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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机会都应

该去寻找”

1900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

万件敦煌文物文献被英、法、俄、日等国一

些“考察”“探险” 者骗取、掠夺，流散海

外，约 5 万件分藏于 10 多个国家的四五十

个机构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 国宝流散海

外，国人痛心疾首，乃至此后的数十年间出

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的不利

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对敦煌文化的保护、整理、研究、传播工作

上升到国家层面。 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

着敦煌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状况。《满世界

寻找敦煌》正是中国敦煌学者过去 40 余年

奋勇直追、开拓进取的一个缩影。

回忆起早年间寻访敦煌的开端， 荣新

江想起了那本如今已不在身边的 “盖满

印” 的护照———“如果这个护照还在，那一

定是敦煌学史的重要档案” 。 他感慨，去海

外寻访敦煌，重点在于精神，大家都可以做

到，“你要是没去，就说明没有那种精神” 。

《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源自荣新江

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座和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课堂上的课程。

无论国内外， 荣新江总是抓住一切机

会去寻觅和浏览敦煌、吐鲁番、库车、于阗

各地新出文书；去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地

的库房或阅览室， 搜寻有学术研究价值的

宝藏。

“我们为什么喜欢看探险的书？因为书

中探险的那些地方是我们无法到达的地

方，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书来体验。 ” 荣

新江说，那些书中所得，激励着自己去全世

界寻访。 他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鼓舞未来

学者去寻访所有流散在世界的文献、文物。

“前互联网时代的

旅行故事”

荣新江从国外背回来的书和资料，不

仅用于自己研究， 还供北京当时所有研究

敦煌学的学者使用。

“互联网时代之前有非常多故事。 ” 他

说。 在英国寻访文献时，荣新江每天早出晚

归。 “整个白天在英国图书馆抄敦煌文书，

图书馆 5 点关门之后我去旅游。 我在这里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收获很大。 晚上，几个

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 都是不同地方来的

留学生、进修老师，大家在一起聊天。 ”

荣新江说，英国有关敦煌的收藏最为丰

富，不论数量还是质量。 他在英国寻访的一

天会这样度过：“早晨坐地铁， 到罗素广场

站，买一个面包、一杯咖啡，急匆匆下肚之后

就奔英国图书馆的东方部，9：30 一定坐在

位子上开始看资料，看完一批换一批。 ”

而在德国，荣新江写道：德国国家图书

馆东方部的善本部阅览区，只有 4—8 个座

位，如果不占座这一天就白去了，中午出去

吃饭回来也会失去座位。 阅览室桌上堆着

原卷，不能吃东西。因此，荣新江选择“早晨

吃得饱饱的，一直撑到下午，饿得拿不动笔

才出来吃饭。 ”

荣新江说，“前互联网时代的旅行故

事” 可能今天的年轻人看着很可笑。“今天

拿着手机上的地图，可以到处跑，丢不了自

己，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 E-mail，完全凭

着勇气拿着纸质地图行走。 ”

值得一提的是， 荣新江在满世界寻找

敦煌的过程中“伸出很多触角” 。 他的寻访

就如侦探一般拨开迷雾，一步步靠近真相。

例如在去柏林前， 荣新江在当时还在

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发现王重民先生拍的

柏林吐鲁番文书的照片。 荣新江托人把照

片拿出来，到照相馆冲洗了一份，然后带着

照片去柏林翻检文献， 陆续找到照片上的

一件件原文书，确定了哪些存在，哪些已经

佚失。

中华书局前执行董事、 山东大学文学

院特聘教授徐俊认为， 在 《满世界寻找敦

煌》中，作者详细推演了文物文献的流传和

研究过程，形成了 19 世纪世界范围内对中

亚西域地区考古探险的完整历史。 对普通

读者而言，既能从《满世界寻找敦煌》感受

到历代敦煌学学者的使命追求和励志精

神，又能在蓬勃生长的知识链中获得启发。

“夺回敦煌研究的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史睿是荣新江的学生。 在分享心得时，史睿

说：“第一代的敦煌学者是挖宝式的， 有机

会遇到了一件文物， 他们说这个好就要研

究这个；第二代学者比较系统地做调查，做

自己关心话题的系统分类整理， 尤其是典

籍的分类整理。 荣老师这一代的学者不满

足于这样的认知。 ”

史睿认为， 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在于提

供了地方社会最原始的档案， 荣新江不满

足于只是进行分类研究， 而是想要全面掌

握关于这个时代的包括政治、民族，尤其是

社会史方面的所有资料， 因此需要走向世

界。 与此同时，在敦煌学研究之外，这本书

也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人的海外

生活史与“探险史” 。

荣新江看到，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

中国重新夺回了“敦煌学研究中心” 的地

位。 但作为一门“国际主义” 的学科，敦煌

学需要将国内的研究成果弘扬到海外，与

国际学者交流与竞争。

荣新江认为， 古籍数字化是文献学的

发展方向， 此前国外所做的敦煌古籍数字

化项目，只放了图，没有文，而合格的数字

化， 应当能检索到文，“这些文都在中国学

者的著作中， 所以中国最有希望真正实现

敦煌文献数字化” 。 沈杰群

四十年，他满世界找敦煌

“我的学术是和旅行捆绑在一起

的。 ” 过去 40 年，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

授、敦煌学家荣新江一直在“满世界寻找

敦煌” 。

1984 年 9 月，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

硕士研究生的荣新江，作为交换生前往荷

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学习，自此开启了他寻

访敦煌文献的历程。 1985 年，这位历史系

学子用了两个月时间， 从伦敦到巴黎，从

汉堡到东西柏林，从哥本哈根到斯德哥尔

摩，走访欧洲所藏。

“寻找敦煌” 的步伐一旦迈出去，就

再也没有停下。地图扩大，时间拉长，一寻

就是 40 年。

最近， 荣新江新作 《满世界寻找敦

煌》在中华书局出版，记述了他从 1984 年

起到世界各地寻访稀见敦煌文献的亲身

经历。 一位青年学者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足迹，连缀在一起，构成了国际敦煌学学

术史研究的珍贵力量。

青年医生陈彦豪受人嘱托，带着一本民国《怪医

笔记》入职沪上百年医院众和，却发现系统生态与京

城有诸多不同。 新科室处境尴尬，医生短缺，患者诊疗

方案饱受质疑，关联科室隔岸观火……本书的作者是

专业的医生， 擅长将临床案例故事讲得妙趣横生，医

学知识扎实精细，语言风趣幽默。 小说中，医疗系统的

结构被逐一解码， 矛盾冲突从个体竞争扩展至上下

级、科室、临床教研之间，甚至是医院之外，勾勒出一

幅生动的医疗职场生态图。

该书从装备、美食到

摄影， 通过 80 多个露营

实用技巧对露营的必备

知识，具体包括：5 种超好

玩的户外露营模式、7 种

防水与防晒的露营帐篷、

5 种既方便又舒适的桌

椅、5 种体验感飞速上升

的炊具餐具、6 种过夜休

息少不了的睡眠装备、4

种将露营氛围拉满的灯

源装备、6 类露营的日常

用品、6 类唯美食不可辜

负的露营食谱、6 个超好

看的露营拍照攻略等等。

此书曾获美国社会学学会马克斯·韦伯奖。 两位作

者深入美国财富 500 强公司的 IT 部门展开调研并指

出：过长时间的工作既损伤员工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

公司整体工作效率的下降。 实际上，应对“超负荷工作”

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建立“用命拼搏” 的企业文化，而是

需要企业与员工一起，采取新的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

率。 该书为企业和员工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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