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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艺术——现代化传承理念与 
数字化传播路径

乔楚婷   候宇萱

摘要：敦煌壁画艺术一直以来是敦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既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又包含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敦煌非遗壁画艺术，使其适应现代社会

的需求和审美，实现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资源转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简述

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现代化传承理念，并探讨如何以此理念为依据、运用数字技术、艺术创作、

文化产业等手段，弥补传统传承方式的不足、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敦煌非遗壁画艺术，

使其能够在保持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基础上，更好地与现代社会和观众进行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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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敦煌非遗壁画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

遗产，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

文化遗产的瑰宝。敦煌非遗壁画艺术以敦煌莫

高窟为代表，涵盖了佛教、道教、儒教等多种

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展示了敦煌地区的历史变

迁、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宗教信仰等，具有

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敦煌非遗壁画艺术在保

护和传承上面临着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传承

人缺乏、社会认知不足的困境。如何有效地保

护和传承敦煌非遗壁画艺术，使其能够适应现

代社会的需求和审美，实现社会价值和文化价

值的资源转化的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旨在简述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现代化

传承理念，并探讨如何以此为依据、运用数字

技术、艺术创作、文化产业等手段，弥补传统

传承方式的不足、使其能够在保持其真实性、

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基础上，更好地与现代社会

和观众进行沟通和交流。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

分：第一部分概述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第二部

分简述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传统传承方式；第

三部分介绍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现代化传承理

念；第四部分介绍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现代化

传承实践；第五部分总结，并提出对敦煌非遗

壁画艺术现代化传承工作的建议和展望。

1 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概述

1.1 定义

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敦煌非遗

壁画艺术是以敦煌文化为主题，由敦煌地区各

民族群体于历史进程中创造、传承并发展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社会

价值。

1.2 特点

①规模与内容：以敦煌莫高窟为典型，有

735洞窟，492个含壁画，面积约 4.5万平方米。

内容广涉佛、道、儒教及世俗领域，包含佛经

故事、佛陀传记、各类宗教人物像、神话传说、

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等。

②风格与技法：历经多朝，融合中原与西

域风格技法。北魏简洁明快，线条主导，色彩

素淡；唐代华丽绚烂，色彩明艳，刻画精妙；

西夏浓重深沉，明暗突出，线条粗犷。

③内涵与功能：是美的呈现与文化传播载

体，反映敦煌历史变迁、民族融合、文化交流

与宗教信仰，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与价值观

念，兼具宣扬佛法、弘扬正气、记录历史等社

会功能。

1.3 分类

1.3.1 内容维度

佛教类：为主体，多在莫高窟洞窟，以《千

佛壁》《五方五智如来像》为代表，展现佛像

们各异的形态、姿态、服饰与色彩，体现了佛

教艺术多元，具审美性和宗教信仰、庇护与纪

念意义，是敦煌文化标志。

道教类：北魏至北周洞窟有分布，呈现道

经故事等道教元素，神秘奇幻。

儒教类：唐后洞窟可见，描绘儒家经典、

先贤等，有文化与社会功能。

世俗类：各时期均有，刻画历史、生活、

风土与自然，信息丰富真实。典型代表是北周

时期的《西凉女国图》，展示了西凉女国风情

与社会生活，对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1.3.2 风格维度

简洁明快型：北魏特色，如 285 号窟，线

条勾勒，色彩淡雅，构图简约，人物鲜活。

华丽绚烂型：唐代代表，以 57 号窟为例，

色彩浓艳，构图复杂，人物优美。例如，《王

道安与杨玉环像》它绘唐玄宗与杨贵妃肖像，

见证唐代皇室与民族风貌，具历史文化价值。

浓重深沉型：西夏典型，像 17 号窟，明暗

反差，色彩厚重，人物粗犷。

2 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传统传承方式

2.1 口头传说

口头传说是指在无完整文字记录时，借口

头与肢体语言传载故事，是敦煌非遗壁画艺术

最早且基本的传承途径。口头传说的内容主要

源于佛、道、儒教的各类传记传说，在地域与

民族间流变中催生丰富版本，成为壁画画师的

灵感源泉。同时它的生动叙事有助于激发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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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增强观众对壁画内涵的认同感。此外

口头传说还搭建起了画师与观众互动桥梁，使

壁画成为动态多元的文化。然而，口头传说易

受时空、人物因素的影响，内容在流传时易被

各地风俗、语言、历史篡改，从而影响壁画研

究准确性。且它依赖口传与肢体，缺文字记录，

难系统整理保存，若传承人缺失或失职，便有

遗忘消亡之虞。

2.2书面记录：客观却有失鲜活的传承之辅

书面记录以文字、图像等形式将非遗固定

于载体，如佛经、史书等，是敦煌非遗壁画艺

术重要补充。书面记录能为画师提供精准参考，

如依据莫高窟 257 号窟《维摩诘经变》壁画绘

制出《维摩诘经》。同时它客观系统的表达有

助于观众研学壁画，并能成为画师与观众反馈

评价的渠道，让壁画成互动批判的文化现象。

书面记录亦存短板，它因难以传达口头传

说的情感、语调等，常使内容失色。且受载体、

环境、技术制约，易因灾害、破坏、技术故障

受损，或因环境与技术变迁而无法读取使用。

2.3艺术表演：鲜活却易流变的传承之延

艺术表演以音乐、舞蹈等动态多媒体形式

展现非遗，是敦煌非遗壁画艺术关键延伸。

它以多种艺术表演为代表为画师提供灵感，

如 220 号窟《飞天》壁画的创作就是受敦煌古

代舞蹈《飞天》的启迪。它还能实现观众沉浸

式欣赏体验，增强他们的兴趣与参与感，并提

供互动交流平台，让壁画成互动共享创意文化

现象。

但艺术表演难以完整复现口头传说与书面

记录内容，常因自身特性取舍调整而致简化变

形。还易受市场、政策、技术影响，而迎合市场、

模仿跟风等，导致商业化与同质化。

3 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现代化传承 
理念

本章主要介绍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

创新性发展等现代化传承理念，分析这些理念

对于非遗壁画艺术保护和发展的指导意义。

3.1 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

社会的生产活动相结合，使其能够适应市场的

需求和变化，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转

化和提升的保护方式。生产性保护是敦煌非遗

壁画艺术的重要传承理念之一，在敦煌非遗壁

画艺术的保护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生产性保护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

中，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经济支持和社会认

同。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

和人力，如修复、维护、管理、展示等。生产

性保护通过将非遗壁画艺术与当代社会的生产

活动相结合，开发壁画相关的产品、品牌、服

务等创造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为非遗壁画艺

术的保护提供了经济支持和社会认同。

生产性保护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

中，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市场需求和创新动

力。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需要不断地适应

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满足不同的观众、媒介、

场合。例如，敦煌美术馆通过开展敦煌壁画主

题的展览、讲座、工作坊等，为敦煌非遗壁画

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和创新动力。

3.2 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来进行保护，既关注其表现形式，也关

注其背后的知识、价值观念、传承方式等要素，

这些要素是非遗壁画艺术的文化基础和传承条

件，如果缺失或破坏，非遗壁画艺术就会失去

其文化内涵和传承意义。整体性保护是敦煌非

遗壁画艺术的重要传承理念之一，它能够保持

敦煌壁画艺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连续性，在

保护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整体性保护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

中，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文化支持和传承保

障。例如，敦煌学院通过开展敦煌壁画的研究、

教育、培训等活动，为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

护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整体性保护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

中，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创新空

间。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利用

和开发其背后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等要素，

开展敦煌壁画的创作、展示、交流等活动，使

其能够与时俱进，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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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保护通过将非遗壁画艺术作为一个有机

整体来进行保护，使其能够利用其更深层次的

要素，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创新

空间。

3.3 创新性发展

创新性发展是指在尊重和继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和艺术手段，对

其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使其能

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审美、实现社会价值

和文化价值的提升和延续。

创新性发展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

中，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更新手

段。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运用如数字技术、

复制技术、修复技术等现代科技、艺术手段，

对非遗壁画艺术进行有效地保存和展示。这些

技术手段不仅能够提高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效

率和质量，也能够增加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形

式和内容。

创新性发展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

中，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艺术支持和创新手

段，如如动漫、游戏、影视、音乐等，对非遗

壁画艺术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

这些技术和手段不仅能够拓展非遗壁画艺术的

表现形式和内容，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和参

与者。例如，敦煌动漫公司通过运用动漫技术，

对敦煌莫高窟中的《西凉女国图》进行了改编

和创作，制作出了一部以敦煌文化为背景的动

漫电影《西凉女王》。

4 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未来化传承 
策略

本章主要介绍数字化传承、跨界融合、社

会参与等未来化传承策略，分析这些策略对于

非遗壁画艺术保护和发展的前景和挑战。

4.1 数字化传承

数字化传承是指运用数字技术，如数字扫

描、数字重建、数字展示等，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高效地保存、展示和传播，是敦煌非遗

壁画艺术的重要的未来化传承策略。

数字化传承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

中，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高效的保存和展示

手段。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面临着自然灾

害、人为破坏、游客压力等多种威胁，需要采

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存和展示。数字化传承通

过运用数字技术，对非遗壁画艺术进行高效地

保存和展示，使其能够免受外界的损害，同时

也能够方便地向公众展示。例如，敦煌数字博

物馆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对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进行了高清晰度的扫描、拼接、修复、重建等

操作，使观众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到敦煌非遗壁

画艺术的全貌和细节。

数字化传承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

中，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广泛的传播和交流

手段。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向

更多的人传播和交流，引更多的观众、参与者、

合作伙伴等。数字化传承通过运用数字技术，

使其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例如，敦煌

网络学院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对敦煌莫高窟的

壁画进行了在线教育和培训，使更多的人能够

学习和了解敦煌非遗壁画艺术。

数字化传承秉持着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以

数字扫描技术为基础，打破了传统传承方式的

局限，其具有准确性和稳定性，几乎不受载体、

环境等的影响，因此避免了口头传说、书面记

录的变异、失真和流失。且数字化扫描的结果

具有客观性，不受主观的情绪、意愿等影响，

从而避免了书面记录、艺术表演趋于片面和主

观臆断局限。

4.2 跨界融合

跨界融合是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领

域或行业相结合，如科技、教育、旅游、娱乐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地转化和发展的

发展方式，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和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跨界融合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中，

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多元的展示和体验手

段，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吸引力、影响力。跨

界融合将非遗壁画艺术与其他领域或行业相结

合，对其进行多元的展示和体验，使其能够满

足不同的观众、媒介、场合等。例如，敦煌文

化创意园区通过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科技、

旅游、娱乐等相结合，开创了敦煌壁画 VR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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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馆、敦煌壁画主题酒店、敦煌壁画音乐剧等。

跨界融合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中，

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多样的创新和发展手

段。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与其

他领域或行业进行创新和发展，以拓展表现形

式、内容、功能等。跨界融合通过将非遗壁画

艺术与其他领域或行业相结合，使其能够适应

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审美，实现其社会价值和文

化价值的提升和延续。例如，敦煌动漫公司通

过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动漫、游戏、影视等

相结合，制作了敦煌壁画主题的动漫电影《西

凉女王》、敦煌壁画主题的游戏《飞天》、敦

煌壁画主题的影视剧《千手观音》等，实现了

非遗壁画艺术的创新和发展。

跨界融合同时体现了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

保护的现代化传承理念，它不仅具有传统的艺

术表演所具有的互动性、共享性、创造性的优

点，还在表演的基础上极大丰富了表现形式。

当然跨界融合也不可避免地承袭了艺术表演的

局限性，例如不论是体验馆、影视剧还是游戏

都对壁画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和变形，以

适应其自身的特点和条件。

4.3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各

界人士相结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共同地保

护、传承和发展。同时它也着重体现了生产性

保护的理念。

社会参与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中，

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人力支持和社会责任。

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保护面临着自然灾害、人

为破坏、游客压力等多种威胁，需要采取有效

的措施进行保存和修复。社会参与通过将非遗

壁画艺术与社会各界人士相结合，对非遗壁画

艺术进行共同地保护和支持。例如，敦煌文化

基金会通过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传承人、专

家学者、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等相结合，

对非遗壁画艺术进行了共同地保护和支持，以

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承担法律、道德、

文化等责任。

社会参与在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中，

为非遗壁画艺术提供了社会需求和创新空间。

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满足社会

各界人士的需求和期待，如提高其教育价值、

旅游价值、娱乐价值等。社会参与能够使其适

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审美，实现其社会价值和

文化价值的提升和延续。例如，敦煌网络学院

通过将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网络用户相结合，

开展在线教育和培训、在线互动和交流、在线

创作和分享等活动，共同地传承和发展非遗壁

画艺术。

5 结论

本文以敦煌非遗壁画艺术的传统传承方式

的局限为切入点，围绕现代化传承理念系统地

探讨如何开展现代化传承实践，如建立数字展

馆、开设在线讲座、设立文化 IP、影视化等，

这些活动都以新媒体为载体、体现了现代信息

化时代的鲜明特点——数字化。数字化技术使

人们能更高效地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管理和

传承，同时借由新媒体这一新的信息传递载体，

它也改变了文化遗传保护的思维方法和创意展

示的呈现方式。要更大程度地发挥数字化技术

的作用和优势、以科技创新文化业态，就必须

深化传统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必须在准确把握

文化发展的新动向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科技，也

只有如此，才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敦煌非遗壁画

艺术，最终使敦煌壁画在传统的基础上焕发出

新的、随着时代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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