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鼓文理學院選送學生赴國(境)外實習 

 

 

成果報告書 
 
 
 
 
 

佛教藝術流轉迴映──古絲路‧敦煌‧深度覓行 

 

 

 

學生姓名：釋通禮 

班別年級：學士班四年級 

出國地點：中國大陸甘肅省敦煌 

實習機構：敦煌研究院－藝術工作坊 

出國期間： 106 年 3 月 20 日至 106 年 4 月 4 日 

報告日期： 106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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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 (選送生獲補助年度、薦送學校系所、年級、 

中文姓名、前往國外實習國家、國外實習機構名稱、國外實習考評

成績或評語及短片時間及標題)  

獲補助年度 106年度 

系所、年級  學士班四年級 

中文姓名  釋通禮(林月玲) 

國(境)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中國大陸-甘肅省 

國外實習機構 敦煌研究院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一、 緣起  

 

  學生有幸參加國際事務組所舉辦的「佛教藝術流轉迴映──古絲路‧

敦煌‧深度覓行」，我們都知道敦煌石窟對於佛教研究有著重要的地位及

意義。敦煌研究院長期以來也與法鼓文理學院有著良好學術交流關係，特

別安排此一回師生至敦煌研究院實地見習的活動，以「佛教藝術的創新與

應用」為學習主軸，透過敦煌豐富的佛教藝術石窟考察、系列專題講座與

主題組別交互討論，期能培養具弘傳佛教之宗教師，與達成培育佛教研究

人才與教育師資及促進國際佛教學術界、教育界交流合作。除了參訪敦煌

石窟外，其周邊擴及過去西域商貿之重要絲路沿線，實地至古時佛教傳承

之路線與古寺見習，並沿線至炳靈寺石窟、麥積山古窟，透過同行專家學

者定點講解作深入考察與見習，期能讓學生們將所學經典透過親身閱歷轉

化為材，以利漢傳佛教之研究與弘化。 

 

二、 國(境)外實習機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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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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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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研究院負責之世界文化遺產有敦煌莫高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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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石窟寺等處。辦院方針為“保護、研究、弘揚”。1951年改組為敦煌文

物研究所，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現任領導：樊錦詩為名譽院長，王旭東為院長、黨委書記，

馬世林為黨委副書記，羅華慶為副院長，張先堂為黨委委員、副院長，趙

聲良為黨委委員、副院長。 

  敦煌研究院根據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規律，確定了以保護為基礎，研

究為核心，弘揚為目的，管理為保障的社會責任目標及相應的分類管理制

度，形成了“基於完整性的敦煌文化社會責任質量管理模式”，實現了敦

煌石窟保護為前提的負責任文化旅遊服務。先後承擔省級以上科研課題

120餘項，發表論文 3700餘篇，獲省部級以上獎勵 70餘項，授權專利 50

餘項，編制國家或行業標準 13項。是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

術研究中心、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甘肅省古代壁畫與

土遺址保護重點實驗室的依託單位。 

  敦煌研究院已發展成為我國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數量最多、跨區域範圍

最廣的文博管理機構，在國內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遺址博物館、敦煌學研

究實體、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科研基地，國家一級博物館。2010年在巴

西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4屆會議上，莫高窟被譽為“有效保護與可持

續旅遊管理方法的典範”。 

   

 

 歷史 

 1944年2月1日，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直屬國民政府教育部，

設考古組、總務組。1945年6月，撤銷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46年5

月恢復，改隸中央研究院，1948年重屬教育部。 

 

 1950年8月，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屬中華人民

共和國文化部文物局，設美術、保管、資料、行政等組。1959年，改

屬甘肅省文化局。1966年，所內設有兩部一室：研究部、保管部和辦

公室。1979年10月，所內設辦公室、文物保管室、考古研究室、美術

室、資料室、接待室。第二年，成立敦煌遺書研究室。 

 

 1984年8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院內設保護研究

所、考古研究所、美術研究所、敦煌遺書研究所、樂舞研究室、資料

中心、接待部、攝錄部、編輯部、辦公室等十部門，成立學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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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成立的榆林窟文物保管所，由敦煌研究院代管。1994年8月，

成立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列中心。1994年12月，敦煌遺書研究所

更名為敦煌文獻研究所。 

 

 文物修復實例 

  敦煌研究院歷時十四年，修復西藏三大重點文物布達拉宮、薩迦

寺、羅布林卡壁畫保護修復工程，以及阿里古格遺址和日喀則夏魯寺

壁畫保護修復項目，累計達到8800餘帄米。 

 

三、  國(境)外實習機構之學習心得  

 

  這次參訪的行程，多半的行程是安排參觀河西走廊裡經過百年或千

年的石窟為主要行程，全團員在敦煌研究院的幾天，早上參訪千年莫高

窟，下午則進行研修課程及學術交流。因為是參加了經教修行組，透過

講解員的學術解說，其中加入老師、同學們在學校所學的經教基礎，看

的不是數位化的石窟，而是真真實實的踩在莫高窟上，頂著一座座的石

窟，融合在佛教藝術、建築等各項因素的殿堂，解行並重的學習，更加

深刻的了解石窟所代表的意義。了解石窟對於敦煌當地的重大地位有著

多樣性，歷史的見證、經濟的改善等等，因為地理位置而有了石窟，也

因為有了石窟有了今日的敦煌。 

  在石窟圖像研究中，石窟內特定一尊或一舖的造像，在石窟己擔任

十年解說員的娜娜姑娘竭盡所學的跟我們說明造像的年代、內容、特色、

風格及變化等，我們了解整個石窟結構的基礎中，更令我感動的是，在

這黃沙滾滾的敦煌，有著許多對石窟充滿熱血，默默付出的善知識，讓

這千年敦煌更加有義意，不只是冰冰冷冷的泥塑及壁畫，我彷彿看到當

時的情景，畫師的用心，供養人的誠心，佛菩薩的慈悲，真的無法言語。 

 

 

 學生此次研究的主題是： 

◎圖像研究中，石窟內特定一尊或一舖的造像，在石窟己擔任十年解說員

的娜娜姑娘竭盡所學的跟我們說明造像的年代、內容、特色、風格及變化

等，我們了解整個石窟結構的基礎內容及功能。 

◎義理禪法：基於上述圖像的研究，說明其背後的經典依據、義理含義及

其觀修運作或可能的宗教儀式，以還原石窟原本的功用。 

◎宗教學史：協助探討圖像所可能蘊含的深層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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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境)外學習之生活體驗  

 

 此次校外教學的行程 

 
 

 此國外學習是學生出國最長的一次，當地的天氣跟台灣很不相同，除了

要適應氣候環境之外，還要在緊湊的行程中，消化吸收所見所聞，其實

真的會覺得有一點吃力，但也非常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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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眼過去，尌是一片寒漠，雖然已經三月中後四月初，可是氣候仍有低溫

到零下的寒冷及中午覺得熱的溫差。 

剛到敦煌的幾天在敦煌山莊掛單，安排早上參訪，下午晚上研習的行程。

這樣的安排，一者由於無須舟車勞頓，身心會比較安定之外，也可以有比

較充裕的時間可以調適氣候的不同。不論在參訪行程的安排上，或是研習

課程的豐富度，都讓學生增長很多見聞及知識。 

後面的行程，尌比較多時間在搭車參訪的行程安排。旅行社已經很用心，

減少很多交通上的不便與時間，在車上也會有導覽，若精神上允許，都會

集中精神去聆聽並吸收。 

 

 印象深刻處 

 

從書上或網路上，其實很容易找到石窟的相關資料。但這樣的資料照片，

都遠不及現場親眼看到，來的震撼與令人有些省思。一來是讚嘆，大家都

知道石頭是非常堅硬的物體，要穿鑿、雕刻是多麼不容易且艱難的任務，

更何況他還是雕刻佛像，具宗教意義的藝術，若沒有透過禪修，應該很難

有如此莊嚴的創作產生。而身後這些色彩鮮明的壁畫，也是透過當代的工

匠不斷的構思，找尋適當的材料，才能讓這樣的藝術保留至今。畢竟從創

作完成，也曾經歷過多次的法難破壞，現在還能讓學生得以看到，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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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少人的心血才能成尌，看到這，不禁由衷的感恩。 

 

 特別的體驗 

 

身為一位出家眾，應該不可能去做出騎動物這樣的行為，但是如果不透過

他，尌得自己步行穿過沙漠呢？且還會造成團體的困擾？嗯~~所以此行面

對這樣的抉擇，尌是決定遵照團體的安排，騎駱駝穿越沙漠。 

 

五、 國(境)外學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學習目標以「佛教藝術的創新與應用」為主軸，經典則以素有經中之王美喻的

《法華經》為深度考察專題。本團將在石窟現場，以一邊實際參觀洞窟，一邊

結合考古、圖像與佛學三方面的師資作全面性的引導講解，為此學習之行提供

最好的學習條件。 

 

學習成果將可應用於法會之壇場設計、多媒材空間佈置、法會供養物擺設、送

聖動畫等。吸取古佛教藝術精華，呈現具當代人文氣息、現代藝術、數位科技

的法會空間；提供現代人一個更莊嚴、更環保的共修場域。 

 

六、  感想與建議  

 

此一絲路行，在各方面不管是食衣住行及種種學習裡，都有著很不同的感想，

在起程前一連串的上課及前行訓練為的尌是有好的體能應付參訪的行程，對石

窟內容有好的認識及了解讓我們身在其中時不是以觀光客的身份參觀，而是當

下切入石壁或塑像於我們所學相應，不管是經教或藝術等的震撼，而書面或數

位的呈現都不及現場的那種感動，這讓我對朝聖的想法有了另一方面的看法，

在這之前覺得朝聖是去佛陀去過的地方，但我們去的時間點佛陀早己不在，當

時的情景更不復在，朝聖有什麼義意呢？！在進入石窟的當下我懂了，過去我

未能及時參與，當進入到千年的石窟的同時，那種無法言語的心靈交流複雜著

渺小的我、震撼著我。不管是供養者或者是工劃師都用最虔誠的心在演譯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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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教法。在當下的我能做點什麼呢？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答案。 

 

小建議是否能把參訪時間再拉長，活動是否可以專案處理。因為在石窟裡真的

是結合經教、建築及藝術，由法師帶的好處是經教結合解說員的學術，二者結

合下真的成效加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