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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七十年（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天水考察时

指出袁 我国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

宝袁 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尧 文化价

值遥 他希望文物工作者赓续 野莫高精

神冶袁 潜心为国护宝袁 为传承创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尧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作

出更大贡献遥
林海茫茫袁山崖壁立遥作为我国四大

石窟之一袁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的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袁历
经 10 余个朝代的开凿和修缮袁现存 221
个窟龛袁 存留泥塑及石雕造像 3938 件

10632 身袁壁画 1000 余平方米遥 2014 年袁
麦积山石窟作为野丝绸之路院长安要天山

廊道的路网冶中的遗址点袁被列入叶世界

遗产名录曳遥
为保护好麦积山石窟袁 文保工作者

坚守在山野之间袁与寂静洞窟为伴袁不断

更新文物保护方式袁 守护着这些珍贵的

历史文化瑰宝遥

潜心修复 传承历史文脉

洞窟里，几名修复师紧握刀柄、轻刮

泥土，让壁画和塑像重现昔日光彩。这是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日

常。修复点滴累积，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

究所，这样的努力已持续数十年。

张斌是这些修复师中的一员。每次

进窟，他都会为麦积山石窟的独特艺术

价值感到自豪。

对准修补处轻捏吹气球，清理表面

的灰尘，张斌开始了日常的修复工作。他

熟练地在修补处滴下混合溶液、填泥抹

泥、表面做旧……一上午时间，张斌仅填

补完成雕塑上的一处豁口。“每个环节都

要一丝不苟，不容有失。”他说。

每尊塑像、每幅壁画在制造年代、用

工用料上都不相同，修复时要逐一考量。

针对不同雕塑和壁画的特点，修复师会

专门从麦积山周边地层中寻找合适的泥

土，甚至会认真选择和泥所用的水。

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在修复空鼓、起

甲和脱落等方面，修复师都找到了适当

的方法，能做到修旧如旧。

窟内，阳光透窗而入，雕塑凝固着不

朽的美；窟外，1300 多米的红色栈道，迎

送来来往往的游客。

“栈道已经成为麦积山石窟的生命

线。”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岳永

强每次走在栈道上，都要仔细察看。这条

栈道，不仅凝聚着建造者的心血，更折射

了麦积山石窟的兴衰演变。

1941 年，学者冯国瑞来到麦积山下，

看到栈道大多塌毁败绝，西崖完全无法

通达，而东崖也只是部分洞窟可以勉强

通达，很多洞窟只能远望。

新中国成立后，麦积山石窟的文保

工作迎来新生。1952 年 10 月，敦煌文物

保护工作者常书鸿带领西北勘察团对麦

积山石窟进行勘察，在地方政府的协助

下，他们新修和加固了西崖栈道 100 多

米。后经原文化部麦积山勘察团和麦积

山石窟文管所的修复和加固，栈道终于

连接起所有洞窟。1977 年起，麦积山石

窟又实施了历时 8 年的全面维修加固工

程，修筑了钢混结构新栈道，确保能够顺

畅通达所有洞窟。

循着栈道，岳永强登上距地面 80 多

米高的散花楼。“40 多年里，我们不断维

护、加固栈道，为保护、研究、弘扬麦积山

石窟文化提供了基本条件。”岳永强说。

技术助力 精准保护洞窟

在麦积山石窟，一代代守护人护山、

护道、护窟，传统的“喷、锚、粘、托”技术

不断完善，工艺技术迭代升级。现在，X

射线衍射仪、X 射线荧光光谱仪等高科

技分析仪器也开始增添助力，帮助科研

团队分析塑像、壁画的制作材料与工艺，

为制定精准的保护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天水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麦积

山石窟所在地区植被茂盛，空气湿度较高。

于人而言，这里山川秀美、环境宜人；于麦

积山石窟而言，较多水汽却给文物保护带

来了“烦恼”。为了做好石窟保护，科研团队

需要实时掌握每个洞窟的环境特点。

在一尊塑像下，有一个并不显眼的

白色圆柱体。这是一个传感器，两节 5 号

电池大小，承担着监测洞窟内温度、湿度

的任务。传感器会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

一个形似“白色纸巾盒”的仪器上。这个

“白色纸巾盒”是物联网网关，能把数据

处理后上传到云端，最终呈现在“麦积山

洞窟微环境监测”平台大屏上。

在山下的“麦积山洞窟微环境监测”

平台前，研究所工作人员徐鹏正聚精会神

地盯着屏幕，查看各个点位情况。这个平

台自 2017 年开始运行，通过平台，徐鹏能

实时掌握前方洞窟本体、窟内微环境、栈

道、崖体等监测对象的关键数据，还能针

对游客情况，为前方管理提出建议。

“这么多洞窟和点位，人力监测和巡

查效率太低。有了这个平台，值班人员可

以和山上洞窟保持联动。”徐鹏说。

目前，麦积山石窟依托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建立了文物风险

监测预警体系，二氧化碳、土壤温度、岩

体裂隙和光照等都有专用测试仪，确保

第一时间能够发现并处置潜在风险，极

大提升了麦积山石窟的风险管控能力。

数字采集 带来全新体验

在麦积山石窟第四号窟的一座龛室

内，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数字中心副

主任孙苑和几名同事正在进行数字化采

集。一个几平方米的洞窟，往往需要拍摄

上万张照片。

“哪怕一朵云飘过，光线有变，我们都

要注意采集质量是否有变化。”孙苑一边

操作滑轨和脚手架上的设备，一边紧盯着

采集器，时刻注意光线变化带来的影响。

孙苑和同事们采集的素材，会被送

到千里之外的敦煌研究院，进行拼接组

合。2017 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整

体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麦积山石窟的

数字化工作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截至目前，借助计算机、高精度摄

影、三维扫描等，科研团队已对 10 多个

洞窟进行了详尽的数字化记录，并对几

十个洞窟开展关键部位数字化采集，为

构建高精度三维数字模型打下基础。

数字化技术也为麦积山石窟艺术

“走出去”带来了更多可能。今年夏天，

“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展”在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博物馆举行。展览中的部分

塑像，就是基于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的数字化研究成果，由 3D 打印技术制

作，实现了等比例复制。

古代规模宏大的营造，给当代人留

下罕见的艺术珍宝；数字化技术的加入，

给更多人带来欣赏这些珍宝的机会。现

在，参观者只要登录“云上麦积”平台，轻

滑手机屏幕，就能自由穿梭于洞窟之间，

查看塑像、壁画细节，感受石窟艺术的独

特魅力。

“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守护文化遗

产，就是为了让更多人欣赏麦积山石窟

艺术。”孙苑说。

渊董洪亮 王锦涛 宋朝军冤

在世界遗产的石窟寺门类中，我

国石窟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现有石

窟寺近 6000 处。

“在中国所有的石窟寺里，麦积

山石窟保有的泥质塑像年代顺序最

久远、最完整，绘塑技艺十分高超。”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

介绍，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

秦时期，其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不

断营建，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的

美誉。

麦积山石窟坐落于甘肃天水市

区东南约 30 公里的群山之中，一座

座窟龛分布在距地面 20 米至 80 米

之间的崖壁之上，远眺层层相叠，“形

如农家积麦之状”，因此而得名。

麦积山石窟的另外一个重要价

值在于，它是中国石窟寺走向本土

化、民族化、逐步中国化的重要转折

点。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张

铭将记者带入第 74、78 窟，窟内交脚

菩萨和思惟菩萨的一铺三身组合具

有典型的犍陀罗地区风格，但窟形却

仿照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筑造型，

是外来文化与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的

有机结合。

张铭说，因为地处中国石窟走廊

的“十字路口”，麦积山石窟在 1000

多年的营建历史中，融合吸纳、包容

并蓄、不断创新，各民族文化交融、东

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印迹随处可见。

从早期较为生硬的“你之造像，我之

建筑”的“混搭”，逐步转化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融合。

给很多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麦积山石窟中那动人的“东方微笑”

———第 133 窟的小沙弥，神态天真微

笑迷人，令无数游客驻足；第 44 窟一

佛二菩萨组像，主尊佛像有着温情脉

脉的笑容，被誉为“东方美人”。这些

穿越千年的微笑造像，成了麦积山石

窟标志性的文化 IP。

历经千年沧桑，麦积山石窟的保

护面临挑战。特别是林区多雨潮湿的

气候给石窟的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塑像和壁画容易出现空鼓、开裂、

脱色等病害。

早在 1953 年，国家就专门成立

了麦积山石窟管理机构，随后实施了

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危及石窟寺安

全的严重险情。近几十年来，经过加

固、修复、渗水治理和生物防治等保

护措施，古老的麦积山石窟转危为

安。石窟保护也从最初的抢救性保护

转入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相结合的

综合保护。

“2017 年麦积山石窟整建制划归

敦煌研究院管理后，文物保护、研究、

弘扬等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李天

铭对近些年麦积山石窟寺的保护进

展如数家珍———

文物保护方面，在继承传统修复

工艺的同时，将更多新技术、新材料

融入保护、监测中。比如，在第 28、

29、51 以及 80 窟塑像壁画保护修缮

中，广泛采用 X 射线衍射、X 射线荧

光、激光拉曼、便携式红外、便携式显

微镜及扫描电镜等分析仪器开展塑

像壁画制作材料与工艺的分析研究，

为保护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

依据。

文物研究方面，利用近景摄影测

量技术，获取洞窟的实景三维纹理模

型，在此基础上运用计算机辅助制图

技术来实施石窟寺考古测绘工作；借

助多光谱成像技术，使得漫漶不清的

千年题记和壁画清晰可辨；运用 X 光

拍摄与内窥镜，使造像内部的结构与

隐藏信息得以清晰展示。

弘扬展示方面，借助计算机、摄

影、三维扫描等技术，推动麦积山石

窟更好地“走出去”“活起来”，打造出

自主 IP“云上麦积”，为游客提供全景

漫游洞窟参观的线上平台。通过 3D

打印技术，将麦积山石窟的代表性龛

像进行等比例复制，实现了麦积山经

典造像和洞窟的异地亮相。这一尝试

在去年的“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

艺术展”中，获得观众好评。

“目前，我们正在对麦积山石窟

的保护规划和管理规划进行修编，通

过多规衔接，合理完善保护区，突出

文物保护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重现自

然与人文的互动关系，深化价值挖掘

与阐释建构，以符合石窟寺整体保

护、管理、展示利用的发展需要。”李

天铭表示。

渊尚杰 王冰雅冤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中璀璨

的一颗明珠袁地处陇山密林之中袁有野秦
地林泉之冠冶的美誉袁是第一批全国重点

保护单位遥
麦积山石窟保存的塑像和壁画多数

为泥质文物袁 容易在自身结构和外在因

素的影响下受到破坏遥 对其进行妥善的

保护尧使其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袁是文物

保护单位的基本职责袁 对于麦积山石窟

而言袁 文物保护工作经历了一个筚路蓝

缕尧艰苦奋斗的历程遥

一尧 早期考察时期渊1941要要要
1953 年冤

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历史，要从建立

文物保护单位之前的早期考察算起。比

较有影响的有以下几次考察：

1.冯国瑞六次考察麦积山

冯国瑞，字仲翔，1901年生，甘肃省天

水市人。1926 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7 年先生毕业时，梁启超乃函荐于当

时甘肃省长薛笃弼，信中写道：“此才在今

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觏。百年以来，甘

凉学者，武威张氏二酉堂渊即张澍冤之外，

殆未或能先也。”1949 年前，先生曾任甘

肃省通志局分纂、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国

立西北师范学校中文系教授等职。1949

年之后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兰州图书

馆特藏部主任、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

员等。先后担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省文史馆馆员和省政协委员等职。

1941 年农历四月初八，冯先生首次

到麦积山实地考察，以“对证古本”的方

式寻找古迹，抄录碑文，勘察地理环境，

并对洞窟做了编号。随后写成《麦积山石

窟志》，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印 300 本发

行。该小册子是对麦积山首次考察研究

的成果，对宣传麦积山石窟胜迹起到很

大作用。

1944 年 2 月，冯先生携同刘文炳教

授再次上麦积山石窟考察。主要完成石

窟的编号（共 122 号）及草图测绘工作。

随后写成《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提

出研究和保护方案，并呈报国民党甘肃

省政府。

1945 年，冯先生对东崖石窟洞窟情

况整理并在《和平日报》上报道，引起多方

重视，争取了少量资金，对部分洞窟栈道

以及寺院进行了维修，还请于右任先生提

写“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的对联。

1947 年初，冯国瑞先生邀请天水县

长方定中上山考察，并联合地方有识之

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建修保管委

员会”。

在 1952 年 9 月，冯先生陪同西北考

察团对炳灵寺石窟考察后，又对麦积山

石窟进行勘察。编号洞窟有 157 个。这是

第一次有组织地对麦积山石窟考察。

1953 年 7 月初，中央文化部组织以

吴作人为首的专家组对麦积山石窟勘察

团做进一步的勘查研究。对麦积山进行

了历时 32 天的考察，冯先生随行。

2.王子云带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考察麦积山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抗日战争时

期，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的一个针对

西北各省艺术文物调研的学术考察团

体。该团于 1940 年成立，王子云任团长。

1943 年秋，王子云先生考察了麦积山石

窟，后行文报告国民政府教育部。

3.西北考察团对麦积山石窟考察

1952 年 9 月中旬，由中央政府文化

部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

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单位组成的

考察团，对永靖炳灵寺进行了首次勘察。

月底返回兰州后，冯国瑞先生建议，利用

此次调查的人力对麦积山石窟进行考

察，常书鸿任团长。勘察队从 10 月中旬

开始至 12 月 1 日结束，历时 40 余天，对

重点洞窟进行摄影、测绘和临摹工作，共

发现石窟 157 个并进行编号。这是麦积

山石窟有组织勘察工作的开始。

4.中央考察团对麦积山石窟考察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麦积山石窟文物

以及保存情况，为后期的保护管理提供

基础资料，1953 年 7 月初，文化部社会文

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亲自组织麦积

山石窟勘察团以做进一步的勘察研究，

团长吴作人。从 7 月 29 日到 8 月 31 日

一个月有余，文字、临摹、照片、测绘图纸

等研究成果，共录编 194 个窟龛。

二尧 简单看护时期渊1953要要要
1962 年冤

1953 年中央勘察团考察麦积山石窟

前，甘肃省文化局接到国家文化部的通

知，要求做好勘察团的前期准备工作。同

时还要求建立专业保管机构。1953 年 10

月初，麦积山石窟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

这个时期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栈道整修工程

1953 年 7 月中央勘察团勘察麦积山

前，甘肃省文化局为了配合勘察，拨付了

资金对石窟栈道等进行整修。

在勘察期间搭设的栈道属于应急性

的工程，对于长期的石窟管理有很大不

足，1955 年下半年，文管所申请资金开展

了中七佛阁（9 窟）、千佛廊（3 窟）等位置

栈道的修整工作。

2.整修瑞应寺大殿、天王殿和双玉兰

堂大殿整修

在勘察团结束麦积山石窟的工作

后，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按照原来的计划

对瑞应寺大殿进行了保护修缮，此次修

缮主要对房顶渗漏进行了处理。同时对

甘泉镇玉兰堂同步进行修缮。次年 9 月，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报文天水行署，向省

文化局和财政厅申请资金，对瑞应寺天

王殿进行修整。

3.建立文物库房

由于历代的疏于管理，麦积山洞窟

内大量的造像都脱落、散乱放置在洞窟

内。在勘察团工作期间，将这些文物进

行统一登记、编号，并在瑞应寺院专门

开辟了两间文物库房存放这些文物，这

些文物登记清单随后移交麦积山文物

保管所。

4.划定麦积山石窟保护范围

1961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公布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 处，麦积

山石窟名列其中。为了加强这些文物保

护单位的管理，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于

1962 年 2 月 10 日向文化部报送甘肃省

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其中麦积山石窟的保护范围分内圈和外

圈。内圈大约是以石窟为中心半径约

500 米范围，外圈是以石窟为半径 2500

米范围。并确定“内圈为重点保护范围，

为绝对安全区域；外圈为一般保护区”。

渊董广强冤

开放时间院
夏季 渊4 月 1 日-10 月 31 日

08:30-17:30冤
冬季 渊11 月 1 日-3 月 31 日

09:00-17:00冤

景点位置院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泉湖路

2 号

交通路线院
天水火车站
34 路公交车可直达麦积山景区

天水机场
可乘坐天水南站过路 5尧60 路

公交车直达麦积山景区袁也可乘 1尧
9尧35尧58 路公交车到天水火车站转

乘 34 路公交车到达麦积山景区遥
天水南站(高铁站)
60 路公交车直达麦积山景区,

或乘坐 1尧9尧35尧58 路公交车到天水

火车站转乘 34 路公交车到达景区遥
天水市区
5 路公交车直达麦积山景区 ,

或乘坐 1尧9 路公交车至天水南站或

火车站转乘 60尧34 路公交到达麦积

山景区遥

票务服务院
全价票院全票 80 元/人遥
半价票院半票(持学生证尧外地

户籍 60 岁以上持老年证)40 元/人遥
讲解票院

1.讲解服务收费标准院游客每

十人为一组袁每组讲解费一级讲解

员 160 元尧 二级讲解员 140 元尧三

级讲解员 120 元袁 外语讲解每次

160 元曰
2. 特级保护洞窟收费标准院

133 窟尧135 窟尧127 窟收费标准为

每人每窟 180 元曰 43 窟尧62 窟尧121
窟尧123 窟尧142 窟收费标准为每人

每窟 160 元曰3. 44 窟尧74 窟尧76 窟尧
78 窟尧102 窟尧115 窟尧155 窟收费标

准为每人每窟 100 元遥
免票院
1.本地户籍 60 周岁以上袁外地

户籍 70 周岁以上持老年证者曰
2.持导游证尧记者证尧军官证尧

残疾证曰3.儿童 1.2 米以下免票遥
注院票型票价详情可登录野麦积

山石窟渊http://www.mjssk.cn/#/冤冶遥

售票渠道院
网络售票院 通过麦积山石窟艺

术研究所官方网站 渊售票系统建设

中冤 和微信公众号麦积山旅游均可

出售遥
景区售票窗口院 在景区服务中

心可购买单次景区门票及全价票

渊含景区尧石窟尧植物园冤遥
小程序预约售票院可通过麦积

山石窟讲解预约尧 麦积山特窟讲

解预约小程序预约 48 小时内的讲

解服务。

渊编辑整理冤

旅 游 指 南

麦积山石窟

文旅播报

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不断更新文物保护方式守护历史文化遗产

瑰宝传文脉 石窟阅古今

1953年袁由文化部组织的麦积山石窟艺术勘察团留影

遗产保护

冯国瑞先生

麦积山石窟

野东方微笑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