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 护2022 年 10 月 26 日 主编/冯朝晖 责编/张怡 校对/张宸 美编/马佳雯
电话电话：：((010010))8407883884078838——61836183 本版邮箱本版邮箱：：wwbbaohu@wwbbaohu@163163.com.com 7

从历史遗迹到当代景观

麦积山石窟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石窟寺遗址，地处天水市麦积区陇山林泉
幽静之处。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历经北魏至清等十余个王朝 1600 余年的
先后开凿和修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石窟造像与壁画风格，以泥塑为主的造像情态
生动，在中国石窟寺中被美誉为“东方雕塑馆”，引发中外游客对其中雕塑艺术杰作
的珍赏。

但与大多数中国北方石窟寺遗迹一样，由高僧选址的麦积山石窟到清末已经全
面衰落荒芜，尤以步道的朽烂而使人难以登临。进入 20世纪 40年代后，在冯国瑞的
主导下重新开始了古迹调查，对石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编号，并由地方工匠文得权
带领木工组架设凌空栈道，使崖壁上的许多窟龛得以再现。50年代王子云、常书鸿、
吴作人等考察后，麦积山石窟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进入现代文物保护工作的阶
段。80年代伴随着石窟维修加固工程的完成，麦积山石窟打开大门向社会开放。进入
20世纪第二个十年，麦积山石窟成功以世界文化遗产地蜚声海外，自此开启了石窟
保护和开放利用的新阶段。

从深山禅修的世外山林到全民热衷参观的世界遗产，麦积山石窟在一代代人的
活动与使用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场所转换与认知重塑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与回答，既构成了麦积山石窟展示和研究的信息来源，也是全面探析麦积山石窟价
值内涵的核心线索。

由于石窟营建非一日之功，开山凿石必然经历一个人力与自然互动演进的漫长
时段，石窟类型遗产一般可看作是一种“人与自然共同创作”的遗迹性文化景观。而
使用文化景观的视野，正是对这一遗产类型解构与阐释的关键方法。

文化景观视角的引入转变了麦积山石窟的认知方法和思路。这个转变的过程正
在于将麦积山石窟景观的生成看作是不断塑形进化的结果，而非仅局限于当下的遗
迹状态。在人与自然动态交互过程中，尽管那些具体的劳动和劳动者已经消失不见，
但正是在历代选址、开凿、修葺、重妆之中形成的仪礼经验和技术传统得以承嬗，最
终形成当代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中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和修复技艺。同样，今
天作为世界遗产地和文物保护单位的麦积山石窟，虽然其历史状态中如禅修等功能
已经减弱，但作为景观杰作，为今天的游客和研究者提供学习、阐释与欣赏的价值依
然鲜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麦积山石窟只是艺术品的储藏库和物理形态的终点，如
何挖掘石窟背后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如何向未来的人们讲述这种遗产的珍贵与脆
弱，这些问题越发引人关注与思考。

价值阐释的新视野

2022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中调整了文物工作方针的表述，首次提出
了“挖掘价值”的内容和要求，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价值研究”是文物保护事业的核心
要义，是文物研究者开展工作的基础与前提。

对于麦积山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考察以来，既往麦积山的研究保护与
管理重心较为侧重麦积山窟龛造像作为东方雕塑的杰作价值。并且由于考古部门设
立相对较晚，对于历史信息的挖掘与研究尚不足备，因而对于包括山崖植被、地质地
貌等自然环境的价值也存在认知不足的问题。

文物与其环境在价值阐释上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单元，因此无论是《威尼斯宪章》
提出的“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还是《中国文物古迹准则》提出
的“保护文物环境”概念，均对文物本体之外的景观环境提出了保护要求。与此同时，
在中国历代持续千年的“天人合一”理念影响下，许多古代文物在创造最初就与周围
环境是高度同构和互为表里的物质关系。自然环境不仅为人类巧思的生发和利用创
造了条件，同时也包含着设计者高妙的经营意趣。

在佛教美术层面，麦积山石窟坐落于丝绸之路南来北往的交汇要点，是佛教在
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区，其窟龛形制、题材技法、造像风格，反映了不同文化因
素碰撞与融合的结果，也全面展现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传播过程。此外，麦积山石
窟的古代工匠还根据秦州地区的土壤特点，为佛教造像发展出了一套风格鲜明的
泥塑技法，尤以北朝造像艺术成就为最，被刘开渠赞誉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
的雕塑品”。

在景观层面，麦积山石窟地处陇南山林地区，潮湿天气和特殊的地形环境形成
了“麦积烟雨”的自然奇观。作为古代秦州地区知名的景观遗迹，麦积山石窟不断有
文人登临访古，早期的名家诗歌与文学创作不断吸引后世文人，逐渐将其塑造成为
天水地区一处知名的人文史迹。如此独特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特征，构成了麦积山
石窟景观层次的丰富和观看方式的多元。通过不同的观看位置与游线变化，可以发
现麦积山的景致迭换变化，自然胜景与人文意境的高度叠合，体现出麦积山石窟独
有的景观价值和文化内涵。

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风格和景观内涵构成了中国石窟寺遗产中一道特有的文化风
景线，不仅具有丰富可探的学术价值，对于国家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用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的话来说：“麦积山的艺术，更具有民族特
色，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
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雕塑杰作到周围景观的价值认知的转向，有利于激发研究者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更广阔的遗址环境，思考麦积山石窟保护传承的意义。

保护规划修编进行时

麦积山石窟在 2007 年与 2012 年，先后编制了《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2008-
2020）》和《麦积山石窟管理规划（2012-2018）》，两本规划在麦积山石窟过去十几年
的石窟保护管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均已到期。2014年，麦积山石窟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面临着全新的发展契机与保护管理需求。亟须统合两部规划，
深入挖掘价值，制定保护、研究、利用、管理一体的规划发展新方向。2019年 11月以
来，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师生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指导下，
连续三年前往麦积山石窟附近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包括麦积村、草滩村、
阮家庄等村子的居民访谈调查，展开了麦积山石窟价值阐释的课题研究，希望从麦
积山文物本体到周边环境的整体需求为出发点，系统全面地阐释麦积山石窟的价值
内涵，并将这些思考落实在《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修编的设计与推进中。

首先，在保护对象认定方面，修编后的保护规划将进一步推进从窟龛造像本体
保护到周边环境整体保护。编制团队结合文化景观视野，研究了麦积山石窟从北魏
开龛凿石到近现代的“东方雕塑馆”的整体历史过程，力图使其在当下与未来的保
护、展示、利用过程中，呈现出全面丰富，层次多元的核心价值，彰显麦积山石窟在中
国石窟寺遗产类型中独特的定位，焕发出独一无二的生机。

其次，修编后的保护规划将更为适应石窟寺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
变。伴随20世纪大部分岩体加固工程的完工，中国石窟寺保护即将进入新阶段。预防
性保护作为科学预测和日常保养的事先行动，相较于抢救性保护的被动和应急具有
更为长远的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麦积山石窟的修复保护工作就开始继承敦煌
经验，雕塑艺术临摹研究与修复保护工作齐头并进，至今已经建立了全国领先的彩
塑保护修复技术与传承体系。这一技术传统，在麦积山石窟日常保养和预防性保护
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因此，提升麦积山石窟彩塑修复经验在现代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关注度，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在文物保护中的结合
研究，是实现麦积山发展特色的重要路径。

在社区参与层面，规划修编团队着力于提升社会参与度和居民文化认同感，建
立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征询机制。世界遗产是全民共享的遗产，其保护和管理
离不开社会和公众的全面参与。麦积山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提高了国际
知名度，扩大了受众人群，也加深了地方信众对于石窟作为世界瑰宝的认知，麦积山
石窟的规划工作不能高筑专业壁垒，形成兀自向内的保护模式。团队在持续三年的
调研工作中，注重石窟周边村落与村民的走访调查，面向社会公众进行持续地价值
阐释，让更多社区公众参与修编工作，提出他们的看法、建议并共享成果。

最后，作为南北朝以来陇右地区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和勾连丝路沿线石窟和佛
教发展脉络的重要遗迹，麦积山石窟还具有特殊的文化影响力。因此，将麦积山石窟
未来的保护与研究工作置于“一带一路”视野下，梳理其在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文化
传播交融中的相对关系，钩沉往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挖掘价值”为核心全
面阐释麦积山石窟的特色与内涵，也是发挥麦积山石窟遗产教育与文化价值的重要
支撑。

对于全面解决麦积山石窟价值阐释问题以及在发展的新时期如何书写保护和
传承，规划修编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对麦积山石窟调查成果进行深入研究与转化，
还需要更多学科领域、不同专家学者团队的参与，同时也需要让全社会围绕麦积山
石窟的保护，共建和谐的环境，共享研究的成果，共同阐释新时代中的麦积山石窟文
化和价值。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 5世纪中叶，是我国南北
朝时期北魏拓跋氏政权定都平城（大同）后，倾其国
力开凿的具有皇家性质的佛教圣地。石窟规模宏大，
雕刻艺术精湛，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南北方民族融
合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云冈石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保护世界遗
产是《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也是传承祖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责任。遗产监测是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监测数据是遗产管理部门保护决策
的量化支撑，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具有重要
的意义。作为管理机构的云冈研究院对云冈石窟世
界遗产地进行保护是义不容辞的责任。2021年云冈
研究院新组建的内设机构“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
心”将文物保护和遗产监测职能合二为一，加强了保
护工作与监测工作的密切联系。

遗产监测与石窟保护相生相伴，监测目标不断
扩大，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千百年来，云冈石窟经受
着大自然风霜雪雨的考验，危岩体、渗漏水、雕像风
化三大病害的威胁与日俱增，石窟发展恶化的趋势
从未停滞。究其根本，主要是冷热交替、干湿循环所
致。洞窟内的微环境如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
是重要的风化影响因素。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云冈石窟工作人员用手持
温度计、湿度计定时监测洞窟内外的温湿度，石窟环
境监测成为日常工作。60年代以化学粘接材料试验
为主的“第1、2窟加固实验工程”以及70年代以危岩
体加固为主的“三年工程”（1974~1976年）中，石窟内
外的有关监测数据对高分子树脂粘接材料实验运用
及配方改善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80年代煤炭运
输兴起，石窟前建立起半自动化的气象站，同时配合
大同市环境保护局对石窟内外空气质量进行了监
测，为以防风化为主的“八五工程”（1991~1995年）环
境综合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90年代初在美国盖蒂
保护研究所协助下，云冈石窟在第20窟顶部利用旧
建筑建立了第一个自动化气象站，五年后依据自动
监测成果进行的“粉尘对云冈石窟石雕影响”研究，
为“109国道”的改线及周边环境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进入 21世纪，监测科技手段提高，综合分析能
力加强。2005 年 7 月在窟内凝结水监测研究过程
中，采用自动传输环境监测设备对第 5 窟和第 9 窟
的温度、相对湿度、地温和风速进行了全面监测，并
用自行研发的凝结水测量设备，进行了洞窟凝结水

量的监测，取得了大量的有效数据，为凝结水的治理提供了依
据。之后，监测工作作为专门章节纳入云冈石窟保护规划之中，
由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并完善的《云冈石窟保护总体规划
（2008～2025）》文本中，第三节遗产监测第 113、114、115、116 条
对云冈石窟遗产监测工作做了科学且详细的规划，成为现在监
测工作的目标要求。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已达到了规划目标。目
前还需要尽快更新规划，来适应将来保护工作的发展。2009~2012
年，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持计划资助下，进行了石窟山体水汽
循环、石窟岩体温度场和石窟岩体稳定性等系统监测实验。2013
年依据监测数据进行了“云冈石窟大气中二氧化硫变化特征研
究”。结果表明，云冈石窟大气中二氧化硫污染状况的改善，主要
是景区多年来周边环境整治的结果，特别是云冈石窟申报世界遗
产前环境治理（1998~2001 年）和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治理（2008~
2010年）两次大的环境整治工程。2014年对云冈石窟五华洞（第 9
至第 13窟）内微环境指标进行监测实验，找出洞窟内变化明显的
区域，为五华洞长期监测确定监测对象及手段提供依据。2015年，
云冈石窟研究院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云冈石窟五华洞文物本体
及微环境监测工作方案的批复》意见，开始实施五华洞（第 9窟至
第 13窟）的监测项目，此监测项目的特点是利用物联网手段进行
实时在线监测。

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是石窟保护从抢救性向预防性转变的
必要措施之一。2016 年 7 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对第 3 窟及第 21 窟
至第 30 窟危岩体抢险加固工程的批复指示要求，完成了一期加
固工程配套监测。2018年，实施了鲁班窑石窟抢险加固工程的配
套监测，同年完成了遗产监测中心展示用房建设项目，实施了数
据中心配套建设工程，监测中心的建成保障了云冈石窟的动态
监测系统平台工作正常运行，监测工作进入网络现代化模式。实
现了监测数据的在线采集、传输、存储、分析、研究、预警和展示
等功能。通过监测数据的积累、大数据分析、保护状况指标的测
定、工程效果评估等确定云冈石窟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保持状况
及其变化趋势，以便于保护部门及时、准确、有效地防范风险，为
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及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打下基础。2019年 5
月，第 14窟进行了抢险加固及防排水工程，配套实施了第 14窟窟
顶防排水工程土壤含水率监测、窟内的渗漏水监测、洞窟内微环
境监测等项目，通过对监测的数据分析，评估危岩体加固及防排
水工程的保护效果。另外，通过当年监测数据，进行了“云冈石窟
顶部第四纪土壤覆盖层含水率动态变化特征研究”，摸清了不同
地形条件下石窟顶部第四纪土壤覆盖层含水率动态变化特征，
评估了云冈石窟第 14窟窟顶防排水工程效果。同年 8月，第 3窟、
第 21至第 30窟开展的抢险加固二期工程中，配套实施了锚杆应
力、危岩体倾斜、危岩体位移、洞窟外立面及顶板的裂隙监测，以
及洞窟内微环境监测等项目，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可以评估
危岩体加固工程的保护效果。截至目前，云冈石窟做的监测项目
涉及以下工程：五华洞窟檐复建工程；鲁班窑保护及窟檐工程；
第 3窟、第 21至第 30窟工程；第 14窟防水保护工程；龙王沟及罗
汉堂危岩体保护工程；第 1 至第 3 窟保护工程。监测指标 12 类共
369 个。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多个石窟保护工程效
果达到或超过预期。对五华洞木结构窟檐复建后窟内微环境变
化持续关注，2020 年春夏之交，在五华洞部分窟内安装了小功率
除湿机设备，在雨季前的窟内凝结水形成的初期，启动除湿机降低
窟内湿度，干预凝结水的形成。

文化遗产监测要不断与时俱进。经过七十年的发展，云冈石窟
监测规模和体系达到了运用物联网实时监测并传输记录的阶段。
但是，现阶段网络化监测虽较过去先进和准确了许多，也还有不尽
人意的地方，比如对景区客流量和窟内承载量的准确监测，对车
辆出入的监测，对缓冲区情况的监测等方面还达不到理想的效
果，需要进一步强化。还有在监测设备端的电源受环境影响导致
持续供电不稳定，对现有监测数据的分析利用也还处在低效率
状态。“十四五”期间，遗产监测将继续提升：一是按照《云冈石窟
总体保护规划》逐步实现云冈石窟大遗产地监测；二是对已有采集
的各类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为石窟的遗产保护工程及日常保
养提供数据支撑；三是进行云冈石窟世界遗产地核心区地下煤矿
采空区治理评估及震动监测；四是提高展示能力和资源利用率，努
力将云冈石窟动态监测预警平台建设成为山西省文物动态监测预
警总平台。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
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
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未来的监测工作不仅要
继续与保护工作协同，还要在世界遗产大家族中发出中国云冈石
窟的声音。

（作者单位：云冈研究院）

云
冈
石
窟
文
化
遗
产
的
监
测
历
程

员
小
中

走
近
走
近﹃﹃
秦
地
林
泉
之
冠

秦
地
林
泉
之
冠
﹄﹄—

—

探
索
麦
积
山
石
窟
保
护
的
特
色
与
经
验

王
军

周
孟
圆

杜
晓
帆

麦积山石窟泥塑

20世纪50年代麦积山石窟的木质结构栈道麦积山石窟远眺

1977年西崖加固现场

现今麦积山石窟的钢混结构栈道现今麦积山石窟的钢混结构栈道

麦积山石窟泥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