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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杭侃，1965 年 5 月出生，江苏省南
通市人。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曾任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院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主要科研领域为宋元明
考古、佛教艺术、古代建筑、博物馆学
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发表《云冈第 20
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
布局设计》《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清
明上河图再研究》等论文 40 余篇，参与
和组织了 20 多个大型展览及图录的编
写工作。

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
代华章

杭侃，人如其名，儒雅而健谈。从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先后在上
海的博物馆机构和北京大学任职，还有
过高校管理经验。2021 年 2 月，杭侃从
山西大学副校长转岗到云冈研究院，担
任新成立的云冈研究院首任院长。

在 杭 侃 看 来 ，自 己 的 人 生 既 有 在
田野中考古、坐冷板凳研究学术的一
面，也有面向公众、喧哗热闹的一面。
大概是由于个人经历丰富，杭侃兴趣
广泛、精力充沛。“工作之余，我最大的
爱好就是写点科普文章，希望能把严
肃的学术问题通俗地介绍给公众。”杭

侃说。

“做学术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

位于山西大同城西 16 公里外的云
冈石窟，坐落在武州山南麓，东西绵延
1 公里，依山开凿。石窟兴造于北魏时
期，现存大小窟龛 254 个，石雕造像 5.9
万余尊，其中主要洞窟 45 个。戴着安
全帽爬上脚手架，近距离观察每一个
细节，核对近期编纂的考古资料数据
情况……这些工作对杭侃来说已经是
家常便饭。但他还是时常会想起 30 多
年前第一次来云冈石窟的情景。

1986 年 ，杭 侃 从 郑 州 大 学 毕 业 后
进入河南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工作。
工作中，他萌生了深造的想法，努力备
考并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师从
考古学家宿白。为了完成中国美术史
专题课程的一次作业，杭侃在北大图
书馆翻阅了很多关于云冈石窟的调查
报告，但仍对很多细节存有疑问。在
老师的建议下，杭侃第一次独自来到
云冈石窟调研，并留下许多影像资料。

从 云 冈 石 窟 回 来 后 ，杭 侃 写 了 一
篇 3 万字的论文初稿，详细阐述了对云
冈石窟第二十窟西壁坍塌时间与昙曜
五窟最初布局设计的推测与还原。然
而，在老师的一遍遍修改下，论文刊出
时 只 剩 下 8000 字 ，杭 侃 感 到 有 些 沮
丧 。 但 他 记 得 很 清 楚 ，老 师 当 时 说 ：

“几十年后，别人说不定会找出文章的
问题，行文一定要严谨。”

杭 侃 发 现 ，此 前 关 于 云 冈 石 窟 的
论文大多聚焦于历史或艺术领域。他
尝试从工程建设的角度入手，从石窟
开裂的缝隙，到窟底高度的变化，逐一
进行细致分析。他就此提出的观点，
也通过近年来遗址发掘和保护工作过
程中发现的有关残块陆续得到验证。
杭侃的论文发表后，引发了学界对云

冈石窟开凿工程研究的重视，至今仍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老师让我明白，应该如何做一名
学者。做学术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
要学会突出中心观点，并为之提供清
晰完整的证据链。”这是杭侃从老师身
上学到的，也是他至今经常给学生强
调的观点。

“不断拓展云冈研究的深度
和边界”

云 冈 研 究 院 是 一 个 承 担 着 研 究 、
保护、管理多重职责的机构。如何找
到区别于莫高窟、龙门石窟等石窟的
定位，是杭侃思考的课题。“‘云冈学’
作为一门学科的概念正在逐步成形，
大 家 都 对 云 冈 研 究 院 抱 有 很 高 的 期
待。”杭侃说，云冈学的主要内容，是云
冈石窟本体的保护研究，作为在北方
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石窟，北魏平
城时期的历史、地理等学术内容也是
云冈学的研究对象。

杭 侃 举 例 说 ：“ 比 如 ，云 冈 石 窟 的
山上有长城遗迹，石窟与长城的关系，
就很值得研究。再比如，出土的瓷碗
很 粗 糙 ，不 起 眼 ，但 上 面 有‘ 食 堂 ’字
样 ，还 有 编 号 。 这 些 编 号 用 于 什 么 ？
守边将士当时如何在这里度过一生？
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我们要不断拓
展云冈研究的深度和边界。”

在 杭 侃 办 公 室 的 桌 上 ，厚 厚 的 资
料堆了好几摞。随手翻开，上面是石
窟窟壁、窟顶和塔柱各个侧面的精准
测绘线图。线图上，根据细化的雕塑
结构，分别标注着各类详细的测绘数
据。“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两个石窟中
的部分测绘图。”杭侃说。

“今年，我们即将完成第一和第二
窟的详细考古报告，交出版社进行编
辑。”杭侃说，“别看只是两个洞窟，工

作量其实非常大。每一处数据都要核
对，以前没测量过的一些细节，也要仔
细记录。”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向大家
提供一份份尽可能详细的素材，供更
多人研究。”杭侃说。

“让更多人接触到文化遗产”

见 到 杭 侃 当 天 ，他 刚 刚 开 了 一 个
研讨会，讨论内容是一段关于云冈石
窟的网络视频。视频中，时有小鸟飞
来，在云冈石窟雕像的缝隙中啄食岩
体，导致碎片脱落，引发了网友对云冈
石窟保护的关注。

“ 其 实 ，小 鸟 是 想 吃 岩 体 中 的 盐
分。”杭侃说，景区内栖息着不少不同
种类的小鸟，难免有洞窟内筑巢和排
泄物污染等问题。洞窟中还有一些植
物生长导致文物环境变化的情况。这
些问题，都成为这几年摆在杭侃面前
的新课题。

会 上 ，杭 侃 与 相 关 专 家 探 讨 如 何
解决动植物影响文化遗产环境改变等
问题。“我想为大家搭建跨学科的交流
平台，更好地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工作。中国不少石窟都开凿在各种
砂岩体上，云冈石窟的保护，对进一步
保护好北方地区砂岩质石窟具有示范
意义。”杭侃说。

“ 以 前 ，我 的 工 作 主 要 是 研 究 考
古。现在，很大程度上跨到了保护和
传播领域。”杭侃说，“保护与传播，都
是很专业的领域。想要让更多人走近
文化遗产，要研究他们的兴趣点在哪
里，大到运用哪些科技手段，小到使用
怎样的摄影技巧，都是学问。”杭侃曾
注意到，上海有一家博物馆曾与一家
珠宝品牌商联合举办展览，这让他觉
得“似乎有些颠覆传统”。但慢慢地，
他意识到，如果把现代元素与古代艺

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让大家喜欢，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 老 人 与 儿 童 免 门 票 、允 许 学 者
登上脚手架近距离参观、推动 3D 打印
的石窟进入各类展览……任职云冈研
究院院长以来，杭侃努力让云冈文化
融入公众生活。云冈研究院还和北京
大学联合举办青年创艺工坊等项目，
开展舞蹈、影像、数字新媒体、艺术设
计 、志 愿 讲 解 员 等 方 向 的 探 索 与 实
践。“让更多人接触到文化遗产，是今
天 文 物 保 护 工 作 者 的 新 使 命 和 新 责
任。”杭侃说。

《人民日报》记者手记：

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

走进云冈石窟，面对一座座雄伟的
石窟与精美的雕塑，几乎没有人不会感
到震撼。如何让更多人了解云冈、爱上
文物，进而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
当中？这是杭侃反复提及的话题。近
些年，他带学生在石窟现场讲解，在媒
体上发表文物科普文章，希望让更多人
对文物背后的故事产生兴趣。

文 化 遗 产 是 不 可 再 生 、不 可 替 代
的 宝 贵 资 源 ，传 承 好 、保 护 好 这 些 财
富，既是对历史负责，也能为公众提供
更丰富的文化服务，不断满足精神文
化需求。让杭侃感到欣慰的是，这些
年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到云冈石窟
的研究、保护、宣传之中。研究院中，
有一群耐得住寂寞的年轻人；游客里，
越来越多人把自己拍摄的照片、视频
传到社交媒体上。杭侃也期待着，“让
更多人参与进来，用更有创意的形式，
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

《人民日报》记者 郑洋洋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一边做考古一边做科普——

努力让云冈文化融入公众生活

▲杭侃（左）与同事研究文物碎片

8 月 16 日 ，“ 高 致 ：五 岳 系 列 艺 术
展”和“与古为新”雕塑展在云冈博物馆
开幕。来自郑州登封中岳嵩山的石碑
拓片与水墨画作完成了向北开拔的使
命，正式抵达大同与市民见面。

“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由郑州市
委宣传部、大同市委宣传部指导，云冈
研究院、郑州市文物局、大同市文物局
主办，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
心、郑州博物馆、云冈石窟博物馆承办，

是郑州、大同两地“双城展”活动组成部
分。展览的开幕标志着郑州与大同完
成了此次“双城之约”，两城文化交流与
文明互鉴迈上新台阶。

据悉，8 月 5 日，“丝绸之路·黄河：
长河灵岩”主题展览在郑州博物馆开
幕，来自大同云冈石窟的 55 件（组）展品
以及石窟内代表文物、3D 打印展品、相
关研究历史档案等已抵达郑州，作为
2024 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主题活动

的一部分精彩亮相，受到了郑州市民的
一致好评。精美的石窟造像一经展览，
便引发热议，相关话题多次登上本地热
搜榜单，浏览量已超 1500 万。

此次“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带来
中岳嵩山原拓作品 11 套，均出自启母
阙、太室阙、少室阙、中岳庙、少林寺、嵩
阳书院等建筑，以及著名画家封曙光的
当代创作 33 幅。这些作品不仅将散布
于嵩山的历史遗迹、石碑篆刻还原拓
印，也将嵩山自然景观与人文盛景尽收
笔墨，展示了天地之中的厚重历史与水
墨嵩岳的独特魅力。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大同市文物
局局长刘建勇在致辞中表示，“晋观嵩
岳、豫见云冈”，大同与郑州跨越千里山
河，双向奔赴、携手共赢，将共同书写

“双城记”新的精彩篇章。“与古为新、古
今对话”，古代与现代雕塑跨越时空，相
互对话，相互交流，碰撞出新的创作火
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强互展互
动、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历
史内涵和文化底蕴，不断探索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路
径。

著名山水画家封曙光师法自然，以
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独入嵩岳，居山为
邻，依山为伴，以山为友，坚持看山、听

山、画山、悟山，“搜尽奇峰打草稿”，每
幅作品都有大自然的出处，借笔墨去修
饰经营天造的意境。古典与现代对话，
拓本与水墨相生，作为一种创新的展陈
形式，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与古为新”雕塑展也在本次开幕
式上同时启动。38 件汇聚青州造像、南
涅水石刻、云冈石窟所藏的部分造像和
当代雕塑家阳新 23 件雕塑作品。开幕
式上，封曙光还向云冈研究院捐赠了

《一瞬千年》画作。阳新分别向云冈研
究院捐赠了《空衣-18 号》和《空衣-19
号》两件雕塑作品。开幕式结束后，前
来参观云冈石窟的嘉宾与游客进入展
厅，沉醉在嵩山石刻与自然风光之中。

展厅中，在巨幅拓片《大唐嵩阳观
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下，游客驻足静望，
感受着“嵩山第一大碑”的宏伟高大。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游客
赵先生告诉记者，本次展览让他对中岳
嵩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有机会一定要
造访嵩山，亲身体验中原文化的魅力。

在云冈美术馆，云冈研究院研究员
员小中看完“与古为新”展，用“再造一
座云冈石窟”表达他对此次展览的感
受，此次展览让古代雕塑与现代雕塑在
同一空间里相互对话、相互碰撞，共同
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雕塑世界，让观众
尽情享受这场跨越时空的雕塑之旅。

尊敬的游客朋友：

按照年度文物保护工作计划，我院
拟于 8 月 26 日到 9 月 30 日开展云冈石
窟第 30-37 窟及附属洞窟数字化保护
工作。为保证游客与文物安全，经研究
决定于 8 月 26 日起对第 30-37 窟采取

临时封闭措施。
封闭期间给您参观考察带来的不

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您的理解和配
合。

云冈研究院
2024年 8月 19日

云冈石窟景区关于
第30-37窟暂停开放的公告

云冈石窟第 30-37窟及附属洞窟

两大展览呈现完美的艺术世界
——“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和“与古为新”雕塑展开展侧记

本报记者 赵小霞 赵永宏

公元 494 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云
冈皇家工程宣告结束，西部山崖成为民
间造像的乐土。云冈西部中小石窟群
从 第 二 十 一 窟 开 始 ，向 西 延 伸 约 240
米，分布着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其
主要洞窟 25 座，占到云冈主要洞窟的
一半以上。这一窟群虽然数量较大，但
多数洞窟规模狭小，布局多样，洞窟形
制也有差异。明显不同于云冈早中期
整齐划一的皇家石窟。

云冈石窟第 30-37 窟及附属洞窟
位于云冈西部中小石窟群，属于云冈晚

期石窟，数量庞大，但洞窟规模较小，且
以平顶方形窟为主。

云冈晚期不少洞窟的拱形窟门两
侧，雕刻有立姿护法神像；有的门额券
面上雕刻为叶片向上、象征火焰的单列
忍冬纹；在云冈多数洞窟采用上开明
窗、下辟窟门的基础上，晚期洞窟又出
现了一门二窗或一门五窗的形式。

云冈晚期洞窟雕刻艺术的多样性、
世俗化倾向明显，人物形象变得愈来愈
消瘦，衣服下部的皱褶越来越重叠，成为
中华佛教“秀骨清像”风格的诞生之地。

云冈石窟第30-37窟小常识

“与古为新”雕塑展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大同市文物局局长刘建勇致辞

展览现场游人如织“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