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源远流长、气象万千的艺术
史诗——

一凿一刻、一笔一画勾勒出的千
年石窟，经历代营建，如同岁月长河里
的璀璨诗章，成就了精深宏富的人类
艺术宝库。

循伊水行，通高17.14米的卢舍那
大佛颔首凝视、庄重典雅，跨越时空仍
摄人心魄。龛窟之间，“秀骨清像、褒
衣博带”的“中原风格”与丰满圆润的

“大唐风范”交相辉映，尽显千古匠心。
由物质而思文明，去品味一个民

族的精神品格、气节风骨。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
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
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了丰厚滋养”。

“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宝，自己
不要轻慢了。”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寄
语，今诵犹新。

这是交融互鉴、襟怀博大的文化
自信——

自公元 3世纪传入中国，石窟艺
术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
断传承发展。由西到东，自北向南，连
缀如珠玉，印刻下东西方文明与中国
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斧痕。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
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
特性。”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以北魏
孝文帝汉化改革及“洛阳家家学胡乐”
等举例，强调文化互鉴融通在我国历
史上的特殊意义。

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
都洛阳之际，作为丝路古道上遗存至
今的璀璨明珠，交汇着河西文化、鲜卑
文化、中原文化等多重元素，亦可见诸
多西方特色的装饰纹样，反映着文化
交流、文明互鉴、民族融合的史实。

“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
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为传承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影响
力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
对石窟之于文化研究、弘扬与交流的

作用，格外关注。
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

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
收各种不同文明。

今天，当国际性展陈与文化对话日
益频繁，以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文物数
字化回归成为现实，“冷门绝学”得以延
续、“国际显学”更添光彩，守望根本、胸
怀天下，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交响弦歌
不辍，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愈发笃定。

这是承载岁月、烛照未来的文明
见证——

“木有时朽，土有时崩，金有时烁，
至覆石以室，可永无泐。”近代之后，国
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大小石
窟命运浮沉，遭受战乱、偷盗、破坏，一
度危岩满崖、洞窟凋敝、栈道残破，饱
经创痛。至新中国成立，经一代代文
物工作者接力传承、修复和保护，方使
明珠拂尘、重现光彩。

何止石窟，还有承载着历史记忆的
甲骨、帛书、简牍、典册，陈列于中华大
地的古街、古城、古建筑、古村落……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
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守护文物
和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保护好”放在第一位——近年
来，我国石窟寺本体保护修缮、载体加
固与环境治理、数字化保存与监测等
方面的探索实践卓有成效。龙门石窟
先后进行多项国内首创或领先的数字
修复项目，并运用探地雷达探测、红外
成像技术、3D扫描测绘数字化技术等
方法完成了奉先寺“大修”。

“活起来”是必答题——搭建三维
数据库、创新展陈方式、扩展文旅新场
景……打开“云上龙门”小程序，禹王
池、潜溪寺、宾阳洞等景物在眼前依次
展开，足不出户便可沉浸感受文化之
美；在复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伎乐飞
天脚踏祥云“动起来”，北魏乐舞盛景
穿越千年时光，为今人所尽览。

“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是非常文
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传下去，还
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习近平
总书记饱含深情的一番话犹在耳畔。
新华社记者胡梦雪、袁月明、李嘉南

数字技术
让龙门石窟
“芳华永驻”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
洛阳市，是我国四大石窟
之一，开凿于公元 493 年，
现存 2345 个编号窟龛，10
万余尊造像，2800 余块碑
刻题记。它以其窟龛造像
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
而闻名于世，2000 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从 2005 年 起 ，龙 门
石窟研究院开始为龙门
石 窟 建 立 数 字 化档案，
借助激光扫描、高清摄影
等技术手段收集文物数
据，以数字的形式留存千
年石刻群的风貌，致力于
让 这 一 规 模 宏 大 、气 势
磅 礴 的 石 窟 瑰 宝“ 芳 华
永驻”。

依 托 高 精 度 数 字 资
源，龙门石窟研究院开创
了残损文物虚拟复原及流
散文物虚拟复位的新模
式，以学术研究为依据，结
合数字技术、3D 打印技
术、科技考古、颜料检测分
析、传统技艺等多种技术，
让残损造像重新展现在世
人面前。目前，龙门石窟
研究院正与浙江大学、武
汉大学等高校合作，继续
开展古阳洞、魏字洞等像
龛及碑刻的数字化保护利
用工作。

龙门石窟研究院还推
出了“云上龙门”小程序，
以数据为支撑，推动龙门
石窟丰富多元的文化信息

“走出去”“活起来”。小程
序以虚拟游览体验为核
心，兼顾学术研究成果的
展示普及。公众指尖轻
点，即可“云”赏龙门，获得
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体验。
据新华社电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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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洛阳城南、滔滔伊水岸畔，龙门石窟千载伫立。
“都门遥相望，佳气生朝夕。”2345个窟龛、11万余尊石刻造像、2800余块碑

刻题记，以峭壁层阿为依托，在夹岸两山镌刻下沧桑的历史印记，吸引无数中外
游人流连于此。

5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龙门石窟，了解当地加强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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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人员查看3D打印佛首模型

万佛洞窟前南壁菩萨造
像的3D打印模型

利用数字化技术复原后
的3D打印模型

工作人员查看数字化复原后的窟前南壁菩萨造像

工作人员使用关节臂扫描仪对佛像进行数字化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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