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表》 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 被认定为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 已获吉尼斯世界

纪录授牌。 图为 《算表》 局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我们要使中华文明传承下去， 要使中华文明能在当今发扬
光大，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读书。 了解我们古人的记忆、古人的思
想、古人的智慧，我们才能很好地把这样的文化传承下去。 随着
社会发展下去，我相信，爱读书又善读书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们
赶上了一个读书学习的最好的时代

核心观点

我们赶上了读书的最好时代
韩永进

个人国家民族命运连在一起

二十多岁时， 我曾经到一位功成名

就的老先生家去， 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

了。 我见他还在看书， 就问： “为什么

要读书啊？ 读书有什么用啊？” 我没好

意思说 ， 您这么大岁数还看书 有 什 么

用。 没想到， 他倒反问了我一句： “看
书难道还要有用吗？” 就像谁会问吃饭

有什么用吗？ 这就回答了， 读书本身是

很有用的。
现在， 我也经常碰到一些年轻朋友

问我， 读书能有什么用？ 能帮我涨工资

吗？ 看一本书， 今天挣一百， 明天会挣

二百？ 看完找工作的攻略， 然后马上就

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 看完爱情鸡汤以

后， 能够找到白马王子和女神？ 虽然这

些是功利主义， 但是读书也确实有这方

面的作用。
其实读书的最高境界， 是把读书作

为一种追求， 作为一种人生的态度， 作

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人们饿了，
就需要吃饭； 当人们精神饥渴的时候，
就需要读书学习。

1977 年恢复高考 ， 当时我正在农

村 “上山下乡”。 我作为一个农民， 天

天在地里干活， 干活一天挺累的。 但是

还是有一点促使自己想要读书 ， 是 什

么？ 就是心灵的苦恼、 心灵的沙漠。 特

别是当时正处于学知识的时期 ， 对 人

生、 社会都想去了解。 所以即便生活条

件苦一点 、 差一点 ， 但是能读 到 一 些

书， 还是能让自己得到心灵上的满足。
“文革” 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我就考

上了大学。 这是我个人的例子， 是读书

改变了我的命运。 后来我仔细一想， 如

果没有恢复高考呢？ 如果中国没有改革

开放呢？ 那我读再多的书， 能改变个人

的命运吗？ 我忽然悟到， 我个人的读书

学习， 是和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读书

学习是离不开的。

传承文化需要了解历史智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解放

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

基本指导思想 。 “实事求是 ” 哪 儿 来

的？ 最早见于 《汉书·河间献王传》 里

的一句话 ： “修学好古 ， 实事求是 。”
书中确实有我们思想的闪电， 有我们历

史的智慧， 有我们文学的滋养。
当今世界出现了战争、 疾病等诸多

问题，上个世纪 80 年代，有一位诺贝尔

奖得主就提出，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回

到 2500 年前去，向孔子寻找智慧。“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现在已经被誉为世界

的黄金定律， 这就是汲取了我们古人的

智慧。再过三年，也就是 2020 年，我们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哪儿来

的 ？ 来自 《诗经 》的 “民亦劳止 ，汔可小

康”。两千年前的古人对未来的社会就提

出了历史的期盼：社会安定，人民富裕。
历史的智慧，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获得

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女士就讲过， 中医药

典籍给她以巨大的启示。
为什么要读书？ 读书的意义是， 只

要读进去一定会大有收获的。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

断的文明， 经历了那么多次民族、 国家的

磨难， 文明却不间断的根本原因， 就是我

们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 几千年绵延不

断的精神特质、 精神追求， 是通过历史典

籍传承下来的 。 典籍是用文字书写下来

的， 国家图书馆的藏书， 将几千年历史的

记忆、 几千年的知识、 几千年的智慧， 贮

存在里边了 。 我们要使中华文明传承下

去， 要使中华文明能在当今发扬光大， 只

有一条路， 那就是读书。 了解我们古人的

记忆、 古人的思想、 古人的智慧， 我们才

能很好地把这样的文化传承下去。

爱读书善读书的人会越来越多

人们常会问我， 你怎么看待现在的阅

读现象。 比如地铁里， 现在大家都是低头

看手机， 而发达国家， 大家都是拿一本纸

质书在看。 其实， 只要了解一下中国近代

历史， 就一定会有正确的答案。
1840 年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

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军阀混战，天
下大乱，民不聊生。 1935 年“一二·九”运动

中，北平学生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

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 ”大敌当

前时，还有心情读书吗？ 还能够读书吗？
能有阅读习惯吗？

1949 年以后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 中国经济上强大起来了。 古人说得

好：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

辱。” 富了口袋以后， 我们更希望富脑

袋。 所以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倡导

读书学习 ， “全民阅读 ， 书香社会 ”，
这些都为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现在，大年三十、大年初一，我们中

国国家图书馆每天都有几千人在书香中

过大年。 作为馆长， 我在假日值班的时

候，看到这些读者在馆里，非常地感动。
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在平均每天到馆的读

者有一万多人。 我们网站的点击量达 14
亿次，国外人一听都很惊讶，天文数字！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 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他

们是中国的脊梁。 我说， 我们中国爱读

书的人也很多。 随着社会发展下去， 我

相信 ， 爱读书又善读书的人会 越 来 越

多。 我们赶上了一个读书学习的最好的

时代。 《四库全书》 是中国国家图书馆

的镇馆之宝 ， 7.8 亿字 ； 《二十 四 史 》
4000 万字 。 在浩如烟海的书海中 ， 我

们怎么读书？ 必须读经典。
我特别欣赏张载的 “横渠四 句 ”，

作为一个图书馆人， 作为一个当代的读

书人，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

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未来航天员在太空上网不是梦

天舟一号首次采用以太网技术

新华社海南文昌 ４ 月 ２３ 日电 （记

者王楠楠 陈曦） 你是否想过， 有一天

航天员在太空也能像我们一样登上互联

网， 高速浏览信息？ 随着天舟一号货运

飞船的升空， 这已经不是梦。
“与之前的航天器相比， 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首次应用以太网技术， 为未来

空间站组网通信提供技术验证。” 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天舟一号测控通信分

系统技术负责人冯书谊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以太网是当今现有局域网采用的最

通用的通信协议标准， 可以不受空间限

制来进行信息交换。 有价值的信息在以

太网中被资源整合， 具有信息量大、 高

效、 快速的传输特点。
现有航天器的通信网络系统在传输

速度、 服务质量和扩展性等方面已无法

满足发展需求。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
未来空间站内需要传输处理的业务高速

增长， 对内部总线通信系统提出越来越

高的要求。 因此， 设计新的适合空间站

应用环境的网络技术成为必须解决的问

题之一。
“此次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首次应用

以太网技术， 目的就是为未来空间站组

网通信提供技术验证。” 冯书谊说， 天

舟一号搭载了一款特殊的 “神器” ———
高速通信处理器。 这个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八院研制的处理器是货运飞船

以太网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就像一

座大型机场， 可以指引各种大小型飞机

起飞降落， 接收来自各地的乘客， 也可

以将乘客送往各地， 是一个 “核心交通

枢纽”。
“高速通信处理器不仅在货运飞船

的天地测控通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也为空间站千兆通信网的建立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 冯书谊说。

除了“卧薪尝胆”
越王靠什么灭吴称霸？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七辑整理报告揭开未知历史细节

除了“卧薪尝胆”，兵败的越王靠什

么奋起灭吴？早年流亡秦国的晋文公君

臣，以何种姿态回应秦穆公的诘难？ 先

秦时期的人们竟然可以快速算出任意

两位数相乘等于多少， 他们拥有什么

“神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

中心交付上海中西书局的《清华大学藏

战国竹简》 第七辑整理报告新鲜出炉，
它以传世文献未见的 4 篇佚籍，揭开了

前所未知的诸多历史细节。
23 日， 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考古

文博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齐聚清华

大学， 从春秋史、 文献学、 古文字学

等角度对整理报告展开学术讨论， 并

见证了清华简中 《算表》 获吉尼斯世

界纪录的授牌仪式。

“五政”之举让越国重新
崛起

清 华 简 第 七 辑 整 理 报 告 共 包 含

《子犯子馀》 《晋文公入于晋》 《赵简

子》 《越公其事 》 4 篇竹简 。 清华大

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

勤认为， 其中分量最重的当属 《越公

其事》。 它共包含 75 支简， 全篇分为

11 个章节， 内容完具， 书写整饬。
关于吴越之争的历史故事， 传世

文本多见于 《国语·吴语》 《国语·越

语上》 《国语·越语下》。 此次新整理

出来的 《越公其事》 同它们一样， 都

是以叙述故事为主的语类文献， 叙述

又都是从勾践兵败开始， 经过委曲求

全， 励精图治， 最终灭吴。 可见， 战

国时期， 勾践灭吴的历史已经故事化，
在 各 地 普 遍 流 传 。 在 流 传 过 程 中 ，
“卧薪尝胆” 这一戏剧性情节被局部放

大， 而关于吴国重新崛起的具体原因

和过程则语焉不详， 退为历史的混沌

底色。
《越公其事》 的最大价值恰在于

揭示了在 “卧薪尝胆 ” 的表象 背 后 ，
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五政”。它
用第三章起的 8 章篇幅，详细记载了勾

践励精图治的全部过程： 先是无为而

治 ，让越国休养生息 ，以此 “安民 ”；随

后，“五政”推行，以此“用民”。“五政”即
“好农”，发展经济；“好信”，文化育人；
“征人”， 征四方之民， 增长人口；“好

兵 ”，扩张军力 ；“饬民 ”，修命令 ，明法

度，严刑罚。 “五政”把民众调教成可供

驱使的战争工具， 成为越国取胜的资

本。《越公其事》言辞缜密、音节响亮，对
取胜原因条分缕析，闪耀着理性的政论

色彩。
“五政” 之说， 在之后的传世文

献中并不陌生， 比如东汉政论家荀悦

《申鉴》 中的 “兴农桑以养其生， 审好

恶以正其俗， 宣文教以章其化， 立武

备以秉其威， 明赏罚以统其法， 是谓

五政”， 与 《越公其事》 中的 “五政”
相类却并不尽同。 两者到底有没有关

联？ 可惜散落在历史星河中的残片还

未将它们连缀起来。
除了揭秘 “五政”， 《越公其事》

另有一处与 《国语·吴语》 《国语·越

语 上 》 《国 语·越 语 下 》 截 然 不 同 ：
《越公其事》 将夫椒之战中获胜的夫差

描写得谦卑之至 ， 仿佛是个失 败 者 ，
这颠覆了传世文献张贴给夫差的标签。

夫差究竟是谦卑还是骄傲？ 通过 “五

政” 让历史渐趋清晰的 《越公其事》，
却又在对夫差的描写中让历史扑朔迷

离。 而历史， 恰恰通过对清华简等原

始遗珍的释读， 越鉴越明。

“俭奢”之论在今天仍可借鉴

此 次 公 布 的 另 外 三 篇 竹 简 ， 即

《子犯子馀》 《晋文公入于晋》 《赵简

子》， 篇幅分别为 15 支、 8 支、 11 支，
篇幅虽短， 均与晋国的历史大事相关。

《子犯子馀》 记述的是晋文公重

耳流亡到秦国时， 随臣子犯、 子馀与

秦穆公的问对。 他俩不卑不亢， 全心

护主， 赞美重耳的品行。 秦穆公质疑

重耳 “良无左右”， 子馀马上以 “守志

共利” 来反驳， 意思是重耳并非独有

其志， 还有良臣合志同方。 《子犯子

馀》 中另有秦大夫蹇叔分别与秦穆公、
晋文公的对话 。 秦穆公问的是 民 心 ，
蹇叔以贤王汤和昏王纣为例， 论述民

心易成或难成取决于居上位者是否合

度 。 晋文公问的是邦土 ， 蹇叔 指 出 ，
兴邦或亡邦， 在于心中是以兴邦的王

还是亡邦的王为效法对象。
晋文公结束流亡、 返回故土之后

做了什么呢？ 《晋文公入于晋》 描述

了他的一系列奋发图强之举： 整顿内

政、 董理刑狱、 丰洁祭祀、 务稼修洫、
增设武备， 城濮一战而霸。 《晋文公

入于晋》 可与 《左传》 《国语》 互为

印证， 论说兵制尤为详尽， 可补史籍

之阙。
晋国自昭公以后， 国政落入六卿

之手。 《赵简子》 即与此有关。 全篇

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范献子对赵

简子的规诫 。 从史料可知 ， 范 献 子 、
赵简子此二卿一贯不合， 是著名的政

坛冤家。 李学勤由此揣测： “范献子

的规诫是何居心， 就很值得玩味了。”
第二部分为赵简子与大夫成鱄的问对。
赵简子问到 “齐君失政 ， 陈氏 得 之 ”
的原因， 成鱄论及晋国三位先君， 即

献公、 襄公和平公， 讲述了国君以俭

得政 、 以奢失政的道理 。 以史 资 政 ，
古为今用， 历史故事中的俭奢之论在

今天仍可借鉴。
自 2010 年起， 中西书局以差不多

一年一辑的速度， 出版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清华简的整理

报告。 李学勤估算， 全部整理报告应

该在 15 至 17 辑之间， 目前的进度是

“一小半”， 接下来的工作， “是越来

越难了”。 他回顾道： “清华简开始整

理的时候 ， 我们请专家来开鉴 定 会 ，
一 致 认 为 简 的 性 质 是 ‘经 史 一 类 典

籍’。 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第六、 七辑

的内容， 如依 《汉书·艺文志》， 可归

‘六艺’ 中的 《春秋》 类， 如按后世的

四部分法， 则可归于史部， 总之都是

重要的佚籍。” 开头的几辑， 大多归于

经部， 公布了与 《尚书》 相关的一些

篇目。
据李学勤透露， 从第八、 九辑开

始， 可能将 “回” 到 《尚书》 这类文

献方面来。 他抛出 “诱饵”： “有一篇

保存相当完好， 暂时名之为 《四告》，
包括四段祭祀告神之辞。 告神的分别

是周公 、 伯禽 、 周穆王和召穆 公 虎 ，
涉及西周重要史事。 尤其是周公的告

辞， 可与传世 《尚书》 的 《立政》 对

读， 极有价值。”

《算表》 被认定为人类
最早十进制计算器

以经史为 “主 打 ” 的 清 华 简 ，在

2013 年 7 月 完 成 的 第 四 辑 整 理 报 告

中，推出了一个“异类”———《算表》。 该

辑整理报告中有言：“《算表》 为迄今所

见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在中

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尚属首见，是一次惊

人的重大发现。 ”经吉尼斯世界纪录独

立核实，《算表》被认定为目前发现的人

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 当天，借清华

简第七辑整理报告公布之机，《算表》获
吉尼斯世界纪录授牌。

《算表》 的特殊形制让它非常显

眼。 在 2500 枚清华简中， 有 21 支略

宽， 竹简上端凿有圆孔， 孔内有丝带

残留， 字迹为数字， 数字间画有红色

格线 ， 即所谓 “朱丝栏 ”。 经 “朱 丝

栏” 和三道编绳相隔， 此 21 支简可建

成一个 20 行、 21 列的表格。 2010 年

7 月 12 日， 数学史专家鉴定认为， 此

表格有运算功能， 故命其为 《算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

心研究员李均明向大家详述了 《算表》
“怎么算”：其核心是九九乘法表，但为

了计算更为复杂的两位数相乘，《算表》
在其扩展部分，将被乘数和乘数分别扩

大十倍。 例如计算“57×86”，那么先转

换为“（50+7）×（80+6）”，再分解为“50×
80+50×6+7×80+7×6”四个乘法相加，而

这四个乘法的乘积，可在算表上找到 4
个纵横交汇的点，把点上的数字一一相

加，就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聪明的祖先，
发明了这种由难化简的好办法。

（本报北京 4 月 23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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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号备战南海今年第一潜

在三亚锚地进行全流程演练

新华社 “向阳红 ０９” 船 ４ 月 ２３ 日
电 （记者刘诗平） “蛟龙” 号载人潜

水器 ４ 月 ２２ 日在三亚锚地进行全流程

演练， 为南海今年第一潜做好准备。
这是“蛟龙”号自 ２０１３ 年首个试验

性应用航次在南海下潜作业， 时隔近 ４
年后再度与南海亲密接触。 从布放下水

到回收至“向阳红 ０９”科学考察船甲板，
“蛟龙”号在水中共停留 １８ 分钟。

本次演练任务包括： 潜水器全系统

浸水功能复核 ； 水面支持系统 功 能 测

试， Ａ 型架操作手实操训练； 水面支持

系统与潜水器本体适配性演练； 下潜科

学家培训。
中国大洋 ３８ 航次第二航段总指挥

邬长斌说， 此次演练对设备测试、 岗位

人员培训 、 组织配合非常必要 ， “蛟

龙” 号总体技术状态稳定， 各部门配合

流畅， 完成了既定演练任务， 为后续潜

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参加下潜科学家培训的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张维佳博士说，
第一次进入潜水器， 非常兴奋， 熟悉相

关设施、 了解相关操作， 潜航员傅文韬

老师还冷不丁考了我紧急抛载逃生的操

作。 培训非常实用， 期待作业下潜早日

到来。
中国大洋 ３８ 航次第二航段在南海

展开采矿试验区选址和科学调查， 第三

航段将在雅浦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展开

科学调查， “蛟龙” 号将带领科考队员

下潜深海。

西泠印社举办春季雅集缅怀先贤
本报杭州 4 月 23 日专电 （驻浙记

者蒋萍） 23 日 ， 西泠印社社员及诗书

画印同道 100 多人齐聚西子湖畔， 举行

“丁酉春季雅集” 活动。 春季同人雅集、
拜祭印学先贤， 是西泠印社社团活动的

传统项目之一， 也是百年艺术社团传承

至今的文人情怀。
本次雅集设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标

志性景观、 镌有 “西泠印社” 四篆字的

山顶平台莲池前， 一席香案正对着华严

经塔和小龙泓洞、 缶龛， 旁边陈设着丁

仁、 王禔、 吴隐、 叶铭四位西泠印社创

始人像。 在主祭人的主持下， 与祭人员

代表宣读 《西泠印社丁酉春祭先贤文》，
并敬香； 鞠躬成礼之后， 还宣读了 《西
泠 印 社 丁 酉 春 季 雅 集 序 》 。 《祭 文 》
《雅集序》 在遵行古礼与吟咏酬唱之间，
再现了西泠印社所倡扬的文人艺术综合

素养的精髓和百年名社薪火相传的文化

血脉。

此次演练， “蛟龙” 号在水中共停留 １８ 分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