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物有灵》
贾平凹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自选篇目 、2017 年

后首部散文集,包括若干首发

力作。

《牛津世界城市史研

究 》
[英]彼得·克拉克著

陈 恒 屈伯文译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论述从古至今城市发展

的比较研究开山之作，诠释世

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大重要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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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女儿”的心声
■柴剑虹

《2019 年世界贸易报

告：服务贸易的未来》
世界贸易组织著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汉译最快的世贸组织年

度报告 ， 剖析服务贸易演变

趋势 。

《中华文化密码 ：通达

智慧之门》
钟国兴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阐释数字在中华文化中

特定、丰富的含义，解析其中

蕴含的中华文化所独有的思

维方法， 提供理解中华文化

精神的全新视角。

《伊朗零距离》
刘振堂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中国驻伊大使的力作，开

启认 识 真 正 伊 朗 的 大 门 ，

“零距离 ” 接触伊朗的民俗

风情 。

10 月 18 日傍晚，“第二届汪

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仪式在巴

黎塞纳河畔庄严的法兰西科学院

（亦译为“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

学院的大厅隆重举行。 当 92 岁

的汪德迈通讯院士和 81 岁的樊

锦诗名誉院长牵手并肩走在学院

廊道时，当我国驻法国大使卢沙

野、法兰西学院多位院士和樊院

长亲切交谈、表示敬意时，和我一

道从北京和敦煌来参加典礼的顾

春芳教授、苏伯民副院长、吕文旭

研究员都眼含着喜悦的热泪。

我们知道，作为“世界学术之

新潮流”的敦煌学，不仅包含在中

国 56 个民族共育的 “大国学”之

中，也已成为国际汉学（中国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 将“汪德迈中国学

（终身成就）奖”授与樊院长，不仅

仅是对樊院长个人的褒奖， 也意

味着国际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

考古与保护成就更为密切的关注

与认同， 是中外文化交流长河中

跃起的一朵璀璨夺目的新浪花。

在这次赴巴黎参加敦煌研究

院名誉院长樊锦诗领取“第二届

汪德迈中国学奖”相关活动时，我

还有幸获得由樊锦诗口述、北京

大学教授顾春芳撰写的《我心归

处是敦煌》的两位作者联名签赠

书；不仅于此，在阅读之余，我还

得以聆听樊先生细述书中有关内

容，获益匪浅。

捧读全书， 我的突出感觉是：

口述者以坦诚、朴素、真切、翔实的

语言，敞开心扉，吐露了一位“敦

煌女儿”的心声；而撰写者则经数

年间与樊倾心交谈，不但“读懂了

她”，进而心心相印，成忘年之交，以

一位美学研究家擅长的富有感染

力的文笔，描述了“敦煌女儿”并不

平坦的心路历程。 读罢是书，掩卷

沉思，我的心也久久难以平静……

探寻 “莫高窟

人 ” 的真实心路历

程 ，领会 “莫高精神 ”

的崇高光辉

樊院长 （多年来我们习惯这

样称呼她 ）原籍杭州，生于北平，

长于上海，求学北大，1963 年分配

到敦煌工作， 在半个多世纪里扎

根鸣沙山莫高窟，尽心竭力，为保

护、 研究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奉献

了青春、家庭，倾注满腔心血，成

就不朽业绩。 说来有缘， 被誉为

“敦煌守护神”的敦煌文物研究所

常书鸿老所长也是杭州人， 而我

这个西子湖畔长大的杭州人，大

学毕业后曾赴祖国大西北工作多

年的后学，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起亦和敦煌结缘，以常书鸿、段文

杰、樊锦诗为代表的“莫高窟人”成

为我衷心追慕、终生学习的榜样。

1982 年夏，我到兰州参加敦

煌文学座谈会后， 第一次到敦煌

参拜莫高窟，从有幸聆听段、樊两

位所长的亲自讲解开始，近 40 年

来，得以逐渐走近敦煌，了解樊院

长等一批护宝、 弘法的 “莫高窟

人”的不凡事迹，逐步深入领会崇

高的 “莫高精神 ”；今天 ，又拜读

《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不仅可

以进一步探寻樊院长真实的心路

历程， 仿佛又系统重温了一遍敦

煌学发展的艰辛而华丽的篇章。

诚如樊院长在书中强调的， 我们

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

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新

中国艰难曲折、 豪迈奋进的步伐

紧密相连。 一句“祖国的需要，就

是我们的志愿”，确实是发自内心

的真诚誓言。 50 多年间，这位体

质瘦弱但内心坚强的江南姑娘，

克服了难以备述的种种困难，承

担着守护莫高窟、 弘扬敦煌文化

的崇高使命， 创造了为世人敬佩

的光辉业绩。我的突出感觉，与一

般自传书详叙个人经历不同，对

她自己的贡献，樊院长在这本“唯

一自传”中往往都只是简略带过，

她的自述突出了三个方面：第一，

她的求学、工作、成长，有家庭的

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文

化建设这个大环境和敦煌学发展

这个学术背景中彰显的。第二，她

是带着北大历史系苏秉琦、 宿白

等老师的教诲，牢记他们的嘱托，

肩负着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要使

命，在鸣沙山下、宕泉河边默默耕

耘。第三，她要着重叙述和称颂的

是常书鸿、季羡林、潘重规、饶宗

颐、段文杰等前辈学者专家，是一

大批包括“莫高窟人”在内的敦煌

文化、学术的拓荒、弘扬者，还有

日本美术家平山郁夫的无私援

助、 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

研究所的有效协作， 而在众人之

功中亦包含她的一己努力。 无论

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

怀、莫高窟人的拓荒和坚守，还是

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百年回望，书

中揭示了敦煌学研究和莫高窟保

护的筚路蓝缕， 从百年前莫高窟

壁画、 彩塑遭劫和藏经洞文献的

流散， 到如今中国敦煌学研究的

丰硕成果和“敦煌学在世界”大旗

招展；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

究院艰苦创业， 到如今莫高窟景

区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的典范。全书要着力弘扬的，是

几代莫高窟人以“坚守大漠、甘于

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

高精神”， 所谱写的既委婉动人、

又波澜壮阔的敦煌乐章。

正如 9 月 29 日，樊院长在文

化和旅游部召开部系统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所讲：

我也忘不了以常书鸿、 段文

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怀着

对敦煌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历史使

命感， 在大漠戈壁极端艰难困苦

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

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

孙，开创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

弘扬基业，创立了坚守大漠、甘于

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

高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莫高窟

人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的力量源

泉和精神动力。

10 月 3 日 ，第四届 “吕志和

奖———世界文明奖” 颁奖典礼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樊院长

荣获“正能量奖”。 她在获奖致辞

中再次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和担当， 我个人的命运和机

遇， 同敦煌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

息息相关。 ”

（下转第二版）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口述 顾春芳撰写

译林出版社出版

茛左起：吕文旭、柴剑虹、樊锦诗、汪德迈、

顾春芳、 苏伯民在 “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

奖”颁奖前合影

荩樊锦诗（左）与汪德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