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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答谢词
樊锦诗

尊敬的终身秘书长冉刻先生，

尊敬的汪德迈先生，

尊敬的中国驻法兰西大使卢沙野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我是来自中国甘肃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

我是一名中国的考古学者，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和

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地——敦煌莫高窟。我在敦煌度过了近56 年的时

光，我个人的考古研究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是不可分离的。

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将“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授予我，

并邀请我参加颁奖大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我衷心感谢“汪德

迈中国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推荐，衷心感谢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

并对中法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汪德迈教授，衷心感谢法兰西学院

金石美文学院将敦煌莫高窟的考古与保护作为当前人类文化发展中极

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来给予重视。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2 年，我的老师宿白教授

在他的《敦煌七讲》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系统阐述了中

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他曾对我说，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最主要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永久地保

存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一旦在石窟“破坏了的时候，能够依靠全面

详细的记录进行复原”。

1963 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离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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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

把我叫到他的住处。他对我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

告，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后来才意识到前辈

学者给予我的期望，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

我所工作的敦煌石窟共包括三处石窟群。最典型的是敦煌莫高

窟，它位于沙漠戈壁深处，鸣沙山和三危山环抱的绿洲中。创建于公

元 366 年，迄至 14 世纪，连续建造达千年之久，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 1700 米长的断崖上保存

了 735 个洞窟、45000 平方米壁画、2000 多身彩塑。1900 年在莫高窟又

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了4—11 世纪初的 50000 多件文献和艺术品。除莫

高窟外，还有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 5—14 世纪的 22 个洞窟，818 平方米

壁画，56 身彩塑；瓜州榆林窟保存了7—14 世纪的 43 个洞窟，近5200

平方米壁画，近 200 多身彩塑。世界上没有一处佛教遗址能绵延千年

建造，又保存如此丰厚博大的艺术宝库和文献宝藏。

然而，敦煌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历经千余年，由于自然和

人为因素作用的原因，已患有多种病害，呈现退化的趋势，科学的保

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寿命，却无法使其永存。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

项不可不做的考古工程。规划并编辑出版多卷本记录性的考古报告

《敦煌石窟全集》，对于永久地保存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档案资料，

对于推动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

煌石窟研究资料的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我没有想到一去敦煌，就是半个多世纪。我更没有想到，

敦煌石窟考古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留存到今

天的洞窟，多则一千六百多年，少则八百年，几乎每一个都是内容丰

富、辉煌灿烂、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做一部记录洞窟全部遗迹的石窟

考古报告是极为复杂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加之我担任敦煌研究

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长期从事研究院的管理工作，直到 

2015 年才离开管理岗位，日常事务占去了我大量的时间。但是，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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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古工作还是管理工作，都是为了保护好敦煌石窟艺术，我觉得这

样做是值得的。在我担任管理工作期间，我带领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

积极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保护工作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到

现在的科学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倡导采用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永续利

用敦煌石窟的珍贵价值和历史信息；使研究院成为国内外敦煌学研究

的最大实体；创新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平衡发展的新模式，让敦煌文

化艺术走近民众、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近敦煌。此外，在繁忙的管

理工作中，我结合自己所学考古专业和保护管理工作，做了敦煌莫高

窟的十六国、北朝、隋代、唐代石窟的考古分期断代研究，壁画图像

研究、敦煌石窟科学保护的研究。

至于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历经四十多年的曲曲折折，反反复

复，历经了许多失败和挫折，我才得以主持完成多卷本《敦煌石窟全

集》考古报告的整体规划和分卷考古报告撰写的体例， 直到 2011 年出

版了第一卷《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告》。第一卷考古卷报告，

将最先进的测绘技术运用到考古工作中，实现了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

突破。我们的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理念、专业分工都有很大的

进步，21 世纪数字信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我们可以做出很

多前人无法做出的成果。这一考古报告打破了过去仅限于文字、绘图

和摄影结合的方法手段，融汇了考古、历史、美术史、佛教、测量、

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信息资料等多学科的方法手段。第一

卷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使永久保存、保护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

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推动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

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甚至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

塌毁灭的情况下，提供为全面复原的依据，成为可能。

中国古代有一位哲学家庄子，他说过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

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敦煌的考古研究只要钻研进去，是

永无止境的，按目前的整体规划，《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共 100

卷，整体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至少需要几代人的付出和努力。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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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年过 80 了，我不知还能陪伴敦煌石窟多久，为她做多少事情。

我希望借此机会呼吁全世界共同来关心和保护莫高窟这一人类绝无仅

有的文化遗产。莫高窟是一个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这里封存的是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也许耗尽一辈子的时光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

底。《敦煌石窟全集》是一个“世纪工程”，需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

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敦煌石窟开窟和造像的历史，是一部在戈壁荒漠中营造人类精神

家园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谋求

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西汉王朝的张骞全线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

的交通，此后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繁荣千年之久。灿烂瑰丽、博大

精深的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是中西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融荟萃的结晶，

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相互交融、和谐发展的历史见证。藏经洞

发现之后，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

究，特别是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等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

影响力的敦煌学学者和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

汪德迈先生发起设立的 “汪德迈中国学奖”，旨在“吸引更多目光

关注和理解中国的历史文明及其进程。”我认为这一思想有助于推动

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加强 21 世纪东西方的交流和理

解，有利于守护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和平。

敦煌的学术史中，始终有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中国

也有许多像我一样毕生奉献于人类文化遗产的考古学者。历史赋予他

们的学术使命就是铺设研究的地基，犹如一座城市建造的地下工程。

它不为人见，也不起眼，但是只有地下工程的坚实，城市地面以上的

工程才能得到保证。“汪德迈中国学奖”颁发给我，既是对我个人的表

彰，更是对敦煌研究院同仁们 75 年来为莫高窟保管事业艰辛探索进取

的激励。这个奖颁发给我，也是鼓励和鞭策我和我的同仁们为人类文

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