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刊从本期开始推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学术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
刻阐明了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文化、中华
文明的重要意义及一系列方向性、根本
性、战略性问题。近日，作为新时代标志
性文化传世工程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
国家版本馆充分彰显文化自信、展现时代
气度，将发挥版本典藏、展示、研究、交
流功能的重要作用，赓续中华文脉、促进
文明交流。人民政协报文化周刊作为新中
国出版物，被征集用于展览。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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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学者学者 说话说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多次就深入
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传承弘扬中华
文化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
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
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
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
正统自居。”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
齐，结束了春秋以来数百年诸侯称霸、列
国纷争的社会动荡局面，建立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秦王
朝。这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奠定了
中国的基础版图，让各民族从此产生了
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维护国家统一成为
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国人的共识，中国从
此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为延续2000多年
的大一统国家。

然而，这个扫灭六国如卷席的强大
王朝，并没有按照秦始皇万世一系的理
想设计延续下去，而是在他实现统一仅
15 年、去世 3 年后，就土崩瓦解了。所
以，一方面，秦朝的速亡和“暴政”，成为
千百年来历代君臣讨论治国理政必然热
议的反面教材。另一方面，由其开创的中
央集权制度，又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
在修修补补中成为维护中国2000年帝
制的法宝。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历史的悖
论，也成为人们长久关注和不断探究的
话题。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非秦”惯性思
维的限制，这一谜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
破解。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检视和
客观评价。

基于此，甘肃省政协在充分调研论
证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秦文化对中华
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研究》，此研究
得到全国社科规划办特别项目资助。我
们邀请省内外学有专长的相关专家学者
全面参与进来，历时3年，形成了一批有
分量、有观点的重要成果。此研究的主要
成果——《秦统一六国的文化原因》近期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研究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
观，把史料整理和考古成果尽量结合起
来，力求将话题严肃的历史史实通过考
古文物解读和文化叙事的方式，秉持严
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对秦文化进行全景
式还原和解构，力争将秦早期历史文化
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

一是突出客观性，注重研究方法创
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更好总结历史
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必
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
水平和创新能力”。因受文献记载简略所
限，本书既不同于单纯历史研究，也不同
于简单的一般的文物考证。本书把考古
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
机结合起来，超越了传统文本书写的片
面与偏见，更完整地揭示、复原了秦历史
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图景。比如，从文献上
考据文化发展脉络，又充分利用秦文化
遗址考古成果，先后加了注释条目500
多条，引用各类文献 360 多种，各种文
物、遗址照片59张，有些是第一次公开
发表。全书通过大量的最新考古成果来
实证秦人、秦国、秦王朝的治国方略、器
用风格、社会伦理、衣食住行、生活方式，
还原和解构了秦文化的多元来源、转型
发展和强势崛起的演进轨迹。

二是突出历史性，注重文化脉络的
历史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
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演进格局”。本书以史实为经，以事实为
纬，紧扣关键历史人物、关键历史节点的
文化演进，深刻揭示了秦文化孕育、发
展、形成的历史轨迹。比如，分析秦文化
的先进性，既从嬴秦族群可考证的500
多年历史变迁中观察论证，又从秦人西
迁、崛起、建国、东出、统一六国的重大事
变中研究分析，让读者轻松触摸和感悟
到秦人统一六国的精神密码和文化
脉搏。

三是突出地域性，重点研究秦人在
甘肃兴起的历史。甘肃是周人、秦人的发
祥地，在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本
书既贯通整个秦人历史文化，又重点挖
掘秦人发端于甘肃、早期秦文化形成于
甘肃、甘肃是秦人和秦文化重要发祥地
的史实，论证了甘肃在秦人发展历史、秦
文化孕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
用。比如，更多地运用甘谷毛家坪、天水
董家坪、清水李崖遗址和嘉陵江上游西
汉水流域大堡子山、圆顶山、西山坪、鸾
亭山、六八图、四角坪遗址等在甘肃发现
的历史遗存和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文化
信息，综合考虑了甘肃当时的气候条件、
经济状况、社会环境，来揭示甘肃在秦文
化形成中的作用和贡献。

四是突出文化性，注重挖掘精神内
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阐释中
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
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本书研
究的重点是论证秦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
繁荣的重要贡献，分析秦统一六国的文
化原因。为此，我们既对秦文化演进路径
作历史剖析，又对秦文化的形态、品格进
行进一步的归纳概括，试图分析文化在
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力求还原中华文明

繁荣昌盛的源头活水。比如，通过对秦人
文化历史渊源和综合因素研究分析，我
们分析了秦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
观、道德观、生死观，揭示了春秋战国时
期先民多彩的生产生活画卷，揭示了秦
人崛起的文化原因，廓清了一些历史迷
雾，将一些尘封的历史、优秀的文化揭
示、展示出来。

五是突出系统性，注重多纬度论证
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统筹
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
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本书
从自然、社会、政治、历史等多角度辩证
观察，诠释了秦人禀性、秦族性格、秦国
国风及其文化特质。比如，通过对秦人、
秦国、秦王朝的历史脉络、文化路向和文
明演进的梳理，概括出了秦文化所拥有
的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
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
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
如一的坚定信念等优秀特质，让厚重的
秦历史文化易感知、更有趣，离大众认知
更近，以丰富人们的历史文化滋养。

六是突出时代性，注重以古鉴今、以
史为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用
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本书将秦历
史文化置于商周时期来考察，论述秦王
朝的确立不仅是打碎旧世界，还是创造
新世界的国家再造。秦文化，不仅是让秦
人得以崛起的根和源，而且随着大一统
秦王朝的建立，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全
国性文化；不仅影响中华文明两千余年，
而且影响人类文明进程，已经积淀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比如，从文
化创新角度，揭示了秦王朝实施车同轨、
书同文、行同伦、量同衡，全面创新和发
展了大一统文化，使之成为后世历代王
朝的价值追求，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注
入了优秀的文化基因。

七是突出通俗性，让大家都能看得
懂、易理解。“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步
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
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
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
召力。”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文明阶
段，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
遗迹遗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阶段，通过考古发掘来证经补史，可以让
历史更加生动鲜活。本书表述中，我们力
求平实简明、严谨精炼、图文并茂、论从
史出、夹叙夹议，来分析秦文化对大一统
国家的构建，尤其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
族的认同的奠基性作用。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探索秦早
期文明的起源和一些历史迷雾的廓清有
所帮助。 （作者系甘肃省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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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就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
指示，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传承发展中
华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及一系
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

我国历朝历代都把版本保藏传承
放在重要位置，从周朝的守藏室，到汉
代的天禄阁，从唐代的弘文馆，到宋代
的崇文院，从明代的文渊阁，再到清代
的四库七阁，专藏机构绵亘千年。“建
设国家版本馆，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
现，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好证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
长魏玉山表示，通过“一总三分”的国家
版本馆建设，把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不
同版本汇聚起来，集图书馆、博物馆、档
案馆、美术馆等多种场馆功能形态于一
体，让中外观众可以集中学习、感受、体
悟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对中华文明
的传承与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版本的概念由来
已久，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周绚隆认为，

版本是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最重要的
载体。中华先民用文字记录历史，从
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到各
种写本、刻本，那些穿越千年的典籍，
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其丰富和完备无可比拟。随着时代的
发展，版本的内涵不断丰富。国家版
本馆中的“版本”二字是广义的概念，
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十大
类版本资源纳入保藏范围，包括新中
国成立以来各类出版物版本、中华古
籍、革命文献、碑帖家谱、钱币邮票等
等。如出版物版本内容包罗万象，展
现时代风貌的图书、报刊等蔚为大观，
本报文化周刊也被征集用于展览。而
多样的电子形态版本，更体现出数字
技术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特色。

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
学会会长郝振省看来，版本映照时代，
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发展。比如阅读比
较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可以深切
地感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变

幻；而通过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邮
票版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
程，版本浓缩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印记。

版本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核
心力量，对版本的辑佚、研究，我国历朝
历代都在进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
权保护中心主任孙宝林告诉记者，版本
目录学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是大学问，它
能勾勒出中华文化在不同年代、不同地
域文化流传的脉络，体现出文脉相传、流
传有序。“当前，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铸
牢根与魂，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新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加大对典籍的整理
和研究力度，国家版本馆汇聚了极为丰
富的版本资源，将有力鼓励和促进版本
研究的深入，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领
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形成更多的优秀成
果，让版本为更多的人所用。”周绚隆说。

郝振省表示，国家版本馆服务于民
族文化事业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建设，通过展示和传播版本文化，
能够唤起人们的版本意识，更加喜爱和
了解版本，促进文化的赓续传承；同时能
够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院长、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也认为，
版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记忆，对
于传播国家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版本馆贯
穿古与今，把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体现
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完整性，可以说为
中国，也是为世界赓续文明的火种。“国
家版本馆是中华文化立体形象的载体，
充满文化自信，可以让世界各国对中华
文化更加了解、更加亲近，成为塑造展示
良好国家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金
名片。”徐宝锋说。

以版本映照时代
——委员学者谈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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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六国的文化原因》

““赓续文脉赓续文脉””印章雕塑印章雕塑 何尊何尊

西楼苏帖西楼苏帖

《《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书画谱》》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北行，进入燕
山脚下，一组恢宏大气的建筑徐徐展
现在眼前。楼、堂、阁等中式建筑掩
映在古朴典雅的山水园林中，随山势
而建，一派文化气韵，这便是中国国
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近日，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第一批媒体开放日活动举
行，记者走进这座文化殿堂，感受版
本里的中国。

建设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
化工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传承发展
中华文化的高度自觉、汲取历史智慧
更好走向未来的历史主动。作为国家
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
库，中央总馆（文瀚阁）和西安分馆
（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和广
州分馆（文沁阁）“一总三分”的格
局，构建出新时代标志性文化传世
工程。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版本馆
中央总馆入藏版本量已达1600万余
册/件。开馆展览体系以中国历史发
展与中华文明演进为主线，打造

“1+2+3”格局，包含 1 个主题展
览、2个基本陈列、3个专题展览；
同时设置国家书房和文瀚厅2个精品
陈列，地下库区和洞库 5个特色库
展，形成特色展陈体系。

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国
家版本馆建筑前厅文兴楼。版本工
艺、中国邮票、中国货币三个专题展
览呈现了新石器时代至近现代的版本
工艺、邮票和货币的发展变迁，从不

同侧面展现丰厚的中华文化遗产。
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

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采用微雕
技法的 《清代于啸轩精刻象牙扇
骨》、五色珂罗版印制的《十竹斋书
画谱》……中华版本工艺绵延传承至
今，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

“迁陵以邮行洞庭”简、苏维埃邮政
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
……被誉为“国家名片”的邮票在方
寸天地间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贝币、
交子、数字人民币等中国各个时期的
货币，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出文兴楼继续前行，一块巨大的
寿山石印章雕塑矗立于文华堂南广
场，“赓续文脉”四个大字熠熠生
辉，仿佛映照出中华文脉的生生不
息。步入文华堂，在宋代石刻天文图
的星空穹顶下，设置 44 个巨型书
柜、陈列3万余册经典著作的国家书
房令人赞叹不已。而“斯文在兹——
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见证伟业
——中华民族复兴版本展”两个基本
陈列展同样精彩纷呈。

“斯文在兹”基本陈列荟萃中华
文明起源、政治、经济、哲学、地
理、文学、史学、艺术、科技、教
育、军事、民族、交流13个方面的
版本瑰宝，许多重磅版本亮相，给观
众奉上了一道文化大餐——西周早期
青铜器何尊内底铸铭文是迄今为止出
土文物中“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
苏轼的法书集帖拓本《西楼苏帖》为

宋拓本，具有重要的书法和文献价值；
秦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跪射武士俑真实
表现了秦军作战的场景。以版本为视
角，重新回顾中华文明，能够汲取历史
的力量，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认识过
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见证伟业”基本陈列展示的各种
版本是中国近代以来各历史时期思想激
荡和实践探索的真实记录——《海国图
志》《天演论》手稿、《新青年》、《中国
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
体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公告》、北京冬奥会“雪花”
设计稿……这些珍贵版本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进程，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艰辛探索，展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反映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
最后隆重亮相的，是国家版本馆中

央总馆的标志性建筑——文瀚阁，庄重
典雅的殿堂有如敦煌莫高窟九层楼的神
韵，尽显宏大的气势。文瀚阁内，主题
展览“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经典版本展”，以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为基本脉络，荟萃经典著作、手稿
手迹、档案资料，2000多册（件）经
典版本全面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光辉历程。同时，还展出了300余个
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等珍贵文献。

徜徉在丰富多彩的版本世界里，浸
润着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文脉悠悠，

“美”不胜收。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
版本馆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
承职责，打造国家版本典藏中心、展示
中心、研究中心、交流中心，发挥以史
鉴今、启迪后人的重要作用。

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中央总馆：：

斯文在兹 生生不息
文/图 本报记者 谢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