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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纪念向达教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 

刘波（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10年6月16日至17日，“敦煌文献、

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南

区文会堂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国家图书馆古

籍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心、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并得到了中国

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牛大勇主任、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

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致辞。张志清

副馆长在致辞中回顾了向达先生与我馆的

渊源关系，概述了向达先生的学术成就。他

指出：通过召开此次学术研讨会，继承与发

扬向达先生的学术思想，将加强这些单位在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推

动该领域的研究，意义重大。 

开幕式后，举行了向达先生追思会。何

兆武、沙知、白化文先生等二十余位与向达

先生有过交往的老先生与会并发言，缅怀向

先生的学术成就，追忆向先生的人生历程和

人格风貌。老先生们的发言也讲述了向先生

与师友、学生的交往，众多学界往事是学术

史的鲜活史料。 

16 日下午至 17 日下午，举行学术研讨

会。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作主旨发言，总

结并表彰了向达先生对敦煌石窟保护与研

究的三个重要贡献：远赴欧洲调查敦煌文书，

呼吁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开拓将文献研究

与石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道路。

呼吁学术界“进一步学习和发扬向达先生的

高贵品格和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在敦煌学

研究中，更有效地运用文献研究和石窟、考

古调查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为中国敦煌

学研究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四十余位中外学者向本次研讨会提交

了学术论文，论文涵盖向达先生对敦煌学发

展的贡献、敦煌文献研究、敦煌考古、丝路

历史、佛教美术等领域，展示了近年来敦煌

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研讨会分学术史、丝路

历史与中外关系、图像与考古、信仰与习俗、

历史与文献、佛教与美术六个专题，进行分

组发言和讨论。经过两天的研讨，研讨会于

17 日下午顺利闭幕。会议论文集将在会后正

式出版。 

向达先生（1900-1966）是我国现代著

名历史学家。1930 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

委员，在馆期间完成力作《唐代长安与西域

文明》。1935 年秋，奉国立北平图书馆委派，

以交换馆员身份赴欧洲考察流散英、法、德

等国的敦煌西域文献、壁画以及太平天国文

献。1938 年秋携带大量资料返国，为我国敦

煌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当时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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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领军人物。此后历任浙江大学、西南联

大教授。1941 年至 1944 年，两次参加西北

科学考察，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

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议将千佛洞收

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对敦煌艺术

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设立起了重要

促进作用。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图

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

兼学部委员。1957 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

受到不公正待遇。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

发，备受折磨凌辱，于11月 24日病重逝世。

他的道德文章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为后代学

者树立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