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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总编社长总编 访谈访谈访谈

记者：首先请谈一谈《共有精神家
园：中华文化符号解读》的策划初衷？

章宏伟：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了中
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创造了经
久不衰、生生不息的共有精神家园。
《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符号解读》
则是让读者在探寻中华文化之旅中，感
悟中华文化的灵魂和中华民族团结的根
脉。民族团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
题贯穿全书，除了对故宫的解读，还有
黄河，长江，秦岭，良渚古城，黄帝
陵，殷墟，长城，大运河，孔庙、孔
林、孔府，都江堰，丝绸之路，敦煌莫
高窟，云冈石窟，布达拉宫，万里茶
道，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等，共
17种中华文化符号。

为了能高质量地出版，故宫出版
社、广西民族出版社的编辑对文字、图
片逐字逐句审定、校正，反复交流，精
益求精、严谨专注，特别是有关民族、
宗教类内容的存疑，都会进行深入探讨
以及向专家请教。一些古籍内容引用，
还要核查准确的文献版本，确保内容准

确，对细节进行全程审查把控。
这本书是图文并茂的，在编辑出版

过程中，难的不只是文字，还有如何找
到准确、精美、大气的配图，找到引起
读者共鸣共情的图片。这17个中华文
化符号，分布于我国大江南北，目前还
没能找到一位摄影家同时拍摄过所有地
方。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到风格统一，又
与内容相契合的图片，便成为难题。我
们与书稿中的17位主要作者联系沟通
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会尽全力帮助
找图，但找到图片的作者还是少部分。
在找图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让我们触动
的事。比如都江堰相关图片，四川大学
教授赵艾东为了帮忙拍摄都江堰的照
片，从成都专门驱车到都江堰，不厌其
烦地一遍遍发来照片让编辑确认。

这本书的成功出版，也体现了故宫
出版社的一个出版特色：既要围绕故宫
做好凸显故宫特色的图书，还要走出故
宫但又不完全脱离故宫。就像此书，讲
述“共有精神家园”，故宫也是其中一
部分，丰富与延伸故宫的文化底蕴与精
神内涵。此书将在香港推出繁体版，接
下来还计划将其翻译成外文，在世界上
讲述中华传统符号的故事。

记者：书中的故宫章节由您执笔撰
写。您是如何从民族团结角度来讲述故
宫故事的？

章宏伟：在书中，我对于故宫的定
位是：集八方之大成于一体，汇多元文
化于一体。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化赋予故宫独特的魅力，而其最意味
深长之处，不仅在于古建筑群本身，更
在于它早已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文化瑰宝和中华民族文脉绵延不断的表
征。无论是有形的宫廷建筑、文物藏
品，还是无形的记忆、遗存及其所承载
的人和事，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
文化载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
要历史见证。

以故宫文物为例，从代表中原农耕
文化的青铜器、碑拓书画、宋元善本，
到代表东北森林文化的满文档案、满族
服饰；从代表西南高原文化的雨花阁、
唐卡、藏文《龙藏经》，到代表北方草
原文化乃至岛屿海洋文化的多穆壶、珊
瑚等，汇集了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粹。故宫博物院
曾于2020年举办“丹宸永固——紫禁
城建成六百年”展览，其主题为“有容
乃大”，作为“有容乃大”文化胸怀的
实物例证，故宫将“天人之际”“礼乐
复合”的中华文化一以贯之地发扬光
大，展现出强烈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气象。

经常说故宫600年，其实我觉得我
们要讲故宫750年的故事。在我看来，
通过一些史料研究，位于北京中轴线上
的故宫，不仅仅是明、清两朝的政治中
心和国家权力中枢所在地，也是元朝的
政治中心与国家权力中枢所在地，当然
这一观点我还在不断论证。

记者：在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宝贵资源方面，故宫出版社有哪些
规划？

章宏伟：故宫博物院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一个集大成者，故宫出版社背靠故
宫博物院这一文化宝库，理应争做排头
兵，来更好地传播与弘扬以故宫为代表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图书出版方面，故宫出版社即将
推出一套文化艺术普及类系列图书《故
宫万象》，所收录的文物达数万件。第
一辑拟出100本，计划两年内完成，内
容涉及建筑、书法、绘画、玉器、陶
瓷、雕塑、金石、服饰、历史照片等，
几乎对故宫博物院所藏25类文物均有
反映，希望做成中国家庭的“纸上博物
馆”，让故宫走入千家万户，让读者获
得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提高艺术鉴赏
水平，增强文化自信。我们还将启动
《故宫百科全书》，希望能在故宫博物院
成立百年时开始出书；《明清尺牍全
集》，收集整理故宫博物院所藏约
4.3万种明清尺牍，包括沈周、文徵明
的通信，林则徐的100多种书信等，都
是第一手历史资料；还有 《样式雷图
档》《唐卡全集》等。

在数字出版方面，故宫出版社顺应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时代要求，积极
探索数字化发展新路。我们计划春节期
间举办“紫禁城里过大年”数字沉浸式
体验展。不久前，故宫出版社研发出版
AR数字空间场景交互式电子出版物

《我在故宫修文物》系列，已
经推出首款古建筑彩画修复保
护的产品《妙顶金龙——彩画
之美》，可在手机屏幕中开启
关于故宫古建筑领域保护修复
记忆有趣、专业、互动、有传
承使命的AR数字空间体验。
还有《探秘丹青》数字出版项
目等。

出版社还承担着故宫文创
研发的主要工作。关于故宫文
创，我一直在思考，能否把紫
禁城生活美学融入当下生活
中。这就首先需要界定与探索
什么是紫禁城的生活美学，比
如故宫里所能体现的建筑审
美、园艺审美、书画审美、陶
瓷审美等。故宫文创产品之所
以能够让大家喜欢，主要原因
就在于此，在未来研发出版
中，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挖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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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
与传播，图书出版是重要成果转化
与传播方式。不久前，故宫出版社
与广西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共有
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符号解读》，
通过解读中华文化符号，探寻中华
文明根脉。本期“社长总编访谈”
栏目专访故宫出版社社长、故宫博
物院研究馆员章宏伟，请他以此书
出版为例，讲述故宫出版社背靠故
宫博物院这一传统文化宝库，如何
深挖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出版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思考
与实践。

《《共有精神家园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符号解读中华文化符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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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编《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

记者：近日由您选编的《陈漱渝
藏学术书信选》出版，请介绍一下它
的主要内容。

陈漱渝：这本书筛选了89位著
名人士的书信289封，笔谈的主要内
容是鲁迅研究，但也涉及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早期的文学活动，以及中
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些重要社团（如
中国民权保盟同盟）和重要人士（如
杨度），可供广大文史爱好者参考。

记者：您在选编这本书的过程中
有着怎样的考虑？

陈漱渝：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
代，因自学鲁迅著作，以及后来参与
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和编辑
《鲁迅研究资料》，我向鲁迅亲属及有
关鲁迅研究专家请教，留下了一批书
信，内容属学术性，作者是大名家，
公诸于世比秘藏于室更有社会意义。

将手书文字转换为电子文本极不
容易。这种专业书籍想看的人多，愿
自己掏钱买的人少，所以出版之后仍
存在营销风险。好在我跟出版方编
辑、出版这本书目的都十分纯正，并
不计较利害得失。

留存珍贵的学术史料

记者：您编选这本书的初衷是什
么？

陈漱渝：我今年83岁，自然会
想到有生之年有什么事情要抓紧办。
我是一个靠工资生活的文人，绝不会
在身后引发什么财产纠纷，唯一让我
牵挂的就是保留了一些名人信札；如
果流失损毁，恐怕不仅仅是我个人的
损失。这时恰巧有出版人要出版它，
我感到是一次机遇，也是一种缘分，

就签约了。但未料想整理起来这么艰
难，为辨识一个字往往要四处请教，花
费了太多的时间。

记者：在您整理书信的过程中，再回
看您与前辈学人的交往、通信，相信有很
多难忘的故事。能不能简要讲述一些？

陈漱渝：凡是在我生活道路上扶持
过我的人，我都不会忘记。我向这些名
人写信求教时，开始是一所普通中学的
初中语文老师，后来是鲁迅研究队伍的
一员新兵，但他们都用“有教无类”

“诲人不倦”的精神帮助我。1980年，
我写了一本《许广平的一生》，想请后
来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书名，因
为宋庆龄是鲁迅的战友，也是许广平的
朋友。但此时宋庆龄的右手两度受伤，
手腕无法使用毛笔，就通过他的友人陈
翰笙告诉我，要我去请何香凝的女儿廖
梦醒代题。我去找廖梦醒时，她正在吃
晚饭。听说宋庆龄有此建议，立即放下
筷子，当时就挥毫题写了书名。宋庆龄
致陈翰笙的原函，就影印在这部书信集
的卷首。

胡愈之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我请教时他已80多岁。老人
家不但写信回复我的问题，而且还请我
去他家恳谈。我出版的《中国民权保盟
同盟》一书，就是胡愈老题写的书名。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曾出任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晚年视力很差，
为了奖掖后进，他也为我的《鲁迅史实
新探》题写了书名。教育家顾明远是周
建老的女婿，本书收录了两封顾明远
函，都是由周建老口授，为鲁迅研究提
供了珍贵史料。

令我感动的还有魏建功先生。他是语
言文字学家，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本书所收
他回复我的两封信长达5000多字，都是用
毛笔书写，也成了我藏信中的珍品。

为前辈学人的精神所感召

记者：这份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的
出版，有着怎样的意义？

陈漱渝：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主要取
决于它的学术性。有朋友收到我的赠书

后说：“大作收到。”我连忙声明：“这
不是我的大作，而是别人的大作。”我
讲的“别人”，主要是指研究中国现代
文学或其他领域的前辈学者，以及一些
鲁迅的同时代人。鲁迅同时代人中有茅
盾、胡风、江绍原、楼适夷、李霁野、
梅志、聂绀弩、沈从文、夏衍、萧三、
杨霁云、川岛、萧军、徐懋庸、许钦文
等，向他们求教，现在来看可以叫作

“抢救活资料”，他们的历史记忆有很多
并未见诸书籍读物，公之于众可以让读
者与有关文字记载相互补充，相互对
照。书信作者中还有很多学术界的权威
人士，如李何林、唐弢、钱谷融、贾植
芳、钱锺书、戈宝权、朱正、钟惦棐、
林辰、陈涌等。他们的书信，既有学术
史价值，也是研究他们本人的第一手资
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
开始换笔，电子邮件取代了传统书信。
所以，纸质书信也就成了“不可再生”
文物，纸张要防晒、防潮、防虫，保质
期有限。“纸墨寿于金石”，所以公开出
版也利于这批学术书信的保存。

记者：第一代鲁迅研究学人给您的
影响是什么？这对当下的年轻学者有哪
些启示？

陈漱渝：编选这部书信选的过程
中，我深为这些前辈学人提携后进的忘
我精神和自我奉献精神所感召，不仅在
学术上深受教益，而且学到了应该如何
做人。我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之后，以这
些前辈为楷范，也乐于助人。凡来信必
复，尽我所知所能，也从不将史料秘藏
于室，据为己有。这些前辈治学态度也
时时鞭策我，但至今差距仍然很大。比
如这本书整理的文字和添加的注释中也
偶有错误，使我深深自责。校勘、注释
中的错误都属于学术硬伤，必须承认自
己知识有缺陷，治学不严谨。从治学和
做人这两方面，我必须向这些前辈终身
学习，以报答他们的恩泽于万一。

一份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
——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

本报记者 郭海瑾

■ 近日，由第九、十
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
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选编
的《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
出版。本书精选了陈漱渝珍
藏的他与茅盾、钱锺书、沈
从文、唐弢等第一代鲁迅研
究学人、现当代文坛名家、
鲁迅亲朋的书信集，考证了
现当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领
域的诸多学术问题，为人们
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学术研究
资料。本报记者采访陈漱
渝，请他讲述本书的出版及
其思考。

中共百年历史上，党的历次代表
大会，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些
里程碑，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从无到
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并发展壮大的
历程。阅读《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制
度》，是一种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学习。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制度》运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两个结合”的重要实践意义，考
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及其历史经验，归
纳总结历次党代会的理论贡献及制度
创新，并以此观照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
习。这本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简明扼要，有一种
直截了当的质朴。作者对于我们党历
次党代会的考察，着眼于运行机制以
及历史经验，全面详尽而又简明扼

要。在简要记述国际共运史上几个主要
政党的代表大会情况之后，对于我们党
的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外的“较为特
殊”的四次党代表会议，也都做了考察和
述记。这些会议，就是1937年5月在延
安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会议、1955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958年 5月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
次会议，以及198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四次党的代表会
议，都是就重要问题在重要时节“应急因
时”召开，安排有些“特殊”，但是及时也
必要，也在折射出党代会的新特点，比如
主题更趋集中鲜明、理论研究更趋深入、
运行程序更趋规范。所以，作者概括而
言：“每一次成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都是全党又一次新的理论武装，都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第二个特点是专注重点，有一种抓

大放小的灵醒。对于历次党代会运行机
制及历史经验的研究，并不是要判定是
非优劣，而是侧重于考察党代会的实际
效果。本书作者关注的，首先是党代会
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据此提出的奋斗
目标、努力方向、行动部署，因为这是我
们党加强团结，增强凝聚力、影响力、领
导力的根本保证。其次是历次中央全会
的具体落实以及督促检查。作者归纳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经验，就是起草
一个大会报告、修订完善一部党章、选举
出一个有核心的领导班子；接下来，通过
党的中央全会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并
将党代会精神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
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现为国家意志、落实

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当中，党的代表大
会才算是真正成功了。

第三个特点是与时俱进，保持着一
种进入新时代的敏锐。在充分总结历
次党代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考察国
际形势发展变化，作者对“两个确立”的
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
解。首先，作者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深刻领
会“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
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
展前景。其次，作者从历次党代会历
史考察及效果考量的经验总结当中，
深刻认识到一个有坚强核心的领导集
体，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作用。在这里，“两个确立”的价值
意义就特别凸显出来了。

从了解历次党代会制度，重温中共
历史细节，盘点历史成果，检视历史教
训，总结历史经验，目的是增广见闻、丰
富认知，从而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
动，增强我们投身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的信心和底气。这，正是本书的阅读价
值所在。

（作者系中共党史出版社原社长兼
总编辑）

在回顾制度里思悟历史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制度》的三个特点

汪晓军

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
推动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其实是
一件很具体的工作。研究出版社刚
刚出版的《执一不二——〈吕氏春秋〉
的诗笔记》，就选择了《吕氏春秋》作
为切入点。《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哲学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
方面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

《吕氏春秋》是在秦王政亲政前
夕，秦国行将统一天下之际，吕不韦
召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撰的。尽
管这部书出自诸宾客儒士之手，但它
反映的是主持人吕不韦的思想。

《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正是
中华民族即将结束春秋战国裂世，
进入大一统新时代的关键时刻。当
时，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必然，历史
潮流所向，六国无力阻挡。作为先
秦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之

一，身为秦相，吕不韦清楚地认识并
把握这一大势。他亲自率兵消灭东
周，使得即使仅存形式上的号召力的
周天子不复存在。他力主并发动对六
国的一系列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
利，秦国疆土得以大大扩展，从而奠
定秦国最终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基
础。他进而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秦
国取得统一天下之后，实现秦的长治
久安，才是困难而更具有长远意义
的。为此，他致力于把在秦国实行的
政策理论化，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治
国纲领，同时编撰青少年秦始皇成长
期间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辅书”
乃至“教科书”。在这个意义上，《吕
氏春秋》的出现正是适应了秦国统一
天下的需要。这也是作者结合“执
一”“不二”两节（《吕氏春秋·审分
览第五》）而命名本书的原因。

书成之后，吕不韦曾命“布咸阳
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
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因此，即使
仅就表述而言，《吕氏春秋》堪称先秦
最考究的文字，堪称那个时代的思想
结晶。

用诗的方式给《吕氏春秋》做这样
一个译本，据说是译者多年反复阅读后
终于固化下来的闪念。对于思想作品
而言，诗应该是比论更容易为读者所接
受的一种方式。因为，诗句可以同样庄
重却最富于感情，韵文可以同样严谨而
长于引发共鸣。其实，更深刻的理解往
往闪现于不可言说的顿悟，顿悟则一向
足以担当古往今来灵犀相通的捷径。
相对而言，诗句正好迎合了现代人碎片
化阅读的习惯和兴趣。如果诗句足够
精致和贴切，那么甚至会有助于现代读
者体会2000多年前志在实现华夏大一

统的中华民族的豪士英杰们势在必得的
气势和雄心、格局和感情，甚至可以深切
地感受到他们的脉搏和心跳、呼吸和情
绪。甚至会祈望，这样的诗句能够告慰
徘徊于中华民族第一个大一统巅峰之上
的英灵，并得到他们的认可，乃至祝福。

译者出于对这些前辈、学者的贡
献和努力的敬重和感谢，谨将自己的
翻译定义为“诗笔记”。应该强调的
是，虽然是“诗笔记”的形式，翻译
仍是逐字逐句地进行的，致力于确保
以词达意；保持相对合理的自有见
解，同时在遣词用句上尽可能地体现
现代诗文的考究、格律和气韵；在正
视其时代局限性的同时，为发掘、展
现这样一部2000多年前先秦典籍的现
代意义而努力。

读着这部800多页的“诗笔记”，我
们似乎从中可以得到一个信念：投身于
伟大的民族复兴，我们注定与伟大的文
化复兴相伴相生。

用诗的方式给历史一个译本
——读《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记》

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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