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那张北宋的 《千里江山图》，让我

们可能意识到，中国固有建筑文化的一个最

本质和最重要的特质，它的美首先不是单一

建筑物的审美，它是一种与天地山川对话唱

和的建筑环境语言系统。从这个角度看，由

于现存的唐代宋代建筑数量极少，要去认识

这种系统之美，恐怕就只有两条路径，一是

山水画，一是从明清以来的建筑遗存去探访

印证。

可以说，宋代是中国文化曾经达到过的

古代中国最高水平的时代。从山水画中的建

筑世界看，成片的唐代寺观建筑还可以在敦

煌壁画中看到，并且有些已经和山川形势画

在一起，但建筑的描画比较概念化，可以提

供一些基本的格局材料结构色彩形式的信

息，但不够细腻准确，山水作为背景描绘过

于简略。山水画中建筑与环境关系描画的高

峰还是要看宋代的，从建筑的实物来看，太

原晋祠的鱼沼飞梁还保有一些建筑和景观系

统融为一体的痕迹。在我看过的宋代山水界

画中，最能够表达这种山水与建筑的山川唱

和系统之美的，我认为有三张：第一张就是

前 面 谈 到 的 《千 里 江 山 图》， 由 王 希 孟 所

作，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二张是广为

人 知 的 《清 明 上 河 图》， 是 北 宋 张 择 端 所

作，同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三张是收藏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西湖图》，传为南宋

画院画家李嵩所作。我之所以这样排列这几

张画的次序，是因为这种次序正适合表达山

川建筑之美的理念。

根据我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长期对传

统建筑的探访所得体会，《千里江山图》 实

际上披露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至少从宋

代起，中国就已经建成了一个遍布国土的景

观体系，或许说成“景观”不合适，因为这

个景观体系不是今天城市意义上的公园，它

是有实际用途的，且把城市乡村连接成一个

完整的体系。在对传统建筑的实地考察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 80 年代的徽州，那里明清

两代因为经商而富有，每一个村落建造质量

都很高。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每一个村

落应该都是有人精心设计和规划过的，从离

村落很远的桥开始，接着有河边的大树，树

下有优雅的凉亭，村口外可能还会有某个小

小的书院，朴素简单地建造在河流拐弯的小

渚之上。有些骄傲的村子，村前这段道路一

定还有几个牌坊，纪念皇帝诰封的文臣与节

妇。村口的桥会更隆重些，很多都建造有遮

雨的桥廊，这里总是聚集一些闲聊的村民，

村落和田野是界限分明的。

如此看，像 《清明上河图》 这样的城市

绘画就凤毛麟角了。尤其难得的是，从建筑

学角度看，这张图的比例尺更大，如果 《千

里江山图》 是 1:500 的，《清明上河图》 就是

1:200 的 ， 它 对 建 筑 的 描 绘 ， 细 节 放 大 很

多，基本上可以直接作为建造的参考图。从

这张图右边的画首看起，首先就能看到那种

乡村的茅草屋顶，这种房子 《千里江山图》

中也有，但这里的细节则更精妙。乡野和城

市在这里接触，界限分明。从图中描绘的建

筑看，这些细节都达到今天专业建筑师的绘

图水准，可以同宋代存世的 《营造法式》 一

书中的技术细节直接印证。也可以和今天仍

然存世的浙江南部与福建中北部的民居直接

印证，几乎相去不远。有趣的是，这张图还

是不画城市内部，只露出一角就结束了。

如果一定要在建筑界画水平最高的宋代

找出一张正面画城市的画，存世的绘画中，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传 为 南 宋 李 嵩 的 《西 湖 图》

了。这张画的视点应该是选在杭州城墙的钱

塘门上，向西望去，从北边的保俶塔到南边

的雷峰塔，西湖全景尽在眼底。但是我想观

众一定会吐槽，整张图上山水相映，草木茂

盛葱茏，建筑却只是隐隐露出一些局部角

落。难道那个时代杭州西湖边基本上没有房

子？或者说，杭州根本就是一座在绿水青山

中看不见的隐匿之城？事实上，南宋时的杭

州，人口就过百万，是马可波罗眼中那个时

代全世界最华美的大城。看来湖山之美，建

筑在湖山中的隐匿之美，才是中国城市建筑

审美的最高意境。古代的北京也是如此。这

种意境对当代中国建筑的理念是有着最本质

的启发力量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

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一个江山如画的世界
王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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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传承与发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学术家园：《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

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新中国史研

究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弘

扬革命文化、赓续红色血脉？

张星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对广泛开展中共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部

署。2023 年 10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

主义教育法》，全面阐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意义、基本原则、主要内容、职责任

务、实施措施和支持保障，把新中国史列为

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为进一步推

进新中国史宣传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

撑。2024 年 2 月，中共中央印发 《党史学习

教育工作条例》，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领导体

制、工作职责、教育内容、主要形式、保障

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要求把党史学习教

育与新中国史等宣传教育结合起来，融入重

大主题宣传。

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 75 周年华诞。新

中国 75 年的奋斗历程、辉煌成就、成功经

验，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

性变革，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的奇迹，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艰辛奋斗，彰显着全国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迈激情。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

础，新中国的光荣历史是塑造国家主流意识

形态、凝聚国家历史共识、构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加强新中国史的宣传

教育，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对汇聚广大人民

群众对国家发展历史、发展道路、发展成就

的思想认同，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

豪感，激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学术家园：《决定》 指出，“健全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

作体系”，对此您有怎样的思考？

张星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

是思想史。新中国史既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

实践，也记录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

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国治国的理

论方略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科书，最

重要的就是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因此，抓好

新中国史的学习、宣传、教育，正确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对党和国家重大历史问题的认

识，科学分析党和国家历史的主流与支流、

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对

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坚持和巩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

全面领导地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促进新中
国史著作更具生命力影响力

学术家园：您撰写或编写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稿》 等多部学术著作。对于撰写

国史，应遵循怎样的书写规律？新时代以

来，国史研究领域涌现哪些新成果、呈现

哪些新特色？

张星星：编纂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在政治上、理论上、学术上都有很高

的 要 求 ， 必 须 要 有 坚 实 的 学 术 研 究 支 撑 。

实事求是、扎实严谨、客观公允的学术研

究 ， 是 新 中 国 史 著 作 具 有 生 命 力 、 说 服

力、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中国社

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研究、编纂和出版的专门机构，在

编 写 出 版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史 稿》《中 华

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的基础上，又组织编

写 出 版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治 史》《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经 济 史》《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史》《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史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等著作，形成了对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史 研 究 比 较 完 整 的 学 科 覆

盖，为更好服务新中国史宣传教育奠定了

较 为 坚 实 的 基 础 。 2019 年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年之际，编写出版了重点出版项目 《新

中国 70 年》《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等

普 及 性 新 中 国 史 读 本 。 2021 年 编 写 出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有效配合了“四

史”宣传教育。

在社会传播方式多样化快速发展的新

形势下，国史工作者积极拓展学术传播手

段，充分利用各种新兴媒体，创新传播方

式和手段，取得了较好成效。我们立项启

动 《国史影像数字工程》 和 《新中国史影

像 辞 典》， 更 有 效 地 利 用 影 视 、 多 媒 体 、

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方式，更

加贴近大众化的文化需求。

正确塑造和引导干部群众的国
家历史记忆

学术家园：您曾提议，要加强国史研

究、宣传、教育和传播工作，积极塑造和

引领国家历史记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应如何进

一步深化新中国史的研究与阐释？

张星星：国家历史不仅留存在各种文

本记述上，更深深留存在人民大众的历史

记忆中。要把正确塑造和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的国家历史记忆，作为新中国史宣传教

育的重要着眼点和基础性工作。要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引

导群众结合起来，重视新中国史在大众历

史记忆方面的关注热点和舆情变化，加强

正面宣传和疏导，有针对性地研究和解答

干 部 群 众 较 为 关 注 、 疑 惑 较 多 的 历 史 问

题，以更好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批

驳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学术家园：从世界视域来看，如何在

“ 构 建 更 有 效 力 的 国 际 传 播 体 系 ” 中 ， 更

好地提升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传播力影响

力，在阐释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讲

好中国故事中更好发挥作用？

张星星：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以种种

形 式 散 布 “ 中 国 威 胁 论 ”“ 中 国 崩 溃 论 ”

等 论 调 ， 甚 至 采 取 一 些 极 端 的 遏 制 手 段 ，

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面对来自国

内外的各种挑战和考验，国史工作者应当

切实增强维护国家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

责 任 感 、 使 命 感 和 紧 迫 感 ， 努 力 提 高 研

究、宣传与传播的创新能力，深刻阐明中

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制度的鲜明特色

和成功经验，为党和国家营造有利的舆论

环境。

爱国主义教育应当把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 与 扩 大 对 外 开 放 结 合 起 来 ， 坚 持 理 性 、

包容、开放，尊重各国历史特点和文化传

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构

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比如加快构

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

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要积极拓

展新中国史的海外传播方式，以海外受众

易 于 接 受 的 方 式 促 进 中 国 故 事 的 海 外 传

播，不断扩大与海外中国研究机构、著名

学者、学术期刊、文化传媒的联系，以开

展学术访问、接受访问学者、举办国际论

坛等方式，加强与海外相关领域的学术交

流和对话。

知史爱党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知史爱国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秘书长张星星访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秘书长张星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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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史学会秘书长张星星

近日满世界都是“悟

空”，可见他受欢迎的程

度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游戏可能是好游戏，

但更好的还是原著。单说

《西 游 记》 语 言 之 精 彩 ，

就是非读原著不能感受到

的一种艺术享受。作者摹

情绘状，拟写声口，多有

妙不可言的形容表述，生

动传神，韵味十足。

且看孙悟空的出场，

有 时 会 高 喊 一 声 “ 那 里

走 ！ 老 孙 来 也 ！”（如 第

90、 92 回） 作 者 从 施 难

者即妖魔角度描写，往往

一面尽力夸饰他的英雄气

概，一面又百般渲染妖魔

的过度反应，如平顶山三

魔一个比一个凶狠，而当

“悟 空 来 也 ”， 第 33 回 这

样描写：

好行者，理开棒，在

马前丢几个解数，上三下

四，左五右六，尽按那六

韬三略，使起神通。那长

老在马上观之，真个是寰

中少有，世上全无。剖开

路一直前行，险些儿不唬

倒那怪物。他 （三魔） 在山顶上看见，魂飞魄丧，忽失声

道：“几年间闻说孙行者，今日才知话不虚传果是真……孙

行者神通广大，那唐僧吃他不成。”

第 59 回写铁扇公主听到“悟空来也”：

那罗刹听见孙悟空三字，便似撮盐入火，火上浇油。骨

都都红生脸上，恶狠狠怒发心头。

前者写惊恐之状，后者写切齿之恨，都极具表现力、感

染力，为后面的打斗做足了情绪鲜明的铺垫。

而从被解救者的角度写“悟空来也”，又是另一番动人

情景。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在第 31 回。唐僧狠心驱逐了

孙悟空后，却与沙僧同入魔掌，猪八戒抱着一线希望，义激

孙悟空。孙悟空不计前嫌，赶来救援。小说这样写道：

噫！那沙僧一闻孙悟空的三个字，好便似醍醐灌顶，

甘 露 滋 心 ， 一 面 天 生 喜 ， 满 腔 都 是 春 。 也 不 似 闻 得 个 人

来 ， 就 如 拾 着 一 方 金 玉 一 般 。 你 看 他 捽 手 拂 衣 ， 走 出 门

来，对行者施礼道：“哥哥，你真是从天而降也！万乞救

我一救！”

书中对孙悟空有无数的赞美之词，都不如这一段最为动

人。绝望时他的出现，让沙僧喜出望外。从内心来说，是

“醍醐灌顶，甘露滋心”；从外表来看，是“一面天生喜，满

腔都是春”。作者仍感到有所不足，又用了一个比喻：“如拾

着一方金玉一般”。俗是俗了点，但小说本来就是面对世俗

大众的，这样的比喻更接地气。

类似这样令人为之动容的描写，在 《西游记》 中还有许

多。第 2 回叙孙悟空求仙访道归来，作者突出了花果山“鹤

唳声冲霄汉外，猿啼悲切甚伤情”的悲凉气氛。当孙悟空叫

道：“孩儿们，我来了也！”小说描写道：

那崖下石坎边，花草中，树木里，若大若小之猴，跳出

千千万万，把个美猴王围在当中，叩头叫道：“大王，你好

宽心！怎么一去许久？把我们俱闪在这里，望你诚如饥渴！

近来被一妖魔在此欺虐，强要占我们水帘洞府，是我等舍死

忘生，与他争斗。这些时，被那厮抢了我们家火，捉了许多

子侄，教我们昼夜无眠，看守家业。幸得大王来了。大王若

再年载不来，我等连山洞尽属他人矣。”

众猴的凄楚哭诉，烘托了孙悟空救星般的存在，所谓

“望你诚如饥渴”，而其间的亲情也溢于言表。

第 39 回的描写则很风趣，为了救活乌鸡国王，孙悟空

去太上老君处索得一粒九转还魂丹。作者写他回来，用了

“千条瑞霭离瑶阙，万道祥云降世尘”这样无以复加的赞美

诗句。上天之前，他捉弄猪八戒必须如“举哀人”般守着国

王尸体嚎啕痛哭；归来时，八戒还在哭，孙悟空笑道：“兄

弟，你过去罢，用不着你了。你揩揩眼泪，别处哭去。”既

诙谐地表现了兄弟间的摩擦，又用一句“用不着你了”，衬

托出孙悟空不可替代的本领。

第 44 回经过车迟国，被妖道迫害的众僧期盼着孙悟空

来解救，当他现了本相，众僧们一个个倒身下拜道：“爷

爷！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爷爷显化。望爷爷与我们雪恨

消灾，早进城降邪从正也！”也将孙悟空身上寄托着受难

者的希望表露无遗。“爷爷”的称谓，给人一种独有的亲

切感。

第 53 回唐僧、猪八戒误饮子母河水，万分痛苦难堪。

孙悟空准备与如意真仙打斗，让沙僧趁机取落胎泉水。小说

描写：

好大圣，拨转云头，径至村舍门首叫一声：“沙和尚。”

那里边三藏忍痛呻吟，猪八戒哼声不绝，听得叫唤，二人欢

喜道：“沙僧啊，悟空来也。”

一声“悟空来也”，立刻让唐僧、猪八戒的痛苦转为欢

喜。第 55 回的情形与此相似，唐僧被女妖摄入洞中。孙悟

空变成蜜蜂进去打探：

行者飞来后面，隐隐的只听见唐僧声唤，忽抬头，见那

步廊下四马攒蹄捆着师父。行者轻轻的钉在唐僧头上，叫：

“师父。”唐僧认得声音，道：“悟空来了？快救我命！”

作者用人物微小的声音，细腻地传达出相互的亲密，也

为唐僧内心的希冀，平添了一种人情色彩。

总之，无论敌我，也无论战前战中，“悟空来也”都具

有饱满的叙事意义。它既意味着情节的展开或转折，又与人

物塑造、人物关系的表现联系在一起；是神话，更是暖心的

“人话”。而兴味盎然的语言，则成为引人入胜的桥梁。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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