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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砥砺四十载 龙游新时代

挖掘历史遗存资源 丰厚文旅融合华章
———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基因解码研讨会专家谈撷萃

11 月 20 日，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基因
解码研讨会在我县召开。 会上，围绕龙游石窟
（小南海石室）的独特性及用途、历史考证与
内涵挖掘、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等主题，中国
文物学会副会长王军、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教授杜晓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二
级研究院曹兵武等专家学者开展了热烈的讨
论，为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增加了话题度，
推动了地方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为新时代龙游的文旅融合事
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资源。

图文/傅程 廖峥艳

我们参观了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以后，我
想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震撼、另一个是神秘。

龙游石窟的规模很大，非常完美，的确有许多未解之
谜。不管从石窟规模还是开凿水平，都可以说是人类史

上石室开凿的奇迹。 但我们从中也看到了龙游石窟受到
的一些潜在威胁，还是非常严重的。 首先是岩体的风化、沉降、开裂问题，建议做一
个系统的、科学的、全面的评估。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对龙游石窟存在的疑问，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说服人的或者大多数专家比较认可的解说。 因此，接
下来最重要的事，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历史的、环境的、水文的、风土人情的。
从多方面的角度出发，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的，一定要通过考古科学的手段，找到解
开密码的“钥匙”。

目前，针对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
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技术角度出发的，从历

史、考古或者遗址角度讲得非常少。 现在我
们面临的是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的世界遗

产申报问题，这是中国稀缺的项目，要更多地关
注龙游石窟在中国工程基础上的价值。 一定要保护好、传承好龙游石窟，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文化遗产，更好地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才能够
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也是龙游石窟现在要进行世界遗产申报的
第一选择，保护和研究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从本体来说一定是
人工建造的。 这让我想起，自己到以色列考察，在
约旦佩特拉古城参观时得知，它在 1985 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这座古城和龙游
石窟之间，我产生关联的一点是，他们都有粉红色砂岩，
同时也有相似的发展演变过程。 佩特拉古城兴盛的原因是因阿拉伯半岛有一条

“香料之路”，后因道路交通量衰落，古城也被废弃。 直到 19 世纪被世人重新发现，
随后，古城价值不断升华，最终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由此回头来说说龙游
石窟，一定要做好考古工作，这是个基础。 通过做好更多的相关工作，我们一定还
会发现新的信息，为我们揭开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到底是做什么的？ 这是一个
价值挖掘的过程。 我认为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系统的、严谨的、综合的。 一个价值
发展的过程，不仅需专家学者，也要当地政府共同推进。

与各位的观点交流后， 我深受启
发。 现在涉及龙游石窟有许多种假说，却

没有哪一个说法能够确定， 这也是我们此
次召开基因解码研讨会的前提。 我们可以从

哪些角度进行研究？ 首先最需要解决的是时代
问题，能不能用考古的方法对时代进行研究？ 比如说，开凿之后最接近底
部的堆积包含物中，哪怕是一颗草籽、一根草棍，也起码能提供一个相对
应的朝代。 另外，开凿的工具是用铁制的，还是铜制的？ 类似问题有很多，
我们不是说要一下子解决上述所有的问题， 当下抓紧抓好保护工作也是
非常重要的！ 我们提出的申遗工作，就是基于现在的状况，要“两条腿走
路”，该申遗的申遗，该研究的研究，当中要注重保护先行。

王军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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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三次来龙游，第一次是为荷花
山遗址而来，第二次是为龙游博物馆而来，
这一次是为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而来。 通
过现场的参观和介绍，我对龙游石窟（小南海
石室）有了新的认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杰出的
工程，不论是从史料、工艺上，还是从建造水平上来说，都是杰出的，更关键
的是，它的建造难度是很大的。 我们关注龙游石窟（小南海石室）最主要的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时代问题、一个是功能问题。 功能方面介绍了十几种假
说，我觉得没有一种是非常理想、非常完美的，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因此，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更加系统地科学地做好深入研究。

我应该是第一批龙游石窟保护工作者，它就
像我的孩子，我看着它出生、成长，变强壮。 可是，

我现在觉得非常心疼，因为我好像看到了它的暮年，
我觉得它衰老得很快。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包含了

前人高超的技术水平、先进的理念，我们要进一步去挖
掘它的价值。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它保护好。 第一，我们应该展开新一轮的
整体性评价。 这么多年来，石窟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变化，应进行一个新的统一的评
价；第二，应开启完善的监测系统，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我们应
使用更高水平的监测手段对石窟进行监测；第三，龙游石窟的凿痕非常精美，但近
年来风化得比较严重，需开展防生物风化工程的科学保护；第四，要培养龙游本土
的科研能力，重视本土专家；最后，要将龙游石窟的研究纳入规划中来，提升保护理
念、技术、方法，让龙游石窟焕发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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