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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釋圓絜.U0200003 

班別年級：學四班 

出國地點：中國 

研修機構：敦煌研究院 

出國期間：106 年 3 月 20 日至 106 年 4 月 4 日 

報告日期：106.04.26 

 

 

緣起／準備： 



  從未想過會有那麼一天踏上大漠裡的玫寶－莫高窟。此次研修

計劃起源於我們的指導老師－果慨法師，希望帶著學校的學生，創

造機會能走出去，與外界做交流，去學習別人的東西，也把我們在

法鼓山所學的帶出去，就那樣的一個念想，我有了機會去到了一輩

子一定要去一次的敦煌石窟，走到千里之外的黃沙裡，走進了千年

之前的佛教輝煌的時代。 

 佛、菩薩、飛天、供養人、壁畫、塑像及懸在石壁裡的洞窟，是

何等的力量，造就出這一個又一個的莊嚴無比的殿堂，雖然經過了

歲月的洗禮、經過時代動盪時人為的破壞，卻無損我們朝聖的心

情。 

 當然，準備一個十六天行程的事前工作，其實是毫無頭緒的，還

好在出發前，安排了兩次三天兩夜的培訓營隊，包括了需要參訪石

窟的課前研讀、各個歷史景點的報告甚至是腳程及體力的培養，慢

慢地讓還沒有出發前的我們，了解及習慣腦力、耐力及體力的負擔

能力。 

 

研修機構簡介： 

  敦煌研究院位於中國甘肅省敦煌市莫高窟北區與南區之間，其

前身為常書鴻、徐悲鴻、梁思成等人籌劃並於 1944 年獲得中華民國

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目前它是中國負責研究、

保護、管理、宣傳和開發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的科研文教機

構，同時也是中國國家古代壁畫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依託單

位。 

  敦煌研究院是負責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

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瓜州榆林窟、敦煌

西千佛洞、慶陽北石窟寺管理的地廳級綜合性研究型事業單位。

辦院方針為“保護、研究、弘揚”。前身是 1944 年成立的國立

敦煌藝術研究所，1951 年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 年擴建

為敦煌研究院。 

  院內設有黨委委員會、院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和工會委員

會。下屬保護研究所、美術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敦煌文獻研究

所、文物數字化研究所、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編輯部、敦煌學

信息中心、接待部、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莫高窟數

字展示中心、網絡中心、敦煌石窟監測中心、文化創意研究中心



等 14 個業務部門，辦公室、人力資源處、科研管理處、計劃財

務處、保衛處、總務處、國際合作與交流處（港澳台處）、審計

處等 8 個行政服務部門，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炳靈寺文物保

護研究所、北石窟寺文物保護研究所、榆林窟文物保護研究所、

西千佛洞文物保護研究所等 5 個直屬事業單位，敦煌莫高窟旅遊

服務公司、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甘肅恆真數字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甘肅莫高窟文化遺產保護設計諮詢有限公司、甘肅鴻文敦

煌藝術研修中心等 5 個文化科技與創意企業。 

  敦煌石窟和敦煌藝術，是敦煌學的重要研究對象。作為研

究、保護、管理敦煌石窟的專門機構，敦煌研究院具有得天獨厚

的優勢和重要性。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敦煌石窟日益引起社會

的重視。1941 年監察院長於右任赴西北考察後，大力呼籲設立

敦煌石窟管理研究機構。 

歷任院長： 

˙1944年 2月，常書鴻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 

˙1950年 8月，常書鴻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 

˙1982年，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任名譽所長。 

˙1984 年 8 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續任敦

煌  

  研究院院長，常書鴻任名譽院長。 

˙1998年 4月，樊錦詩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任名譽院長。 

˙2015年 1月，王旭東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任名譽院長 

   

國外研修課程之學習： 
1.授課教授：王旭東 院長 

 授課主題：敦煌整體價價與保護 

 

2.授課教授：趟聲良 副院長 

     授課主題：敦煌佛教藝術研究選題 
 

3.授課教授：陳海濤 副研究員 

  授課主題：敦煌藝術的經典的數字闡述 

 

4.授課教授：張先堂 副院長 

  授課主題：石窟供養人的研究 



 

5.授課教授：王惠民 研究員 

 授課主題：敦煌學研究選題 

 

國外研修生活之體驗與學習： 

  從小就生長在氣候溫暖濕潤的台灣，剛下到蘭州機場除了心情

的雀躍外，還有冷冽乾燥的氣溫，還記得當日一出機場大門時，氣

溫顯示是個位數的，每吸入一口的空氣，伴隨而來的讓我頭腦馬上

感受到清醒的冷空氣。 

  在前幾天裡我們都在莫高窟裡，早上研究石窟，下午則是上敦

煌研究院的課，接著與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員做交流。這其中特別的

體驗是我們一天遇到好幾種的天氣變化，早上雖然晴空萬里，但氣

溫依舊寒冷，中午遇到的揚沙，算是沙塵暴的一種，只是規模小了

許多，站在石窟外的棧道上，看著遠方刮來一陣一陣的風沙，對我

們來說真的衝擊不小。最高興的是下午上完研究院的課後，走到戶

外，突然就下起雪來了，大家開心的像個小朋友，站在戶外，享受

著雪飄在臉上的沁涼感。 

  在與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員及講解老師的互動裡，可以明顯的感

受到他們對佛教藝術的熱忱，在莫高窟裡看到各各層面的精進觀。

以世俗諦來闡述精進觀的意義，藝術的熱情？！解說員的熱情？！

而身為一個佛教徒，我們對佛法弘揚的熱情？！ 

 ●修行的精進，在敦煌實習的過程裡，所看到的各種的精進態

度。 

 ●以陳海濤老師為例，在最後一天裡，特別在捨身飼虎的石窟

裡，為大家解說他接下來想進行的方向，從他的眼神裡看到了對藝

術的熱情，想以正確的知見向大家說明佛教藝術為大家帶來什麼影

響。 

  當然，以目前中國的政治及文化背景使然，在整個佛教石窟

裡，我們可以聽到歷史及藝術的講解，但似乎很少碰觸到經教修行

層面的義理解說，在這參訪的過程裡，也一直思惟著，這些歷史及

藝術若是以經教為基底的話，是不是更可以詮釋出另一種的不同層

面來。 

  而令人深刻的課程是王院長在為我們上課時，一開頭他所提及

的 “保護是基礎、研究是核心、弘揚傳承是目的，人心穩定、世界



和平”，這與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建設人間淨土、提升人的品

質”的理念的一致的；在當下立即感受到，不管在多遠的角落裡，

還是有人選擇默默為這世界奉獻出一份美好。 

遭遇之困難： 

  此次國外的研修體驗遇到幾個難題。 

1.食～由於是佛教團體的關係，我們都是食用素食料理，相對台灣

的素食料理發展來看，似乎把素食還是停留在全部都是吃蔬菜上

面，在熱量的攝取上是有些困難的，但很感恩的，在一片荒漠裡，

還能吃到素食的東西，實在難得了。所以對於自己身體所需要營

養，要注意是在出發前可備好一些比較高熱量的食品，十六行的研

修行程是需要大量的體力的。 

2.衣～第一次遇到可能會達到零下氣溫的天氣，以出家眾要準備衣

物是比較傷腦筋的，除了以保暖為重也不能失了威儀，以在整理行

李前是有點問題。 

3.當然，在此次的規劃裡，有安排行前培訓的課程，只是覺得不足

的地方是在研究石窟內壁畫及塑像時，深深的覺得自己研讀的經典

真的不夠，無法一一參照經典的內容，而更準確的探討出一幅經變

圖或故事畫裡要呈現的意涵。 

4.在舉辦活動，無非是希望能增加學院的特色與價值，無非是希望

能得到學校的支持與鼓勵。 

研修之具體效益： 

  一個能走出教室外、走出台灣以外的國家的研修實習來說，這

不僅僅是學生們在心靈上及眼界上的收獲，更是一個重視博雅教育

小而美的學院來說，更可以發展成學院的學習指標，這個指標以佛

法教理為基礎，融合了建築空間、人文關懷、美學藝術，更能延伸

出別於其他學院的特色，雖然這是第一次舉辦這樣的活動，但我們

可以看到一個建構佛法與世學兼備的多元環境的雛型，如同學院的

目標，以培養「悲智 和敬」能力與態度，建構自主且融和的學習能

力，培養跨領域學科素養、關懷生命、奉獻社會的各級領導人才。 

  在創辦人聖嚴法師的創校期許：「是一處善良動能的發源地，

可為我們的社會培育出更多淨化人心的發酵種籽」，我們相信這等

人才的培育，不單單能在一個固有的環境裡完成的，鼓勵學生們能

夠多元的發展，走出校園、開展三觀(意指「價值觀、人生觀、世界

觀」)，是一種很具體且有效益的作為。 



感想與建議： 

  很開心我們這一群團員，共同完成了十六天的研修實習計劃，

彼此之間有了很珍貴的回憶，從前置作業、兩次的培訓計劃到真正

出發，我們有外護及內護，每個人依照自己的能力所長，互相照

應；我們分劃了佛教藝術、建築空間、多媒體及經教修行，可以用

著自己所學或是自己所想投入的範圍自由發展。這樣的方式對我們

來說也是另一種的相互相融的效果。 

  建議學校可以支持這樣研修交流的活動，成為學校一個辦學的

特色，由於整個活動是拉到中國的西北方－甘肅，為期十六天，這

裡面的配套措施是否可以更加完善，例如：學校派選研修學生的公

假問題、行門必修課程的問題還有非派選學生(自願參加者)的請假

問題。當然，這樣第一次的活動，我們在問題中找尋方式，讓一次

比一次更成熟，我們必然是希望每一場活動對學生、對學校都有加

分的作用，以期自己都能像創辦人所說的，我們都是一個善的種

籽，如何把這個種籽帶出去，走出法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