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小刚介绍“最
美观音”像壁画复制作
品。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张小刚拍下船
政学堂对严复等学生
的奖惩措施。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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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 通
讯员 仓萱）春节未到，福州年
味已浓。昨晚，近百米长的

“大尾灯龙”大型艺术装置在
烟台山正式亮灯，引发市民游
客欢呼。此次亮灯正式拉开

“有龙则灵·2024烟台山甲辰
龙年新春季”序幕，“大尾灯
龙”将持续展览到春节后。

“大尾灯龙”由百盏旧非
遗花灯、废弃渔网、旧船木等
各类废弃物件组成。记者在
烟台山大吉中古店附近看到，

“大尾灯龙”依据山体蜿蜒设
置，由各类废弃物件搭建的龙
头朝西北，龙体由百盏非遗花
灯构成，以渔网收尾，十分壮
观。过往市民游客纷纷举起
手机、相机拍照留念。

据介绍，“大尾灯龙”体

现旧物重生的环保理念，突
出环保、艺术、生活融合的
主题。

除了精彩的“大尾灯龙”
主题展览外，烟台山今年新春
还围绕龙年独特文化内涵，推
出龙贸市集系列活动，包含烟
山年货节、寻龙游园盖章打
卡、新春专场音乐会等。此
外，仓山区委、区政府也计划
在烟台山推出传统灯组搭配
现代灯光秀活动，多样呈现璀
璨灯光效果，为“闽江之心”南
岸夜景再添新彩，营造祥和喜
庆的节日氛围。

记者注意到，目前烟台山
商业漫步街区的众多品牌门
店已陆续布置了新春装饰，游
客漫步其中，可沉浸式感受烟
台山带来的独特年味。

写福字 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铺平书法纸挥毫泼

墨，两分钟后，一幅漂亮的行书出炉，上书“和顺
一门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19日下午，福州
市小柳小学在校门口开展“福赠春联祈平安，师
生挥毫迎新春”主题活动。

一停一顿、一起一落，一个个饱含祝福的
“福”字、一幅幅寓意喜庆的吉语落在纸上，散发
淡淡墨香，传递浓浓年味。“小柳小学是书法特色
校，为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让美育沁入每
名学生的心田，学校举办了这次活动。”小柳小学
负责人告诉记者，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培养孩子专注力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外文化生活，给学生们
一个施展才艺的舞台，书“福”迎新春活动将每年
常态化举办。

百米“灯龙”点亮烟台山

小朋友在“灯龙”前跳舞。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小柳小学师生写小柳小学师生写““福福””字和春联字和春联，，送给送给
市民市民。。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诚摄叶诚摄

本期嘉宾

张小刚 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研究馆员。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兼任考古研究所所
长。曾先后受聘为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客座研究员、法国远东学院东亚文明研究中心驻访学者、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石窟考古、佛教美术史及敦煌学研究，特别是对
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史迹画、于阗图像等做过专门研究，曾长期从事甘肃河西地区中小石窟的调查、整理
和研究工作。

张小刚：写好“沙与海对话”大文章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

甘肃省敦煌市与福建省福州
市，从大漠之城到东海之滨，距离
3300多公里。敦煌位于河西走廊
的最西端，地处丝路咽喉，坐拥莫
高窟、玉门关、悬泉置三处世界文
化遗产（点）。作为通向西域的重
要门户，古代多元文明在这里汇
聚交融，造就了全球独一无二的
敦煌艺术。在东南沿海，船政也
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1月 18
日，“沙与海的对话——中国船政
文化城敦煌艺术瑰宝展”在位于
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城开幕。福
州人可以在家门口的百年船政建
筑里沉浸式游览、感受敦煌文化
的魅力。

“在丝绸之路的历史长河中，

敦煌与船政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
隔甚远，但都是连接中外文化的
重要枢纽。敦煌是陆上丝绸之路
的中转重镇，福州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发祥地，两者共同促成
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这
次展览不仅是一次敦煌艺术的深
入展示，还是一次文化的盛会，标
志着敦煌与福州在文化传承与交
流上有了新的篇章。”敦煌研究院
副院长张小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因为这场展览，他第一次
来到福州，参观了船政文化城，深
入了解闽都文化，收获满满。今
后，敦煌研究院将传承开放包容
基因，写好“沙与海对话”的大文
章。

“如果只能参观一个丝路遗
址，去敦煌。”美国历史学家芮乐
伟·韩森这样评价。

“世界任何传说中神奇的地
方，只要去过一次便不再神奇。
但惟有敦煌，在你造访之后，心里
的感觉反倒更加神奇。”作家冯骥
才如是写道。

据《敦煌市志》记载，公元前
111年，汉武帝设立敦煌郡，开拓
河西，经营西域。随着丝绸之路
的繁盛，这座偏居大漠的边陲之
城，逐渐成为多元文明交融荟萃
之地，孕育出以莫高窟为代表的
丝路宝藏。

“公元 4 世纪至 14 世纪，古
人营造了集建筑、雕塑、壁画为
一体的莫高窟。”张小刚告诉记
者，敦煌石窟艺术开始于公元
366年，已有 1658年，见证了十六
国、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
元等 10多个朝代的历史变迁，是
世界上历史延续时间最长、保存
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
美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沙
漠中的美术馆”和“墙壁上的博
物馆”。

据介绍，敦煌石窟艺术，尤其
是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物以其
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一直吸引着
全世界的目光。营建于北凉的第
275窟是莫高窟现存最古老的洞
窟之一，已有1600多年，南北两壁
是取材中国传统建筑“阙”的阙形
龛，即佛龛之上有殿顶。

2000年，张小刚毕业于武汉
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同年
到敦煌研究院工作，2011 年 6 月
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中
国古代史专业）。下定决心到千
里之外的敦煌，张小刚的抉择源
于他的导师、中国唐史学会原会
长朱雷的一句叮嘱：“敦煌现在缺
人，希望你去刻苦‘面壁’十年。”

在敦煌“面壁”近 24年，张小

刚说：“我们正在一个洞窟一个洞
窟地做每个洞窟的详细考古报
告，全部做完，估计要好几代人。
听着挺吓人，不过想想已经传承
了好几代人，也就没什么了。”

在很多人看来，北京大学和
武汉大学等高校的考古学和历史
学专业，对敦煌文化研究较多，实
际上福州人研究敦煌文化的也不
少。

“福州也是研究敦煌的热
土。”张小刚说，他经常在敦煌文
化研讨会上遇到福建师范大学文
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李小荣。

李小荣的主要学术专长是
敦煌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研究，
代表作有《敦煌密教文献论稿》，
撰写了《敦煌佛曲〈散花乐〉考
源》《敦煌杂剧小考》《敦煌变文
作品校录二种》《敦煌佛教劝化
音乐文学略说》《敦煌佛教歌辞
作者考辨二题》《敦煌道教文学
研究》等大量关于敦煌文化的论
文。其中，《敦煌佛教音乐文学
研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

“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人文社科类）、获福建省第八届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李小荣说：“作为敦煌学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敦煌文学研究 21
世纪以来出现不少新动向——研
究范围大有拓展，更关注仪式类
作品、文学写本研究和多学科融
合。在唐朝和五代时期的敦煌文
献中，我们发现一些有趣的内容，
文献记录了福橘，以及福建人在
敦煌活动。”

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
长杨祖荣，以及厦门大学历史学
系的教授也有研究敦煌学。去年
11月 15日，根据“敦煌女儿”樊锦
诗工作和生活经历改编创作的故
事片《吾爱敦煌》首映，福建参与
了影片联合摄制。

“福州这场展览从去年 5月开
始筹办，持续了半年。”张小刚说，
从大漠之城到东海之滨，相隔数千
里，沙与海的对话，陆丝与海丝的
相遇，让百年船政、千年敦煌以奇
妙又和谐的方式交融在一起。

据介绍，此次展览精心组织了
一系列敦煌文化中的精美展品，包
括千年石窟中的经典壁画复制品，
历史悠久的佛像、雕塑以及珍贵的
敦煌文献等，分为庄严佛窟、梦里
飞天、轻舞妙音等11个单元展示。

千年敦煌与百年船政相遇，擦
出了怎样的火花？

走进中国船政文化城核心区，
记者看到，艺术展的宣传旗与百年
船政红砖建筑、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轮机车间相映生辉。1866年，船政
在福州马尾诞生，在中国近代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轮机车

间百年前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国产
船用蒸汽机，修缮活化利用后，车
间经常举办各类展览。现在这里
是“敦煌石窟艺术”展区。

作为 2024年落地福州的首个
国宝级大展，展览展出 200多件展
品，包括敦煌石窟各时代最具代表
性的壁画临摹复制品、复制北魏和
唐代彩塑、还原敦煌壁画中的乐
器、3D打印敦煌壁画中建筑模型、
复制洞窟等。

2005 年的春晚舞台上，舞蹈
《千手观音》一夜爆红。此次展出
将一直未对外开放的莫高窟第3窟
和第 285窟，等比例还原“搬进”轮
机车间，第 3窟就有千手千眼观音
壁画。

展厅中还有 10余米的巨型卧
佛、巨大的佛涅槃像、3D打印出来
的多宝塔、名声赫赫的敦煌飞天，

以及著名壁画《五台山图》《伎乐天
反弹琵琶》《鹿王本生故事画》的临
摹复制品。看过展览，九色鹿的故
事唤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

“我们力争从不同角度、不同
方面展示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和
卓越价值，让每位观众都有身临
其境的感受，通过展览加深公众
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促进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
一步激发公众的爱国主义热情，
增强文化自信。”张小刚表示，近
年来，除了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
心举办展览，不同主题的敦煌文
化展走出敦煌，走向全国乃至全
球，比如“丝路瓷缘·釉见敦煌
——瓷画艺术展”走进江西，“敦
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走进
故宫博物院，“觉色敦煌——敦煌
石窟艺术展”走进海南。

走进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看到150多
年前的船政学堂实施精英教学模式，对严
复等学生每3个月进行考核，张小刚连忙拿
出手机拍照记录；看到船政建造了我国近
代第一所成规模的造船厂、机器厂，我国第
一艘千吨级蒸汽动力舰船等诸多第一，张
小刚为船政探索自强之道点赞。

“沙海有约，丝路同源。船政精神与敦
煌精神很契合。”张小刚说，敦煌石窟的美
能展现在大家的眼前，离不开一代又一代
的莫高窟人在艰苦环境下的守护。在敦
煌，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事终一身，以满腔
热情、终身心血写就了“坚守大漠、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
船政，从1866年自救图强开始，一代代人的
血泪和智慧铸就的荣光，凸显了“爱国、科
学、创新、图强”的船政精神。这两种精神，
一个绽放在大漠戈壁之中，一个积淀于乘
风破浪之时，如今交相辉映，共同铸就新的
辉煌，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开拓创
新的新篇章。

展览开幕当天，敦煌研究院向福建船
政文化研究院赠送莫高窟第57窟“美人窟”
的初唐“最美观音”像壁画复制品，福建船
政文化研究院送出的福州软木画以罗星塔
为主题。此次展览设在传承“爱国、科学、
创新、图强”精神的百年船政车间里，展示
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让更多
人了解和认识敦煌，进一步推动东西部文
化交流与合作。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
互鉴而发展。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文
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
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
融会贯通的典范。”敦煌莫高窟绚丽夺目
的壁画中，定格了大量产生于唐、五代、宋
等时期的中国船舶造型。马尾船政文化研
究会会长陈悦说，这些船只细节毕现，是
研究中国船史的珍贵史料，却因长期以来
缺乏关注和研究隐没烟尘。在“大船政”
视角下，这些古老的船只形象，成为联结
船政和敦煌的奇妙纽带。研究这些保存在
敦煌莫高窟中的“船”，涉足船舶技术史、
海外交通史课题，是未来“大船政”研究的
重要一环。

张小刚说，敦煌研究院将与福建船政
文化研究院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促进敦煌
与船政之间文旅产业的合作与发展。福建
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江远说，此次
展览是船政与敦煌在文化传承和交流上的
一个重要突破，也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接下
来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大合作，
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福州也是敦煌研究热土

敦煌与船政合作
潜力巨大

石窟艺术来到东海之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