复古建筑
建立国际公认的原则，每个国家有义务
根 据 自 己 的 文 化 和 传 统 运 用 这 些 原
则。”《宪章》的内容简明扼要，由定义、
宗旨、保护、修复、发掘、出版等六部分
共 16 条具体的条款组成。《宪章》要求必
须利用一切科学技术保护与修复文物
建筑。强调修复是一种高强度，专门化
的技术，必须尊重原始资料和确凿的文
献。绝不能有丝毫臆测。还强调对历
史文物建筑的一切保护、修复和发掘工
作都要有准确的记录、插图和照片。

云冈石窟的响应。云冈石窟作为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要遵循国际
规则，甚至接受国际组织的反应性监测
的考察。所以《宪章》对云冈研究院的
各 项 工 作 也 同 样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导 意
义。《宪章》引进中国的时候，云冈石窟
的 保 护 刚 进 入 了“ 八 五 工 程

（1990-1995）”阶段，主要解决石雕分化
治理问题。在此时中外合作保护云冈
石窟项目中，坚持环境监测与保护工程
并行，外方非盈利性机构把先进的环境
监测技术和保护理念带到了云冈石窟，
可以说，此后的保护进入了科技时代。
研究人员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得出
大气污染（主要是二次扬尘）会对云冈
石窟保存产生恶劣影响的结论，因此，
石窟前的运煤主干道 109 国道改线成为
必然，云冈石窟因为环境改善，申报世
界遗产成为可能。自 2001 年底云冈石
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石窟保护一
直按照《宪章》中的修复理念来进行。
在对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等宏观保护
方面，以及由此理念派生出来的“修旧
如旧”“最小干预”“保持原状”“可识别”

“可逆性”等保护微观方面，都在实践中
理解并贯彻《宪章》中的保护理念。

保护理念及修复。《宪章》第四条提

出：“古迹的保护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
日常的维护。”云冈石窟从 2015 年开始
进入洞窟日常保养维护为主的预防性
保护工作，目前已近 10 年的时间，不断
积累经验教训，在近 3 年洞窟日常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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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内
石窟保养方面的领头羊。保养的同时
必然对残损部位有修复行为，修复时严
格遵守《宪章》第三条“保护与修复古迹
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
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第九条“保存修
复部位美学和历史价值。”和第十二条

“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
谐，但同时需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
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在保养修复
材料上，主要应用水硬性石灰作为粘接
材料，避免化学材料带来的各种不和谐
问题。如《宪章》第十条提到：“当传统
技术被证明为不适用时，可采用任何经
科学数据和经验证明为有效的现代建
筑及保护技术来加固古迹。”水硬性石
灰和微缩灌浆材料在实际应用中被证
实是有效可行的。

保护技术的应用。《宪章》第二条提
到“古迹的保护与修复，必然求助于对
研究和保护考古遗产有利的一切科学
技术。”宏观方面，云冈石窟保护技术中
应用的“锚杆牵拉”是加固危岩体必然
采取的干预措施，过去用钢钎做锚杆，
现在改良为玻璃纤维锚杆，经试验后完
全达到钢钎锚杆的牵拉强度，且性能更
优，属于技术创新。防渗水工程中应用
的钠基澎润土防水毯，经与云冈山顶地
质土壤相匹配，也是目前山顶防水层材
料最好的选择。对于石雕表面风化，长
期以来没有可大面积应用的材料，局部
粉末风化用丙烯酸乳液或正硅酸乙酯
喷涂。目前生物技术防风化应用已提

上议程，期望不久会得到应用。未来大
数据、云计算、AI 技术会逐步加入。微
观方面，用于文物材料检测技术方法较
多，如各种光谱分析、结构分析、能谱分
析、无损探伤、同步辐射等先进电子检
测设备的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成为必
不可少的记录手段，正在向虚拟修复迈
进。缪子扫描技术也正在参与保护实
验中。

遗产特性的补充。《宪章》第六条提
到“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
的保护。凡传统环境存在的地方必须
予以保存，决不允许任何导致改变主体
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改动。”第十
四条“古迹遗址必须成为专门招管对
象，以保护其完整性，并确保用恰当的
方式进行清理和开放。在这类地点开
展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应得到上述条款
所规定之原则的鼓励。”上述两条实际
上 是 对 遗 产 地 真 实 性 和 完 整 性 的 规
定 。 云 冈 石 窟 的 真 实 性 和 完 整 性 在
2001 年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有较为详
细的描述。2008-2012 年云冈石窟山顶
考古、北魏佛寺遗址的发现，为云冈石
窟的真实性又提供了补充依据，即山顶
佛寺建筑就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
描述的“山堂”。如果之前云冈东山发
现的一处佛塔遗址还不能说明“山堂”
的存在，那么中部、西部考古发现的佛
寺、佛塔足可以说明北魏时“烟寺相望”
真实不虚。2019 年，鲁班窑和吴官屯两
处小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八批
重点保护单位，而且并入到云冈石窟，
则是对云冈石窟完整性的补充。这两
处石窟与云冈石窟开凿同属北魏时期，
具有艺术关联性和时间延续性，是北魏
武州山石窟寺的组成部分。

考古发掘的规定。《宪章》第十五条
“发掘应按照科学标准和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1956 年通过的适用于
考古发掘国际原则的建议予以进行。
遗址必须予以保存，并且必须采取必要
措施，永久地保存和保护建筑风貌及其
所发现的物品。此外，必须采取一切方
法促进对古迹的了解，使它得以再现而
不曲解其意。然而对任何重建都应事
先予以制止，只允许重修，也就是说，把
现存但已解体的部分重新组合。所用
粘结材料应永远可以辨别，并应尽量少
用，只须确保古迹的保护和其形状的恢
复之用便可。”云冈石窟窟前考古发掘

（1992-1993 年）、云 冈 山 顶 考 古 发 掘
（2008-2012 年），均由云冈研究院、山西
省考古研究院和大同市博物馆联合考
古队完成，按照考古发掘的标准科学进
行。发掘出的遗物全部保存到文物库
房妥善保管，发掘器物进行详细记录、
绘图和可识别的修复，比如用石膏复原
陶器形状。发掘结束后遗址现场在石
窟保护专业人员监督下进行回填。

研究成果的出版。《宪章》第十六条
“一切保护、修复或发掘工作永远应有
用配以插图和照片的分析及评论报告
这一形式所做的准确的记录。清理、加
固、重新整理与组合的每一阶段，以及

工作过程中所确认的技术及形态特征
均应包括在内。这一记录应存放于一
公共机构的档案馆内，使研究人员都能
查到。该记录应建议出版。”云冈石窟
的保护修复的前期病害调查、中期施工
过程、后期竣工验收材料等档案全部进
入了保护专门档案室备查。不仅有纸
质，目前在做档案数字化，为大数据应
用做准备。云冈石窟的山顶佛教寺院
发掘报告（三卷本）和云冈石窟窟前遗
址 考 古 发 掘 报 告（四 卷 本）分 别 已 于
2021 年 12 月和 2023 年 12 月出版。并且
这两套报告分别被评为 2021 年和 2023
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不可否认，《宪章》诞生 60 年来作为
文化遗产保护指导性文件，一直闪耀着
它的光芒，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
世界环境的演变，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
等全球问题中，ICOMOS 强调需要采取
适应性遗产保护做法。我们在新时代
保护实践中不仅要遵循《宪章》保护理
念，还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让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
承的同时，为当代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
服务，让遗产社会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云冈研究院 员小中

谈《威尼斯宪章》与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第 20窟大佛

研讨会现场

赵昆雨在直播中讲解“昙曜五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