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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風華再現：續說石窟故事特展」為本館今（2017）年度推出的大型展覽，

為充實展覽與解說內涵，規劃更多元的科教學習活動，此行特別參觀敦煌研究院所管

轄之莫高窟、榆林窟、西千佛洞，以及隸屬甘肅省瓜州縣的東千佛洞，深入探討敦煌

石窟群之歷史背景、地理與地質環境，並增進對正在本館展出之相關洞窟內的建築形

制、塑像型態與壁畫故事之特色與現況的瞭解。同時也拜訪了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

陳列中心和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等單位，參觀敦煌研究院院史陳列館暨常書鴻故

居，以及為紀念建窟 1650 年而籌辦的「1650：文明的回響特展」，進一步瞭解該院在

文物與臨摹作品保存與運用、策劃展覽和推動巡展，以及對受損洞窟和壁畫的檢測與

修復等方面的執行現況與成果。 



 2

目次 

壹、目的……………………………………………………………………………………….3 

貳、行程……………………………………………………………………………………….3 

參、內容……………………………………………………………………………………….3 

一、探訪敦煌石窟群…………………………………………………………………….4 

（一）莫高窟……………………………………………………………………….4 

（二）榆林窟……………………………………………………………………….5 

（三）西千佛洞…………………………………………………………………….6 

（四）東千佛洞…………………………………………………………………….7 

二、汲取展覽相關資源………………………………………………………………….8 

（一）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8 

（二）敦煌研究院院史陳列館暨常書鴻故居…………………………………….8 

（三）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9 

（四）敦煌研究院莫高窟「1650：文明的回響特展」……………………………10 

肆、心得及建議……………………………………………………..………………………11 

 

 

 

 

 

 

 

 

 

 

 

 

 



 3

壹、目的 

    「敦煌風華再現：續說石窟故事特展」為本館今（2017）年度的大型收費展覽，

此行的主要目的有以下二點： 

1. 充實展覽與解說內涵，規劃更多元的科教學習活動。 

2. 瞭解該院在文物與臨摹作品保存與運用、策劃展覽和推動巡展，以及對受損洞窟和

壁畫的檢測與修復等方面的執行現況與成果。 

 

貳、行程 

此次到大陸敦煌執行業務洽談的時程從 2017 年 5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共計 7 天。

除去程與回程各 1 天外，其餘 5 天都在敦煌進行展覽有關之實地考察與相關事務之洽

商等事宜。詳細行程說明如下： 

2017 年 5 月 27 日（星期六）  從桃園機場搭機前往西安再轉機前往敦煌 

2017 年 5 月 28 日（星期日）  拜會敦煌研究院討論展覽現況與卸展相關事宜、 

                                參訪莫高窟南區洞窟 

2017 年 5 月 29 日（星期一）  參訪榆林窟 

2017 年 5 月 30 日（星期二）  參訪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進行展示規 

                                劃經驗交流、參觀 1650 特展及西千佛洞 

2017 年 5 月 31 日（星期三）  拜會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討論修護與檢測相關 

                                事宜、參訪莫高窟北區洞窟、參觀敦煌研究院院 

                                史陳列館暨常書鴻故居 

2017 年 6 月 01 日（星期四）  參訪東千佛洞 

2017 年 6 月 02 日（星期五）  從敦煌搭機經北京返回臺灣 

 

參、內容 

這次業務洽談的主要目的是在本館推出敦煌石窟特展之際，以實地參觀、訪

談、交流的方式，獲取更多與壁畫和塑像等展品有關之洞窟的背景知識及這些展品在

洞窟內實際的保存和（或）修復狀況。在這次敦煌研究院參訪過程，由總攬展覽事宜

的羅副院長安排，分別參觀了莫高窟南區與北區洞窟、榆林窟和西千佛洞，以及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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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省文物局王主任的協助，參訪了鎖陽城遺址附近的東千佛洞，得以探究這些隸屬

敦煌石窟群而分散不同地區的洞窟，在建築、塑像和壁畫所具的特色和保存狀況，同

時也針對彼此間存在的共通性與差異性進行瞭解。另一方面，也造訪敦煌石窟文物保

護研究陳列中心和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針對文物與展品保存管理、展示規劃、教

育推廣、壁畫修護與檢測等議題進行經驗交流與討論。 

茲將此行的內容歸納為探訪敦煌石窟群與汲取展覽相關資源兩大方面，概述如

下： 

一、探訪敦煌石窟群 

（一）莫高窟 

在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李副主任協助安排下，28 日由專人講解員陪同

參觀南區 8 個洞窟，包括中央佛台雕塑涅槃臥佛大像的第 148 窟；宋國河內郡夫人宋

氏出行圖的晚唐第 156 窟；藻井加上阿修羅王、摩尼寶珠、東王公和西王母等四披的

西魏第 249 窟；西壁繪有九色鹿本生故事、中心柱東側繪製寶池蓮花平棋的北魏第 257

窟；西壁繪有聽法菩薩的北涼第 272 窟；西壁有壯觀的五台山圖、東壁南側有回鶻公

主供養像的五代第 61 窟；約 10 層高而有南大像之稱的盛唐第 130 窟等。其中 130 窟

因進行內部整修無法對外開放（圖一），但是研究院特別允許我們進去看看修復的過

程。第 130 窟中全搭滿了鷹架，據說已整修了好多年，洞窟需要整修的位置包含洞窟

建築牆面的部分，也包含大佛塑像本身。因為鷹架搭建得很靠近塑像與壁畫，我們可

以近距離近觀賞到塑像與壁畫，很多細節都可以觀察入微，例如牆面的起甲狀況，和

塑像殘破外露的敷料與骨架等，可

對應彩塑工藝的石胎泥塑技法的

塑像過程，真是很難得的機會。其

他幾個洞窟主要是對照敦煌特展

中展出的壁畫原樣，讓我們可以看

到臨本與原畫的不同或相同樣貌。 

 

 

                          圖一  莫高窟第 130 窟及其鄰近洞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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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觀洞窟過程，仔細聆聽講解員的詳細解說，更加深對壁畫的理解與在詮釋時所

需具備的歷史背景，回館後即可對義工與解說同仁的問題可以做更正確的回應與廣泛

的討論。例如第 61 窟的回鶻公主供養像，對於臨本中的四個女供養人之間的關係，經

過全幅壁畫的關係比照與講解員的解釋後，更可以理出曹家之間錯綜複雜的女嗣與家

眷關係。 

    在 31 日再度來到莫高窟，主要是參觀莫高窟北區洞窟（圖二）。北區原本是僧侶

居住、修行、圓寂的場所，或是建造洞窟的匠師等人生活的空間，相對於南區較為樸

實。在洞窟遺址 243 個中，僅有極少數洞窟繪製壁畫與塑像，行事與風格屬於藏傳佛

教部分，偏向密宗的教義，因密宗沒有流傳於外的佛教經典，故解讀這些內容誠屬不

易。其餘洞窟看得出來修行居室

的樣貌，例如修行的禪窟有個人

的臥床等。此外，也有看到瘗埋

窟，且有遺骨。第 465 窟正值修

復中，洞內搭建鷹架，我們由研

究院同仁陪同，入內做近距離參

觀，除欣賞精美壁畫外，也仔細

觀察壁畫受損及正在修復的狀

況。 

                             圖二  莫高窟北區洞窟 

（二）榆林窟 

榆林窟位於瓜州縣，從敦煌市區前往約需 2 小時左右的時間。榆林窟因河前種植

一排百年榆樹而得名，共有 41 個洞窟（圖三）。榆林窟又稱萬佛峽，是敦煌石窟藝術

重要的一環，和莫高窟共同被稱為絲綢之路上的姐妹窟。與莫高窟比較，榆林窟的建

築特色在於保留了較完整的建築形制，即是包含前室、甬道與主室這樣標準的石窟建

築。更特別的是石窟間的甬道位於洞窟內部，洞窟內有一條窄小的通道連結各石窟之

間，成為當時人們往來石窟的重要橫向通道。但因為通道窄小，且現在開放參觀的人

數眾多，故仿造莫高窟的參觀動線，在洞窟外側建立木棧道讓參觀的遊客行走。 

我們先參觀第 2 窟與第 3 窟，這兩個洞窟都是屬於西夏的洞窟，本次特展中的水

月觀音與千手千眼觀音、西方淨土變分別是屬於這兩個洞窟的壁畫，都是代表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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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洞窟中與週邊其他壁畫和塑像搭配起來觀賞，特別顯示出其價值。我們用完午

餐後，繼續參觀第 12 窟（五代）、第 13 窟（五代）、第 16 窟（五代）和第 25 窟（中唐）。

其中第 25 窟是一個非常精彩的洞窟，其特別之處在於前室的壁畫幾乎都已毀損，然而

隱藏在主室內的兩幅巨大經變畫卻相當精彩，也是這次敦煌特展中表述常民生活作品

之一的耕稼圖。榆林窟的洞窟

壁畫與莫高窟比較起來保存相

對完整，且色彩清晰。此外，

榆林窟大多是晚唐，以及五

代、西夏的作品，與莫高窟的

早期作品風格與藝術表現都非

常不同，可說是石窟藝術的另

一個高峰期。 

 

                       圖三  榆林窟外景 

（三）西千佛洞 

西千佛洞位於敦煌市區西南 33 公里黨河北岸的崖壁上（圖四），現存北魏、西魏、

北周、隋、唐、五代、宋等朝代的洞窟（包括窟、龕）共計 22 個。根據講解員的說法，

西千佛洞原本是敦煌石窟群中最大的一處洞窟，但由於洞窟在黨河岸邊，受到河水長

期氾濫沖刷，且崖體地質層的礫石比例較莫高窟更多，顆粒更大，缺乏良好的膠結，

因此，在河水長期沖刷、崖壁崩塌的情況下，許多洞窟消失或僅存後半部分而沒有完

整的保存下來。此外，就洞窟的個別規模而言，西千佛洞推測是家廟居多，而且是民

間自行集資或動手造窟，因此規模小且製作能力較差，不若莫高窟是地方士紳或國家

大規模的建造而成。整體而言，西千佛洞仍是敦煌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洞窟重

修的情況比較普遍，但是部分洞窟仍保留一部分或大部分原窟的樣貌。 

這次參觀了第 3、4、5、6、7、9、10 等洞窟，其中第 3 窟為唐窟，第 4 到第 7 窟

為魏窟，洞窟以中心塔柱窟為主。以北魏第 7 窟為例，在中心柱南向龕內的殘佛像可

清楚的看出塑像的內部結構和製作工藝，壁畫中的飛天、供養菩薩等也具有明顯的時

代特徵。而在西魏時期所開鑿的第 9 窟，雖在北周、隋、唐、回鶻乃至清代都進行了

局部重修，但在中心柱和四壁仍有不少西魏原作。塔柱東向面龕楣上有相當精緻的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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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圖，並有武則天如意元年（西元 692 年）的題記；北壁回鶻時期所繪的涅槃變，也

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西千佛洞讓人印象深刻的，除了曾是最大的石窟群之外，還有洞窟外的庭園風

光，很難想像在一片荒漠之中竟然有一處濃蔭蔽天、綠意盎然的園地，這裡幽靜環境

聚集著許多野餐的遊客，也許是

臨近黨河之故，也有許多人進入

幾近乾涸的黨河戲水，撿拾奇

石。這裡的參觀氛圍如此優閒自

在，走到辦公區也是一片幽雅的

果樹庭院，搖晃的盪鞦韆椅顯出

工作的從容不迫，與莫高窟的整

體環境形成明顯的對比。 

                          圖四  西千佛洞 

（四）東千佛洞 

東千佛洞位於甘肅省瓜州縣東南 90 餘公里之河床兩岸斷崖上，由瓜州縣文物局管

理。洞窟大約開鑿於西夏時期，是

一個以表現密宗內容為主的佛教

石窟群。該處洞窟集中在南北長約

200 公尺的範圍內（圖五），現存洞

窟 23 個中西崖有 14 個，東崖有 9

個，其中有壁畫和塑像者共有 8 個。 

 

          圖五  東千佛洞  

本次行程參觀了第 2, 5, 6, 7 四個洞窟。其中第 2 窟位於西崖下層，開鑿於西夏時

期，是東千佛洞中規模最大、內容最為豐富的洞窟，也是 8 個具有壁畫的洞窟中，保

存最為完整的一個。窟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後部南北甬道壁畫中的兩幅水月觀音圖，此

外，在西壁中間繪有說法圖，南北兩側各繪藥師佛 1 幅；東壁則繪有涅槃變。整體而

言，窟內現存塑像和壁畫主要為西夏、元代和清代、民國風格，其中塑像多為清代和

民國時期所重修或塑造的。壁畫的內容呈現相當多樣，主要可分為經變畫、密宗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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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像畫和供養人畫像。洞窟內僅殘存西夏供養人的畫像，並以西夏文題名。此外，在

窟頂、邊飾等地方也可看見蓮花、忍冬、百花、卷草、火焰、寶珠等裝飾圖案。東千

佛洞壁畫的藝術風格和內容與榆林窟部分洞窟類似，可說是西域早期石窟形制的再現。 

東千佛洞的洞窟均沿著河床兩側崖壁開鑿，其地質環境與敦煌石窟群其它地區的

洞窟雷同，都屬於砂礫岩層。因受後期人們蓄意破壞，東千佛洞內的壁畫處處留下刮

痕，加上，自然風化影響，崩落、斑駁的景象處處可見，保存狀況不佳。洞窟外觀雖

做強固處理，然仍有多處鋼筋裸露，也未見接續工程。 

                

二、汲取展覽相關資源 

（一）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 

參訪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由婁主任親自接待，此行一方面感謝她在籌

展過程中的協助與諮詢，另一方面也想多了解該中心負責之文獻古物、臨摹壁畫、複

製洞窟之保存與應用；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藏經洞陳列館、院史陳列館暨常書鴻

故居、特展展覽室之經營管理與教育推廣；以及敦煌研究院對於展示的計畫與願景等。

婁主任雖是這次敦煌特展在內容與專業上的重要人物，卻無法抽身到台灣參與開幕，

我們表示遺憾與惋惜。但她表示從這次佈展團隊等人員回到敦煌的反應，可以得知敦

煌特展在臺灣是個成功的展覽，也從照片看出我們的專業與用心，很佩服本館的專業

策展能力，希望與本館多多交流。 

敦煌研究院自 1998 年第一次在日本展出後，至今已長達 19 年的時間，期間包含

大陸內部與國外地區大大小小的展覽相當可觀，也累積許多寶貴經驗。從這次的會面

談話中，也讓我們瞭解該中心雖然有超過二千餘件的臨摹壁畫作品，但是要做巡迴展

出都需要經過嚴格篩選。尤其此刻在本館展出的壁畫，絕大多數是在 30 年甚至是 40

年前臨摹的，且許多是出自名師之手，堪稱極為珍貴的古物。與婁主任討論展覽的製

作、壁畫臨本典藏的機制、教育推廣的執行等等，在在都是本館與敦煌研究院值得交

流的議題。 

（二）敦煌研究院院史陳列館暨常書鴻故居 

敦煌研究院院史陳列館暨常書鴻故居原為修建於清朝中期的莫高窟雷音寺、皇慶

寺，俗稱上寺和中寺。1944 年國立敦煌藝術研究所成立後，這裡就成為敦煌藝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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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後來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辦公和生活場所（圖六），中寺後院曾是敦煌研究院第一

任院長常書鴻先生的舊居。在

常書鴻誕辰 100 周年，同時也

是敦煌研究院建院 60 周年

時，敦煌研究院院史陳列館暨

常書鴻故居正式對外開放。主

要是為了讓人們更多地瞭解

敦煌石窟保護和研究的風雨

歷程，同時也紀念「敦煌守護

神」的不平凡人生。 

                      圖六  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先生辦公室 

（三）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 

鑑於洞窟、壁畫、塑像之保存與維護日益重要，本行程特別安排參訪敦煌研究院

保護研究所設置之研究設備，瞭解各種檢測儀器之功能與實際應用情形（圖七）。由於

石窟壁畫因製作壁畫時使用材料的較為複雜，在溫濕度變化下，各材質的膨脹係數不

一，因而產生諸多的病害現

象。包括空鼓、剝落、顏色變

黑等問題。加上，受到環境濕

度的影響，在壁畫底部的地仗

層中的可溶鹽因反覆的溶解與

結晶，常造成繪畫層與白粉層

的分離和酥粉狀，這也是常見

的起甲與酥鹼病害現象。 

 

                        圖七  實驗室一隅 

壁畫的修復通常分為狀況評估、調查研究、制訂方案、修護保存四個階段。以調

查研究階段而言，需要透過現場勘查、測試，甚至在實驗室進行各類分析、鑑定。該

所針對地仗層組成成分，主要是採用 X 光繞射法進行分析，以瞭解各類礦物組成。而

地仗層加筋材料通常使用實體顯微鏡和偏光顯微鏡來觀察、鑑定與分析，以判定加筋

材料的種類和經過長期歲月之後的變化情形。在礦物顏料分析方面，X 光繞射儀器可



 10

做礦物顏料種類的精確鑑定，然而，此種方法需取樣來分析。由於壁畫取樣的限制，

該所經過多年的研究，已發展出諸多對壁畫顏料的微損或無損的分析技術。使用的設

備包括偏光顯微鏡、可攜式拉慢光譜、可攜式紅外光譜、可攜式 X 螢光光譜等。 

（四）敦煌研究院莫高窟「1650：文明的回響特展」 

「1650：文明的回響特展」是敦煌研究院為紀念自西元 366 年樂尊首開佛龕至今

1650 週年，同時也是中國大陸為迎接首屆絲綢之路在敦煌所召開的國際文化博覽會所

推出的一項展覽。由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籌劃，於 2016 年 9 月在莫高窟老

美術館前舉行揭幕，正式對外開放。展覽主題包括眾生營造、莊嚴淨土、東西融貫、

萬眾人間、砥礪新生等五大單元，述說莫高窟在歷經 1650 年的歷史歲月，以及各個朝

代開鑿洞窟、 繪製壁畫、雕刻塑像的文化藝術價值，也完整記錄了自 1944 年國立敦

煌藝術研究所成立以來，在保護、研究、展覽、推廣、數位化等方面的成果。將洞窟

精彩內容透過觀察、研究與整理，並結合新科技多媒體的展示手法呈現出來，讓來訪

觀眾更進一步瞭解莫高窟的洞窟藝術之美，以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深厚文化意涵。其間

也可清楚看到其發展演進歷程中，吸納印度、中亞及其它西域諸國東傳的多元文明元

素，並與中原文化在敦煌地區相互交織、融合的歷史見證。 

此項展覽在內容建搆上相當豐富而多元，將 1650 年建窟以來的歷史進行了較全面

的回溯與整理，並在壁畫中篩選一些重要的主題進行更細膩的詮釋，諸如常民生活的

樂器、化妝、服飾等。現場還展出 3D 列印建模型（圖八），並有復原的樂器擺設。雖

展出壁畫係以印製輸出為主而非採用臨摹作品，但是鑑於遊客在參觀洞窟時，因受遊

客數量而僅能參觀少數洞窟，且諸

多精彩壁畫因觀賞距離或現場燈

光等因素而無法詳細窺探全貌或

細節等限制，為彌補這些不足，同

時提供更多背景或詮釋資訊，這項

展覽遊客可做近距離的觀賞，對於

細節能看得更為清楚，佐以文字說

明，更易理解其中含意。 

                           圖八  現場展示建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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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敦煌石窟群中擁有豐富多彩的壁畫、生動傳神的塑像、莊嚴幽雅的洞窟建築，堪

稱敦煌文化實物遺存中最為璀璨的明珠。此行拜會策劃展覽、規劃活動、進行修復檢

測等人員，深入瞭解相關規劃理念與實際作業過程，同時參訪了莫高窟南區與北區洞

窟、榆林窟、西千佛洞和東千佛洞等，從地質環境、洞窟開鑿類型、壁畫與塑像之類

型、風格與保存狀況等方面做了仔細的比較與觀察。雖然洞窟內不允許攝影，無法利

用照片來進行記錄與比對，但是透過講解員的精闢說明，尤其對正在本館展出的展品

有更深入的瞭解，並將所看所學可實際應用在展覽之展品增設與解說內涵上，堪稱此

行最大收穫。 

經由這次業務洽談的行程，提出建義和規劃具體作法如下： 

1. 展場增設洞窟開鑿模型，配合原先設計之面版文字描述，讓觀眾更易理解整體開鑿

過程。 

2. 在小型塑像製作過程中，芨芨草不論是在初期綑綁定型或粗泥塗塑階段都扮演著重

要角色，且其不常見於台灣本地，所以此行特別在野外進行拍照，並帶回實體樣本，

可供現場展示與導覽解說之用。 

3. 鑑於敦煌文化底醞深厚，經由此行實地考察與討論交流，更加深對壁畫的理解與在

詮釋時所需具備的歷史背景。這些資料將可對觀眾、義工與解說同仁的問題，做出

更正確的回應與廣泛的討論。 

4. 利用壁畫的相關故事，展示現場除一般導覽解說之外，也將結合佛教故事推出週末

針對親子的說故事導覽活動，以吸引更廣年齡層的觀眾前來欣賞特展，達到更高效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