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62024年8月16日 星期五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陈丽朵渝周刊·理论

□ 李远丹 夏波

石窟寺保护一直是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领域的重点内容。继 2019 年 8 月
和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
莫高窟和云冈石窟后，国务院办公厅
相继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
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十四五”文物保
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均提出要整合川
渝石窟寺资源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国
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石窟寺保护
利用专项规划》，明确要结合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串联线性石窟寺文物资源，
稳步推进川渝石窟寺遗址公园建设。
可见，该项工作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
是高质量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重要支撑。

一、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
公园建设推进情况

据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石窟寺
专项调查统计，全国共有石窟寺及摩崖
造像5986处，其中四川、重庆分别拥有
2134处和716处，两地在数量上占全国
总量近一半。

政策制定方面，共同签订《川渝石
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相继印发《重庆市加强石窟寺保
护利用工作方案》和《四川省加强石窟
寺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共同委托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步编
制重庆片区、四川区域的《川渝石窟寺
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等。文物抢
救方面，实施宝顶山卧佛小佛湾摩崖
造像保护修缮工程、宝顶山大佛湾水
害治理工程、北山168窟保护工程等重
点项目32个，推动乐山大佛、安岳石窟
等创建石窟寺类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等。考古研究方面，四川省文物局、重
庆市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
建立川渝石窟保护研究中心、川渝石窟
保护研究联合实验室和科技创新基地，
大足石刻研究院与乐山大佛石窟研究
院、安岳石窟研究院签署共建石窟寺保
护利用机制合作协议等。旅游开发方
面，联合印发《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区总体方案》，倡导成立巴蜀石窟文化
旅游走廊联盟，签署大足—安岳文物保
护利用专家智库建设战略合作协议，资
阳与大足联合成立“资大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

二、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
公园建设问题分析

（一）川渝一体化协同推进管理方面

一是川渝石窟寺保护规划尚有待
完善。对于大足石刻等大型石窟寺及
石刻，虽编制有专门的保护规划，但部
分已编制公布的保护规划亦需结合地
方政治、经济情况进一步进行切实可
行且有前瞻的修编完善。二是川渝石
窟寺人员配置待优化。两地文物保护
专业人才队伍普遍存在编制短缺、管
理人员缺乏，岗位设置不足、专业人才
匮乏等具体问题。三是川渝石窟寺立
法保护待加强。普通群众很少能够有
意识地参与文物保护的具体行动，社
会大众广泛参与文物保护的局面还没
有形成。调查了解到，《重庆市大足石
刻保护条例》除宝顶石刻景区和大足
辖区内的机关干部、社区干部及群众、
学校师生对条例了解较多，其他地方
知之更少。

（二）川渝中小石窟寺保护管理
方面

一是石窟寺病害问题需重视。川
渝地区石窟寺多数建于野外，并且主要
为砂岩质地，危岩、表层劣化、生物侵
蚀、渗水等问题，既是川渝石窟共性病
害，也是其保护存在的重大难题，特别
是以雨水的直接侵蚀破坏和诱发的生
物破坏为主。二是石窟寺安防建设需
完善。石窟寺因其体量宏大、价值突
出，又多分布于地质条件复杂的野外地
区，除有石刻文物、古建筑外，还有茂盛
的植被，对安全保卫工作有较大的“三
防”建设需求。调查发现，部分文保单
位主要聘请义务文物保护员负责管理，
但文管员平均年龄偏大。三是石窟寺
系统保护需提升。作为地质环境相似、
病害共性、造像内容及艺术特征关联性
高的川渝区域石窟群，除大型石窟外，
其余石窟较少开展系统保护，大量中小
石窟只开展过抢险维修或临时支撑保
护，未能根本解决重大险情隐患。

（三）石窟寺考古研究展示阐释
方面

一是石窟寺“全要素”考古方面有
待加强。当前川渝石窟寺考古极少建
立龛窟造像与多要素之间的联系，未能
充分展现石窟寺全要素体系。二是石
窟寺展示利用方面有待加强。整个川
渝地区石窟寺价值挖掘与阐释的广度、
深度，以及各层级石窟寺间的关联关系
研究较少，文化内涵、艺术特色与价值
定位以及与北方石窟之间的关系等未
能系统地向国内外公众展示和阐释。
三是石窟寺深度研究方面有待加强。
川渝石窟寺多维度价值、共性的挖掘不
够深入广泛，多学科交叉融合、系统化
研究的深度不足，与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长江经济带的关联关系及文化交融
的研究尚在探索。石窟寺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的文物科技创新体系的环节中
仍未能有效衔接，并且大多数科技成果
转化推广仍趋于浅层次。

（四）川渝石窟寺文旅价值挖掘
方面

一是文脉价值亟需挖掘。川渝两
地对石窟文化价值挖掘不够，利用水
平不高。如重庆市大足区已出版《大
足石刻全集》，敦煌、云冈、龙门、大足
均开办有相关学术刊物，而四川省资
阳市仅安岳县出版了卧佛院、圆觉洞
考古调查报告，未开办学术刊物。二
是地脉价值亟需挖掘。在开发石窟文
旅资源的过程中，结合地域特色和石
窟寺文化资源开发的精品旅游线路不
多 ，讲 述 石 窟 故 事 、地 方 故 事 还 不
够。三是商脉价值亟需挖掘。目前川
渝石窟寺旅游产品是典型的观光旅
游，仅大足石刻、乐山大佛“一枝独
秀”，其它资源还未形成广受市场欢
迎的旅游产品，如安岳石窟，虽依托
丰富的石窟资源打造了一批旅游项
目，但由于石窟分布过于分散以及其
他多方原因，使得开发建设进度相对
滞后。

（五）石窟寺与乡村振兴的互动融
合方面

一是乡村石窟寺开放水平不够。
目前中小石窟开放不多，展示利用程度
不够。比如，四川开放的石窟有乐山大
佛、广元千佛岩、南龛石窟、邛崃石窟
等，绝大多数石窟都未开放；巴中石窟
除了南龛开放之外，其他石窟几乎很少
开放。二是乡村石窟寺试点建设不
够。相较于川渝两地近3000处中小石
窟，目前将散落在田间乡野的文物保护
单位纳入试点建设，实现让小型石窟有
人管、有经费、有利用还远远不够。三
是乡村石窟寺带动发展不够。随着中
小石窟的保护修缮，人行步道、旅游厕
所、安防设施、价值阐释牌等基础设施
的配套建设，其蕴含的旅游价值属性也
将得到进一步释放，但是还需要进一步
强化和扩面。

三、关于川渝石窟寺国家
遗址公园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川渝一体化建设机制
一是推动布局一体化。推动将川

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核心园区纳入
四川省、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作
为以石窟寺为主要构成的“文物资源密
集分布区”。结合川渝相关市区县“三

区三线”空间进行统筹划定，探索推动
文物资源密集分布区与国土空间规划
衔接。二是推动项目一体化。细化落
实推动川渝共建石窟寺类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川渝石窟保护研究中心等共
建项目，深入推进大足石刻、乐山大佛
等重点石窟寺保护利用项目。三是推
动组织一体化。推动川渝两地宣传、发
改、财政、文旅、文物、教育等部门联合
组建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专
项工作组，每年定期召开专项工作组联
席会，研究公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措
施。四是推动宣传一体化。共建川渝
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公众号，实现与市
区县融媒体平台等综合门户网站和“智
游天府”“惠游重庆”等文旅专业平台的
相互链接和信息互动。

（二）提升石窟寺保护管理水平
一是实施石窟寺本体修复工程。

针对涂金妆彩修复、烟熏清理、题记题
刻保护修复、洞窟和塑像修复等分期
分批推进专项试点。二是实施本体抢
救性保护工程。系统进行文物风险评
估，加强对确有险情的石窟寺特别是
中小石窟的抢救性保护力度，全面消
除石窟寺重大险情。三是实施分类预
防性保护工程。分级分类推进石窟寺
文物及环境监测工作，逐步将国保、省
（市）保及市区县级石窟寺文物纳入监
测体系，推动建立川渝监测预警平
台。四是实施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
以巴中巴州龙门山石窟、广安灵宝山
石刻等为试点开展保护性设施整治改
造，重点在资阳市、广元—巴中等水
害、风化集中区域，整体推进中小石窟
窟檐建设研究。五是实施重要石窟寺
安防工程。分级分类制定安全防护标
准和风险处置应急预案，落实石窟寺
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公告制度，完善
灾害险情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研判、灾
情防范等应急程序和处理措施。六是
实施石窟数字化保护工程。实施“数
字四川石窟行动”“数字大足”等数字
化工程，持续开展大足石刻、乐山大
佛、南岸弹子石摩崖造像等数字化工
作。七是实施跨区域联合管控工程。
推动成都、潼南等石窟寺分布集中地
区设置区域性安全管理平台，联合开
展石窟寺违规拓印、妆彩等专项整治
工作。八是实施石窟寺健康档案工
程。加强川渝石窟寺调查评估与档案
更新，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一
步深化开展石窟寺文物保存状况和风
险评估等调查，动态更新保护档案。

（三）全面加强石窟寺研究阐释
一是加强石窟寺内涵挖掘。深入

挖掘石窟寺蕴含的中华民族审美追求、
价值理念、文化精神和各民族交流交融
历史内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二
是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广泛联合复旦
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多种
学科加强对石窟寺遗产及川渝石窟历
史文化的研究。三是加强文物机构建
设。推动大足石刻研究院建成世界知
名研究院，将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建成
中国南方地区石质文物保护科研基
地。四是加强专业人才引育。强化文
物保护修复人才多学科知识学习，对特
别优秀的高层次人才实施“一院一策”，
探索建立“订单式”“进修”等培养机
制。五是加强重点考古工程推进。结
合“考古中国”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三峡库区文物保
护等项目，加强长江、嘉陵江、岷江等流
域石窟寺考古调查工程。六是加强科
研平台建设。依托大足石刻研究院、乐
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川渝共建中国南方
石质文物保护科研基地，针对性开展研
究实验，逐步建立温暖潮湿条件下南方
石质文物保护科研理论与实践体系。
七是加强考古成果出版。推进考古调
查、测绘、发掘报告编写及出版工作，编
撰出版《巴蜀石窟全集》和川渝石窟考
古报告系列，推出系列高水平考古研究
成果。

（四）强化石窟寺展示利用传承
一是提升石窟寺开放展示水平。

针对有展示潜力的石窟寺，推动县域石
窟寺展示设施全覆盖试点工程，以乡镇
为单位实现基本展示阐释设施全覆
盖。二是扩大石窟寺宣传营销。加快
构建线上线下传播矩阵，结合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古迹遗
址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全媒体传播
推广活动。三是丰富石窟寺展示形
式。加强石窟寺最新研究成果向展示
阐释的转化衔接，注重对石窟寺相关碑
刻题记的解读和阐释，对解说词进行统
一审核，转化为科普内容。四是扩充石
窟寺展示场所。构建起以大足石刻、安
岳石窟、乐山大佛石窟高标准专题博物
馆为核心的川渝石窟寺博物馆群落，开
展联合办展、巡回展览、流动展览、网上
展览等文化活动。五是开展国内外交
流合作。深入推动与德国、巴基斯坦、
意大利等“一带一路”国家点对点交流
合作，鼓励以结对子的方式，在石窟寺
文物保护修复、石窟寺展览、人才培养
等方面开展联合项目。六是增加游客
沉浸体验感。结合“互联网+中华文明”
系列项目和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

推动石窟寺造像、铭文、彩绘、贴金等信
息的数字化采集，推进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旅游场景化建设，开发数字化体
验产品。

（五）促进公园建设与文旅提质
一是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中充
分考虑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
需求，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强化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衔接带动
作用；加快推进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开
展老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等。二是
整合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强各级财
政对公园建设项目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统筹整合川渝各部门涉及文物、发改等
专项资金，根据项目轻重缓急统筹调剂
安排落实、密切跟踪。三是创建国家A
级旅游景区。开展广元千佛崖、安岳石
刻等景区提质工作，分批推进蒲江石
窟、邛崃石窟等创建 3A 级景区。四是
打造标志性文旅产品。支持将川渝石
窟寺文物主题游径打造为川渝石窟寺
国家遗址公园的核心文旅产品，做实做
活文物主题游径，全方位讲述历史文化
故事。五是促进毗邻地区文旅互动。
支持联合创建“大足石刻—安岳石窟”
旅游景区，鼓励万州、达州、开州推出贯
通三地的石窟寺精品旅游线路。六是
推动旅游服务一体化。加强石窟寺景
区旅游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形成涵盖
游客服务中心管理、景区导览和讲解等
内容的标准化服务体系和规范化经营
活动。

（六）实现同乡村振兴耦合并进
一是壮大乡村产业体系。推动建

设资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遂
潼一体化发展先行区两大平台，重点发
展人文旅游、研学旅游等，打造石窟艺
术、涪江诗画等特色产品。二是保护传
承石窟文化。结合石窟寺文物环境整
治工程等建设，协同配套建设人行步
道、旅游厕所、安防设施、价值阐释牌等
基础设施及人居环境提升。三是保育
石窟生态环境。将石窟寺岩体加固、环
境整治等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相
结合，统筹开展山体、林地等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四是加强本土人才培养。
通过增加推介交流、提升激励机制等措
施，引进外部人才、市场化运营团队等
参与乡村石窟寺文旅建设，并带动当地
村民及返乡大学生、农民工等从事乡村
旅游、研学教育等文旅项目。五是建立
健全体制机制。压实各地党委政府责
任，注重凝聚多渠道资源，向乡村输送
人力物力，着力解决公共文化设施营
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北京中
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
3 处新增为世界遗产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
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
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
做好大足石刻保护工作，进一步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本文结合
大足石刻保护实际，“以小见大”进行思
考并提出建议如下：

一、文物视角：开展系统
性监测，保护大足石刻及周边
整体环境

当前，文物保护正在从抢救性保
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从文
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的
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转变。比如，防
风治沙曾是守护莫高窟的一大难题，

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清除窟内和窟区
积沙为主，90 年代通过安装全自动气
象站对莫高窟区域环境要素特别是风
况进行系统监测，到如今扩大植物固
沙范围，最终形成综合防沙、治沙科学
体系，有效保护了莫高窟及周边的整
体环境。对大足石刻来讲，要将与大
足石刻紧密关联的建筑、道路、山水环
境等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充分发
挥科技在石窟寺保护中的支撑作用，
完善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体系，重点针
对风化、岩体失稳等，系统实现大足石
刻及周边整体环境“变化可监测、风险
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可提前”的
预防性保护管理目标。

二、部门视角：开展系统
性研究，提升大足石刻保护利
用整体水平

当前，依靠单一学科或技术已无
法满足文物保护的实际工作需求，开

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是文物保护领域取
得突破性发展的关键路径和必然趋
势。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就需要
一个整体性的学科来统筹和整合多样
而分散的学科，包括历史学、艺术学、
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美学、工艺
学、设计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学科。
比如，以研究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
敦煌学，涉及语言文字、历史、经济、宗
教、美术、音乐、天文等学科；以研究巴
蜀石窟的大足学，涉及历史、宗教、考
古、艺术、民俗、文化等学科类；以研究
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故宫学，涉
及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
宗教等学科。对大足石刻来讲，要进
一步加强“大足学”学科建设，加大投
入引进培育博士生人才，办好《大足石
刻研究》专业学术期刊，持续开展大足
石刻“四百工程”，促进大足石刻资源
数字化共享，举办石窟寺保护利用国
际人才交流专场等活动，引导支持更
多学者讲好大足故事。

三、地方视角：开展系统
性关联，实现地方文化遗产整
体活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
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对遗产进行
整体性保护和传承，不仅指静态遗产的
关联性整体范围的划定，也指不同遗产
形态之间的关联性、互文性（遗产的构成
是对另一些遗产的吸收和转换）和整体
性。比如，大运河、丝绸之路等世界遗产
的流域性、文化线性、跨地域乃至跨国性
的超越式整体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
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地理
环境、生态系统等构成的整体性关联等，
都是整体性保护、传承和活化的体现。
基于敦煌莫高窟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敦煌石粉彩绘技艺、敦煌古乐器制作
技艺、敦煌舞、敦煌民间剪纸、敦煌木雕
画等，也是地方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

体现。对大足石刻来讲，要围绕文化遗
产的整体活化，推动雍溪老街等活态遗
产的“活性维持”和大足石刻的“活起
来”，支持大足石刻文化与大足剪纸、大
足石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融合、互
动展示，鼓励提供景区免费开放日、免费
讲解活动等文物惠民服务，实现遗产的
整体性保护和传承。

四、国家视角：开展系统
性建构，联合阐释中国石窟寺
整体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
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遗产保护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
性理念、行动和文化制度，它经历了半
个多世纪漫长的共识达成、行动统筹、
法规建设、制度设计和全球整合，最终
形成了全球性、国际化的整体性遗产观

和众多国家共同遵守的制度安排。文
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不仅是行动，也包含
遗产思想、遗产学术、遗产管理体系、遗
产保护制度等整个形成过程，目标是构
建、完善、丰富人类文明宝库。比如，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
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文物局《“十四
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等重要
文件，在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发布

《气候变化背景下石窟寺保护大足宣
言》等，都是为了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
交流互鉴、不断丰富完善保护的整体性
和系统性。对大足石刻来讲，要主动同
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等加强联结，广泛开展国际国内交流合
作，重点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
保存保护和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

“中国经验”，推动落实石窟寺保护国际
论坛计划，探索成立国内专门性保护研
究交流机构，为石窟寺文化传播与艺术
欣赏创造更多维场景，讲述好文化交往
交流交融故事。

进一步加强大足石刻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 李远丹 夏波

积极推动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

（作者李远丹为中共大足区委党校干部，夏波为中共大足区委组织部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