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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报]十年磨一剑 道一以贯之  

——专访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提名奖获得者沙武田博士 
『2008-10-16 10:24:02』『字号：大 中 小』『浏览：..次』『打印』 

学通社记者 曲 江 

  日前，第十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揭晓，我校沙武田博士的

《敦煌画稿研究》摘得本届评选的提名奖。据悉，评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创新、促进高层次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措施

之一，沙武田博士这篇获奖论文是经我校推荐并入选的三篇博士学位论文

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同时入选了《国家社科基金

优秀成果文库》（每年入选10部）。那么，是什么样的付出让沙博士有了

今天的成就？他是如何为学、又是如何为师、如何为人的呢？带着这番思

考，我们走进了沙武田博士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听他畅谈

学术、讲述生活、探讨人生。 

科研之路 一以贯之 

  敦煌学研究所是我校所属的两个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

一，近几年蓬勃发展日有精进。然而十年前，也就是沙武田博士本科毕业

甫入兰大之际，敦煌所还处于草创阶段，他们这一批研究生在郑炳林教授

的带领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共同经历和见证了十年来敦煌所的迅速成

长，这十年也是沙武田博士学术生涯的最初十年。在谈到当初决定走上敦

煌学研究之路的时候，沙博士非常动情地告诉我们，早在本科阶段就已经

决心进入这一领域了。他在西北大学读本科期间选修了所有的佛教石窟课

程，在图书馆内认真阅读了所有有关敦煌学的图书和期刊，并观看过馆藏

的敦煌石窟录像，一共做了数十万字的笔记。本科毕业之际，他给敦煌研

究院写信，希望能去石窟工作，很快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在莫高窟的日

日夜夜，他反复不断地钻石窟、看遗存，500多个洞窟的情况被他摸了个

透，他回忆说，没有这一段时间对石窟的认真观察，就不可能做出以后这

些文章来。在莫高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他来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

所攻读郑炳林教授的研究生。这时他已经开始把研究的目光锁定在了敦煌

画稿这一块，《SP.83、P.3998〈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稿〉初探》是他第一

篇研究敦煌画稿的论文，发表在1998年的《敦煌研究》上。此后便一发不

可收拾，《弥勒下生经变稿》、《药师经变稿》、《观无量寿经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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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度叉斗圣变稿》、《维摩诘经变稿》……他视野遍及所有能够搜集到

的敦煌画稿。十年来对画稿的分别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他

综合资料、条分缕析，集前辈学者研究之大成，呕心沥血完成了煌煌50万

字的《敦煌画稿研究》。 

 

  在谈到研究敦煌画稿的心得与经验时，沙武田博士告诉我们，首先是

由于自己出身于考古学专业，对图像的感觉强于经卷文字；由于画稿都是

白描画，数量十分庞大，作品并不精致，分布又不集中，所以前人研究不

多，可以往深里挖；同时自身也有较好的条件，他在敦煌研究院实地考察

过洞窟，在兰大敦煌所又阅读了大量的文献，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一定的

积累；此外导师郑炳林教授也鼓励他在画稿研究方面深入坚持下去。这些

因素促使他下定决心做好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他自己最为强调的一点是选

定课题之后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有长期埋头苦干的精神，功夫细致精

深才能做出东西来。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正是沙武田博士做学

问的真实写照。 

学术理想 孜孜以求 

  正如人不能没有灵魂一样，一个学者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学术理想。沙

武田博士在谈到学术理想时没有豪言壮语。他告诉我们，在研究中做到

“竭泽而渔”、“法相非相”、“小题大做”和“标新立异”是他的基本

目标。“竭泽而渔”是搜集资料过程中要做到把相关资料一网打尽，他在

《敦煌画稿研究》中列出了250余幅图案，但在论文之外，他在浩如烟海

的国内外各地分藏的敦煌藏经洞文物文献、敦煌石窟群壁画、敦煌出土文

物等资料中广泛搜集画稿，使得资料搜集工作做到了国内最全面的程度，

公布了许多前人没有识别或者没有发现的新画稿资料，如药师经变稿、南

方天王变画稿等；“法相非相”是佛经用语，意指所见未必是真，沙博士

此语意在说明研究资料时不能孤立地、肤浅地去观察，而应该把画稿还原

到洞窟中，把画稿背后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实用性价值充分挖掘出

来，换句话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小题大做”是指在充分研究画稿的

各种价值之后，运用联系的思维找到画稿在历史时空维度中的定位，这需

要有落叶知秋的敏锐观察力和扎实深厚的史料学基础；“标新立异”的意

思是在论文的每个章节，作者都有创新成果推出，要么是在资料收集和识

别方面，要么是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要么是在观点方面，这种创新是

对一个学者专业素养的全面考验，只有扎实做好基本功，才能有所创新，

沙博士通过对莫高窟的深入观察，在洞窟壁发现了“色标”这一绘画的新

形式，这在海内外尚属首次。在做好这些基本要求的同时，沙博士也从宏

观上构想了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他认为，在敦煌学的三大分支领域中，

敦煌石窟艺术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自己在做好画稿这一块之后，要

继续在石窟艺术研究领域探索前进，目前他正在关注吐蕃时期敦煌石窟的



历史和粟特文化对敦煌艺术的影响，并希望在这方面加强与台湾地区相关

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 

为人为学 两翼并举 

  人文社会科学既强调科学研究，也重视人文关怀，对于学者而言，为

人与为学就如同车之两轮、机之双翼缺一不可，须得并驾齐驱方能比翼双

飞。在这一点上，作为中青年学者的沙武田博士有着自己的观点：“为人

是为学的前提，生活是学术的基石。”他在本科阶段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书生”，当时他是学校文娱体育活动的活跃分子，担任过学生干部，做

过兼职推销员和家教，本科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他回忆说，本

科阶段的社会工作使他有很多机会与各种职业、各年龄段和各种性格的人

打交道，这不仅有利于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和长处，也有利于增强自己的

人际交往能力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逐渐成熟，对后来的生活和工作有

很大的益处。到莫高窟研究敦煌壁画那段时间，他除了下洞窟之外，每天

都与同事打上一两个小时的排球，既放松了身心，也锻炼了体魄。回到兰

州之后，他还常常坚持晨练，一直以来身体都很好，有空还喜欢搞搞篆

刻。这样的生活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形成了他豁达乐观的性格。面对

生活中的磕磕绊绊或是科研工作上的不顺利，他总能积极调整心态，善于

和同事们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气氛。他坦言，其实自己的心态也并不是一

直都很好，本科那会儿也是年轻气盛，遇到什么事情总想着赶快解决，解

决不好心里就会有疙瘩，很多事情放不下、看不开。但是随着阅历的增

加，他感觉到很多事情是需要放平心态来接受的，用时下流行那句话就

是：“改变你能改变的，接受你不能改变的，让时间、让历史去解决一

切。”他解释说，这并不是消极遁世的思想，而是面对生活、面对事业要

有舍有得、有拿有放、能进能退、能伸能屈，执著于自己的理想，面对现

实，努力追求目标，不受外界干扰。 

导师关怀 永铭心间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中国人历来有尊师重教的

传统，从事历史研究的沙博士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他对导师郑炳林教授

满怀尊敬与感激，谈到郑老师时流露出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较之于谈论

文情绪更加高昂。他说，当初进入兰大，郑老师就以独到的眼光剖析了石

窟艺术在敦煌学领域中的发展前景，帮助自己确定了敦煌画稿这一研究重

点，而在后来的研究中，郑老师给予他以充分的信任，每次总是在宏观上

把握方向、进行指导，在具体研究中充分发挥了他们这批研究生的能动

性；在敦煌所的工作中，郑老师作为所长，上班最早、下班最晚，为了新

生的敦煌所能够发展壮大，真正做到了以所为家废寝忘食。作为学生，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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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见证了敦煌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郑老师两鬓

霜白、华发渐生的沧桑岁月，真正体会到高山仰止的情怀。郑老师给他印

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次是他硕士毕业之际，课题研究尚处于中期阶段，

倘若按照正常的毕业答辩程序进行，势必浪费半年以上的时间中断研究，

这时郑老师力主让他硕博连读。由于我校此前没有文科生硕博连读的成

例，郑老师东奔西走，在研究生院、教务处、答辩委员会之间斡旋，终于

促成此事，沙博士遂成为我校第一个享受硕博连读待遇的文科生，他的画

稿研究也得以顺利进行，未受干扰。另一次是他博士毕业之际，课题处于

收尾阶段，但尚未彻底结项，为了帮助他把论文做完，郑老师再一次力主

他延期毕业，为此事又是一番奔走周折，好在我校对人才培养重视有加，

郑老师辗转处理妥善，沙博士终于又在敦煌所待了一年，为课题的圆满完

成争取到充分的时间。这两件事让沙博士终生难忘，也让他倍感荣幸，常

言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郑老师不仅自己是敦煌学界的汗血宝

马，更是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的当今伯乐。沙博士感慨道，没有郑老师，

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沙博士不仅是导师的学生，也是学生的老师，他自己也带过本科生。

和郑老师一样，他也认为今天我国敦煌学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

养。面对兰州大学的广大同学，沙博士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希望：“学校

教育是因材施教，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奋斗目标，一旦有了理

想就要勇往直前、从一而终、长期坚持不懈、不畏艰难险阻，最终可以到

达成功的彼岸。”（《兰州大学报》第389期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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