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

张自成：

学术深度与普及广度并重

《三门峡虢国墓 （第二卷）》《区域文明

与沟通的意义：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

建构》《樊锦诗文集》 ……在 2023年度全国文

化遗产十佳图书中，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多部

图书入选，涉及考古报告、古建筑、出土文

献等多个领域。张自成说，多年来，文物出

版社在文化遗产相关图书出版上积累了丰硕

的成果。

“比如，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是我社重

要的出版板块。”张自成告诉记者，文物出

版社自创建以来，就以抢救、保护、传承中

国文化遗产为己任。1973 年文物出版社复

建后，由著名学者唐兰、商承祚、张政烺、

唐长孺等领衔，先后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

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整理

小组，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极具历史价值的重

要 出 土 文 献 。 其 中 《银 雀 山 汉 墓 竹 简

（壹）》《睡虎地秦墓竹简》 等成为出土文献

整理的典范之作。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考

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

《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 等。

“这些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不仅是对

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更极大地

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张自成表

示，包括考古报告、古建筑等在内的文化遗产

类图书，不仅让这些静默的瑰宝在文字间生

动再现，还能让读者深入了解其背后丰富的

故 事 与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 增 强 文 化

自信。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让文化遗产走

近大众，出版发挥着重要作用。张自成说：

“学术出版是文物出版社的特色，一方面要立

足于精品出版，促进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发

展，助力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又要做好

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成果向社会公众传播的

‘摆渡人’，通过文物精品出版和阅读让读者

更加亲近文化遗产，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

力、绽放新光彩。”

当前，如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推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张自成建议，从学

术出版机构来说，应有意识地进行三个方面

的转变：一是题材上要注重学术深度与普及

广度并重，以灵活的出版方式、鲜活的表达

语言，推出更多的文化含量高、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物考古图书，努力将文化遗产知识与

现代生活有机融合；二是做好融合发展，全

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努力构建以优质原创内

容资源为核心，多角度开发、多业态呈现、

多介质传播的生产运营模式，确保更符合现

代传播规律和人民群众接受习惯的内容产品

供给；三是做好传播推广，充分利用新技

术、新手段、新平台，打通文化遗产传播的

“最后一公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

副馆长郑茜：

用文物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故事

河姆渡骨耜、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石雕

蚕蛹……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一书中，100 件精

选文物串联起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记

忆，“物”“史”互证，展现了中华民族形成

发展的恢宏历程。

作为主编，郑茜在谈起编写本书的初衷

时提到，历史学、民族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对

中华民族的研究形成了可观的理论成果。但

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建构，除了

理论阐释和文本表述，还需要一个必要的步

骤，那就是“物”的实证和表征。

“以‘物’‘史’互证的方式，可以为读

者提供一个解读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独特视

角 。” 郑 茜 举 例 说 ， 比 如 河 姆 渡 骨 耜 作 为

7000 年前河姆渡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它不

仅是上古时代用于翻土的农耕器具，还关联

着河姆渡文化的重要特征——发达的耜耕稻

作农业，是世界上早期稻作农业的见证物，

辐照了中华先民是世界稻作文化先驱的史

实。“这样的解读，不仅有助于读者更深入

了解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重要

作用与独特价值，还能够促使公众更加珍视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与责任感。”郑茜表示，用文物讲述中华

民族形成和发展史的故事，是让文物“活”

起来的积极探索，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记忆展示传播文本体系的重要尝试。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文化遗产类的图书受到读者喜爱。在郑茜看

来，这些图书不仅能够直观展现文物的故事

与历史的厚重，其文本信息与理论信息的深

度融合，具有更为直接且具体的认知塑造

力，可以更直观地传递给读者，特别是青少

年读者，引导他们了解历史，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郑茜认为，当前图像化、情景化的呈现

方式让文化遗产触手可及，增强了文化遗产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作为文化遗产研究和

阐释工作者，要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类书籍的

编写、诠释以及传播和推广，还要致力于出

精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传承中华文

明，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国家非遗展览展示研究中心专家

委 员 会 主 任 、 非 遗 保 护 研 究 专 家 马

盛德：

非遗保护传承是文化精神的传承

2001 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 作 ”； 2004 年 ， 我 国 成 为 全 球 率 先 加 入

《保 护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公 约》 的 国 家 之 一

……20 多年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留下

了一个个坚实的足迹。

日前，马盛德新著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十讲》 出版，从非遗的基本概念、具

体实践、存在问题及相关对策等进行了学术

梳理和学理分析，全面介绍了中国丰富而独

特的非遗资源，深入阐述了非遗保护的中国

实践，系统总结了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

马盛德表示，中国非遗保护在政府主导

下，得到专家、学者的学术支持和社会民众

的广泛参与、积极配合，非遗保护工作走上了

蹄疾步稳的快车道，非遗的概念深入人心，保

护工作也深得人心。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随着

非遗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各界对非遗保护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有关非遗的各种图书、讲座

也多了起来。其中非遗保护的具体实践和经

验是大家普遍关注的内容，这方面的书籍日

渐丰富，为读者了解非遗、传承非遗提供了丰

富的资源，为非遗走向大众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多项文化遗产申遗成

功，有力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

魅力，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马

盛德认为，非遗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不仅是以人为主体

的技艺传承，更是文化精神的传承。非遗图书

的出版，在这一传承链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通过记录和整理非遗的方方面面，

如传统技艺、民俗活动、民间文学等，帮助人

们了解祖先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追

求，激发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为非遗的传承

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马盛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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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

研究》 是涂秀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

研究”的结项成果。中国小说刊印研

究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

重要领域。而建阳为宋元明三代全国

刻书中心，建阳刊刻小说在全国占比

很大，对古代小说的发展起过重要作

用，所以建阳刊刻小说又是中国小说

刊印研究的重中之重，对其版本和文

本、评点和插图，以及书坊主、书坊

文人、刻工等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

已发表不少论文论著。学界的研究较

多关注名著，对于建阳刊刻小说的整

体面貌，尚缺乏较全面系统的研究。

涂秀虹确定课题目标为理清建阳刊刻

小说文献，系统研究建阳刊刻小说的

历史面貌和地域特征，探讨建阳刊刻

小说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此深

入和拓展中国小说史研究。

就全书的具体论述而言，有三个

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建阳刊

刻小说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从文本现

象学范畴，考察建阳刊刻小说的生产

与传播，包括版本、版式、插图等，

从而构建建阳书坊小说刊刻的历史面

貌。从不同时代政治文化、社会制

度、教育水平、文化政策等角度考察

小说编刊的深层原因，通过对小说稿

源、刻工以及读者消费力的考察，结

合县志府志、出版史文献等还原建阳

刊刻小说从生产到接受的整个社会运

作过程。

二 是 建 阳 刊 刻 小 说 的 文 化 学 研

究。主要以福建区域文化为历史参

照，对讲史、公案、神魔三种小说作类

型分析，探讨地域文化如何制约、影响

并生成建阳刊刻小说的题材类型、思想

主题、价值取向，探讨这种制约与生成

对小说繁荣与发展的独特意义。建阳地

区自宋代以来儒学文化积淀深厚，建阳

刊刻小说以通俗演绎义理为旨归，风骨

刚健。

三是对小说发展重要问题的深入思

考。书中所论小说题材和类型，是学界

普遍关注的问题，而涂秀虹结合闽北及

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多有独特

的补充和发现。比如，通过对建阳书坊刊

刻《资治通鉴》类图书的考察，揭示“按

鉴”演义的意义。通过建阳刊刻讲史类小

说尚未发展成“英雄传奇”类型的考察，

发现讲史小说类型分化的发展过程。建

阳刊刻小说看似仅生产于一地，繁荣于

一时，但通过探析建阳刊刻小说所发现

的一系列内在问题，对于发现小说史发

展深层动力、还原文学史文化场域等，

显然有其重要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通过涂秀虹细致、系统的梳理，建

阳刊刻小说的历史与地域特征清晰地呈

现在我们面前，也打开我们探究古代小

说发展与地域文化互动的另一扇窗：建

阳刊刻小说兴于宋，盛于明，衰微于明

末清初，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时代变

迁，折射了不同时代的世风、文风和学

术风气，与建阳及周边地区地理人文所

形成的文化场域密切相关，也正因于

此，建阳刊刻小说的历史一脉相承。宋

代建阳刊刻小说以重知识重学术的文人

文言小说为主，元代趋向通俗，但大量

讲史平话的刊刻则可见宋代文教传统之

延续，只是教育文化更为普及和下移。

明代为中国古代小说繁荣期，繁荣的表

现首先在于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 等典范小说大量刊行，其次

表现在典范作品影响下的类型小说大量

产生。在现存明刊小说中建刻大约占三

分之二。明代建刻小说在通俗性趣味性

趋向的同时，仍然延续了宋元以来小说

教化以普及教育的传统，刊刻小说呈现

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小说刊印的研究，很重要在于编刊

活动及其意义的发掘，也就是考察小说

编撰者和刊刻者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

完成编刊活动。由于古代小说在知识体

系和文学文体中的边缘地位，关于小说

编刊者及其编刊活动的文献记载极少，

仅有的一些文献记载，学界多已尽可能

作了发掘和研究。在学界研究基础上，

涂秀虹一方面是在福建历史文化、刊刻

文献等方面下了苦功，宏观呈现小说编

刊的历史文化背景，资料丰富，论证充

分，很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是结合建阳

刻书整体概况的梳理，对一些编刊者和

编刊活动作微观考察，论从史出，见微

知著，颇见功力。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时光流

逝，历史面貌已然泯入尘烟，历史研究

的意义就在于拭去遮蔽的烟尘，照亮历

史本真。涂秀虹在充分掌握刻书文献和

小说文本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力

求 以 文 史 互 证 的 方 式 ，“ 返 回 文 学 现

场”，寻求照亮建阳刊刻小说和中国古

代小说发展历史的微光。这些努力非常

可贵，对学界同行应有不少启发。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探讨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
齐裕焜

Z 专栏·文明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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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深刻阐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

名录》 的重要意义和时代内涵，强调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

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近年来，文化遗产相关图书越来越受到读者青睐，让文化遗产触手可及，“走”进

读者心里。促进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图书发挥着重要作

用。本报记者采访政协委员与专家学者，讲述推动文化遗产图书出版与阅读，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思考。

当 地 时 间 7 月 27 日 ， 在

印 度 新 德 里 召 开 的 联 合 国 教

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

会 通 过 决 议 ， 将 “ 北 京 中 轴

线 —— 中 国 理 想 都 城 秩 序 的

杰 作 ” 列 入 《世 界 遗 产 名

录》。“北京中轴线”全长 7.8

公 里 ， 南 起 永 定 门 ， 北 至 钟

鼓 楼 ，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在 城 市 建 筑 上 的 完 美 体 现 。

从 北 端 的 钟 鼓 楼 出 发 向 北 ，

即 可 抵 达 奥 林 匹 克 景 观 大

道 ， 中 华 文 化 与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交 融 出 一 个 科 技 、 绿 色 、

人 文 的 园 地 。 登 临 奥 林 匹 克

塔 远 眺 北 京 中 轴 线 ， 川 流 不

息 的 城 市 主 干 道 承 载 着 中 国

速 度 ； 景 山 、 故 宫 庄 严 巍

峨 ， 伸 展 传 续 几 千 年 中 国 精

神 之 气 魄 ；“ 鸟 巢 ”“ 水 立

方 ” 灯 火 通 明 ， 以 开 放 包 容

的 姿 态 向 世 界 展 示 双 奥 之 城

北京的奥运精神。

8 月 11 日 ， 从 巴 黎 奥 运

会 传 来 喜 讯 ， 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获 得 40 金 27 银 24 铜 ， 总

计 91 枚奖牌的佳绩。华灯初

上 ， 在 奥 林 匹 克 森 林 公 园 夜

跑 的 人 们 为 此 欢 呼 雀 跃 。 北

京 ， 世 界 首 座 成 功 举 办 夏 季

奥 运 会 和 冬 季 奥 运 会 的 “ 双

奥 之 城 ”。 从 “ 同 一 个 世

界 ， 同 一 个 梦 想 ” 到 “ 一 起

向 未 来 ”， 在 不 少 书 籍 中 ，

我 们 可 以 感 受 中 国 参 与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 弘 扬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的 足 迹 。 比 如 《见 证 中 国

双 奥》， 记 录 了 历 史 ， 也 记

录 了 奥 运 豪 情 。 这 些 文 字 珠

玑 激 励 着 我 们 一 起 向 未 来 。

巴 黎 ，《奥 林 匹 克 宣 言》 的

诞 生 地 。 1894 年 6 月 23 日 ，

国 际 奥 委 会 在 法 国 巴 黎 成

立 。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成 为 现 代

社 会 的 体 育 文 化 景 观 ， 它 重

团 结 、 拼 搏 与 奋 斗 ， 是 人 类

文 明 的 创 造 ， 人 类 智 慧 与 技

能 的 辉 光 闪 烁 。 奥 运 会 是 团

结 和 友 谊 的 象 征 ， 是 文 明 互

鉴 的 结 晶 。 2024 年 也 是 中 法

建交 60 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

年 ， 中 法 两 国 以 文 化 和 体 育

为 媒 介 ， 不 断 增 进 交 流

互鉴。

体 育 文 化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西

周 昭 王 时 代 的 青 铜 器 “ 令 鼎 ” 刻 有 一 段 铭 文 ， 记 载 了

周 昭 王 在 一 次 藉 礼 、 飨 礼 、 射 礼 后 ， 临 时 增 加 的 一 次

“ 竞 跑 ” 活 动 。 这 次 竞 跑 包 括 了 比 赛 距 离 、 比 赛 对 象 、

胜 出 标 准 、 奖 品 等 竞 技 体 育 的 必 要 条 件 ， 体 现 了 早 期

中华文明中对速度与比拼的追求。《周礼·地官司徒·

保氏》 中提出的“六艺”中的“射”，既是对能力的培

养 ， 也 是 中 华 体 育 文 化 的 体 现 。“ 白 矢 、 参 连 、 剡 注 、

襄尺、井仪”，五种射礼为射箭提出了技术标准和仪态

要求。

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壁画及画像砖，则体现了竞技的

力 量 。 山 东 临 沂 金 雀 山 汉 墓 出 土 的 帛 画 ， 相 对 的 角 抵

力 士 准 备 决 一 胜 负 ， 健 硕 而 绷 紧 的 身 姿 呈 现 了 自 然 的

力量，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早期呈现。

中国古代对球类运动的热爱，也以文学和艺术的形

式 留 存 至 今 。 曹 子 建 在 《名 都 篇》 中 歌 咏 “ 连 翩 击 鞠

壤，巧捷惟万端”，说的即是发端于汉代、兴盛于唐宋

的 击 鞠 运 动 。 陕 西 省 历 史 博 物 馆 馆 藏 章 怀 太 子 墓 中 的

《马 球 图》， 数 十 匹 骏 马 驰 骋 赛 场 ， 骑 士 驱 马 击 球 ， 画

面 彰 显 了 浓 烈 的 竞 技 精 神 与 团 队 精 神 ， 是 这 一 运 动 繁

荣 时 期 最 好 的 文 物 佐 证 。 被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的 蹴 鞠 ， 从 战 国 中 期 绵 延 至 清 代 ， 历 经

王 朝 更 迭 却 历 久 弥 新 。 山 西 洪 洞 广 胜 寺 水 神 庙 的 壁 画

被梁思成、林徽因赞为“极罕贵的遗物”“未见过的独

例 ”“ 绝 端 重 要 的 史 料 ”。 在 壁 画 反 映 的 丰 富 的 市 民 生

活 中 ， 一 幅 《捶 丸 图》 展 现 了 宋 元 温 和 却 更 加 强 调 技

巧性的捶丸运动。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化中通过竞技不断提升着自己

的 适 应 力 ， 不 断 地 突 破 极 限 创 造 历 史 。 体 育 精 神 在 中

华 文 明 中 延 续 几 千 年 ， 中 华 体 育 精 神 与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在 跨 越 时 空 中 交 相 辉 映 ， 展 现 着 人 类 与 大 自 然 和 谐 共

生、相生相宜的无穷魅力。

2013 年 ，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 2021 年 ， 国 际 奥 委 会 将 “ 更 团 结 ” 的 理 念 加 入 奥

林 匹 克 格 言 ， 成 为 “ 更 快 、 更 高 、 更 强 —— 更 团 结 ”。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承 载 着 人 类 对 和 平 、 团 结 、 进 步 的 美 好

追 求 ， 奥 运 会 越 来 越 成 为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交 往 交 流 的 桥

梁 。 我 们 要 深 入 认 识 理 解 中 华 体 育 文 化 ， 弘 扬 中 华 体

育 精 神 和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

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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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是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鲁迅研

究”系列全新作品，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人”这一独特视角切入，聚焦诸多中国共产党

人与鲁迅的交往或交集，从整体上展现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风云跌宕和人性光辉。

让文化遗产“走”进读者心里
本报记者 郭海瑾

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者

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本书从历史

维度、生成逻辑、理论内核、价值取向、哲学基础

等多方面系统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开创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