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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2月 14日，在浦东新区的“融书房”，一场“跳出‘书’适圈：《行走的阅读》微纪录片分
享会”徐徐展开。《行走的阅读》是浦东图书馆携手域外合作馆，共同启动的跳出“书籍”，“阅读”文
化的探索之旅。2024年活动首站选择了敦煌，一个文化与历史的交汇点，在引读人的带领下，到达
一个个的文化现场，将一处处文化景观与历史画面、文化思考相结合，通过文化对谈、短视频、微纪
录片，触达更多的人。新闻晨报“海上星象”以文塑旅项目也一同参与了这趟敦煌之旅，记录了敦煌
的地方风貌与文化，探访了“佛教熊猫”贝叶经，以及敦煌剪纸、敦煌彩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此次分享会的现场，国家一级导演、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滕俊杰，上海资深媒体人、《行走的
阅读》引读人夏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专业服务中心主任、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秘
书长、研究员葛菁，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李磊，
共同对话，从“一本书”、“一首诗”、“一部《敦煌的女儿》”开始，带观众一起跳出“书”适圈，分享他
们眼中的敦煌与中国文化，剖析在当下数字时代，如何打开“阅读新境”。

从“书籍”到“行走”
文化阅读无处不在

随着“微纪录片”的片段播放，敦煌的城市
影像出现在观众面前，地貌奇观、戈壁大漠、绿
洲奇迹……“微纪录片”带着现场观众一起
“翻开敦煌的书页”。《行走的阅读》引读人夏
磊分享了他与敦煌结缘的故事，他第一次去敦
煌是 1988 年，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跟随父亲
一起走进了敦煌，走进了莫高窟，那时的他还懵
懂，但洞窟里的“千手观音”壁画给他小小的心
灵留下的深深的印记。后来，夏磊又在美影厂的
《九色鹿》中，再次“看见”敦煌；长大后，在邮
票里，夏磊又一次“遇见”敦煌，他说：“每个人
和敦煌相遇的入口不太一样，可能是一次广播、
一部电影，或一次展览，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
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提到除了书本上的阅
读之外，要通过脚去丈量、去感受，因为在敦煌
还有太多闪着光的人，这些人本身也值得所有
人去阅读，这种阅读也变得更丰富。”
李磊教授在现场谈到了在敦煌的“藏经

洞”里，也“藏”着很多诗词，它们被任中敏先
生收录进了《敦煌歌辞总编》里，国学大师饶宗
颐先生还编过《敦煌曲》的专辑，“这些书和专
辑里记录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唐人写的唐

诗，是他们写敦煌的。比如有一首叫长安辞，这
样写：‘天长地阔沓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长
安帝德承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汉家法用令章
新，四方取则玉华吟，文章绎络如流水，白马驮
经即自临’。这诗写得多好，就是讲述我们敦煌
虽然孤悬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心是向
着首都长安的，在我们敦煌，这里会有很多的人
驮着商品或者驮着佛经在互相往来，而我们心
中是‘万国归朝拜圣君’，这其实是王维的‘万
国衣冠拜冕旒’的一种便捷的写法。这些书和
专辑里的很多内容反映了当时生活在敦煌的人
的所思所想。”从“书籍”到“行走”，阅读的是
文化本身。

从“知识”到“精神”
文化自信根植于心

“行走的阅读”更深的意义是当用双脚去
行走、去探索，阅读的不只有文化，更是一种
“精神”。滕俊杰导演在现场为观众分享了《敦
煌的女儿》电影的拍摄历程，他说，“《敦煌的
女儿》是近 10 年来我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部
沪语作品，它用“正剧”的方式，‘讲述’了一位
伟大的女性，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位为敦煌学
呕心沥血的中国女性，樊锦诗先生，她现在 86

岁，依然是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她代表了几
代守护敦煌的中国人，以及他们取得的科研成
就，她更代表了一种信仰的力量。”滕俊杰还在
现场讲述了樊锦诗先生的几个小故事：“考古
学，是她自己的选择，她觉得前辈能够在敦煌做
出伟大的事业，她也应该去。一开始实习的时
候，樊锦诗先生有些‘水土不服’，一喝当地的
地下井水，身体就会不舒服，后来只能返回北
京，但毕业后，她依然选择了去敦煌，还为此偷
偷藏了一封‘书信’，那是她父亲写给北大校长
的一封信，希望校长能够照顾她，让她留在北京
或上海，但她折起了这封信，藏到了今天。她和
家里人约定，以三个月为限，如果实在不行，她
就回来。结果，这一去，就是 60 年，”滕俊杰先
生说，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
代敦煌守护人，他们远离物质，远离喧嚣，与风
沙为伴，与动物为伴，也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为
伴。
李磊教授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现在可以

骄傲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因为有
这样一代代的历史学者、文物学者、考古学者，
还包括音乐学者、美术学者都在去做这个工作；
以及像滕老师这样，努力宣传敦煌，挖掘文化精
神的人，大家一起守护敦煌，同样守护我们的文
化，我相信敦煌不再是我们的‘伤心事’，而成
为我们文化自信的根。”谈到守护敦煌文化与
非遗文化，葛菁分享道：“提到非遗传承人，上
海图书馆在古籍的修复方面，拥有两个非遗传
承的项目。我们和敦煌的渊源，来自于上海图书
馆年份最早的一份馆藏，也算是我们的镇馆之
宝，就是《敦煌遗书》，目前存放于东馆的 7
楼，就是我们的精品馆馆藏，我们会定期轮换藏
品，如果大家看到这部手抄的经书的话，大概能
想象到，当时在洞窟里，有这样的一个僧人或一
个书生，他在烛光下，抄写经书的样子，会让人
感觉到震撼与感动。这两年，我们从国家图书馆
的层面，在做一个古籍的数字化项目，将我们现
存的珍贵古籍全部数字化，希望它们可以被更
多人‘看见’。”

从“到达”到“触达”
文化生命绵延不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今天在
对年轻人讲文化自信，讲中国的未来孩子们肩
负的使命是什么？敦煌让我们看到一点不同，那
就是它必须是开放的，是包容的，它必须成为一
个枢纽，才有生命力。包括我们生活的上海，在
这点上它们有一个美妙的联系，敦煌因路而兴，
上海因海而兴，它们都是开放和包容的。”夏磊
在分享会现场多次呼吁现场的孩子们，“今天
的进步是我们要根植中国，放眼世界，融入世
界，中国新时代的孩子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不
珍视自己的文化。”
李磊教授接着夏磊的呼吁说：“图像也好，

文字也好，它其实是告诉我们敦煌的繁荣，以及
敦煌的精神高地，就建立在夏老师所讲的开放
包容，这是今天中国人身上所需要必备的一种
人文情怀和人文素养。”滕俊杰导演则说“敦煌
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如果你读通了敦煌，它能垫
高你的人生；如果你读好了敦煌，它能推着你的
灵魂向上走。”随后他半打趣半呼吁道“如果你
有一天时间，可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的 7 楼去
先看看《敦煌遗书》；如果你有两个小时的时
间，可以去看看《敦煌的女儿》这部电影，会带
给你视觉和听觉的一些冲击力，感知敦煌守护
人的了不起；如果你抽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
看看《行走中的阅读》微纪录片。最后，到敦煌
去，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震撼。”
葛菁回归对“阅读”的理解，表示“未来，

图书馆不仅是大家知识的宝库，也能增加社交
属性，也希望《行走的阅读》这样的项目可以带
大家一起跳出‘书’适圈，打开阅读新境，感受
未来阅读。”最后，现场与线上的数万观众，一
起观看了《行走的阅读》微纪录片，再一次感受
文化绵延千年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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