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之间，已
年过八旬。回顾往事，自从1964年从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开始，历
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
师，直到2013年退休，2017年带完最后
两位博士生，屈指算来，在北京大学教书
已有50多个年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
的教学生涯中，听过我的课程、讲座的学
生已难以计数，教过的中外学生遍布各
地，直接指导过的博士生、硕士生也有
50多人，不少人已成了大学教授、社科
院研究员。记得曾经有记者问我：“作为
一位北大教授、博导，你感到最高兴的
事情是什么？”我当时就回答说：“令我
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我的学生进步
成才，取得成就，尤其是能在学术上超
越和胜过老师。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言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吧。”我甚
至在课上向我的研究生许诺，“当你们
以后做出成绩，出版专著的时候，老师
愿意为你们的书写篇小序。”因此，当我
回顾学术生涯时，突发奇想，何不把这几
十年给自己的著作和为学生们、中外朋
友们的著作写的序，选编一册，题为《青
蓝集》，也许读者从中还能得到一些治学
的感悟和启迪呢。

本书选录的序分为三编，上编是给
自己的著作写的自序，一般加了标题。
其中一类偏重于回忆、叙述、总结自己的
学术生涯或治学经验、感悟、体会。如
《史海遨游录》的自序标题为史海遨游
50年。围绕自撰的座右铭“史海遨游，
古今求索，东西纵横，其乐无穷。”回顾叙
述自己治史50年来学术生涯走过的历程
和体会。《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
一书的自序标题是用世界眼光研究中国
近代史。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本人大力
主张把中国近代史放在世界全局和中外
互动、影响、交流、比较中研究的观点，以
及这方面的科研实践和成果。《改良与革
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的自序强调“学
术贵在创新”的观点，如何体现在自己对
晚清民国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力图发现
新史料，提出新观点，探索新理论。争取
做到言必有据，史论结合，有所创新，有
所发展。至于《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
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一书
的前言题为发掘一段不应埋没的历史，
则是详细叙述了作者关注、发掘、研究长
期被遗忘和埋没的晚清1887年海外游
历使，及其选拔派遣和游历考察世界20
多国家的历史过程、方法和意义。

另一类自序或前言，则侧重于理论、
观点、方法的阐述和探索，某种意义上也
可视为一篇小论文或学术随笔。如《东亚
历史比较研究》一书的自序着重论述历史
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指出历史比较
研究可以开阔视野，活跃思想。有助于启
发思考，深化认识，探索规律，以史为鉴。
有助于开拓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也有
助于克服一般历史研究中简单化、概念化
和片面性、狭隘性的弊病。同时也强调历
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遵循可比性的原
则。序中还列举了东亚历史比较研究的
各种课题和本人研究的成果和体会。《近
代中日启示录》的自序主要论述了近代中
日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启示性。指出

“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两个国家像中国与
日本那样，相互交往的历史如此悠久，相
互影响如此广泛深入。”“风云变化、错综
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是那么耐人寻味、发
人深省。”本书打破编年体方式通过大量
中日文史料和史实叙述近代中日两国各
大历史事件之间的互动、影响、比较，并分
析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作者上世
纪80年代从日本访学回国所著，也是改革
开放后国内较早的一部中日关系史论著，
出版后即获全国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后
来还陆续出版了增订本、繁体字本和日文
本、韩文本。《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自
序则是论述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方法
和体会。着重分析本人研究中日关系史
的四个视角，即中日两国互相认识、互相
影响、互相交流和互相比较。介绍自己从
这些视角展开研究的具体方法、成果和体
会。《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的自序，简明扼
要地概述了两千年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
特点和分期。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一书的自序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全面

阐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四个特点，即
交流的广泛性、群众性，影响主要趋向的
逆转，充当了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体现
了中日两国国家关系恶化年代人民的友
谊。还论述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分
期，以及各个时期历史背景及中日文化交
流的主要内容、方式与特点的变化。该书
可以说是国内外第一部近代中日文化交
流的通史著作。《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人
物研究》一书的自序则是漫谈近代人物研
究的路径。序中指出“如果我们要完整全
面地了解历史，描述历史的真相和全貌，
就应该不仅关注台前幕前的人物，还要发
掘研究台后幕后甚至已被历史埋没或遗
忘的人物。”要发现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人
物和他们的图像和照片。因此本书具有
人物多样化、形象化的特色。以上这些都
是本人通过多年研究实践得到的理论升
华和方法探索的心得体会。

中编是为学生们的著作写的序，没
有再加小标题。学生们的著作主要集中
在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和中日关系
史等研究方向，序的内容一般涉及该书
的选题、结构，特点与评价，创新和不
足。但是由于每本书各有特色，因此序
的写法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如为尚小
明的《宋案重审》一书写的序，着重指出
该书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给人的
启示，“例如要认识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
的，切忌把它简单化和公式化；历史人物
是多面多变的，切忌把他们脸谱化和固
定化；历史史料是混沌粗杂的，切忌不加
鉴别，不辨真伪，或随意曲解误读。”同时
也介绍了作者如何对此课题锲而不舍刻
苦钻研，五年磨一剑，八易其稿的成书过
程，认为“这在当下学术界普遍急于求
成、心态浮躁，而且常受到外界各种压
力、干扰、引诱的环境下，对于一个中青
年学者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
鼓励和提倡的。”又如为戴东阳《晚清驻
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写的序，
则强调收集史料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指
出“史学创新必须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
发掘、考订、解读、分析、研究的基础之
上，正因为戴东阳10多年来孜孜不倦、
锲而不舍地收集、钻研了大量中、日、英
文原始资料，才使她有可能在这部专著
中对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外交关系做出深
入的分析、思考和判断，提出许多新的独
到见解。”“我们希望在中国史学研究中
能看到更多这样扎实、严谨、十年磨一剑
的科研精品。”还如为谭皓著作《近代日
本对华官派留学史》一书作序，则肯定该
书的开拓性、创新性、挑战性。我在与他
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曾问他，当年日本
学者实藤惠秀能用毕生精力开拓中国人
留学日本史的研究领域，写出《中国人留
学日本史》这样的开山之作，那么今天我
们中国学者有没有勇气去开拓日本人留
学中国史这个新研究领域呢？谭皓勇敢
地接受了这个难度很大极具艰巨性、复
杂性和挑战性的博士论文选题。他经
过4年辛勤努力，还到日本东京大学进
修半年多，收集了大量中日文档案文
献、日记报刊等原始资料，进行反复钻
研、修改，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后
又经过两年多打磨推敲修订成《近代日
本对华官派留学史》一书，成为研究日
本人中国留学史的第一部开拓性专
著。其实这个课题也是我多年来从事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想做而未能做的
一个题目，终于由我的学生初步完成
了，而且他们的成就已经超越了老师，
戴东阳和谭皓的著作都先后获得了中国
日本学研究的最高奖“孙平化日本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这正是“青胜于蓝”的体
现，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的日本留学生井
上桂子的专著《鹿地亘的反战思想和反
战行动》。井上桂子在北京大学跟我攻
读硕士和博士前后7年，可以算是一个
中国通和中日友好使者了。她的硕士论
文《宫崎家族和中国革命》，论述了宫崎
滔天家族几代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在
博士论文选题时，选择了难度更大的日
本著名进步作家鹿地亘与日本人民反战
同盟活动的研究，她奔波中国、日本、美
国，收集大量档案、书信、日记、回忆录等
原始资料，还进行了有关人员的口述历
史采访，终于完成了这部专著，并在中日

两国以中文与日文分别出版，成为抗日
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性新成果。她
的成果也得到日本学界的承认和肯定，
前几年已经当上了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
部教授。其他学生的著作也各有创新和
特色，如胡连成的近代中日欧美留学比
较研究，李永胜的清末中外修订商约研
究，窦坤的莫里循研究，陈丹的五大臣出
洋研究，孟晓旭的漂流民研究，边文锋的
萨道义研究，王刚的日俄战争研究，崔学
森的清末制宪研究，杜语的近代中国救
国方略研究，徐志民的近代日本的中国
留学生政策研究等，我已在各书序中提
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对学生
来说，他们的著作还只是在学术长途上
跨出的第一步，我在各书序中也指出了
其中的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

下编是我为中外友人写的书序，内
容和形式比较多样化。其中如给中国海
洋大学曲金良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
海洋文化史长编》写的序，题为海洋文化
的历史视野，可以说也是一篇学术论文，
阐述如何从历史学的视野考察认识中国
的海洋文化。又如给韩策、崔学森整理
标点的《汪荣宝日记》写的前言，实际上
大部分内容是我最早在北大图书馆关注
并研究《汪荣宝日记》手稿后写的清末政
坛变化的写照的学术论文，并曾在《历史
研究》杂志上发表，文中详细介绍了汪荣
宝的生平，其日记的版本、内容与史料价
值，尤其是该日记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
的中国第一部钦定宪法草案起草制订经
过，以及汪荣宝等京城立宪派的各种台
前幕后的活动，是研究中国宪法史和清
末政治史的极其重要和珍贵的史料。当
然作为该书的序也补充了该书整理标点
工作的过程和特色，有助于读者理解和
利用这部史料。

颇有趣味的是我为日本友人永田圭
介的两本著作中文版写序的经过。永田
圭介先生1935年生于日本大阪，是日本
装和建材公司副董事长，其专业身份应
是一位从事建筑材料科研开发与经营的
建筑学家和企业家，然而他又是一位业
余文学和历史爱好者，而且是对中国文
化历史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日本
友好人士。他在科技工作之余写过不少
诗文和历史人物传记如《空海传》《子规
传》等。一次到中国浙江绍兴的旅行，激
发了他对中国近代女英雄秋瑾的崇敬仰
慕之情，决定要写一部用日本人的视角
向日本人介绍秋瑾一生的传记。他花了
3年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秋瑾在
日本留学的史料，并多次到绍兴、杭州实
地考察，终于完成了日文《秋瑾传》并在
日本出版。后来他又请闻立鹤先生译为
中文在中国群言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秋
瑾：竞雄女侠传》。在中文版出版时他邀
请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和我
分别写序并出席在秋瑾故乡绍兴举行的
首发式。我深为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
命英雄的真挚情感所感动，故欣然接受
其请求，为该书中文版写了序言。此后
永田先生的激情越发不可收，决定再写
一部严复传，我听说后开始有些吃惊和
担心，提醒他严复一生极其曲折复杂，著
作译作众多，学界评价尚有分歧，写作难
度太大，何况你是日本人，又不是专业历
史学家。可是永田先生认为严复是近代
中国伟大启蒙思想家，一定要让日本人
也知道他。他不顾高龄，不畏艰难，到处
收集资料，又到福州等地考察、苦战,3年
终于完成了《严复：中国近代探寻富国强
兵的启蒙思想家》一书，先由日本东方书
店出版日文版，然后又请《人民中国》总
编辑王众一译成中文，由苏州大学出版
社出版中文版，我也再次被永田先生知
难而上的精神和毅力所感动，欣然又为
该书中文版写了序，我认为“这是一部日
本老企业家为中国思想家立传的力作，
也是一座沟通中日两国人民互相理解的
桥梁。”其他几本为中外友人著作写的序
也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就不再一一介
绍了，读者可以从各书序文中了解。

我希望这一册别出心裁的序言选，
能给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
一些学术研究和治学方法方面的启发和
借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系第九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晓秋

2024年4月1日 星期一10 编辑/杨雪 校对/胡颖 排版/王晨 华夏副刊

委员委员委员 笔记笔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新年贺
词中指出，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
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等，这是我
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截止到
2023 年底，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已增
至 57 项，成果丰硕，世界瞩目。
2023 年的政协会上，我就陶寺遗址
加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出相关提
案，我提出应该进一步推进二里头、
陶寺、石峁和齐家文化考古集成联合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二里
头、陶寺、石峁和齐家文化考古集成
联合申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
意义与时代价值。华夏文化源远流
长，多元一体，互动融合，形成多元
一体的格局。但这种多元一体亟须在
文物考古层面拿出有世界影响力的实
证成果。而二里头、陶寺、石峁和齐
家文化的考古成果恰恰是这种多元一
体的集中体现。统筹开展“二-陶-
石-齐”考古成果集成联合申遗工
作，既是多元来源考古本身的需要，
也是文明探源中对中华文化多元融
合、“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
有力见证。整个夏代遗址群落横跨多
个省区，从中原地区到甘肃青海乃至

整个西北地区，都曾是古代华夏空间的
地理重心。只有从大历史视角、以更宏
观的视野开展探讨和研究，才能在文明
演进的过程中追根溯源、客观认识、全
面阐释，正确还原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
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通过集成申
遗和高效协同，推动相关遗址本体的保
护、展示和阐释，全面构建相关区域文
化特征的关联关系认识，以文化遗产系
统性保护的最新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目前，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已达
60多个，申遗竞争愈发激烈，而国际上
对我国这样的世界遗产大国申报项目的
审查也更加严苛。因此，集成化申遗应
该是今后我国申遗工作的一项重要策
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已发现可证
实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关键性遗址近 20
处，包括已经成功申遗的良渚遗址以及
正在申遗的二里头、陶寺、石峁和齐家
文化等。国家文物局应结合新一轮名单
更新工作，依托“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
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夏文化研
究”等重大项目，推动二里头、陶寺、
石峁和齐家文化等相关考古成果的系统
集成和加快联合申遗步伐，全面展现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世界文化价值，全面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世界
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华夏文明的一张远古名片，齐
家文化不仅标志着中国或东亚进入青铜
时代，也表明中国已进入青铜时代的世
界体系，成为东西文化融合、相互影
响、金玉共振的生动反映。而作为齐家
文化的中心聚落，喇家遗址保留有史前
地震、黄河大洪水和泥石流等多重灾难
遗迹，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
灾难遗址，被称为“东方庞贝”。但由
于近年来缺乏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导致
其在整个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区域文明研
究中始终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成为华
夏文明一个被遮蔽的源头。新时代新起
点，要站在从青藏高原北部追溯史前文
化脉络的高度，对齐家文化特别是喇家
考古遗址纳入夏文化联合申遗范畴，挖
掘提炼其作为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特别是
史前灾害性关键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
从中华文明标示角度完善阐释展示体
系，突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中与西亚地
区文明的交流互鉴的成果，坚定中国史
前文化的真实存在和中国文化独立起源
的基本立场，让“最早的中国”在这里
可观可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
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

夏文化的文明曙光
连玉明

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草长莺飞，花木芬香。清明时节，
人们都会带上一束鲜花、斟上一盅热
酒、捎上满腔思念，扫墓祭祖，凭吊英
魂，在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同时，感
悟生命、感恩生活、思考人生的价值和
意义。这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文化
传承。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矣。”慎重地办理父母丧事，虔诚地祭
祀远代祖先，就能够在全社会培育浓
厚的道德氛围。赓续慎终追远，对于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社会文明程
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慎终追远，是倡导“孝悌”文化。
孝是孝顺父母、孝敬长辈，“悌”是尊敬
兄长、友爱亲人。“百善孝为先，孝为德
之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强调
的是孝悌忠信。春节、清明、端午、重
阳、中秋等传统节日，主题都是祭祀祖
先、感恩长辈、亲慈子孝、友朋睦邻，传
承孝道。“孝悌”，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也是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
精神资源。所以，清明祭祖，不仅仅是
一种祭祀仪式，更是传承优良家风和

“孝悌”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个人从孩
提知事起，参加传统节日礼仪和民俗
文化活动，周而复始地接受濡染熏陶，
就会使慎终追远的“孝悌”之德浸入情
思、沁入心田，系牢血脉相连的人伦之
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和社

会责任感。
慎终追远，是厚植家国情怀。清明

祭祖，现在已经由家族性的私祭发展到
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炎帝的群体
性公祭，海内外中华儿女寻根问祖，彰显
了期盼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共同心
愿。清明节，我们在祭祀祖先的同时，祭
奠先烈英杰、先贤名士，组织青少年到烈
士陵园或墓地扫墓，到英雄纪念碑、纪念
馆、故居、遗迹瞻仰、献花，举行入队、入
团、入党、成年礼等仪式，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和红色文化洗礼。这种慎终追远，
就是传承由己及家、由家及国、家国一体
的思想理念和精神追求。厚植家国情
怀，是慎终追远的文化精髓。我们要善
于从传统文化基因中提炼新的元素，使
其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在中国人
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
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慎终追远
中涵养家国情怀，是要我们把自己的小
我融入国家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将
青春理想、人生价值与服务人民、奉献祖
国结合起来，在本职岗位上历练成长、在
平凡工作中创造非凡、在尽职尽责中奋
发有为。

慎终追远，是坚持继古开今。清明
节祭祖扫墓，承载着华夏神州数千年的
厚重历史文化，记录着中华民族共祖同
宗数百代的文明信息，寄托着古往今来
中华儿女的理想情怀，蕴含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其核心就是敬畏历

史、以史为鉴、继古开今。“以铜为镜可以
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历代
先贤的创造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也是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最
好的营养剂。我们祭奠先祖、追思先烈，
就是要从历史传统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从历史典故中得到启迪和教育、从先贤
榜样中得到定力和动力，汲取开创未来
的丰富智慧和无穷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有一
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
络。”赓续慎终追远，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
传统文化传播传承方式、构建全社会文化
传承协同体系，坚持民俗体验与经典浸润
结合、孝悌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线下体
悟与线上交流互动，将慎终追远所蕴含的
文化价值在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心中
落地生根，确保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共同
记忆，得以代代相传、万载永续。

（作者为江苏省政协专家咨询委员
会副主任、道德智库特聘研究员）

让慎终追远永续传承
朱步楼

▲▲《《青蓝集青蓝集》》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连玉明连玉明 （（左二左二）） 委员在青海省海东市调研齐家文化遗址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委员在青海省海东市调研齐家文化遗址地震灾后重建工作

▲▲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币饰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币饰

名家名家名家 名笔名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