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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诗歌研究中心和国学网联合主办的大
型中华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
典》建设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近30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探索古籍数字化对
学术研究的促进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学宝
典》从最初的单机版，到后来的网络
版，再到最新的手机版，普及越来越
广、传播越来越远，可以说见证了古籍
数字化从兴起到兴盛的发展历程，见
证了信息技术对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巨
大革命。迄今《国学宝典》收书种数逾
1万种，总字数达22亿，无论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根本性提升。

从2003年全国高校系统第一个
专业研究机构电子文献研究所的设
立，到2008年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数
字文献学的获批，再到2014年全国首
个数字文献实验室的建成……首都师
范大学校长方复全回顾了首都师范大
学20年来在古籍数字化领域的探索
和成果，《国学宝典》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他表示，未来首师大仍将在古
籍数字化领域继续加大投入，期望建
成一座真正集科研实验、数据加工、资
源挖掘、古籍收藏、实物展览、虚拟体
验、教学互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数
字文献实验平台，并力争建成国家级

数字文献实验室。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

驹认为《国学宝典》的建设，是一项基
础性、示范性、表率性的工作，与中国
文联曾先后发起的“中国民族民间文
艺集成志书”“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
程”等编纂项目，都是在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所提倡的“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国学宝典》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
身研究员刘梦溪最早使用的数据库，
他谈道，人文学科的研究，离不开材料
和工具，只有掌握便捷的工具，才能积
累充足的材料。《国学宝典》正是这样
一种工具。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邱运华几乎见证了数字文献学和《国
学宝典》的每一次成长，他特别提到国
学网一直在筹备的中国家谱数字化工
程，呼吁各方力量能襄助尽快推动。
《国学宝典》的建设亦倾注了首都师范
大学左东岭、赵敏俐、马自力、李均洋
等几位教授的许多心血，他们细数了
每一次文字载体变化所引发的巨大革
命，而《国学宝典》正是古籍数字化时
代的其中一位开创者。

呼吁推动《国学宝典》的
产业化与公益化

“希望《国学宝典》对于学术研究

的助益，将深刻改变传统学术的研究
方法甚至研究方向，从而掀起一场学
术研究的革命。”《国学宝典》创始人、
首师大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提
出两大愿景，一是在首都师范大学成
立数字产业学院，二是将《国学宝典》
完全公益化，推出公益版。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认为，
《国学宝典》公益化，不仅需要高校系
统的强力支撑，更需要积极寻求社会
支持，可以先开放常用文献，再逐级开
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部
委员刘跃进表示，随着古籍数字化的
发展，诸如辑佚学等一些传统学术，很
可能被逐渐替代而消失，而《国学宝
典》便是这个替代者，其公益化必将造
福社会，但亟须由国家出手，整合学术
界、出版界等各方力量，统筹规划，全
面施行。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表示，辑
佚辑校辑释之类的课题项目，适合交
由国学网来进行数字化，而无须再重
复申报社科基金，且可以随辑随做，发
布上网，即查即用，百益无害。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强调在启动公
益化之前，一定要打好地基、选好底
本，并按照不同的学科和课题进行分
工，由各领域的权威专家来负责把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涛说道，《国学宝
典》目前所收以中国古籍为主，期待将
来加大域外汉籍的整理，开拓新的领
域。在北京大学教授傅刚看来，公益化

可能为将来的古籍资源整合提供一个契
机和平台。特别是中国人文学科所用的
评价标准仍然是外国的SCI，将来完全
可以利用自己的大数据库，建立自己的
国家评价标准，而不再盲目跟随西方的
评价体系，这理应被提升至国家文化战
略层面。《国学宝典》在制定古籍数字化
标准方面大有可为。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呼吁学术界和
出版界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古
籍数据库的公益化，切实反映学者和读
者的需要，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史料文献
和研究论著也应被纳入收录范围。中央
民族大学教授曹立波自述写作《红楼梦
评传》时所用便是《国学宝典》，他期待
《国学宝典》能收入《红楼梦》的更多版
本，同时引入当今虚拟现实等多种技术
手段以助益教学。藏书家韦力建议《国学
宝典》除了收录通行汇校本之外，还应兼
收并蓄更多古本，尤其是珍本、善本，尽
量存其原貌，方便进行版本差异比较。

《国学宝典》2.0版上线启动仪式同
日举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代
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研究
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达
成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共同参与国家
重大项目和课题的研究，尤其是要全力
建设中华文化知识总库和图谱，形成一
套足以覆盖各个领域、对接各种场景的
文化基础设施体系，以满足当前对于中
华文化元素应用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

古籍数字化的学术探索
——《国学宝典》建设与应用学术研讨会暨2.0版上线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张丽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
是民族闪亮的坐标。我国西部作为英
雄成长的广袤土地，从来就因生长着
英雄的故事而格外令人向往。

陈玉福就是西部众多讴歌英雄作
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创作有着
很强的民族性和人民性，从来不落笔
于个人悲欢和小情小爱，而是以大我
意识和家国情怀为自觉追求，主旋律
和英雄主义更是他创作中的一条红
线。在他的心目中，生养和培育自己的
西部土地和历史文化，是自己最充沛
的创作源泉。他的中短篇小说集《马莲
花》《西部狼》等，直接取材于西部的现
实生活，不倦颂扬西部人民的勤劳创
造和坚韧不拔。而长篇小说《国家使
命》《国家职责》《建军大业》等，在体现
国家利益、人民品格的同时，自觉为民
族写史、英雄立传。陈玉福上千万字的
创作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对时代
精神民族精神英雄人物的礼赞，对现
实和历史中英雄的讴歌。在《西部人》
之后的《八步沙》《治沙愚公》《绿色誓
言》，以及《热血军旗》之后的《西凉马
超》，还有今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这
本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都是
振奋人心讴歌英雄主义之作，充分体
现了他在创作上的卓异自觉性。

我国古有音节慷慨悲壮的《八声
甘州》，而甘州正是今天的甘肃张掖，
明朝九边重镇中，甘肃镇都具有举足
轻重的战略边防意义，同样是杨家将
后代杨嘉谟在着力保家卫国的地方。

透过这部小说的艺术描写，读者们会
重新意识到，在我国西部的甘肃张掖
和甘州区，不仅有神威天将军马超、霍
去病、沮渠蒙逊等，还有我们绝不能忘
记的英雄杨嘉谟。小说《八声甘州之云
起》开始，是杨嘉谟被押赴刑场的场
景，身陷囹圄的杨嘉谟吟咏绝命诗出
场，诗中说，“春红始谢又秋红，息国亡
来入楚宫。应是蜀冤啼不尽，更凭颜色
诉西风。”从而拉开了小说的序幕。这
仿佛预示着英雄与奸雄的较量，更是
一个正直英雄难以逃避的命运。

原来，已升任凉州卫指挥使的杨
嘉谟驰援庄浪卫，与瓦剌军奋勇作

战，却因得罪了甘州府镇守太监侯大
鹏，被其定为死罪，在甘肃镇总兵的
斡旋下方改判流放戍边。19岁的杨
嘉谟来到古甘州后，决心扳倒侯太监
势力，匡扶正义，却又招致制售鸦片
（芙蓉膏）的大后台肃王憎恨，惹来杀
身之祸。出狱后直奔疆场击败瓦剌军
入侵，终成为固守甘肃镇的重将。整
部小说以“充边甘州”“重振军心”“智
取瓦剌”“肃王结仇”“力据强敌”“甘
州驰名”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情
节展开，演绎了杨嘉谟等杨家将后裔
整肃边军、对抗夷狄，兴农田、治黑水
等丰功伟绩，一代名将跌宕起伏的热
血人生跃然纸上。

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以细致的
描写还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明代社会
生动的画卷。小说具体描写了杨嘉谟
一生的波澜壮阔、大起大落，他慷慨悲
壮的一生，印现了明代社会的复杂，朝
政的腐败无能。而令人欣慰的是，杨嘉
谟一生数次沉浮中似在冥冥中有一个
巨大的正义力量，在托举着一个英雄
去建立千古功勋。小说告诉我们，他命
运的每次峰回路转，他人生命运的化
险为夷，是时代的需要，是国家的需
要，更是命运的巧妙安排。从陈玉福为
我们演绎的杨嘉谟的英雄故事里，人
们感受到的是那种九死而不悔的自强
不息精神，那种驱逐鞑虏、保家卫国、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更是慷慨干云
的甘州精神的体现。“云起”，是杨嘉谟
人生路上三个阶段中最为艰难的一个

阶段。既表明了杨嘉谟抵制侵略者的态
度，也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抱负和敢为天
下先的英雄气概的具体体现。

陈玉福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民族特
色。中国人善讲故事、爱听故事，讲史是
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八声甘州之
云起》积极吸纳民族民间文艺表现手法，
进一步开掘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表现深
度，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曲折生动的情
节，传扬主人公的精神品格和民族大义，
对于塑造民族精神、传扬民族文化起到
了积极作用，谱写了一曲中国西部英雄
主义的“八声甘州”，有着强劲而又昂扬
的感染力。

《八声甘州之云起》出版后，在甘肃
张掖引起了极大反响。张掖人只知道甘
州历史上有个“高总兵”，不知道有个“杨
总兵”。通过该书，我们才知道了原委。杨
嘉谟文武双全、军功盖世，杀死了皇太极
的老子努尔哈赤。故皇太极当上皇帝后，
下令把杨家将的生平事迹全部给销毁
了。清朝钟赓起著述的十二卷本《甘州府
志》里关于杨嘉谟的记载，只有区区14
字。皇太极为了报“杀父之仇”，对杨嘉谟
网开一面已经是“皇恩浩荡”了。陈玉福
10年前，就写出来10万字的小说《凉州
杨家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出版。为了
把这部作品完成，陈玉福接受了张掖市
委市政府的邀请，到张掖扎根人民，深入
张掖民间采访，十年磨一剑，才完成了这
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部文学代表作
品。

当然了，一部逾50万字的作品还不
足以把杨嘉谟身上所代表的西部英雄主
义事迹写出来。在这部书之后，作者将有
更精彩的书写，期待陈玉福早日推出《八
声甘州之乘风》和《八声甘州之星沉》，对
杨嘉谟人生和西部英雄主义后面两个阶
段的故事进行史诗性的艺术还原。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文艺报》总编辑）

磅礴云起唱英雄
——读陈玉福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

梁鸿鹰

军旅作家丁晓平创作的《红船启
航》，通过完整讲述和生动还原中国共
产党创建过程、南湖革命纪念馆建设
以及红船精神的提炼弘扬的历程，成
为一部诠释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优
秀报告文学。

叙述深透、议论精当是《红船启
航》的一个鲜明特色。党史题材报告文
学创作需要作家在准确把握历史事实
和严格遵循科学理念的基础上，对党
史某一时段做出以现实为旨归的文学
描摹和形象疏解，呈具理论诠辨、思想
策动和精神引导的价值与功能。《红船
启航》从过去与当下、精神与价值、现
实与未来相结合的角度，以上下两卷
的体量结构作品、安排体例，不仅专注
于“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而
且寓目于红船精神催发的嘉兴现实巨

变。其中上卷以“红船劈波行”为主题
和基调，主要状写中共创建过程和一
大的辗转召开；下卷以“精神聚人心”
为题旨和主线，从“五色嘉兴”起笔切
题，回望和叙说红船复制、南湖革命纪
念馆兴建以及红船精神的当下演绎。
作品借助通达晓畅的描绘和深远淹博
的阐释，悉心演奏了百年党史惊心动
魄、百转千回的壮阔乐章，集中展现了
共产党人传承精神谱系的政治自觉。

百年党史文献资料卷帙博繁，丁晓
平通过引证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
通过运用众多实地考察获取的一手素
材，以吉光片羽的表述和殊少凿空的论
断，生动勾勒出建党过程的原态和本
貌，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的理
性认知与科学研判。《红船启航》将冷静
陈述与理性思辨化为一体，将历史事实

和现实感悟有机交融。作家一方面回眸
历尽坎坷与艰辛的百年党史，形象诠解
伟大建党精神是共产党人的主要生命
密码；另一方面关注红船精神的当下赓
传，详尽描摹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三次建
设的华彩篇章。摹写南湖革命纪念馆，
也是作者践行“国之大者”时代使命的
具体实践和现实例证。

而在红船精神的滋养、培植和引
领下，进入21世纪的嘉兴正在扬新时
代风帆、建新征程伟业，正在打造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精彩板块。《红船启
航》从现实出发对历史进行能动打量
和审美观照，以较大篇幅描写嘉兴当
代人物、讲述嘉兴历史变迁、言说嘉兴
地域风情、传递嘉兴发展讯息、凸显嘉
兴文化禀赋、展现嘉兴人文风范，通过
陈叙和呈现红船背后的众多现实故

事，使读者认同红船精神所幻化出的当
代嘉兴传奇，真切感受到红船精神永不
过时、永不衰竭的强大生命力。

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既是报告文
学的特点，也是报告文学的优长。作者在
尊奉实录历史这一报告文学写作基本律
条的基础上，在艺术架构上注重从历史、
现实、文化、精神等多个层面和向度，发
掘和展现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
值，使得作品既葆有面向历史纵深的宏
大叙事，也有剖解时代断面的微观横向
透析，更有切入历史文化肌理的深情吟
唱，从而实现对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
神的本质揭示和当代弘扬。《红船启航》
以鲜活语言状绘党史真相，以激情文字
耙梳党史脉络，以珍贵照片呈现党史场
景，作品呈具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在
这里党史不再是干巴巴的史志记录，不
再是枯燥乏味的学术文章。《红船启航》
获得了一种自适于描述对象的书写模式
和言说话语，作品已将丰沛信息和表达
范式浑然一体，在一种被重新点染的文
学语境中为读者提供新知和美感。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对红船的历史回望与文学敬意
——读丁晓平《红船启航》

刘金祥

在毛泽东身上，文艺的潜质几乎无
时不在。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曲折，文
学艺术总是让他渡过难关的重要支撑，
有些故事至今让人读来既感动又感佩。

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
住处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这次眼疾已
经给他造成诸多不便，其中一条就是无
法保持正常的读书习惯，而必须由工作
人员代读。那天的手术，是由北京广安门
医院眼科专家唐由之做的。出生于1926
年的唐由之，发明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
年谱记载，毛泽东被扶进做手术的房间
时问：音乐准备了没有？手术中播放岳美
缇演唱的昆曲岳飞的《满江红》。（关于这
次播放，也曾见到一则记述，即据张玉凤
回忆，当时放的是蔡瑶铣演唱的《满江
红》。）手术后约两小时，毛泽东在卧室写
下了鲁迅的诗《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
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并签上名字送给了唐
由之。毫无疑问，这张用铅笔盲写下的特
殊的“书法作品”，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和价值。

鲁迅的《悼杨铨》作于 1933年 6月
21日。杨铨（即杨杏佛）与鲁迅同为上海
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他于1933年6
月18日被国民党政府特务组织暗杀于
上海，6月20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
葬礼。因为同是民权保障同盟成员，鲁迅
的安全同样堪忧，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就
劝他不要参加葬礼。但鲁迅毅然前往，而
且出门不带家门钥匙，表现出视死如归
的决心。葬礼结束后回到家中，鲁迅即写
下这首表达缅怀和愤懑之情的七绝诗。
毛泽东之所以在那天抄录这首诗，是因
为诗句“花开花落两由之”中，最后两个
字与唐由之的名字重合。毛泽东的联想
能力之强，当然是因为他熟读从古至今
的诗歌名篇，让这样一次医学行为平添
上艺术的佳话。而且这么一次小手术，引
出了不止一个艺术话题，戏曲、古典诗
词、现代诗歌以及书法等等。

晚年毛泽东身体状况渐弱。1975年
10月1日，那一天毛泽东没有看书，也
没有睡觉，他靠在床头沉思，自言自语地
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
最后一个“十一”了。随即转向身边的工
作人员，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
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
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
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啊，死神面前，一律
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
大的唯心主义。

多么令人动容的细节。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读书中思考，带

着思考读书。他把读书视作生命的一部
分，是解决生命难题的重要途径。1959
年8月6日，他写信给刘松林说：“娃，你
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
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
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
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
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
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刘松林，
原名刘思奇，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

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7 年 9 月底至
1961年8月，刘松林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
言文学系学习。“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
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可以知道，文
学，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性。

说到毛岸英，同样让人联想到文学。
1950年11月，听到爱子毛岸英牺牲在朝
鲜战场的消息，毛泽东强忍悲痛，说：谁让
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然后目眺窗外，背诵
起了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人生多难的忧愤深广可谓力透纸背。

《枯树赋》也是毛泽东晚年最重要的读本，时
常会拿来重读。直到晚年，他还在为诗句的
注解表达个人意见。毛泽东将读书学习进行
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976年8月26日，仍然
向工作人员索要宋代洪迈的著作《容斋随
笔》，这也是毛泽东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
书。9月8日，在接受抢救，上下肢插着静脉
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孔插
着鼻饲管的情况下，全天由工作人员托着
文件或书，阅看 11 次，共二小时五十分
钟，最后一次阅读，是下午4:37，看了约30
分钟。直到深夜，处于弥留状态，在京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组前来告别，依次走到
主席病床前，毛泽东以眼神示意，一一握
手。9月9日00:10，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
年83岁。

毛泽东一生创作过数十首诗词，创作
这些诗词时的情感状态各不相同，有壮怀
激越之时，也有愁闷难耐的时刻，无论处于
何种状态，文学的阅读与创作，都是他表达
丰富情感、平复情绪状态、满足精神需求的
重要途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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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凝固的浮云——一个共
和国同龄人四十年人生回忆》一书。该书作者吴长生是《人民日报》
高级编辑，1970年代初在西藏走上新闻道路，1980年代以后先后
在《人民日报》农村部、经济部、华东分社、香港办事处、国际部任
职。《凝固的浮云》记录了作者与共和国共度的童年、少年和青壮年
时光，时间跨度为1948年到1988年。从作者的记述中，读者可一睹
改革年代上下同心、求新求变、百舸争流的风采。 （韵文）

《凝固的浮云》：记录与共和国共度的时光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小生唱腔与伴奏》，采用唱腔谱与伴
奏谱分开记录的方式，既完整清晰地呈现唱腔曲调全貌，又满足乐
队伴奏免于翻谱的需要。书中插入了一段小生唱腔伴奏，使读者能
够立体学习小生唱腔。

本书翔实记录了三大小生姜妙香、俞振飞、叶盛兰的唱腔曲
调，包括皮黄腔、娃娃调、昆腔等内容。重点解析了小生与青衣的不
同演唱特征，全面论述了小生前辈创造的声腔技巧。 （郭海瑾）

《小生唱腔与伴奏》：完整呈现唱腔曲调全貌

《八声甘州之云起》

日前，中国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与 〈资本论〉 翻译》，
该书为翻译家张钟朴的个人口述录。作者回忆了自己参加工作、
学习理论知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经历，展示了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传播事业的伟大实践和经典著作翻译家群体
集体学习、集体翻译、集体校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又热情
高涨的工作态度。《我与〈资本论〉翻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献编译口述史”丛书中的一本，丛书想要用这种特殊方式，缅
怀一代代编译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 （张丽）

《我与〈资本论〉翻译》：
回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经历

该书为冯骥才 2022年开年全新随笔集。2020年，冯骥才曾
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随笔集《书房一世界》，此次出版的《画室一
洞天》 为其姊妹书，堪称珠联璧合。全书 76篇短文，以冯骥才
的画室为发散点，纪事状人、谈古论今、抉奥阐幽，记述其艺术
生涯和精神生命。内容丰富厚重，文字严谨真诚，既有情趣更富
情怀，直抒胸臆中兼有关于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字字珠玑。作
者自言：“写作于我，更多是对社会的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更
多是个人心灵的表达与抒发。” （谢颖）

《画室一洞天》：记述冯骥才的艺术生涯和精神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