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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X故宮 X香港：回顧一段香港

文化史 

張倩儀 
2022 年下半年敦煌和故宮一同在香港展覽，你可有想過這成果得來不易？

敦煌、故宮、香港連在一起，是時空的機緣；這機緣是香港史的一部分，它的

意義應該讓更多香港人理解。回顧敦煌、故宮並存於香港的機緣如何出現，有

助於探討它如何再續，尤其是香港正著力於文化創新產業。 
敦煌和故宮一個守著絲路，一個䇄立在帝都，似乎不相干，其實它們暗裡

相通。看通這相通處，才能真正揣摩到敦煌和故宮在中國的價值，價值只有深

入體會到，才能有效吸收到，對香港這是重要的一步。 

敦煌和故宮的關係 

 表面看來，敦煌和故宮確實是不相干的。地理上相距千里：一個在西，一

個在東；時間上一個是中古，一個是近古；性質上一個是皇家的，一個是民間

的。 
但有十多年，我負責出版敦煌和故宮兩大機構的全集，不時今天在敦煌、

明天在故宮，久之感到昨天在敦煌見的，今天在故宮竟然又碰到。那些年我鼓

動工作的說詞是：在敦煌發現的問題，可能在故宮見到答案；在故宮見到的現

象，可能在敦煌找到源頭。對於讀文史的人，有機會同時編敦煌和故宮，不是

極為難得的機會嗎？ 

 所以當你換一個角度看，所有的不相干就變成相干，因為敦煌和故宮可以

對應互補。 
地理上敦煌在西，是對外交流的前線；故宮在東，是冠蓋雲集的首都。恰

恰是東西文化交匯重鎮與全國文化中心的對應。 

時間上，敦煌繁榮於南北朝到元代，故宮則是明清兩朝的政治中心，正好

前後相接；而故宮傳承歷代藝術珍品，又與敦煌的宗教藝術既相異又有所重

疊。 

至於皇家與民間身份的不同，更是互補恰到好處。中國藝術有個特點，就

是朝廷與民間恒常互動。想想紫禁城皇宮與北京四合院民居，其實紫禁城就是

擴展了、華麗了的四合院組合。上層和民間的互動一直是中國藝術的特色，而

民間在其中並不只是被動的角色：熟悉中國文學的都知道詩經和楚辭的關係，

知道詩、詞、戲曲、小說的嬗變關係；在工藝美術上，民間高手以技藝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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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得，被召到宮廷服務，宮廷的風尚和精益求精要求又引導著民間的提升；諸

如此類，都使我們明白民間的敦煌和皇家的故宮並不割裂。 

 這次故宮來港展出傳顧愷之的《洛神賦圖》，洛神所乘的車和敦煌第 249

窟（西魏）的西王母車，結構上如出一轍，車上兩人，車尾旌旗飄揚，拉車和

前呼後擁的神物也可以對應。這兩幅圖一定還有個共同的源頭。 

  

西魏第 249 窟西王母     洛神所乘的車 

 中國山水畫史的發展也各在敦煌和故宮展示實證：第 285 窟（西魏）和顧

愷之《洛神賦圖》的山樹，都是人大於山的時代風格；故宮有王希孟青綠山水

名作《千里江山圖卷》，敦煌有如假包換的唐代青綠山水；宋元文人興水墨山

水，敦煌的榆林窟第 3窟也突然出現兩幅巨型水墨山水畫；這次來港有馬遠的

《水圖》，畫水的千姿百態，敦煌的水也多姿多彩，第 172 窟的盛唐流水就動

靜皆宜；曾在 9 號館展出一個月的趙孟頫《人騎圖》，是畫家追摹唐馬的得意

之作，敦煌第 156 窟（晚唐）的《出行圖》裡，一列唐馬充滿動感。 

   
趙孟頫《人騎圖》（左）              敦煌 156 窟《張議潮出行圖》的馬 

 連香港故宮展的清宮朝服像草稿，其中標示顏色的方法，跟敦煌發現的隋

代未完成壁畫上的，亦一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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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畫標示用色的字 

 清朝服像草圖上標示「子」，代表紫色。 

 

 需要補充說明一下：敦煌的文物有兩類：石窟，藏經洞文獻，兩者都有重

要性。藏經洞文獻很重要，但石窟是其母體；石窟壁畫和藏經洞遺畫就有很多

共通處，藏經洞文書又可以用來研究敦煌石窟在古代的活動。 

至於故宮也需要說明一下它藏品的地位。故宮是建築、內庫珍藏、宮廷活

動、地方貢品、外交禮品的總集。因為蔣介石要求運故宮文物到台灣，至今仍

然有說北京故宮藏品是次貨的，這說法之誤，我在《駁故宮 A貨說》

（https://m.orangenews.hk/details?recommendId=101384）已說明過了。 

中國兩個最大的文化藝術寶庫 

 如果以時間延續性、文物數量、成體系、唯一性為標準，敦煌和故宮可以

稱為中國兩個最大的文化藝術寶庫。這樣說不是貶低其他博物館或文化遺址，

只是指出敦煌和故宮在中國眾多文化藝術寶庫裡的特殊性。 

 要說代表全國的博物館，那中國國家博物館怎會榜上無名呢？它的展品都

既大且精。為了支持全國題材的展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還可以向全國調

文物來展覽。但是它並非自成體系；嚴格來說可以複製（雖然不會做），並不

是唯一的。還有上海博物館，研究和展出力量之強，不負全國第一商業城市的

博物館的名聲，但情況同中國國家博物館相似。 

要說獨具特色不可取代的博物館，還可以舉陝西博物館、河南博物館、南

京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等。論商周青銅器，漢代陶器、陶俑，唐代壁畫、金

銀器、三彩俑，故宮不及河南博物館和陝西博物館，因為它們在商周漢唐的核

心之地，而且還不斷發掘出新東西。論南北朝文物，故宮不及南京博物院；論

遼金文物，不及遼寧博物館；由於近代歷史的動蕩，南京和遼寧兩館甚至還有

不少原故宮的文物，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都是從由遼寧博物館館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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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後來調撥回故宮的。這些數一數二的文物大省博物館，足以和敦煌、故宮

比肩，但它們的藏品有一定的時地界限。 

體積巨大、裝飾豐富的河南漢代陶樓

陝西唐代金銀器 

中國還有很多有特色的主題博物館，像南越王墓博物館、四川廣漢三星堆

博物館，浙江良渚文化博物館等等，則所代表的時間短，地域小，延續性更有

限，雖然它們的展品都非常精彩。 

 掌握敦煌和故宮這兩個中國最大的文化藝術寶庫十分重要：欠了對方，呈

現的中國都未完整。光是故宮，未免太精緻、太文人氣；而敦煌有明清以來中

國人久違了的熱情，這在宗白華的著名美學散文〈略谈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

值〉裡寫得很生動。 

如果你暫時只有時間和精力掌握兩個中國文化藝術寶庫，那麼敦煌和故宮

就是恰當的選擇。 

敦煌 X 故宮=>與香港 

這兩個寶庫怎麼與香港建立起關係，下面用時間表條列它們與香港的因

緣。仔細看看這個表，會明白文革結束，中國開放，為香港提供了怎樣的窗

口，同時見到由 194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到 2014年六十年間，敦煌沒有來過香

港展覽；而故宮文物也要到香港回歸 10周年才首次在香港政府麾下的博物館展

覽。而在政府有行動之前，香港的文化界在 1980-90 年代已經在努力推動香港

人認識敦煌和故宮，其中出版的作用更十分明顯。 

 



 5 

年份 敦煌 故宮 

1900 年 發現藏經洞  

1925 年  成立故宮博物院。 

1944 年 常書鴻創辦敦煌藝術研究所  

1950 年代  中國在港買回部分流散的故宮文物 

1979 年 文革結束後，中國改革開放 

1980 年 三聯出版《敦煌的藝術寶藏》  

1982 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紫禁城宮殿》，並

賣出多種語文版權。 

  

1983 年 日本 NHK 與中央電視台合拍的

《絲路》在香港播放。出現絲路旅

行熱。 

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寶》，賣出多種

語文版權。 

1984 年  中文大學文物館展故宮清代揚州畫家作

品，是首家香港博物館與故宮合作。 

1985 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清代宮廷生活》，

賣出多種語文版權，並獲得德國攝影獎。 

1992 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兩岸故宮合作的《國

寶薈萃》。 

1993 年 饒宗頤在中文大學成立敦煌吐魯番

研究中心，此前已邀請學者來港研

究。 

 

1994/5 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多媒體《中國文明之

窗──紫禁城》，為是世界首個中文多媒

體出版物，獲國際艾瑪獎。 

1994 年  區域市政署博物館事務組與故宮合作，在

沙田大會堂展覽廳展出清代皇帝一天的生

活。 

1995 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故宮藏文物珍

品全集》 

1996 年  區域市政署博物館事務組在沙田大會堂展

覽廳展出慈禧太后的生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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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敦煌石

窟全集》，10 月在港展出敦煌石窟

最大的壁畫--五台山圖 

 

 

2000 年 陳青楓與陳萬雄擘劃成立「香港敦

煌佛跡防護功德林」為敦煌治沙工

程籌款，邀覺光法師、饒宗頤教授

為籌委會主席，廣得電視電台協助

籌款。 

香港文化博物館以「萬壽無疆：乾隆八旬

賀壽」作開幕展覽。 

2004 年 《敦煌石窟全集》26卷完成出版  

2007 年  香港回歸 10周年，故宮晉唐宋元書畫在香

港展出，包括清明上河圖。 

 
2008 年  香港商務印書館《故宮全集》60卷完成

出版。 

趙廣超出版《大紫禁城》，紫禁城出版社

邀做推廣顧問，何鴻毅家族基金贊助作紫

禁城出版及教育活動。 

2010 年 香港敦煌之友成立，籌款協助敦煌

石窟數碼化。 

 

2011 年 香港大學百年校慶辦敦煌文化及保

育研習系列 

 

2012 年  慶回顧15年，香港政府與故簽約辦多次展

覽，年中展出乾隆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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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香港敦煌之友與城市大學多媒體系

在香港書展展示數碼化敦煌壁畫。 

香港歷史博物館展清宮服飾，是系列故宮

展覽的首次 

 

2014 年 香港文化博物館辦敦煌藝術，是康

文署與敦煌研究院合作三次展覽的

第一次。 

 

 

2015 年  香港科學館展西洋科學儀器  

2016 年  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宮廷婚禮 

香港政府宣佈與故宮達成建香港故宮館的

協議 

2017 年  回歸 20 年，香港藝術館展養心殿文物，香

港文化博物館展出萬壽慶典 

2018 年 香港文化博物館第 2次展覽敦煌藝

術 

 

2019 年  香港科學館辦故宮文物修復展  

2022 年 香港文化博物館第 3次展覽敦煌藝

術 

慶回歸 25 年，香港故宮館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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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香港商務總編輯陳萬雄與敦煌段文杰、樊錦詩院長攝於敦煌研究院。 

  

2000 年陳青楓（左二）在「香港敦煌佛跡防護功德林」新聞發佈會上。2002 年防沙工程的成

果。 

1980 及 90 年代香港文化史 

中國一開放，世界產生一股了解中國的熱潮。這時候的香港可以自命在兩岸

四地中最了解世界，三十多歲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正嶄露頭角，透過留學、觀

摩、交流，他們知道世界的出版標準，而香港的印刷業也漸成氣候，正在向世

界四大印刷中心的目標前進，出版印刷界充滿一股創業時代的朝氣。香港的出

版界立即抓住這個機遇，為故宮連出三本世界水平的大畫冊。這時的故宮也願

意讓香港出手，向世界介紹它。這個過程有很多有趣故事，可惜我在搜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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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過程中，發覺這些資料已開始流失了，看來這段香港文化史也漸漸要淹

沒。 

以 1980年代的成績為基礎，1990年代，故宮和敦煌一前一後地讓香港商務

出版全集。中國最大的兩個文化藝術寶庫的全集都由香港出版社來做，這價值

和意義非常大，但直到今天這一點還不為許多香港人所明白。我親歷兩套全集

的出版工作，知道為甚麼，也知道它們的價值，以及對出版社的挑戰。與今天

中國的富裕截然不同，1990年代的中國出版經費欠缺，印刷也未及世界標準。

香港商務在全然沒有資助的情況下，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中國最大的兩個文化藝

術寶庫的全集，其間艱巨實不足為外人道，同時，難忘的、有趣的經歷也有很

多，可惜這些歷史故實也在漸漸埋沒。 

1980及 90 年代的時代機緣，加上香港文化界的主動，尤其是出版和印刷的

角色，成就了敦煌和故宮的文化藝術為香港社會所認識的機會。這 20年的基

礎，對 21世紀敦煌和故宮文化藝術在香港的發揚，有很大的奠基和推動作用。 
如果把視線再看大一點，香港政府的博物館到 2007年才有故宮展覽，但自

1999年開始，澳門的博物館每年都辦故宮文物展覽，至今依然。我記得那時編

故宮全集，故宮的主編就頗為自得地跟我說，現在他們跟澳門博物館的人很熟

了。澳門甚至還有能力結合故宮和上海博物館兩家大館聯合做畫展，展過四

僧、董其昌、陳淳、徐渭等的畫作，搞得那時香港的藏家每次都趕到澳門去看

展覽，因而對香港的落於人後頗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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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多年來舉辦的故宮文物展覽  

 更不幸的是由 1980年代初到現在，這 40年來也是香港逐漸成為知識孤島

的時候。要證據？我親見的就不止一次。香港這種知識孤島的格局，與同一時

段裡世界訊息加快流通、中國逐步開放的形勢是矛盾的；也與「知識經濟」的

口號下，逐步將文創產業推為戰略產業的形勢背道而馳。今天大家見到南韓的

文創產業成績而驚艷，但南韓是早在 1990 年代就佈局向這方面發展的。 
 香港富於資訊，香港人腦筋靈活，香港的環境寬鬆自由，說得都很好。但

訊息不沉澱不是知識，知識不沉澱不成智慧；創作不止要有內容，也要有深

度。文化創意產業雖然是「經濟」，講「創意」，但它是以「文化」為「原

料」的。原料的水平影響創意的高度，而敦煌和故宮是中國文化中高水平的原

料。現在香港人得以近距離接觸敦煌和故宮的文化藝術，香港不能再錯過機會

了。香港懂不懂怎樣借機脫胎換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