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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用文物图片为主

角表现历史#有哪些难点$

答!#图谱$序言写道%&'该
书的编写( 打破传统历史学与
考古学等学科研究之间的学科
壁垒! "栾成显认为)历史以文
物解读)文物同历史展现)正是
#图谱$的编纂特色! 编写者们
采用文物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
研究方式)综合运用考古学*文
博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
知识) 做到用文物图片为主角
来表现历史!

当然) 这样的编写方式也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从专业角
度说) 最主要的难点在于作者
必须具备历史和考古两方面知
识) 并系统掌握所涉断代的全
部历史资料和文物资料! "黄正
建解释道) 如果作者没有对本
断代历史的全面熟悉) 就不能
判断哪些历史问题需要用文物
展示* 说明+ 如果没有对本断
代文物的全面熟悉) 就不能判
断哪些历史问题没有相应文物
因而无法展示和说明! 这种专
业要求迫使作者在掌握本断代
各种事件* 各项制度* 各类文
化风俗的历史知识之外) 必须
对已出土或传世的文物有全盘
了解) 才能从中挑选出最能说
明历史现象或历史问题的文物
来! 为做好这项工作) 各卷作
者必须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

来所有已经公开的考古文物资
料全部翻检一遍) 以自身的历
史知识予以鉴别) 挑选出最能
反映本断代历史的数百张图
片! &这一过程显然不是东拼西
凑就能完成) 需要做艰苦细致
的工作) 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
时间! "

此外)栾成显提到)一旦资
料准备的过程被打断) 或搜集
的资料被打散) 或原有的作者
被替换)工作就要从头开始!加
之上世纪末开始) 新出文物层
出不穷) 更增加了搜集资料的
难度!他认为)这也从一方面解
释了 #图谱$ 为什么需要长达
#$

年的磨砺) 除了政治运动*

人员更替*图片版权等问题外)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编写本身难
度高)&纯文字怎么都不会编这
么久"!

在不少编写者看来) 完全
用文物图片展现历史是一种理
想状态! 正如#图谱$主编张政
烺先生所言) 文物不可能全面
反映历史!

项目发起人王曾瑜坦言 %

&不可能每个重要史实都能找
到相应的*合适的图片表现! "

即使编写者具备全局性眼光 )

挑选文物图片仍有其局限性 !

比如) 一些朝代因为距今时代

近)文献多文物多)而先秦部分
尤其原始社会部分的&物证"收
集就相对困难!罗琨说)随着近
年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 )提
供不少新知)原本她想将&人与
自然"作为一个章节编写)但因
为受到公开发表的资料的限
制)图片不够)最后只能做成一
个小节!

罗琨感到) 有时候用考古
资料与文献史料 &直接对应比
较难"!比如#原始社会卷$介绍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包括的应
对措施,,,治水 )选用了 &四
千年前大型盟会的礼仪性建
筑 ")即安徽蚌埠禹会村 &祭祀
台基与涂山的相对位置" 等图
版!罗琨告诉记者)在禹会村地
区民间长期流传 &禹娶涂山"*

&禹会诸侯 "的故事 )相关考古
发现证明这里是一个大型集会
的活动场地遗存) 很可能与治
水有关) 在淮河地区确曾有联
合抗洪的活动! 但是要证明禹
会村遗址就是建立夏王朝的夏

后氏自出之祖,,,大禹的盟会
遗存) 还有待文献学理清夏人
先世的源流及活动地域* 考古
学从文化源流等方面提供更多
的实证)再进行整合研究!

#夏商西周卷$ 作者任会
斌表示) 除了时代所限) 不同
种类文物的表现能力亦有难易
之分! 比如) 官制等很难通过
图片展示) 而手工业成果则易
于展示!

问题三!%图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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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共同编写的集体项目 #编

写者从成千上万张图中最终遴

选出约
$%%

张图片编入一册

书'那么#在选图方面有哪些统

一标准$

答!黄正建表示)虽然作者
在选图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
性) 但有一些基本原则是必须
遵守的,,,&历史价值第一)艺
术价值第二")这也是早期张政
烺先生为#图谱$选图定下的基
调!换言之)图片只要能反映重

要史实)可以不求其美观性!

在 #图谱 $各卷册中 )有不
少这样的案例! 比如在罗琨编
写的#原始社会卷 $中 )在展现
藤花落龙山文化古城址 '位于
今江苏连云港(时)着重介绍内
城南城门右侧作干栏式建筑的
哨所) 她还选用了哨所基址发
现的石杵臼和残石镞) 以展示
历史的沧桑) 同时配上该遗址
同型的完整石鏃 !见图

"

")使
读者对当时石鏃形制及武器发
展程度有明确*直观的认识!

比如 #秦汉卷 '上 ($中 )在
表现西汉后期的饮食生活史
时) 作者赵凯选了一张有残缺
的碗图!见图

&

"! 他介绍)这个
碗是在被黄河冲垮的河南省内
黄县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出土
的)很可能村民本来在吃饭)看
到洪水来了赶紧丢下碗跑了 !

他说) 虽然在同一时期墓葬中
出土了不少更精美的碗) 但他
依然选择了这只做工粗糙的灰
陶残碗)&因为真实生活中使用

的碗比明器生动"!

比如在#隋唐五代卷'下($

中) 作者黄正建选择了一张残
缺的长沙窑釉下彩瓷器图 !见

图
!

"! 长沙窑是唐代中晚期重
要的外销瓷器窑) 他选择这张
残品图的一大原因就是它的表
面写有诗文%万里人南去!三秋

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共汝同

归"这是当时长沙窑的特点!通
过这件瓷器) 他希望读者能领
略到唐诗文化在当时之发达!

除了对光彩文物的舍弃 )

在#图谱$各卷册中还使用了大
量以往不太入选&图说类"著作
的不够 &好看 "的图片 )比如简
牍文书*墓志墓穴等!见图

$

"!

黄正建认为)#图谱$ 的这一做
法扩充了有关&历史图谱"的范
畴)具有创新和典范意义!

另外) 有些图片虽然有近
照)但书中仍选用了老照片!黄
正建说) 这主要是因为有些文
物随着时代的变迁改了模样 )

在这种情况下) 作者一般选择
早期拍摄的图片! 比如)#隋唐
五代卷'上($中)有一幅山西蒲
津渡关出土的唐开元铁牛 *铁
人图)使用的就是

!%&%

年这些
文物出土后不久拍摄的图片
!见图

'

"' 原来)这些文物出土
时锈迹斑斑)为了美观)人们将
其涂成黑色)改变了原貌!

所谓选图 &历史价值第
一")除了图片本身要能展现史
实)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图片要
有稀缺性)或者较为罕见!

有些图片在历史上有多个
版本) 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产生
了各种影响) 这时该选哪张图
呢 - 王曾瑜说 ) 例如孔子像
等)不可能有肖像画传世)只能
从文物中找尽可能早的画像石
之类!

在 #图谱 $中 )还有一部分
是以往很少看到的图片!比如)

在 #元代卷 $中有
"!

页是帝后
像) 其中后有

%

页! 尽管在初
稿送审时 ) 有常务编委提出
&不知道这些皇后在历史上起
了多大作用 ") 但在另一些编
委和出版社编辑看来) 这些皇
后图之前在大陆很少有过发
表)值得入选!

问题四!%图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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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版问世#过

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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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次出版的%图谱&

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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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上马 )后重组

的编写班子完成# 与主编张政

烺先生之前拟定的编写计划相

比#内容上有哪些突破$

答!多数编写者认为 )#图
谱 $ 大体上是按张先生的规
范*框架*思想编写的! 对比此
次#图谱 $最后一卷 )即由张政
烺先生编写的 #中国历史图谱
资料目录 '封建社会部分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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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编写的基本原则是

*历史价值第一 # 艺术价值第

二)#故而作者选图时会有舍弃

光彩文物的情况# 在各卷册中

还使用了大量墓志等不够 *好

看)的图片#以及选择文物未改

变原状时的早期拍摄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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