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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沈湘平的
新著《中国式现
代化的传统文化
根基》，一经出
版即受到读者欢
迎，入选众多好
书榜。这本著作
之所以能脱颖而
出，就在于作者
以很“小”的篇幅

深入浅出、大道至简地阐明了普通大
众谓之艰“深”却一直想弄明白的重大
问题。作者以融贯中国、西方与世界
的宏阔视野与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历史哲思，晓畅而不失生动地阐明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

融通中国、西方与世界是作者致
思的空间坐标。沈教授基于中国式现
代化探索、拓展的实践，以融通中西
的世界视角，汲取国内外大家名硕的
思想，阐发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精
神动力系统，并指出这一动力系统有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作用，传
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
精髓的中华传统美德。

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是著作展
开的历史轴线。现代化追求必然涉
及古今之辩。沈教授有着深刻的历
史意识，始终以大历史观看问题，
通古今之变。著作在探源五千年文明
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百年“碰
撞”，最终确认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
确态度；著作还充分挖掘了自 17、
18世纪以来海内外有识之士有关中
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根基性作用的
思想观点。

《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
沈湘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推荐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博士 周春兰

阐释现代美好生活之道

《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 是作
家、评论家李敬泽的历史随笔集。53
篇随笔，53次遇见，走进《左传》《史

记》《诗经》《论语》，结识古时那些伟
大的灵魂。他们是人，和我们一样。他
们是神，是我们心中的星辰，照出我们
的幽暗和明亮。

阿来（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本书
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用我们今天
的当代语体，隔着两千年的时空，带着
我们今天精神上的一些困惑来跟春秋之
人对话。

孙甘露（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一书将古人
与今人对照，本书的写作虽然缘起“闲

来无事，抄一抄读一读”，但它本质上
并非消遣的书，而是有着复杂、深度的
寓意。书中探讨的问题，事关人的精神
世界，与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从中
国古代的典籍中找到处理当今中国人精
神上所面临问题的路径，这是本书的价
值所在。

谢有顺（评论家）：李敬泽提供了
一种个人回归传统的方式，在传统文化
的转折、细碎之处，以一种非常开放、
放松、有趣的方式去和古人对话，看古
典风景，去理解、感悟古人生命中的激

荡、飞扬和自由。
黄德海（评论家）：春秋经典正如

夫子之墙，不会轻易敞开大门。这些经
典需要有人用现代的语言进行转化，稍
稍降低“墙”的高度。《我在春秋遇见的人
和神》所下的功夫正是如此，其中的文章
如同一道道缝隙，引出“墙”内的光芒，让
读者得以窥见经典的璀璨光辉。

《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
李敬泽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

一场穿越时空的春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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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华
文明究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她是怎样
起源、形成的？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
天的？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
是每一个华人都希望了解而且应该知道
的。于是，探究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发展
历程这一重大任务就摆在了学者面前。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从 21 世纪
初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启动了“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探源工程秉持“多
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
念，集中20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围
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及原因，围绕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
格局的形成过程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
问题，开展了联合攻关，取得了一系列
重要的研究成果。

探源工程通过对浙江余杭良渚、山
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和河南偃师
二里头等4个都邑遗址和二十几个区域性
中心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多学科研
究，对各个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的过程、
各区域间的文化交融而形成中华文化圈
的过程，以及随着夏商周王朝在中原的
建立，中华文明由各区域文明的起源、形
成到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格局的形
成，都取得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成果。

本书就是想把这些认识和成果以及
支撑这些认识和成果的各地比较重要的
考古发现，用尽可能轻松的形式介绍给
广大读者朋友。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
六章，以文明发展的进程为线索，以长
江、黄河、辽河三大流域中典型遗址为
代表，讲述了中华文明是如何一步步走

到今天的。
第一章是10000多年前，制陶术的

发明、稻作和粟作农业以及定居村落的
出现；第二章讲述了约 8000 年前，农
业初步发展、人们精神逐渐丰富、社会
出现分化端倪，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
程 ； 第 三 章 展 现 了 6000—5500 年 前
时，由于农业的发展，各地人口增加，
社会出现了分化的现象；第四章描绘了
5500—5300 年前，信仰和祭祀盛行，
社会分化加剧，接近或开始迈进文明社
会门槛的情形；第五章则是 5000 年前
后，各地阶级分化加剧，多元化区域性
文明形成；第六章从 4300 年前开始，
夏王朝建立，从众多文明中脱颖而出，
中华文明从各区域文明多元起源转向中
原引领的一体化的初期王国文明。再经
过商王朝将政治理念和青铜冶铸技术传
给各地方国，形成以商王朝为核心、各
地方国构成的商代王国文明。最后到了
西周时期，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和宗法

制，在继承夏商王朝的基础上创造了一
整套礼乐制度，实现了对王畿地区之外
广大地区的统治，为秦代以后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希望广大读者通过这本书，不但知
晓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缘由，也能够
了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多年来，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启动探源工程 20
年来，中国学者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
形成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多
学科研究的成果，了解中华文明取得的
这些成果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从而加
深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民族认同，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请大家跟随着图文，沿着中国学者
近 20 年的研究线索，开始一场文明探
源之旅吧！

《源来如此：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
王巍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

探寻中华文明之源
□王巍

敦煌，这个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
廊西端的古老城市，以其丰富的文化遗
产和壮丽的石窟艺术而闻名于世。而在
这背后，有一位学者的贡献不容忽视，
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
生。她是浙江杭州人，1938 年出生于
北京，长于上海，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
家和敦煌学家。她自 1963 年从北京大
学毕业后，便投身于敦煌石窟的研究与
保护工作，至今已逾半个世纪。

2023 年是樊锦诗先生在敦煌莫高
窟从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
工作的第 60 年，这期间敦煌石窟保护
及敦煌研究院所承担的各项事业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近日，樊先生的学术随笔

集《敦煌石窟守护杂记》由甘肃文化出
版社出版。该书精选了作为亲历者、参
与者和见证者的樊先生 1963 年至 2023
年撰写的关于敦煌石窟保护、管理和研
究工作的文章 20 余篇，在书中樊先生
深入阐述了敦煌文化贯通中西、兼容并
蓄的精神内涵，莫高窟科学保护的必要
性及可行性路径，并深情回忆了向达、
季羡林、饶宗颐、常书鸿、段文杰、平
山郁夫等心系敦煌学发展的先生在敦煌
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成就及其与莫高窟
的不解情缘，同时收录了部分序跋文章
等，再现了作者毕生致力于石窟考古与
保护研究工作的心路历程，融学术性、
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

樊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就斐
然，更在石窟保护和管理实践中作出了
巨大贡献。樊先生考古学科班出身，她
深知石窟保护的重要性，认为保护石窟
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
责。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开展了
一系列石窟保护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石窟环境监测，通过建立环境监测系
统，实时监控石窟内的温湿度、二氧化

碳浓度等，以确保石窟环境的稳定。石
窟病害治理：针对敦煌石窟面临的风沙
侵蚀和病害问题，带领团队研发了综合
防治技术，显著改善了石窟的保护状
况。石窟数字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对石窟进行数字化记录和复原，既为研
究提供了便利，也为石窟的长远保护奠
定了基础。

在石窟管理方面，樊先生同样展现
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管理制
度创新上，推动了敦煌研究院管理制度
的改革，建立了更为科学和规范的管理
流程，提高了石窟保护的效率和效果。
人才培养上，樊先生一如既往地重视人
才培养，通过设立奖学金、举办培训
班、选送优秀员工出国深造等方式，培
养了一批专业的石窟保护和管理人才。
国际合作上，樊先生积极推动国际合
作，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
家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共同推进石窟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樊先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石窟保护
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更在于她对整个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深远影响。学术贡

献上，樊先生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敦煌学
的研究领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学
术资源。社会影响上，樊先生的工作提
高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重
视，促进了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
和参与。

樊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此
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故
此我把这本书称为 《敦煌石窟守护杂
记》。希望本书能为后续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起到一点参
考的作用。”话语平实而充满深情！樊
先生这几十年是对敦煌石窟保护和管理
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卓越贡献。她的工作
不仅保护了敦煌石窟这一人类文明的瑰
宝，更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树立了
典范。樊先生等莫高窟人的工作精神和
成就，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化遗产
保护者，继续在这条充满挑战与希望的
道路上前行。

《敦煌石窟守护杂记》
樊锦诗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24年6月出版

此生守护敦煌石窟
□李浩强

有人问我：“如何保持原创活力？”
我于是想到了这四个字：保持好奇。

一个人如果对世界、对人类、对社
会、对他人、对自己始终抱有好奇，而
不是成见，始终愿意为好奇去寻找答
案，然后，还总有欲望去表达自己的发
现，他大概有可能成为一个写作者。

这是我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发现
的。我一直是个好奇的写作者。写第一
部长篇连续剧《北京夏天》的时候，是
即将告别青春的我突然好奇什么是青
春。写话剧《中华士兵》的时候，我好
奇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令中

条山下的中国士兵们放弃生命、选择投
河，继而好奇那个年代数以千万计的个
体生命，为什么会选择抵死抗争。写

《木又寸》的缘由，则是我走在森林公
园里，看着从天南海北移栽来的不同
的树木，好奇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好
奇它们在人类世界辗转的过程中都遭遇
过什么……

我们对世界好奇，于是产生了自然
科学；我们对身体的好奇，产生了医
学；我们对精神的好奇，产生了哲学、
艺术、心理学等人文学科。

艺术包括戏剧的出发点，或许都源
自我们对自身精神的好奇和探究。

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追问：我
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到我
要去的地方？如何成为我自己？于是，
古往今来的写作者们，以文学、戏剧的
方式，描画出各种人和人生。而古往今

来的读者和观众便借着阅读 （通过文
字、舞台形象），看到别人，从中寻找
关照、寻找认同、寻找慰藉。

作为戏剧人，我们常常会思考我们
的原创作品与世界经典作品、与当代世
界戏剧的差距。也许，我们是在创作出
发点上，少了些好奇，多了些成见和定
论。也许，我们并不缺少“大处着
眼”——大事件、大题材俯拾皆是，但
往往忘记了“小处着手”——独特的
人在独特情境下的独特心灵体验。也
许我们过度习惯强调共性而忘记了

“理会个性，描写个别是艺术的真正生
命”（歌德）。

“文学即人学”，戏剧亦然。从古希
腊戏剧到现代戏剧，剧作家们不断好奇
着、发现着、表达着人与神、人与社
会、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并在这
些关系中，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想
象力，刻画着人性，塑造着拥有不同心

灵的人。卡西尔在谈到人的丰富性时
说：“有些事物由于它们的微妙性和无
限多样性，使得对之进行逻辑分析的一
切尝试都会落空……这种东西就是人的
心灵。”

个性、心灵……这恰恰是属于艺术
（包括戏剧在内） 探索的无限空间。这
种探索，一定是一次次从好奇开始的独
特发现和表达。

好奇，是灵感之泉的入口，虽然最
终结果会因人而异：洞察、思辨、想象
等能力不同，收获不同。但好奇之下的
灵感之泉，也许亦是创造活力之泉，无
限广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特以此文，作为自序，可以表达我
每一次写作的理由和冲动。

《冯俐剧作选》
冯俐 著
作家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始终保持好奇
□冯俐

■书事

作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

周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点

打造月度书榜、月度童书榜、月度绘

本榜、月度科普榜，为读者推荐近期

精品新书。各榜单与“优秀畅销书排

行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希望能

为读者带来全方位、各具特色的图书

推荐，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