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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游客朋友：

云冈石窟第 10 窟自 2023 年 2 月 10
日封闭以来，开展了洞窟调查和日常
养护工作，日前各项工作已基本完成，
具备了开放条件。经研究，我院决定
从 2024 年 11 月 18 日起开放第 10 窟。
同 时 ，按 照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我 院 拟 于
2024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11 日开展云
冈石窟第 12 窟数字化采集工作，为保

证游客与文物安全、确保施工质量，计
划于 11 月 11 日起对第 12 窟采取临时
封闭措施，待数字化采集工作完成后
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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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5日

11 月 6 日 ，著 名 主 持 人 刘 芳 菲 和
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宝国来到大同云冈
石窟，拉开“芳菲的文明之旅——寻访
山西古建筑”大同行序幕。

“ 芳 菲 的 文 明 之 旅 —— 寻 访 山 西
古建筑”是一档专注于探索和介绍山
西 丰 富 古 建 筑 遗 产 的 直 播 栏 目 ，以

“ 探 寻 历 史 ，品 味 文 化 ”为 主 题 ，将 镜
头 对 准 山 西 那 些 鲜 为 人 知 而 又 极 富
价 值 的 山 西 古 建 筑 。 为 策 划 和 筹 备
这 档 节 目 ，刘 芳 菲 准 备 了 两 年 之 久 ，
为 的 就 是 能 把 中 国 各 地 的 古 建 筑 文
化 弘 扬 下 去 ，第 一 期“ 芳 菲 的 文 明 之
旅 —— 寻 访 山 西 古 建 筑 ”选 定 大 同 ，
是因为梁思成、林徽因在考察中国古
建筑时，把大同作为重要的一站。为
了做好节目，刘芳菲今年还专门前往
太 原 长 江 美 术 馆 参 观 了《栋 梁—— 梁
思 成 林 徽 因 学 术 文 献 展》，一 张 张 照
片 让 刘 芳 菲 对 梁 思 成 林 徽 因 在 中 国
建 筑 史 上 做 出 的 贡 献 有 了 新 的 认
知。在她看来，以“栋梁”重温一代国
之栋梁的风范，是对山西古建筑文化
的 一 种 传 承 与 致 敬 。 为 将 节 目 做 得

更 厚 实 、有 力 度 、有 质 感 、有 温 度 ，刘
芳菲提前反复研读梁思成先生的《中
国 雕 塑 史》《中 国 建 筑 史》，并 对 相 关
章 节 划 出 重 点 。 此 次 寻 访 山 西 古 建
筑 ，刘 芳 菲 特 意 携 带 这 些 书 籍 ，以 更
近的距离聆听到大师真实的表达。

是 日 上 午 ，来 云 冈 石 窟 旅 游 的
各 地 游 客 依 然 很 多 。 选 择 在 这 个 时
候 游 云 冈 ，少 了 一 份 喧 嚣 ，多 了 几 分
静美。漫步在石窟之间，仿佛能听到
北魏平城的风铃声，感受着云冈石窟
的宁静与温暖。当陈宝国、刘芳菲出
现 在 景 区 时 ，游 客 立 马 围 成 一 圈 ，向
他 们 报 以 热 烈 的 掌 声 。 人 群 中 一 句
幽默的话：“七爷，您从大宅门来的？”
陈 宝 国 向 游 客 投 来 亲 切 的 微 笑 。 10
时 30 分，直播正式开始，从第 20 窟起
步，刘芳菲与陈宝国以对话的方式向
人 们 介 绍 云 冈 石 窟 历 史 文 化 与 建 筑
精 髓 。 在 第 20 窟 ，刘 芳 菲 说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我第一次来云冈石窟，
见 到 第 20 窟 大 佛 时 的 激 动 情 景 还 历
历 在 目 。 我 知 道 冬 季 的 云 冈 石 窟 特
别美，我第一站就要把它的美呈现给

观众和网友。”
走 到 每 一 个 洞 窟 ，刘 芳 菲 不 时 拿

出提前准备好的《中国建筑史》，对照
书 中“ 云 冈 石 窟 所 表 现 之 北 魏 建 筑 ”

“云冈石窟所示屋顶”“云冈石窟所示
天花板”“云冈石窟壁龛”等内容与眼
前所观实景实物进行比对，和陈宝国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人们介绍云冈石
窟建筑之美。

陈宝国，儒雅沉稳，刚毅的眼神中
透露着深厚的学养；刘芳菲，穿着黄色
的羽绒服，围着军绿色的围巾，美丽知
性、大气优雅的气质散发着自信的力
量。两位知名人士首次联合出镜，为
云冈石窟文明之旅增添特别色彩。在
五华洞，陈宝国面对佛像沉默良久，内
心十分激动，刘芳菲面对此情此景，不
忍打扰他，在刘芳菲看来，历史的故事
和史学家们的记录，再到今天的回望，
总是会让人常读常新，陈宝国老师在
用一种无声的语言向云冈石窟致敬。
陈宝国和刘芳菲看到窟内一个小小的

“ 亮 洞 ”，云 冈 研 究 院 讲 解 员 刘 超 介
绍，“这是编号为第 5 号洞窟和 6 号洞
窟共用的墙壁，这个墙壁据我们测量，
厚 度 只 有 薄 薄 的 2 厘 米 。”刘 芳 菲 感
叹 ，“ 不 可 思 议 ！ 1500 年 前 工 匠 的 技
艺如此精湛！”在第 12 窟音乐窟，当一
段美轮美奂的云冈舞结束，刘芳菲和
陈 宝 国 连 连 称 赞 ，陈 宝 国 高 兴 地 说 ：

“ 仿 佛 从 墙 壁 上 飞 下 来 。”刘 芳 菲 说 ：
“太棒了！我看得有点热泪盈眶。”

当 陈 宝 国 、刘 芳 菲 走 到 第 18 窟 ，
一只可爱的小猫瞬间“闯”入镜头，仿
佛在向两位致敬。一名游客低声说，
在云冈石窟经常会看到这只猫，大概
这只猫是懂历史的，在云冈石窟，一切
都是有生命的。刘芳菲弯下腰似乎要

和这只猫亲近，“太可爱了，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在刘芳菲看来，云冈石
窟的生命就是对古建筑文化的一种传
承与致敬。

直 播 活 动 中 ，云 冈 研 究 院 讲 解 员
刘超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对云冈石
窟 的 热 爱 之 心 。 面 对 陈 宝 国 和 刘 芳
菲，刘超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怯场，而是
和两位知名人士娓娓道来，如诉家常，
在云冈石窟历史故事和文物保护成果
的精彩讲解中尽显云冈石窟讲解员风
采。

直 播 结 束 ，刘 芳 菲 接 受 了 记 者 的
采访。针对镜头中多次出现的《中国
建 筑 史》等 书 籍 ，刘 芳 菲 说 ：“ 这 次 出
门，是我外出携带书籍最多的一次，不
仅有在直播里随身携带的两本书，还
有很多书是从家里快递来同的，其中，
有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中国
雕 塑 史》《图 像 中 国 建 筑 史》，有 林 徽
因外孙女于葵女士写的《林徽因传》，
还 有《重 走 梁 林 路》《林 徽 因 诗 集 选》
等 。”带 着 一 本 书 ，寻 访 云 冈 石 窟 ，在
梁思成、林徽因当年测绘的地方看到
现在的石窟模样，刘芳菲说，她很喜欢
这样的方式，“我将梁先生于半个世纪
之前写下的书，又带回到了他曾测绘
的洞窟，我相信这是一种致敬，也是一
种时空的穿梭和对话。我希望在新媒
体时代大家都能带着书在旅游景点游
走，而不仅仅是带着相机。”

“ 芳 菲 的 文 明 之 旅 —— 寻 访 山 西
古建筑”是一档文化类品牌栏目，由山
西 广 播 电 视 台 与 刘 芳 菲 团 队 共 同 完
成，首次直播选择在云冈石窟，并在山
西 广 播 电 视 台 黄 河 PLUS 客 户 端 及

“ 芳 菲 新 媒 体 矩 阵 ”网 上 直 播 ，赢 得
300 余万网友的点赞与好评。

跟着刘芳菲和陈宝国游云冈
本报记者 赵永宏

10 月 31 日，云冈石窟多元文化交
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学术
座谈会在我市举行。此次座谈会由国
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研究中心、华
鼎 国 学 研 究 基 金 会 指 导 ，市 委 、市 政
府 、省 政 府 参 事 室（文 史 馆）主 办 ，云
冈研究院承办。来自国务院参事室中
央 文 史 研 究 馆 、山 西 省 政 府 参 事 室 、
云冈研究院及山西大同大学的专家学
者 齐 聚 一 堂 ，共 话 云 冈 石 窟 价 值 、共
谋云冈文化发展。

座谈会第一环节由省政府参事室
主任、文史馆馆长吴巍主持。云冈研
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在致辞中对各位
领 导 、专 家 表 示 热 烈 欢 迎 ，期 望 通 过
此 次 座 谈 会 博 采 众 长 、集 思 广 益 ，为
云冈石窟多元文化研究和云冈学发展
凝 聚 共 识 ，作 出 新 的 探 索 ，共 同 推 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座 谈 会 上 ，国 务 院 参 事 室 党 组 成
员 、副 主 任 王 卫 民 说 ，大 同 是 历 史 文
化名城，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城
市。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学术价
值 ，对 于 增 强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地方社

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中央文史馆馆员葛剑雄在发言中

指出，云冈石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之
地 ，不 仅 有 中 原 传 统 文 化 特 色 ，也 融
合 了 西 域 、中 亚 、印 度 等 地 佛 教 文 化
元 素 。 云 冈 石 窟 造 像 体 现 了 不 同 民
族、不同地域的审美取向、生活习惯、
习俗追求和价值观念，是北魏时期我
国 北 方 民 族 文 化 融 合 发 展 的 重 要 见
证。云冈学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既
要 扩 展 其 内 涵 ，又 要 延 伸 它 的 外 延 ，
特别是要加强对当时历史地理方面研
究。要充分利用已有成果，联合社会
各界力量，加快基础研究进程。

座谈会第二环节由云冈研究院院
长杭侃主持。杭侃简要汇报了近年来
云冈研究院围绕云冈石窟多元文化交
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所
做 的 工 作 ，并 提 出 人 才 培 养 、艺 术 价
值深挖等未来发展问题。希望各位参
会嘉宾围绕会议主题踊跃发言，积极
为云冈学深入发展建言献策。

葛 剑 雄 说 ，云 冈 石 窟 是 中 国 佛 教
艺 术 的 杰 出 代 表 ，其 建 造 规 模 之 宏
大 、雕 刻 技 艺 之 精 湛 、造 像 风 格 之 多
样 、题 材 内 容 之 丰 富 ，为 研 究 佛 教 艺
术史和佛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寺院之一，北魏
是自信、开放的王朝。云冈石窟是北

魏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按照皇帝面貌
塑造的“昙曜五窟”，其佛教造像体现
了鲜明的民族融合特征。随着版图不
断扩大，龙门、青州、天龙山均是云冈
体系的发展，不仅要细致研究多元价
值观念，还要更加注重加强石窟保护
和利用。

中 央 文 史 研 究 馆 馆 员 安 家 瑶 认
为，云冈石窟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中国
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通过
对其遗址考古发掘，不仅可以揭示佛
教文化发展的脉络，还可以为中国佛
教 艺 术 史 研 究 提 供 宝 贵 资 料 。 云 冈
学的研究既要着眼于石窟，又要对平
城 城 址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加 强 考 古 工
作。从出土的遗物入手，通过研究明
堂 、方 山 等 北 魏 遗 迹 ，梳 理 出 鲜 卑 族
汉化的过程，探究其开凿云冈石窟的
目 的 。 北 魏 平 城 与 云 冈 山 顶 寺 院 遗
址中出土的玻璃琉璃器，反映了当时
大 月 氏 人 先 进 的 技 艺 以 及 与 平 城 的
密切交往。

国 务 院 参 事 何 星 亮 说 ，要 对 大 同
古城进行深入研究，深入挖掘云冈石
窟中的“三交”因素，研究云冈石窟体
现 出 来 的 文 化 包 容 性 ，海 纳 百 川 、兼
收 并 蓄 、合 作 共 生 ，增 强 中 华 民 族 共
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 央 文 史 研 究 馆 馆 员 何 家 英 说 ，

从感性上讲，云冈石窟的石刻艺术具
有 鲜 明 的 精 神 性 ，营 造 鸿 篇 巨 制 时 ，
内心一定是充满能量进行创造。云冈
石窟是在高度自信中接受外来艺术，
它舍弃了枝节末梢，是高度概括的艺
术宝库。其造型并非是实体的再造，
而是充分展现出了东方艺术的高度，
既有人性又体现神性，是犍陀罗艺术
结合东方美感的高度概括。承载着北
魏统治者强烈的精神性，具有强大的
内 在 气 息 ，它 体 现 出 的 高 度 审 美 ，需
要传承和借鉴。

座 谈 会 上 ，山 西 省 文 史 研 究 馆 多
位 馆 员 也 从 不 同 角 度 阐 述 了 云 冈 石
窟 多 元 文 化 交 融 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传承发展。王宝库说，从大同雁门
关 地 区 谈 起 ，南 有 五 台 山 ，北 有 云 冈
石 窟 。 大 同 是 游 牧 民 族 与 农 耕 民 族
的 归 结 线 ，各 民 族 文 化 在 此 高 度 碰
撞 ，可 歌 可 泣 。 韩 石 山 说 ，云 冈 文 化
的 研 究 要 不 断 扩 展 ，从 石 雕 、石 刻 扩
展 到 云 冈 石 窟 历 史 变 迁 。 云 冈 发 展
要与大同整体历史规划相结合，与周
边历史遗迹联合，加强对北魏边疆文
化和历史的研究。

贾 克 勤 表 示 ，要 坚 持 守 护 中 华 文
化正脉，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以当下
云冈文化研究为切入点，构建学术体
系 、学 科 体 系 、话 语 体 系 。 树 立 大 历
史观、大时代观，实现创新性发展、创
造性转化，提升平城文化自信。张继
红建议，云冈石窟应加入山西文化大
系古建筑档案卷，收录到访云冈名家
学 者 的 讲 话 、文 章 等 珍 贵 历 史 资 料 ，
分类整理，编辑出版。

座 谈 会 上 ，四 川 省 参 事 室 原 主 任
蔡竞说，在重视云冈石窟石刻研究的
同时，也要重视云冈石窟历代诗词歌
赋研究，通过整理传播进行再创造。

国 务 院 参 事 室 原 副 主 任 、华 鼎
国 学 研 究 基 金 会 理 事 长 方 宁 表 示 ，
科 技 考 古 近 年 来 发 展 迅 速 ，要 重 视
科 技 考 古 与 中 华 文 明 的 密 切 联 系 ，
云 冈 研 究 院 要 继 续 扎 实 推 进“ 云 冈
学 ”研 究 。 华 鼎 国 学 基 金 会 以“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文 化 ，共 建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的 精 神 家 园 ”为 创 办 宗 旨 ，以 此
次 座 谈 会 交 流 为 契 机 ，以 期 未 来 与
大 同 、与 云 冈 研 究 院 有 进 一 步 合 作 ，
丰 富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凝聚共识 共促云冈石窟多元发展
——国内多位专家学者畅谈云冈石窟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本报记者 赵小霞 赵永宏

10 月 31 日，大同市统战事务中心
在 云 冈 石 窟 景 区 开 展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同体意识宣讲活动。

中 心 主 任 谷 敏 以《让 文 物 说 话 ，
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为主
题 ，从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的角度宣讲民族交融故事，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探讨历史文化遗产在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方面的宣传教育作用。

与会人员表示，通过此次宣讲活
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
战 略 意 义 有 了 新 认 识 、新 理 解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自 身 做 好 新 时 代 民 族 工 作
的责任担当。

本报记者 赵小霞 摄

云冈石窟景区关于调整开放洞窟的公告
座谈会现场

带着一本书，寻找建筑之美 赵永宏 摄

刘芳菲、陈宝国在第六窟直播 荆鑫 摄

第十二窟音乐窟舞蹈表演 李小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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