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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峪沟石窟壁画艺术保护 
刘榆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830000） 

摘要：石窟壁画多以宗教故事、社会生活等题材为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寺观壁画。石窟壁画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

遗产，其保护与修护问题倍受国内外的关注。吐峪沟石窟群保存有大量精美石窟壁画，由于吐峪沟石窟群地势险要、处于干旱高温

地区，窟内壁画的保护研究相对较少。在此，文章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并查阅相关文献提出对于解决这类壁画的治理对

策的思考，为吐峪沟石窟群壁画与丝绸之路出土的石窟壁画保护进行补充。本文将运用文献法、实地考察研究、比较法的研究方法，

对文献资料进行梳理，通过实地考察和与其他洞窟中壁画修复的方法比较，提出针对壁画修复与保护的看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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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吐

峪沟村。是吐鲁番地区现存高昌时期 早、 大、 具有代表性的

石窟群，洞窟形式丰富，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宝库，

对于研究中西历史文化交流的交通史、艺术史、建筑史等具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由于吐峪沟石窟地理位置较特殊，地处山崖，久经风

沙侵蚀等自然及人为原因窟内壁画大量受损，并且吐峪沟石窟所处

位置特殊及吐鲁番气候极度干旱的特殊性，石窟内壁画与造像的保

护成为难题。综合客观条件及对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本文所讨论的

研究角度归纳为如下方面：1.吐峪沟环境，现状及壁画内容介绍；

2.对比其他地区石窟壁画保护工作，进行思考分析；3.针对修复吐峪

沟壁画、塑像所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思考。 

第一章  吐峪沟环境及壁画类型介绍： 
第一节  吐峪沟石窟位置特点：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乡麻扎村，处火焰山

腹地。是连通火焰山南北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佛教石窟寺艺术由

西域向内地传播的关键节点，对研究我国古代石窟的发展演变具有

重要的意义。 

吐峪沟石窟是古代高昌地区营造规模 大、延用时间 长、开

凿时代 早、洞窟类型 为齐全的具有年代标尺意义的佛教石窟寺

遗址群，由沟东、沟西两区多处寺院构成。两处寺院遗址斩山崖面

遗迹丰富，洞窟类型与情况复杂，修复过程中需要分类不同时间所

建造的石窟，夏立栋老师在《吐峪沟石窟的斩山崖面区段与遗址考

古》中讨论了斩山崖面区段在石窟考古分期中的重要作用，可作为

时刻建时间分类的依据。 

吐峪沟石窟群中百余座洞窟分布在吐峪沟东西两侧的断崖上。

根据夏立栋老师的研究：“古代多数石窟寺在营造开凿时，首先需要

选择合适的山体斩山切壁，形成开凿洞窟的峭直崖面和窟前平台”[1]。

在石窟建设过程中，如果需要同时营造一组洞窟，“一般会斩切形成

同一段山体崖面，称为斩山崖面区段”[2]，因此确定斩山崖面范围与

崖面内 初开凿的洞窟组合，可通过不同斩山崖面区段的早晚关系

确定洞窟组合的时代早晚，通过对石窟所处位置崖面时间的分析，

可得出洞窟营造时间，针对不同时间和批次建造的石窟修复工作分

类提供条件。 

要对吐峪沟石窟群壁画进行修复，就要了解其地理环境。吐峪

沟地区温度变化大，雨水蒸发量也大。冬天平均 低气温可达-7.8

摄氏度，夏季 高气温达 40 多摄氏度，年温差大。石窟群所处环境

也较为干燥，夏季 干燥时相对湿度平均为 20%左右，壁画自身含

水率 高仅 4%。部分壁画处于开放状态，紫外照射强，这样的环境

对壁画的保存极为不利。 

第二节  吐峪沟石窟壁画及残缺原因： 

吐峪沟石窟壁画内容主要以佛教壁画为主，也有摩尼教壁画的

内容。例如，因佛教壁画多以修行为主，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称

第 1、20、42 窟的壁画内容为“苦修者窟”。吐峪沟石窟群中的壁画，

从形制、内容都是高昌佛教发展的产物，并带有吐鲁番的地域的特

色[3]。在内容上，吐峪沟壁画的主要绘制了佛教教义内容和佛本生故

事及回鹘人物形象、天神形象等，经常在石窟四壁和顶部发现千佛

题材。绘制方法上应为线描平涂法为主，从人物身体线条和服饰线

条可以看出轮廓感强，既有较为强劲的铁线描，也有与龟兹风格相

同的曲铁盘丝式[4]。吐峪沟石窟中壁画内容丰富，壁画形象所绘服饰、

首饰、绘画技法以及绘制材料，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佛教的传承，也

能够成为研究古代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 直接的可靠资料。可以

反映出当时高昌地区在文化和经济活动中的交流传播信息，极具历

史价值。因此，无论是对于研究高昌时期佛教艺术与经典传承或对

吐峪沟石窟壁画进一步的考察、探讨，也是需要对其加以保护与修

复为其前提的。 

关于吐峪沟石窟群壁画受损的原因，除了有风沙侵蚀、地震、

长时间氧化等自然原因，经过病害统计，分类为影响结构稳定性的

地仗脱落、裂隙和空鼓等病害，以及颜料层病害：颜料层粉化、脱

落、起甲病害；表面污染类：水渍、积尘、覆盖和划痕病害，以及

其他类酥碱、窟壁潮湿、土体掩埋和生物病害。[5]同时，后期保护过

程中要注意首要保证壁画的基本安全。此外，壁画受损更有人为破

坏、盗窃等原因。在 20 世纪曾有国外探险队进行过偷盗，因而导致

壁画大量缺失。吐峪沟地理位置较为偏僻险要，气候较其他地区更

加干燥，这都会继续加剧壁画的损伤，因此，如果不进行保护措施，

将会对文物产生难以挽救的伤害。 

第二章  云冈石窟与敦煌石窟中壁画修复案例借鉴 
第一节  以云冈石窟五华洞中壁画修复为例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是国内现存规模 大的古代石

窟群之一，其石窟特点是以典型的皇家风格造像为主，这一点使得

云冈石窟异于其他早期石窟。五华洞指云冈石窟第 9、10、11、12、

13 洞窟，其壁画风格雍容华贵、色彩绚丽，注重装饰而得名，在此，

以云冈石窟中“五华洞”壁画修复过程为例，对石窟壁画修复方法

进行思考。 

五华洞石窟中壁画与吐峪沟石窟群中壁画受损的相同之处在于

“都有由于风沙、强光辐射、温湿度变化、粉尘污染等自然环境因

素长期影响造成的支撑体严重风化、壁画层酥碱、空鼓、壁画大面

积脱落等诸多病害，不同之处在于云冈石窟地理位置不同，因而气

候相对湿润，窟区湿度和降雨量较大。”[6] 

五华洞中的壁画曾经在清代时重施彩绘，因此，窟内壁画色彩

更加绚烂华丽，五华洞中壁画的色彩与画面效果展现相较于其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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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在视觉上年代更近。1974 年，云冈石窟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维护

工作。在这次维护工作中，工作人员发现洞窟内的雕刻、支柱、部

分大型佛像内部已经出现了空洞、破损等问题，从此，云冈石窟管

理处开始培养专业人才、组建队伍，研究大量古今文献资料，同时

也采用传统和现代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7]。近几年，

修复更加注重科学系统性整体修复治理，了解了壁画受损原因后，

专业工作人员对石窟进行了科学的保护：运用现代颜料纯丙烯酸乳

液具有图层膜，这种涂层膜可以对壁画形成保护机制，使壁画表层

变得更加耐腐蚀，同时也有保护光合度和色泽的效果；在维护过程

中，针对解决地仗层空鼓的问题，加固材料中加入定量的烧料疆石，

可有效地提高地仗层的抗水能力和抗湿能力；对损坏壁画的修复工

艺，主要包括对壁体除尘，注射黏合剂，重新修复墙面颜料， 后

再对壁体进行支顶回贴。 

第二节  以敦煌地区石窟壁画问题研究与修复方法为例 

位于甘肃敦煌的安西榆林窟中，第 6 窟壁画同样也存在起甲、

空鼓等病害，这些壁画病害直接对壁画保存构成危害，对此，李树

若等人对其进行了锚固、边缘加固等手段，以解决壁画的空鼓问题，

以便之后对壁画进行修复。针对起甲酥壁画，研究人员使用聚醋酸

乙烯乳液进行修复，同时该窟建筑方面已出现问题，这同样对石窟

内壁画保存不利，因此同时也对该窟窟顶进行了窟内建筑稳定性加

固，以便更好地保护窟内壁画以及文物。 

吐峪沟石窟群虽然地处干旱地区，但壁画保存时间长，难免会

遇到雨天积水与地下水、空气中湿气的侵蚀损伤，同时吐峪沟山体

中也有河流水源，部分石窟湿度会更大，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例如

65 窟，窟内有大量淤土，湿度较其他洞窟大，影响结构稳定性的病

害占比达 32%，可能形成地仗脱落，其所处环境潮湿，病害处于持

续加剧状态。 

在对敦煌石窟壁画修复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病害的表现形式与

程度因洞窟环境而异。在对榆林窟壁画修复过程的研究中，发现“水”

也可以成为使得壁画产生酥碱病害的主要原因与活跃因素，洞窟内

湿度也是随季节与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湿度的控制也是防

治酥碱病害发生的首要控制因素。 

第三章  探索吐峪沟壁画修复方法与思考 
目前，壁画加固修复保护技术有两大趋势：一是材料研究，即

在不同环境下针对壁画问题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二是修复技艺不

断科学系统化完善。综合吐峪沟石窟群壁画现状、所处地理环境、

其他石窟壁画保护方案，在 大程度保护、修复壁画的角度，便于

今后的壁画研究与传承及今后的再修复，提出以下保护建议： 

在分析壁画受损原因方面，敦煌莫高窟第 85 窟利用 X 光与衍

射、偏光显微镜、气相色谱和质谱联用技术、离子色谱等多种分析，

对窟内壁画绘制颜料中的矿物质与色素结构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

析。 在对吐峪沟石窟群壁画进行修复时，也可针对洞窟环境选择现

代科学仪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在修复过程中面对不同问题对症

下药。 

石窟中壁画由于光照及其温湿度波动的影响，颜料层存在颜料粉

化、剥落现象，在保护过程中要注重颜料层的起甲回贴与固色工作。

和榆林石窟相同，可利用注射粘合剂的方法：“一般在壁画起甲的裂

口处，注射聚醋酸乙烯乳液或丙烯酸乳液，注射粘合齐的部位。”[8] 

针对吐峪沟石窟中的壁画地仗脱落、裂隙和空鼓病害，分析其

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壁画地仗与支撑体黏结不牢，地仗在自身

重力作用下，会分离空鼓，地仗作为我国传统的一种土木工程技法，

在木质结构上覆盖一种衬底，以达到防腐防潮的目的，因而地仗的

损害会直接导致壁画的残缺。第二是壁画面积过大，在温差的长期

影响下，也会使地仗脱离支撑体，从而导致壁画受损。[9]吐峪沟山谷

中的河流流动导致部分石窟湿度就会较其他窟大，更加容易出现病

害问题，水分的不稳定挥发更容易诱发仗层产生脱落和开裂等病害。

壁画保存年代久远，结构脆弱，在保护过程中应首先进行缺失地仗

修补与加固、裂隙勾补和空鼓灌浆等结构补强措施解决其稳定性问

题，避免或抑制壁画影响结构稳定性病害的发生与发展。 

在气候大环境方面问题，吐峪沟地区气候干旱，环境变化大、

水分挥发严重。保护过程中，首先进行缺失地仗修补与加固、裂隙

勾补和空鼓灌浆等结构补强措施，以解决其稳定性问题，抑制壁画

结构稳定性病害发生。此外，从形制上而言，壁画的性质较稳定，

在大多情况下不会形变。因此，“如果使用的保护材料与壁画本来的

材质相同或者 大程度上相似，新旧壁画两者将会更好地融为一体，

从而降低壁画形状改变的可能性。”[10] 

对于壁画保护工作要明白与时俱进与因地制宜，坚持不断地勘

查修复并进行标记，以便后期修复再次勘查病害。石窟内壁画的修

复工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之前修复过的细小裂纹随时可能因时间

推移及当时修复材料技术的限制等原因再次出现复损。文物修复的

过程中，每一步都是在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的破坏速度赛跑，这

需要技术与材料不断更新、不断修复的过程。 

此外，在之前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也发现吐峪沟壁画管理部门

人员紧张，仅有门卫负责看管，目前同样缺乏相关专业人员对壁画

进行日常养护，壁画管理制度还存在更加健全的空间，因此也建议

可以建立针对吐峪沟石窟群更加健全的相关管理及养护制度。 

壁画的传承需要在保证其健康的前提下进行，要坚守 小干预

的保护修复原则。石窟壁画与建筑壁画的修复工作有所区别，建筑

类壁画的修复重点是注重于美学修复，对审美因素要求大于复原本

身的要求，需要达到壁画与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因而在修复过

程中会略加改动。然而石窟壁画则要以维护与恢复期原有形态为主，

对石窟壁画进行保护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与研究我国经典文物，因

此，石窟壁画的修复还须将出土现状作为壁画的原状，保证其历史

价值不被破坏的前提下修复，而不是掺杂其他绘画风格与技法，要

尽全力保存其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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