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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以文物视角展现中华文明的书籍

暑期如约而至，这个时候除
了旅游景点之外，还有哪里人气
火爆？答案中，一定有博物馆。
很多博物馆馆内人头攒动，这样
的景象，想必我们从大屏小屏上
都已经“领教”过了。

近年来，博物馆成为越来越
多人外出游玩时的必打卡之地。
一件件出土文物，不仅让参观者
感受到古人的聪明才智，审美标
准，直观领略泱泱华夏的灿烂悠
久。作为历史的见证，文物生动
展现出中华文明弦歌不辍、中华
文脉绵延不绝。

如果说，考古是探索文明的
“第一现场”，那么博物馆则是进

入文明的“第二现场”。在这
里，万年、千年的历史进程被高
度浓缩，普通大众也能乘上“时
光机”，与古人的生活面对面。
博物馆热带动了相关文化类图书
的策划与出版。如今，人们已经
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如
何从文物中看出门道，读懂历
史，书籍就发挥出天然的优势，
自然就承担起历史文化之旅中

“导游”的角色。我们不妨脑洞
大开的设想一下，如果沉寂数千
年的文物开口说话，会讲述什么
样的故事？借文物之口讲述中华
民族故事，引导读者从历史深处
探寻，循序渐进读懂中国，不少

图书已经在尝试，从历史深处寻
找物证，借助文物实现意象化的
表达，通过构建物史互证的话语
体系，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解读中
华民族发展史的独特角度，提升
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我们在博物馆，看的不只是
单个文物，每一件藏品都不是孤
立存在的，而是展览的一个组成
部分，而一本书从文物的角度串
联起文明，读者就有了一座身
边的“博物馆”，让我们不仅读
到了藏在文物背后的一个个故
事，一本角度新颖、干货满满
的图书，更是读者进入文明的一
种方式。

我们追溯历史，其实也是
想追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我们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的
文明。如何让大众进一步认识
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化，图
书 无 疑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好 助
手”，而文脉的传承离不开《尚
书》、《论语》、二十四史等代表
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经典，也离
不开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以来留
下的各种文物。

文 物 从 “ 活 ” 起 来 ， 到
“火”起来，自然也离不开图书
出版的助力，在阅读中增强文化
认同，坚定文化自信，阅读给了
我们这样的底气。

图书与文物的双向奔赴
□韩萌萌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延续力和融合力，表现出多元一体、连绵不

绝、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如果将中华文明看作一条浩浩汤汤的大河，那数不清的文物便是那朵朵浪花，考古学不止在于

打捞遗珍，也在为这条从远古奔腾而来的河流寻找时间留下的刻度。本期《读周刊》关注从文物以及考古学角度展现中华

文明的相关图书，它们为我们铺就了一条时间轴，向前溯源，可知我们从何而来；向后瞻望，可观我们向何而去。

“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一个大家庭，这个
家庭的基本情况就是：家史，没有断过；家
人，没有散过。一旦深刻地体悟到这一特性，
我们就不能不心生敬意、心生热爱。”《何以中
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
忆》（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书的主编、中国民
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表示，在编写这本书时，
心中怀有一种深深的神圣感。

该书用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历史记忆，以文物为主要载体，以“物”

“史”互证为核心，着力构建一个能够承载中
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过程的文物谱系。基于中
国民族博物馆的使命感，书中深入挖掘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
存等历史文化资源，从最开始的一个展览，到
现在衍生为一部书，并且目前已经出版了中
文、英文、中英双语、汉藏双语、汉彝双语等
不同语言版本，这样的探索不论是在国内的博
物馆界，还是在民族学界，都是第一次。

作为一项选题重大、内容丰富的工程，该
书以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同时又超出了考古
学研究的范畴，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学科。郑
茜表示，精心遴选出的100件文物，既可以理
解为一部微缩版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也可
以理解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叙事框架。
100件文物就是100个密码，一一敲击，便可
以真切地回到历史现场，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历史基因。

后母戊鼎、红山文化玉龙、釉彩大瓶、人
面鱼纹彩陶、《瑞鹤图》、斗彩鸡缸杯、唐摹本

《女史箴图》……《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
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挖掘这些耳
熟能详的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
技价值、审美价值、时代价值，生动还原中华
民族历史大背景下的武王伐纣、春秋争霸、秦始
皇统一中国、丝绸之路、少数民族大融合等一幕
幕历史大剧。该书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
部主任翁淮南主编，由国博约30位专家共同参
与编写，从国内外约50家博物馆中甄选出200
余件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刻石、书画、丝织
品等不同类型的代表性文物，借文物之口，讲述
中华民族历史故事，在洋洋洒洒间阐述家国概
念，追寻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的血脉根源，全书在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浩瀚的长河之中娓娓道来，
用一件件洗尽铅华的文物带读者领略那段尘封
岁月中的吉光片羽。

书中配有300余张文物高清大图、局部细
节图、复原图、线条图，以及书画、拓片、壁
画等，为读者打造了一场视觉盛宴，比博物馆
参观更近距离、更细节、更轻松。同时，书中
还梳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事记，呈现给读者
一个清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脉络，引
导读者从历史深处读懂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编写团队中既有出色的青年考古学者，
也有优秀的文博工作者，既有在大学讲坛传道
授业的教师，也有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学术新
秀。”作为主编之一，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文博系副主任鲁鑫表示，在阅读《何以中国：
我从考古现场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过程中，
读者将结识一位又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正是
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将埋藏
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

揭示，通过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
识。该书讲述了考古背后的故事，文

物发现的历程，通过考古与文物的
结合，揭秘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

书中不仅展示了考古学家如何
利用发掘资料，多方面阐释生
活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的人们
如何凭借智慧创造出多元而
丰富的中华文明，而且数百
幅精美的文物图片和考古现
场图片，让读者更亲近考古
现场，感受中华文明五千年
不断裂的奇迹。

物史互证

在认识中华文明格局形成与特
点的过程中，拥有大历史宏观视角
和长时段时间维度的考古学充分发
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作为
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实物资料为基
础的学科，考古学伴随着新的考古
发现和研究在不断深化。

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
果，《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
性的考古学阐释》（科学出版社）
围绕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进行实
证性阐释，同时细致解读每一个突
出特性的内在特质、深入剖析其形
成原因，对于读者深入了解中华五
千多年文明史，深刻理解中国道路
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
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均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一提的
是，该书的组织撰写、编辑出版是
考古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科研探
索，为今后从考古学角度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具有示范意义。

不断发展的考古学，促使着这
门学科不断向大众开放，从“象牙
塔”中走出，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传播知识。跟随《源来如此：跟着
考古学家去探源》（四川人民出版
社）这本书，读者沿着知名考古学
家们近20年的足迹，开启一场中华
文明探索之旅。书中既有通俗轻松
的语言，也有图文并茂的呈现。在
编撰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考古学家王巍以20余个重大
考古发现为框架，讲述中华文明的
起源、形成与发展，从考古学的角
度让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程有了
点、线、面的系统呈现，进一步帮
助读者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
贡献，从而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和民族认同。

“在当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中，我们在实物遗存的发现、材料

的科学分析，乃至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利用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教授陈胜前在《中华文明格局的起
源：考古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一书中既肯定了研究取
得的进步，也表达了相关理论的研
究也要并驾齐驱。这本书围绕中华
文明起源展开一系列理论思考，抛
砖引玉，希望能够促进有关理论研
究的发展，书中以考古学视角回溯
中华文明起源史，考察四大史前时
代文化生态格局对中华文明的影
响。正如作者所说，对于中华文明
探源来说，关注的是作为中华民族
身份认同的中华文明，即文化意义
上的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作者
通过层层剖析，让我们认识到，

“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突然出
现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一个有独特节奏的‘三部曲’，
其中波澜起伏，异彩纷呈。”

考古学阐释

有趣有料的文物、考古类科普
读物，总能引起青少年读者的好奇
心，拓展他们的视野，吸引他们走
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以文物探源的
创新视角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能
够切实加强广大青少年的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

作为“大湾区合作出版计划”
的最新成果，《读懂中国——用文
物讲述中华上下五千年》（广东教
育出版社）由内地和香港的文物学
家共同创作，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
历史知识百科全书，精选千余张
高清文物照片，以文物讲史，讲
述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明清五千多
年文明的发展历程。值得一提的
是，这本书在世界文明互动的视
野下，对比古代埃及、希腊、罗

马、波斯、印度等的文明进程，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背景下论述中
国历史，为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更
广阔的视野，只有读懂世界，读
者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中国的文
化，也才能让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出去。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称
赞这本书：“中国考古百年来的重
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精准地运用起
来，让束之高阁的考古出土文物生
动而鲜活起来，使中国悠久的历史
原貌跃然纸上，别开生面地展现出
来。读者从中可以深刻领略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传承有序，延绵不
绝，由此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
豪感。”

写孩子看得懂的科普读物，就

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穿越时
空看文明——全景手绘中国史》
（石油工业出版社） 聚焦“衣食住
行”四大生活主题，对身边事物追
本溯源，书中涵盖 800 多个知识
点，1000余幅手绘，为孩子打造了
一 座 可 以 带 回 家 的 “ 历 史 博 物
馆”，这套书唯美写实的手绘风
格，容易吸引小读者的注意力。更
重要的是书中大到建筑、宫殿模
型、街道场景，小到家居布置、交
通工具、人物服饰等内容有据可
查，均出自历史专著、考古报告、
出土文物、传世美术作品、影像资
料，经过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审核，
用故事、情景、图解、注释梳理历
史进程，帮助孩子树立清晰、准确
的历史概念。

增强文化自信

文物回答 何以中华
□本报记者 韩萌萌

■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