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魂萦莫高窟

金长明(甘肃省轻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日本人说 f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法国人和英国人说 f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欧洲。"段文杰说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也要在中国。"季羡林说 ， ‘敦煌在中国 ， 研究在世界。 " H文革"中江青说敦煌莫高窟是贩卖精神鸦片的黑窝"…

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 " 198 1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莫高窟时说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莫高窟的故事真多，昨天的故事还没理清楚，今夭的故事又拉开了序幕。让人联想起时而繁荣，时而惨淡的丝路古道

上，有先驱者张蓦、霍去病、李广利、班超等十几位历史人物漫步缓行的马帮或驼队 ; 有骑自马的和尚唐玄夹在行走，有

晚唐的张议潮统兵收复吐蕃统治七十年的敦煌失地;还有大漠孤烟中莫高窟的神秘诱惑;也有戈壁黄沙中驼铃声的凄凉召

唤 公元 366 年东土游僧乐傅开始在莫高窟挖洞造窟，后来的法良禅师凿了第二洞 ; 敦煌统治者张议潮、曹议金等，望

族瞿氏、 1月氏等也前赴后继地开始"愚公移山'\使莫高窟的凿洞主理持续了千年有余。莫高窟从十六国至元代，有 492 个

洞窟的设i十者、绘画者、雕塑者，他们是莫高窟的无名英雄。莫高窟现有二千四百余身彩塑，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现今

能搜索到的却只有六七位古代艺术家的姓名。段文杰先生说壁画题记中留下不多的几个名字， 有张思义、连毛僧、史小玉、

~II世富等。" 20 世纪初因藏经洞的发现，使已经谈出世人眼界的莫高窟，却因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情瑞超、

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国际大盗的光顾，又成了世人关注和评说的焦点。 从此这块曾经僧侣修行、信徒烧香的净

土又添加了新的内容， 莫高窟开始热闹了 ， 注定要发生的故事也就多了。

一、莫高窟的魅力

莫高窟第 217 窟盛唐"得医图吨的婴儿喧了什么重病。第 112 窟中唐的反弹琵琶舞者，炯娜多姿、边弹边舞的是什么曲、

舞。第 9 窟晚唐壁画中怎么会出现一块"松山神送性"的自画稿，当时为什么不着色。散发香气的乾达婆和唱歌奏乐的紧

拿罗 ， 仅靠两条神奇飘带的"给力"就能邀游太空文革"期间敦煌乡下的"猪馆"段文杰、"羊馆"史苇湘 ， 遣返囚川



1947年， (右起)欧阳琳、黄又艳、市市娟、薛it i.在在埋月牙 1947年， (左起)欧阳琳、市政娜、黄又嗖在莫高草树下聊天
串的政山丰

的孙懦惆、李其瑶等这些老肃圆涯的"世界现"还没改革如 :æ么突然又融召回了莫高窟

著名学者陈寅恪说 "敦煌者 1 吾国学术之由.L'史也团 "

著名学者冯骥才说 "在我中华博士和撞椅的壁画宝库中 1 敦煌壁画特立强行1 风格特异举世无~o"

著名学者制雨说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脚，而是翻了一千年的生命。 历来在莫高自周边此z

~伏的各种政治势力 ， 互相之间你死我活，却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任好事。"

20 世纪 40 年j~初， 一批爱国学者陆续来到了莫高窟。 1 945 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撤销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早

几母来的阎立情、董希立、曙军菇、李悟等十几位学者们都陆续离开了莫高窟。 1 94国母后，常书鸿先生从四川等地招收了

批美术院校的毕业生来到莫高圃，这批画家后来立离开了 部分，截至 1 949 埠，除了巳捏在此工作的画家扑，仍然坚持

自守莫高菌的还有肯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欧阳1#.号懦惆、霍熙亮、李ff<仙等 ， 于 1 952 茸来莫高菌的lï庚育、李其理

先生等，也是理件在敦煌研究院的早期敦煌学者，他们和后来者都是莫高自最忠实的守护神。解放前来莫高菌的知识分子，

生活到底有多苦?苦到了什么程度?作为人还有世有生存的可能性?现捍几段当事人的回厄景囚

著名画家曙茸茸说 "唱的是吉碱很重的威Z队吃的是粗茶I!k旺1 想改善生活 1 只好去掏麻雀、打鸽子

敦煌学者段文杰说"有 ð:我赶蕾毛驴进jI;\，买了东西想当天返回 1 我从吗tI)山的那个方向抄近路庄莫高窟走的时候1

天已是黑了 1 囚周空无人回静静的tI)山路上只听见我的脚步声和毛驴的蹄子声。坦然前面的甘丘站着 只lll ，贼亮的~

眼瞪着我1 我想这下麻烦了 1 赶紧从布包里取出手电筒对照，掘和我都性有移动1 就这样对峙着。过了 会儿唱离开了 1

我也惊出了 身峙忏

黠惶学者史苇湘说"初到莫高自我被安置在 「司/1、土屋里，土吭、土桌子、土壁橱、土书冉，除了 个可挪动的*凳，

所有的家具全是用土坯皇起来的。事务员范华同志给我送来 盎铜质原抽灯，对我说这房子是原来寺院里的马圈，是每年

庙会挂牲口的地方

敦煌学者万庚盲说 "当时我们全家住在莫高自中寺的眼庙里 1 屋子里除了 个大土吭夕忏十么都世有 1 我们就用土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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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左起)常沙娜、欧阳琳、黄又挂在北京举#敦煌晶
展时的合影

1958年!虫草湘被打成"右;，，"时的工作照

垒起了桌子和板凳。没有电 ， 所以只能用煤油灯。吃的更重 ， 除了面粉外 ， 菜和油都很少见到 ， 喝的7X都是苦果zk 。 "

现任院长樊锦诗说"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这些大师们在大摸里一待就星囚五十年 ， 常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来到莫高窟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 ， 多数出身名门 ， 是旧中国的Il资产阶级 ， 若留在家乡都会前程不可估量 ， 但店也jIJ

选择在这荒芜的山沟里安家落户、繁有I生息 ， 终生守护国家文物和研究敦煌艺术。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物质生活有所好转 ，

但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批真正扎根敦煌的莫高窟人，却又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牺性品。在长达二十一年的政治运动

和思想改造中，段文杰、史苇湘、孙儒倒、李其琼、毕可等被戴上了坏分子或"右派"分子的帽子 ， 同时激进分子障打了

鸡血 样异常亢奋，又把段文杰、史苇湘、孙儒伺等莫名其妙地定性为"四川帮罪加 等进行精神蹂躏。作为"右派"

家属的女画家们和其他受批判的女知识分子 ， 一般被称作"资产阶级小姐而实际上她们的着装更像敦煌村姑。这些早年

来到莫高窟的痴人 ， 接敦煌学者施撵婷先生的话说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他们赖在那个流梢咸北的荒山沟里到底想做些

什么事情?

敦煌学者常书鸿说我默默地站在这个藏经洞的中央 ， 在空荡弱的窟主造像坐坛前，愤怒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敦煌丈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国人大肆盗劫 ， 这样的事今后决不允许再发生。"

敦煌学者段文杰说 "我被这些绚丽精美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我已忘记了一切，陶醉在这壁画的海洋之中 我真

好像一生饿牛闯进了菜园子 ， 精神上饱餐了一顿 ， 接连几天我都在洞窟中度过 ， 有时甚至忘记了吃饭。"

敦煌学者史苇湘说 "在我Z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什么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相比拟。当我

回忆起 1 943 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 自抚临敦煌壁画 ' 展览会上服务时 ， 见到那些大幅壁面临丰，如何使我动心 ， 大千先生

对我说自要做一个中国画家 ， 定要到敦煌去。' 也许就是这 自 见钟情' 和 自 一往情深造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

窟的欲罢难休。 "

敦煌学者万庚育说 "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恋上敦屋。敦煌让我的生命之花如此灿烂 。"

敦煌学者欧阳琳说， "1947 年从成都到敦煌，我兴致勃勃 ，大漠风光与成都平原迥然相异，我怀着好奇心到了莫高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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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在起)史草湘、樊锦诗、 11立杰在社煌研克民 1984年，主革湘、欧阳琳、史敦宇、金均唔

在莫高窟-草三代人告都

当时年轻人喜欢新奇、探索 ， 乐意在不同的环境τ工作，因此扎根敦崖， 一侍就是近 50 年。"

敦煌学者施部婷说 "他们多数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也不善于名利场上的追逐 他们与毅撞同呼吸共命运 ， 对敦煌

如痴如醉，忠贞不戴。 "

敦煌学者李其琼说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美术史上唯一保存着北朝至唐宋时期大量艺术真迹的殿堂 敦煌美术工作

迎来了春天，但敦撞美术工作任重道远。"

让敦煌文物永久安全地保留在但国的怀抱里 ， 让毅撞艺术得以传革和服务人类， 让就撞学回归故里 ， 让毅且学走向世界 ，

让敦煌学再度辉屋。这就是莫高窟人赖在山沟里"打也打不走"的根本原因。

二、 莫高窟人的苦与乐

1 969 年我认识了史苇湘和欧阳琳先生 ， 1归7 年我和他们的女儿史敦宇结婚。当时我在敦煌中学教书， 那个时期在莫

高窟读过高中的孩子多数是我的学生，闲暇时我也去莫高窟人的家中聊天，我看到他们的家庭状况大休相同。在敦煌生活

饮食上基丰以面食为三 ， 能吃碗大来饭是很奢售的事，南方人和北方人都吃着一样的食堂饭， 常年以素食为主， 与 |日时莫

高窟憎人的伙食区别不大。后果猪肉每人每月供应一斤，要想改善生活得想如法从城里或乡T弄点高价肉菜，还必须偷偷

摸摸地吃， 让激进分工看见金揭发你是资产阶级。这批外地人来到莫高窟包括家属子女 ， 早已融入了敦煌这个小干土金， 穿

衣吃饭和本地人几乎一样，只有南腔北调口音上的区别。

莫高窟人的子女上学， 一般都住在研究院设在城里的办事处，白天上学井在学校食堂吃饭， 放学后学生们在县城里"放

羊" 式地自由活动，晚上回到办事处的集体宿舍。学生家长们在 25 公里外的莫高窟埋头做自己的学问，或沉浸在自己的研

究成果里 ， 他们很少到学校里与学生和老师见面。当时通讯和交通都不方便， 家长与学生无法直接句遇 ， 学生娃娃在大褐

上乱转 ， 即使皇家拉们知情也无法当即酌处 ， 有些人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的学习被耽误了。 莫高窟人心里也非常清楚父母

与子女长期分隔两地带来的后果 ， 但他们为了莫高窟的那些事付出了代价 ， 做出了悟性。 1吟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当年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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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史革湘在莫高窟 2∞1 年， 70岁的常沙娜希望77岁的欧阳啡 2005年， 88岁的段文杰为史敦宇题写
书名，右为段兼甚

高窟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留给他们北远的伤痛。

这才It 1945 年以后追随常书鸿先生来莫高窟的艺术家们，在山沟里至少布近 30 年的艰苦生活。这些莫高窟人上班时戴

着老花镜或手持放大镜，阅读那些"破书残卷或在阴冷的洞窟里临摹、修复破|日壁画。下班丁几乎每个人都提个热，7)(瓶

打开水回家，有的沿途捡一些干树枝回去生炉子，然后在家吃点粗茶淡饭。饮用的是苦涩成水，我每次去莫高窟最让人难

以下咽的就是这种水，岳父史苇湘说 "多放点茶叶，多泡 泡，就好喝了结果是"捏住鼻子哄嘴成涩味依然存在。

敦煌境内的气候全年都非常干燥，而莫高窟又被大山和沙丘戈壁滩包围，冬天山沟里的莫高窟很冷，凛冽的寒风卷起

沙土吹得人透心凉。岳母欧阳琳说冬季最怜的那些天， 要穿皮大衣和毛毡鞋御寒。"莫高窟的夏天特别干热，地表混度

有五六十度，一旦刮起热风来让人很快脱水，尤其嘴唇会干裂脱皮。当然盛夏在洞窟里临画、看书、写作，绝对是个纳凉

避暑的好地方。站在九层楼的山顶上看四周远景是一种享受。 莫高窟的上空难得见到云彩 ， 天总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

空旷、那么深远。向北边眺望是瀚海戈壁，有时可以看到水波纹似的海市座楼向三危群山涌来 ， 似乎飘浮着舞动的人群 ，

使人遐想到"文殊" "普贤"赴会的场景，或唐人吴道子笔下咄咄逼人的维摩谙居士正在舌战诸仙。东南边是灰褐色的祁连

山脉，似乎没有什么生命迹象，即便是富有想象力的国家们面对祁连山和鸣沙山接壤的荒山沟，也很难弄出个什么风景大

作来。 1946 年后和解放初期的莫高窟，除常书鸿先生高专人做小灶外 ， 其余人员都吃职工食堂。下寺的东南面高一片果树

园，有苹果、桃、梨、杏、枣树等。山沟里的瓜果吉精份高，香甜爽口，储藏冰果的房门不上锁，谁想吃什么瓜果自己随

便章，莫高窟人特别留恋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西瓜的嬉闹气氛，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1956 年后莫高窟的人

多了，水果开始按人分配。夏、秋季节吃自种蔬菜，后来每家分 小块地自 己种菜，冬季和新菜未长出之前主要吃掩制咸菜。

1947 年 23 岁的欧阳琳初到莫高窟，她和同学黄文镇、薛德嘉及 16 岁的常沙娜，四位南方姑娘天生丽质，是当时莫高

窟的四大才女。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敦煌，年轻的女画家们常穿裙子或旗袍出没洞窟临圃，显得特别时尚和新潮。工作之

余也常到鸣沙山腹地的月牙泉写生和玩耍，有时也去洞窟对面的老榆树下、红柳树和沙枣树旁写生或欣赏莫高窟的古建筑，

尽显青春少女的浪漫天性和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在夏季的晚饭后，西边的太阳并没有落山 ， 在自南向北的石窟群旁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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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欧阳啡、史敦宇、金t句睛一草三代人告~ 史敦宇作画

可以观赏歪脖子沙枣树、成堆的红柳树和纷乱的ltit草丛，再顺手指点山沟里的"江山使人容易产生对西域风情的t 作

欲望，倘若写歌的王福宾和写书的三毛，能同时造访莫高窟，有可能产生不朽大作。这里没有南方的小桥流水和细雨瓦房，

也没有昕说过洞窟里有阿里巴巴财主的诱惑， 她们可以忘情地在沙石路上撒娇，在微风吹拂的沙尘里加点小资情调 ， 使她

们更容易忘记白天绘画的劳累和山沟里生活的清贫与在寞。 20 10 年史敦宇在北京举办"敦煌舞乐画展常沙娜教授在展

会上回忆起她们四位女生在莫睹的那段难忘生活 ， 至今让她还记忆犹新。常先生从峭包里取出了四位女画家于 1 947 年

在莫高窟的四张老照片，让史敦宇回家带给母亲。当 88 岁的欧阳琳老人看到自己在莫高窟 23 岁的1附时，心情特别激动。

虽说莫高窟有她艰辛的叹息、乏味的生活、沉重的回忆，但她对六十五年前的选择元怨无悔。老人如今每天圆的是敦煌，

写的是敦煌，嘴里唠叨的还是敦埠。敦煌丈物的保护和敦煌艺术的继承发展，就是他们这一代莫高窟人的生命。

1 948 年前莫高窟的男士们有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孙儒偶、霍熙亮等，除常书阐先生外，其余都是二十几岁的年

轻人， 他们在山沟里怯然很儒雅 ， 属于学者型的热血青年。但他们毕竟是年轻人 ， 绘画之余和逢年过节也会自发组织一些

文体活动，莫高窟的上空有时也会传出秦腔、 }I[剧、 山东快板、流行歌曲和其他不同地域的声调，虽然观赏者只有寥寥数

人， 但自娱自乐也是一种活法。在莫高窟下寺的周边 ， 老榆树、白杨树、沙枣树等稍事一些， 上、中两寺院周围的树术较少。

洞窟前有旱季植物红柳树、 R亥革、骆驼刺、杂草等，还有野兔、黄鼠、断喝、喜鹊、鸽子、麻雀及晚上偶尔传出啤叫声

的野狼。 莫高窟人在洞窟前干河床的东边种了一片小树苗，还没有成林。这几块小风景整合不到一起，很难在山沟里形成

完整的一块青山绿树、草丛小漠、鸟语花香或绿茵幽静的浪漫场景。洞窟周边没有合适人坐的地方，只要你席地而坐，起

来时肯定是一屁股沙土，微风一吹人就变成丁"出土文物"。就在这个自古以来和尚、道士诵经的地方，莫高窟的年轻人都

用各自的辛劳守护着华夏瑰宝， 都在创造各自的愉悦和短暂的浪漫生活。在山沟里的年轻人他们有激情的燃烧、员与肉的

冲击、未来的向往、迷茫的挣扎，莫高窟人且是乐呵呵地面对山沟里的冷酷和寂寞。这些当年的莫高窟人，如今多数是国

内外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前半生几乎是在社会的底层爬行，总是被好事者误解，总是没有机会诉说自己的那点事，其中一

些人还是带着遗憾去丁极乐世界。在"特殊年代"的莫高窟 ， 少数缺失道德修养的人从咽}I[帮"的家里掠夺大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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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长明协助88岁的欧阳府提写书摘 20的年，史敦宇参加中、日、韩学1'-主it合

资料、调查笔记和未发表的文稿，后来换成自己的名字发表，使自己速成为"专家"。特别星那些朝夕相处同窗共事的同行

们， 后来少数人私欲膨胀成了造反派 ， 从史苇湘家中抄走"佛教史迹团" "莫高窟大事年表" "莫高窟内容总录刘萨i可史

料等资料卡片和已成书的文稿 ， 这星他前半生包括"右派"期间的血泪积累 ， 星他生命的一部分文革"结束后他靠着记

忆来复写，但还是存在个别内容的缺失，这件事给史苇湘先生造成了终生的伤害。国内自 1 980 年后出现了敦煌热 ， 敦撞题

材的电影、电视、歌舞剧、敦煌工艺品、敦煌衍生品等五花八门接踵而来。很多敦煌题材的作品，尤其影像制品、歌舞剧

等，均不注明资料或研究成果来源，在社会上成就了一批"名人"和"专家学者对提供素材或帮助创作的莫高窟人不提

姓名。这些厚道的莫高窟老人总是习惯于默默无闻地做人，沉默寡言地做事。冯骥才先生阳导好"敦煌舞把美丽献给观众，

但草声献给舞者，却æJ~辛留在了敦煌。"

有些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莫高窟老人则是身在苦中不知苦。这批莫高窟老人的一生总是苦与乐相半 ， 祸与福相随 ，

总是急匆匆走过了人生路， 又一次次错过领略路边的花草树木 ， 当他们似乎明白了剧性时，这一切都已成了人生的结局，

这就是我仰慕和敬重的莫高窟人。这些莫高窟幸人一般聊天的内容都是莫高窟的那些事 ， 不愿多说自己的苦涩经历，他们

多数是迈着沉重的步伐推动历史缓慢前行的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正在世世人淡忘 ， 而那些不失时机记录历史的人倒是圭益

匪洁。更让人可歌可泣的是那些不国姓名的洞窟开凿者和古代艺术家们，他们放弃了名垂千古的机会 ， 但他们的千年魂魄

应该还在莫高窟上空回荡。回首洞窟对面沙丘上的墓碑 ， 那些已退出世人眼球的身影 ， 似乎还想把生前没做完的事 ， 向决

策者和受益者再絮叨几句。当然莫高窟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 莫高窟人的心绪每天都在变化， 莫高窟的历史每天都在改写。

三、 莫高窟人的晚年生活

这批莫高窟老人，他们的退休年龄一般都超出了国家的法定要求。岳父史苇湘 69 岁退休 ， 岳母欧阳廓 64 岁退休 ， 其

他莫高窟幸人的退休年龄大体都差不多。莫高窟的工作是面向全国乃至世界 ， 业务内容有它的特殊性 ， 所以领导的退休年

龄则更延长一些 ， 从 l问4年建所至今 ， 只有三届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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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史l!:宇在国军大剧院举办敦煌画展时接受记者束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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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大剧院却10年>lU民主敦宇52幅敦煌壁晶的收藏证书

这批莫高窟退休老人， 垦 1992 年搬迁到兰州的。他们一般大门不出 ， 二门不迈 ， 退休相当于把单生的那一堆破书践卷 ，

移到了自家卧室，各家都在做莫高窟的那些事，也盎加敦煌研究院及外界的学术活动。这里我主要讲述史苇湘和欧阳酣退

休在家的 青况 ， 他们的生活内容和其他莫高窟老人的情况基本相同。

1 993 年岳父史苇湘重病出院后办理了退休手续。两位老人每天早最 7 点起库，然后户外锻炼 ， 也早餐 ， 接下来读书、

写作或绘画 ， 午休后蜡续工作。晚上看电视新闻等节目 ， 9 点左右就寝。他们星 "心静万事净生活有规律。岳父还订阅

了{甘肃日报 )(光明日报)(盎考消息)，以了解天τ大事。岳母则是每天都在整理面稿或复原段昌壁画，逢年过节都不停

止工作， 她不希望有与专业无关的人员打扰自己 ， 每次有新闻媒林果访时， 她总是婉言谢绝。全家人都生活平静 ， 人生淡定。

1 995 年欧阳琳、史苇湘、史敦宇合著出版 {段昌壁画线描集)(敦煌图案集)， 1 999 年家里发生了三件大事，两忧一喜。忧

的星岳父史苇湘患脑精塞住院， 生命垂危 ， 岳母欧阳呻股骨头断裂 ， 术后疼痛难忍 ， 喜的星儿子金南墙考入西安美院。岳

父患病后经过半年多治疗和他茧，于 1∞0年 l 月 1 6 日 ;t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人生之事 ， 泰山鸿毛，生老病死，自然规律。

半年多的时间里 ， 岳母手术后右腿一直没痊愈 ， 每天捏着拐杖走路， 还要和我们一起照顾病情更重的老伴。岳父去世的这

一年岳母已经 76 岁了 ， 她且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挺过来了 ， 家里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岳母继续和史敦宇复原段昌壁画，或

探讨壁画中的技法f口1题。 2003 年 11 月 岳母患了轻度脑梗塞住院， 病盘后手有些发抖 ， 绘画的事只能停下来。

2∞4 年岳母欧阳琳开始集中精力写作，先用了多半年时间完成了{感悟段昌}书稿，请段昌研究院马德博士写了序言。

接下某又用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驶撞壁画解读}书稽。 此时老人家已经 82 岁了，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 独立完成了两部敦

煌学专著 ， 我被这种 u精神" 震撼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她六十多年的"莫高窟情结还应该有亘liI层面的内涵。我给岳

母欧阳琳做起了助手， 帮助她整理、编辑、校正书稿， 于是岳母拉着我也到敦煌艺术的殿堂里"转悠"了一圈。 2∞5 年岳

母又完成了{敦煌图案解析}书稿。史敦宇也整理出自己 30 年来的西南，井编辑 {段昌舞乐线描集)， 请段文杰先生题写

了书名。 2∞6 年 5刑事如皇壁画解读H蜘星图案解析问草拟皇舞乐线捕集} 相继出版发行。 2∞6 年下半年 ， 蜘皇研究院满

篡 {史苇湘、欧阳麻敬煌壁画选}由我们协助整理编排 ， 岳母为每幅画撰写了说明。 2画 8 年完成了由我撰文和编辑的史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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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邸年史敦宇在古湾讲学 88声的欧阳琳和全长明整理书稿

宇彩绘 {敦煌壁画室原精品集)， 请原中央工艺美院常沙娜院长写了序言 ， 又请中央美院金维诺教授审核井写了前言。 2( 四

年完成了由我撰文和编辑 ， 一家三代人署名的 {敦煌壁画室原精选}和 {敦煌舞乐集 }。近几年我们全家人共编摆出版了

10 丰敦煌学专著及画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做过多次报道 ， 20凶年以来兰州电视台追踪拍摄 ， 并制作了{两代人的壁

画情结) 5 集和{敦煌学者一家人}两部专题片 ; 2010 年 4 月甘肃卫视拍摄了 (~代人的敦煌飞天梦想}上、下集专题片。

全家人都在研究敦煌，都在复原敦撞壁画。 2∞9 年史敦字应邀参加北京舞蹈学院组织的"古真舞国际学术交流会" 和杭州

师范大学组织的"中日韩雅乐国际研讨会她复原的敦煌舞乐壁画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好评。 20 1 0 年史敦宇应邀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举办"敦煌舞乐" 画展，她复原的部分舞乐壁画被国家大剧院永久收藏。为了传革和弘扬敦煌艺术，我们一家人

还在忙碌着。 近期我又与 88 岁的老岳母开始整理另外商丰书的书稿。我们这个家庭和莫高窟的其他家庭一样，能取得今天

的成绩， 除自身长期坚持努力外 ， 主要得益于莫高窟的宝贵资源 ， 没有敦煌莫高窟或者不去莫高窟工作和生活，就没有今

天的敦煌艺术成就。最后借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结束丰立一个伟大的过去 ， 蕴藏着一个辉煌的未束。"

(本文2011年5月 4日发表于 {兰州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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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法菩萨 45 cm X 84 cm 布本第2刀窟，北J京

此窟昕挂菩萨舞坚轻辈， 串串各异， 三菩萨动态胁调统 ，舞坚优盖卫呈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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