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窟寺
保护

8月20日，在首届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多名文
物保护专家学者围绕“气候变化下石窟寺保护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石窟寺科技保护关键科学问题与技术进展”
“石窟寺考古与多重价值挖掘”“石窟寺监测与风险管
理”等主题，各自作出具有全局性、前沿性、国际性视野
的主题报告。

本期新渝报选取部分发言刊登。
“论道”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詹长法——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借鉴他人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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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曾提出石窟维修保护工程应当在整体考
虑石窟崖面、窟前遗迹、石窟本体、寺院遗址的基础上进
行，蕴含了全要素保护理念。在资源恒定和不可再生情
况下，石窟寺的全要素保护日益迫切。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实证，石窟寺除窟龛、造像本身
以外，还包括多方面的关联内容：石窟建筑、寺院遗迹、
僧俗墓葬、碑刻题记、交通路网、寺产僧田等要素内容，
是宗教遗存的集合体。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聚落考古的理念指引下，
在江津石佛寺遗址、江津朝源观遗址、潼南万佛岩摩崖造

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合川二佛寺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
址等开展石窟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清理了一批龛前建筑
及寺院基址、僧俗墓葬等，较为全面地揭露了石窟寺的整
体面貌，为助力石窟寺的全要素保护提供了考古学支撑。

对此，我们认为，石窟寺考古对于推动全要素保护
和展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建立龛窟造像与多
要素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完整、真实呈现石窟寺价值内
涵；二是展现了石窟寺全要素体系，促进整体化、系统性
保护；三是揭示了石窟寺的发展变迁规律，为助力科学
保护和多样性展示提供依据。

宝顶山大佛湾摩崖造像群集世俗韵味与人文光彩
一体，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在“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实施过
程中，对窟檐顶部区域进行地表植被、覆盖层清理时，发
现柳本尊至观经变段形成了一条平行于崖壁的贯通卸
荷裂隙，对崖壁岩体稳定性造成严重威胁，亟须对该地
区崖壁岩体进行监测和稳定性评估工作。

通过现场地质调查、勘查和物探数据分析，结合贴近
式倾斜摄影和三维激光雷达技术所获取的大佛湾崖壁的
三维真实地形，构建了大佛湾柳本尊至观经变段崖壁三

维几何模型、三维地质模型与三维岩土数值分析模型。
根据崖壁岩体现状分析，卸荷裂隙、软弱夹层和风

化等因素可能导致岩体发生滑移破坏、倾倒破坏和拉断
坠落破坏。因此，采用了包括倾斜仪、位移计、土压力盒
以及地下水位计在内的等多种监测设备进行崖壁岩体
稳定性的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除静力水准仪和地下水位外，其余
监测项目变化幅度很小，变化幅度基本处于仪器系统误
差范围内，结合人工宏观地质巡查结果，崖壁岩体在监
测期间处于稳定状态。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石金山——

石窟寺微环境监测是必要的

石窟寺数字化是石窟寺领域各项工作的基础，可以
成为石窟寺领域各类工作的有力支撑；石窟寺数字化的
技术发展已经达到高效快速解决石窟寺考古与保护领
域复杂问题的程度；在服务于石窟寺相关考古、保护、利
用各类工作需求中，石窟寺数字化乃至文物数字化工
作，秉持“多规合一”原则。

从石窟寺数字化到更广泛的文物数字化角度出
发，可以认为，文物数字化的根本目标是抢救性记录
和保全 21世纪中国文物的基础信息，建构完整的高
质量的中国文物数字档案，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
利用、传承和弘扬建立扎实基础。文物数字化建设，
是实现文化资源长久保存并发挥其软实力的基础性
工作，也是“让文物活起来”参与文明互鉴的基础性

工作。
在我国，石窟寺数字化跨越了 20年的历程。云

冈、龙门、大足和飞来峰石窟的数字化案例，阐述了
石窟寺数字化对于当前石窟寺考古、保护、利用等
项工作的相互关系。石窟寺数字化是石窟寺领域
各项工作的基础，将成为石窟寺领域各类工作的有
力支撑。

文物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对文物进行全息记录
和转化的工作。一可抢救性记录保全文物全面信息，实
施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为永续的文物保护研究夯实基
础；二可实现文物资源由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转化，
使其成为数字时代可不断增值永续发掘和转化利用的
文化资源。

乐山大佛水患是大佛保护面临的一个节点性问题。
通过对大佛地层特性的分析，发现大佛区特殊

的透水——隔水地层组合条件及以大佛为轴褶皱构
造地质背景，构成了乐山大佛的蓄水构造水文地质
条件。

大佛本体基本位于崖壁卸荷带以外，控制性的卸荷
裂隙在大佛渗流场中作用轻微，裂隙流不是乐山大佛优
势渗流途径。乐山大佛石窟水文地质条件，有别于大足
裂隙流、龙门裂隙岩溶流的一种孔隙渗流模型。

以补给、径流和排泄为线，大佛水系统可分为两大
类型：乐山大佛胸部渗流是以区域性补给，远程渗流而
成；但头部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微渗流系统，即肉髻为补
给区，鼻子、下颚排泄的近程渗流系统。

独特的渗流系统表现就是生物病害的差异性，则乐
山大佛水害就有其特殊性，是以孔隙流渗流为基础，以
裂隙流和孔隙流为害的“乐山模式”。

因此，乐山大佛水患研究应以系统的岩性特征研
究为基础，重构古地貌环境和水文地质系统边界及渗
流场条件，梳理清楚乐山大佛区沙漠相、沙漠湖泊相岩
石的渗流特征、水岩作用机理，不但是水文地质研究的
基础，也是针对性开展本体保护的前提。分层次开展
水文地质模型构建，按区域、大佛残丘及本体水文地质
条件三个层次开展研究，是查清大佛水害可行途径。
在乐山大佛水害治理中，需要辩证看待雨水、渗水及河
水对大佛综合作用，坚持雨水渗水同治、本体保护并行
的原则。

辽宁有色勘察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兰立志——

气候变化加速了石窟风化

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

以环境干预等措施保护潮湿环境下的石雕彩绘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史家珍——

构建中国石窟寺保护研究传承弘扬的“龙门模式”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带来的严重影响，

需要对此趋势综合考虑文化遗产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各
层面的理解，并根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学科
发展和投入，就减轻影响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行动作
出决策与部署。

如何成功应对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对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挑战呢？这离不开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专业人员
深度培训、政策举措修订和公众的积极参与。

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是实现我国文化遗

产研究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二十年来，通过与他国
的交流、合作，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引入与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掌握了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大国，在面对当
今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时，如何揭示气
候变化对传统物质材料的价值阐释？如何解读脆弱遗
产材料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客观性、科学性、技术性和
艺术性的客观特征？如何保护与展示文明所承载的历
史文化性？包括气候变化导致的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是
需要遗产保护与修复参与者重点关注的核心所在。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白九江——

石窟寺全要素保护日益迫切

石雕彩绘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制作精美，具有珍
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随着时间推移，石雕彩绘经
历了自然侵蚀以及人为破坏，出现了多种多样复杂的病
害，对其完整性以及持久性保存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而在潮湿环境下，石雕彩绘除了面临温度、光照等
常规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会面临因环境湿度变化和
降水导致的其他侵蚀破坏，使得彩绘自身的制作材料或
结构受到影响发生变化进而产生病害。

对潮湿环境下石雕彩绘结构与组成、常见病害类型

以及特有的破坏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潮湿环境下由水
导致的劣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水作为单
一组分直接对石雕彩绘产生破坏。其次，水作为一些复
杂作用的重要媒介，会协同其他物质如空气中的有害气
体、石质中的可溶盐以及彩绘层表面的微生物来破坏石
雕彩绘。

针对以上破坏特征，提出了潮湿环境下石雕彩绘的
保护策略，包括外界环境干预、内部环境调整、现存病害
处理修复以及防范性加固防护。

气候环境变化是全球性的且难以准确预测的问题，
但气候变暖已是大趋势，由此引发的各种自然灾害是不
可避免的，对石窟保护的影响只能加重而不能减轻，所
以研究探讨气候环境变化对石窟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地质作用原理，对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石窟病变
进行剖析，发现风、水、阳光作为外营力的能量来源，引
起的温湿度变化是诱发石窟出现危岩体和风化两类病
害的重要因素。目前，危岩体对石窟的破坏性基本得到
解决，困扰的是石窟风化病害。进而做出了某种推测：
石窟作为石质文物，同岩石属性一样，在自然环境条件
下，没有不风化的岩石，只是风化速度的快与慢。同理，

也没有不风化的石窟，气候环境变化更加速了石窟的变
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减缓风化速度，延长石窟的寿命。

那么，怎样减缓风化速度、延长石窟的寿命？我提
出了预防性保护思路：通过采取保护棚和窟檐、窟内防
水、石窟岩体表面化学防风化等防护措施，尽可能减少
风化的速率，减少风化的面积。如果病害已经发生，就
得进行治疗，其实就是在本体上采取修补或封护措施。
对保存比较好的佛龛，形制清晰，色彩可辨，应对风化缺
失部位由专业人员进行及时修补，不宜等到风化严重、
模糊不清的时候再修。没有原样参考，不管谁来修，都
达不到原样的效果。

重庆大学教授仉文岗——

大足石刻崖壁岩体亟须监测和稳定性评估

龙门石窟研究院在数十年来石窟保护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创新理念和工作方法，积
极探索和构建石窟寺保护研究、传承弘扬、展示利用的

“龙门模式”。
首先，在遵循“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结合龙门

石窟特点，提出并在“奉先寺渗漏水治理和保护工程”中
践行了“一结合”“二意识”“三性”“四因”“六方”的保护
新模式。

其次，在龙门石窟与周边古寺院遗址古墓葬考古、
考古报告编写等工作中不断深化两大理念：一是多部门
合作、多学科参与、多种新技术运用；二是“集团军作战、
团队式开展”。

再者，立足高精度数据库建设，打造流散文物数据
聚合工作的“龙门模式”。根据“友好合作、多轨并一、数
据聚合、成果共享”的新理念，完成最美观世音造像的数
字化复原、海外回归古阳洞高树龛佛首原真呈现、龙门
石窟流散文物虚拟复位等多项国内首创或领先的数字

修复项目。
最后，在对外宣传工作中，龙门石窟研究院主动

与多种媒体对接，采取现代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的
方式，以“主动对接，守正创新，融合发展，体裁多样，
走进国际”的工作理念，通过开展“客户端公开课、龙
门文化故事进校园”百场讲座，“保护文化遗产 珍爱
龙门文化”夏令营、研学游、学术沙龙、“云上龙门”直
播等宣传活动，加大对龙门石窟历史文化内涵及研究
院的宣传力度，探索出石窟寺对外宣传工作的“龙门
模式”。

未来，龙门石窟研究院将持续致力于构建中国石
窟寺保护研究传承弘扬的“龙门模式”，找准龙门特色
历史文化资源，体现龙门特质，以各项传承弘扬工作
为基础，叫响“观盛唐 来洛阳 看龙门石窟”与“中
国的龙门石窟 人类共享的艺术瑰宝”两个口号，为
全国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提供更多“龙门经验”和“龙
门智慧”。

浙江大学教授李志荣——

数字化可以成为石窟寺保护的有力支撑

石窟寺主要通过对自然山体的人工开凿、改造而
成，区别于外部完全开放环境，石窟寺赋存于独有的内
部微环境之中，保存受微环境的间接或直接影响，伴随
出现岩体劣化、水害、失稳等病害。因此，对于石窟寺微
环境的监测是必要的。

结合须弥山石窟5号窟与大足石刻北山168窟保护
项目，通过对不同气候条件下石窟所处微环境的监测，
结合石窟的保存现状，研究微环境变化下石窟病害发展
趋势，提出保护措施。在 168窟抢险保护项目以及 5号
窟窟檐稳定性评价项目中，我们结合病害，根据文物所

处的气候环境不同，确定了重点监测的气候环境因素，
对于分析病因、指导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石窟稳定变形监测中，要考虑温度、湿度等环境
因素对仪器监测数据的影响，提高关键监测量的准确
度、可信度。同时，监测数据分析整理在石窟寺监测中
更为重要，避免为监测而监测，为数据而监测，应加强监
测数据与病害的关联性分析。

石窟寺保护工作中，应对气候环境变化大背景，结
合病害，应开展兼顾全面、突出重点的监测，为石窟寺保
护提供基础的数据。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严绍军——

乐山大佛要雨水渗水同治、本体保护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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