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开幕式座谈会 
                           （2002 年 8 月 3 日上午 9:00） 

 

    编者案：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在 8 月 3 日正式拉开了序

幕，在北京的敦煌学者纷纷出席了讲座前的座谈会并做了精彩发言。座谈会后，首都师范大

学宁可教授就“敦煌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讲演。现录座谈会全文，以飨读者。 

 
座谈会参加人员：任继愈、宁可、郝春文、黄松、陈力、李致忠、湛如、荣新江、陈明、

赵和平、王克芬、徐自强、黄正建、白滨、王素、黄维忠、孟嗣徽、（俄）波波娃、吴丽娱、

唐耕耦、郭又陵、王菡、张志清、陈红彦、苏品红、孙学雷、李际宁、杜伟生、林世田、史

睿 

 

陈力：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国家图书馆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参加“敦煌与丝

路文化”学术讲座开幕式座谈会。国家图书馆历来非常重视

敦煌学的研究，八十年代，在敦煌学会的帮助下成立了敦煌

资料研究中心，敦煌资料研究中心也是国家图书馆唯一以学

科设置的资料中心。社会各界对敦煌资料研究中心非常重

视。全国古籍整理小组办公室黄松先生，还有敦煌吐鲁番学

会郝春文先生都给我们这次活动提供了很大帮助，特别是任

继愈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敦煌学的建设。首先请任馆长致词。 

 

任继愈：今天我专程来参加这个会。虽然一些老朋友都在城里，比如说宁可先生是多年的

老朋友了，也在海淀区，但见面很不容易。今天我特别注意到年轻朋友们成长起来了，成了

研究的骨干。我们这个学科一天比一天发展，一年比一年兴旺，我很高兴！学会在兰州成立

时，刚刚起步，还很艰难。我们这个敦煌研究中心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以后各自都有

发展。新疆一个，兰州一个，咱们这儿一个，成绩很大。可喜之处是年轻人才成长起来了，

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再好的计划也没

有用。今天，祝贺学术讲座正式开幕，以后要继

续走上正轨，兴旺发达，把学科搞上去。前些年，

国外的学者走在前面。我们的人才成长以后，中

心慢慢又向国内这边转移。我们这个学术讲座，

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人讲，我们的发言权也越来

越多了，因为学问是天下公器，不管是中国的、



外国的，只要是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大家都有任务、义务来维护它，发展它，研究它。咱们

研究外国跟外国研究中国都是一个道理。今天还有外国朋友来参加这个会，我非常高兴，也

非常欢迎，因为敦煌学在你们那边也是重点，很有些人才在里头，希望大家共同携起手，把

这个事业搞上去。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学科前途无量，大家共同努力吧！我年龄大，只能够

摇旗呐喊，帮不上什么忙，真正干还是要靠大家。谢谢大家！ 

 

郝春文：女士们，先生们，敦煌与丝路文化讲座，是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其中具体承办的是国图的敦煌

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这项大型学术活动实际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实际上是资料中心的林世田

先生和史睿先生，由他们来具体实施，当然我们学会的秘书长柴剑虹先生也参与了这项活动

的策划和组织。从讲座的次数和参与的学者看，策划、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学术讲座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现在排上名单的海内外学者就已经有 30 多人了，下面还有一些准备

请的，组织者为了组织这项活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然，他们这些工作都得到了国图各级

领导的支持。我想举办“敦煌与丝路文化”这样一个系列讲座应该说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敦煌与丝路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我们这个讲座实际上是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具体行动，也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一个具体行动。其次，这个讲座

涉及到敦煌学和丝路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是一

次普及敦煌学和丝路文化知识的活动，是发挥

我们国图社会教育功能的具体体现。最后，这

个讲座还将起到繁荣学术文化的作用。从我们

目前的名单来看，被邀请参加讲座的学者都学

有专长，他们的讲座既有知识性，也有很强的

学术性，所以这个讲座将展示敦煌学和丝路文化诸多领域、诸多方面的最新学术进展。如果

能把这个讲座完整地听下来，我相信收益会大于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门专题课。在北京，

我想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还有社科院的历史所，光

隋唐史的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恐怕就得有好几十人。我现在已经要求我的研究生把这长

达一年的讲座听下来，领略各方面、各领域、各学科专家的风采。我相信，通过这个讲座，

可以使高层次的研究生都一样获得很大收益。同时，我也建议组织者考虑将来讲座完了以后，

将专家的讲稿编集成册出版，这样可以增大我们这次活动的社会效应。在此之前，一些大学

都办过类似的人文讲座，我在首师大也组织过敦煌学讲座，但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能够把这么

多学者组织到一起，开设这么大规模的敦煌系列学术讲座，这说明国图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实际已经成为连接海内外敦煌学和丝路文化学者的一个纽带和桥梁，也说明这个资料中心在



做好资料搜集、保证阅览的前提下，在不断拓宽自己的工作领域。当然就阅览人数而言，我

们资料中心的阅览室跟其他阅览室比，应该说人数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在国外的知名度很

高，好多研究敦煌学的学者知道我们国图有这么一个资料中心，好多材料在国外图书馆找不

到，在我们国图能够找到。敦煌吐鲁番学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这门学科要求至少在

世界上有一个资料和信息相对完备的中心。敦煌这笔文化遗产是我们先人创造的，当然这个

资料中心放到我们国图是最合适的。国图已经发展成国际性的大型图书馆。刚才我和宁先生

进来时问史睿，国图能不能在世界上排在前十位，史睿说至少在亚洲是最大的。（陈力：我

们现在的藏书量是全世界第五大图书馆，馆舍面积是全世界第四大图书馆。）但是跟发达国

家相比，我们在一些方面还有差距，比如像英国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它的读者群

主要是外国人。我们的国图基本上是以国内的读者为主。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可以肯定，到我们国图善本部，到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来的外国人恐怕相对要多一些。所以，

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存在和发展，有助于提高我们国图的国际地位。如果敦煌吐鲁番资料

中心能够在馆领导的支持下，在资料和学术信息的搜集和保存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把它建

设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敦煌吐鲁番资料最全、信息最全的资料中心，相信它就不仅对敦煌

吐鲁番学的发展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对于提高国图的国际地位也会很有好处。 

 

黄松：尊敬的任继愈先生、各位专家学者，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参加敦煌与丝路文

化讲座的座谈会。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是敦煌与丝路文化讲座的主办单位

之一，我受办公室主任阎晓宏同志的委托代表办公室来参加这次座谈会。首先我代表古籍办

向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在敦煌学研究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大家取得

的显著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其次，我们预祝这次讲座能够成功举办，可以为敦煌学和丝绸

之路文化研究工作扩大有生力量，培养后备人才。自 1900 年 5 月 26 日藏经洞被发现以来，

历史已经过去了一百余年，对敦煌文献文物的整理与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一门

新的学科——敦煌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对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视，

在制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时，适逢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纪念，这个研究的热

点在“十五”工作中有十分明显的反映。在总共 200 个规划项目中就有 10 种是敦煌学方面

的，占“十五”规划中出土文献类的近三分之二，主要表现为对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国

内各大图书馆所藏文献的有计划大规模的整理和出版。而就整理出版的方式来说也是多种多

样的，不仅有旨在保存原貌的影印项目，而且还有努力总结一代研究成果、集其大成的解题

校释性项目，这些工作无疑将推动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中共中央在 1981

年下发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过去我们的学校教育注意理工科比较多，那是

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今后在继续



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当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并从小学开始，就让学生读点古文。我们希

望，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次讲座不仅能达到为敦煌学和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工作培养更多后备

力量的目的，同时也能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我

们主办这次讲座的主旨。 

 

郭又陵：感谢大家来参加敦煌和丝绸之路讲座

的座谈会。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我们的任务是

在这个讲座进行之后，把讲座的内容结集出版，

使这个讲座能更加广泛地传播，有更多的人不

是来听而是能够看到讲座，使更多的人关心它、

支持它，也希望各位专家能够支持我们文集的出版，谢谢大家！ 

 

陈力：郝先生希望这次系列讲座能够及时结集出版，郭社长已经做了安排。请到这么多专

家举行学术讲座是非常不易的，来听讲座的人是有限的，我们想把这个幅面更扩大些，准备

近期对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主页进行改版，国图讲座是改版后主页上的重要内容。国图举办讲

座的有以历史文化为主的善本部的讲座，还有分馆的讲座。分馆讲座有三个系列：历史文化、

艺术和科普，这些我们都要及时送上网，使大家能够通过网络看到各位先生的高论，能够听

到各位先生的声音，也能看到各位先生的画面。要请各位专家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得到各位

专家的授权。国家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如何为学术界做好服务，特别是我们的敦煌

资料中心怎么为各位专家服务，也想借这个机会听听各位先生的意见和建议。 

 

徐自强：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 1983 年在兰州倡议，1988 年成立，当时设在文津街。我们

可以把敦煌资料中心的工作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二十世纪，从 1988 年到 2000 年，这十二年属于创办

时期，主要工作是搜集资料，联络各方面的人士，开放

阅览室，编辑一些最起码的、必须的目录和索引，这些

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今天这个

活动，就是敦煌资料中心进入新阶段、新时期的一个标

志。新时期还有件工作，就是把敦煌资料中心的主要资料跟一些有关单位合作，放进数据库。

学者不仅可以到阅览室阅览，而且可通过互联网阅览，这项工作正在进行，这是扩大宣传、

扩大影响、扩大交流的好方式。用这种方式把敦煌学专家聚集起来，让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心

得体会在更高层次上进行交流，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我觉得讲座和数字化活动的开展，

是敦煌吐鲁番中心进入第二阶段工作的重要标志。我们已退休的老同志也愿意继续发挥作



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帮助中心把活动搞得更好，在相当长时期见到它的效

果。 

宁可：我做过几年敦煌学的工作。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跑腿的、办事的，没有设想在这方面

从事什么研究，因为我感觉敦煌学研究实在很难，我也就这么混进了队伍。这个队伍现在越

来越大，水平也越来越高，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敦煌的发现到现在已经 100 多年了，敦煌学

的发展也差不多有 100 年了。可现在的研究还有点方兴未艾的样子，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这就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做，更多的人来关注，队伍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大。我们要做的工

作，不只是研究，还需要传播。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对它发生兴趣，研究问题，所以办

讲座很重要，这个讲座落到国家图书馆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国家图书馆是传播学术文化的大

中心，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和读者到这里来。这对于学术和文化发展是件好事情。我希望这

个讲座办得成功。这个讲座第一讲让我来讲，给大家拉拉前奏，下面最精彩的东西是在座的

诸位和其他专家来尽量表演。我的祝愿，还是希望我们的讲座能成功。我想它也能够办成功！ 

 

荣新江：从敦煌学来讲，国家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如果说敦煌学有中心的话，

那国家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是中心。1908 年，伯希和就告诉最早负责这个图书馆的缪荃孙洞

里头发现了很多东西，缪说“真奇闻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以后罗振玉要求卷子回来可

以放在京师大学堂，但学部还是决定把卷子拨送给国家图书馆。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

甚至成立以后，一直到 70 年代末，国图可以说是真正的敦煌学中心。现在呢，我说中国的

敦煌中心就是北京，但以国家图书馆和北大为主，北大因为有王重民先生和向达先生。更早

的像国家图书馆的写经组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个写经组有好多东西、好多历史没有抖露出

来。今年赵和平这个敦煌学史会议，我就鼓动我认识的国家图书馆的人，把国家图书馆与敦

煌学的关系能够发挥出来，讲出来。好多事情外界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

如一些国家的图书馆馆史资料里头有非常多的跟敦煌学有关的记录，可以说推动敦煌学发展

的一些重要方面都是国家图书馆做出来的。

这个资料中心也是一样。我想在座的年轻一

辈研究敦煌的人都受益于这个中心。就我个

人来讲，在文津街那时候，骑自行车去。我

是受敦煌卷子的感召，差不多一个钟头可以

从北大穿小胡同骑到文津街。所以我现在每

带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都带他们到国家图

书馆先来朝拜一趟，到资料中心看看，拜拜山头，然后再看看国图的新书阅览室、西文新刊

阅览室什么的。我说你们比我那时候好多了，现在从北大骑自行车 20 分钟就到了，我那时

候要骑一个多钟头，所以国家图书馆在这方面让学子们受益，我想在座的年轻人都受益于此，



国外的就更不用说了。国家图书馆在新世纪到来之后，更加发挥了资料中心的作用，有数字

化的建设，有敦煌卷子编目的工作，比如整理某个编号谁研究过等等，做这种艰苦的基础工

作，这是非常值得表彰的。同时又开出了新的方向，就是把全国乃至全世界专家网罗在此讲

演，一网打尽。我看，多的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底下还有这么多候补的要讲。没有列上的

还有，一两年也讲不完，因为我们敦煌学确实研究成果很大。国家图书馆这个姿态非常好，

敦煌学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这个讲座也是国际性的。其实还可以把来来往往的更多学者，

日本的、港台的以及欧美的尽量多的都放在这里，造成一个学术交流最好的中心。那样不仅

吸引各个高校的学生、社会上求知的年轻学子，也会有更多研究者前来参与，这样使得讲座

不仅有普及的方面，而且有学术交流的意义。 

 

赵和平：首先感谢国家图书馆能让我们参与这样一个盛大的学术活动。我特别同意郝春文

容。我只讲一点，就是我们在北京的做敦煌研究的同行都有一个

体会，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资料比较全的还是在国图善本部。

我跟荣新江先生有同样的体会，当年我们很多时间就是泡在北海

那个善本部那儿，有时泡在里面两个月、三个月，几乎天天去，

最基本的工作还是从那里做起的。应该感谢国家图书馆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做敦煌研究的起点和基石。国图能够发展到今天，举办

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学者，甚至包括国际学者都参加的、比较盛大

的敦煌和丝路文化学术讲座，是这么多年来国家图书馆从保存到

研究到传播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希望讲座办得越来越好。 

 

先生、荣新江先生所讲的内

力：谢谢大家！我想在结束今天简短的座谈会之前，代表国家图书馆特别是善本部给大陈

家做些承诺。我想善本部，特别是敦煌资料研究中心，要一如既往地为各位专家做好服务。

图书馆的服务工作是它的天职。第二是做好资料工作，以往已经编辑出版了好几种敦煌学论

文索引，这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第三项工作就是有计划地公布馆藏，力争免除像荣先

生从北大骑一个钟头自行车到图书馆来看书的局面，让全世界的读者都能够很方便地看到中

华民族的瑰宝。现在资料的公布，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来进行：一是出版，敦煌资料的出版目

前主要是方广锠先生和李际宁先生在做。另一种形式是上网，这项工作主要由陈红彦女士和

敦煌资料组的林世田、史睿、李德范等各位先生负责进行，和大英图书馆共同开展国际敦煌

学项目，今年 11 月会开通一个专门的国际 IDP 网站。另外，我们也在考虑其他数字化项目，

准备在明年内把所有馆藏西夏文资料全部送上网，把甲骨等有特色的馆藏陆陆续续送上网。

第四项工作，我想善本部，特别是敦煌资料组要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来推动敦煌学的发

展，也包括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进行的系列学术讲座。我们向支持讲座的各位专家，特别是来

讲课的各位专家再一次表示感谢。也要特别感谢敦煌吐鲁番学会、全国古籍小组办公室和北

图出版社，没有以上各单位的支持，这个讲座办不下去，也办不好。十点钟，宁可先生会给

我们做敦煌学的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座谈会到此结束，谢谢。          （黎知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