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
物质文化史##我降格以求 "

也终须放弃$ %这是历史学家张
政烺先生晚年谈到 &中国古代
历史图谱' 时说的话$ 当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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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距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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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距离 &图
谱'最近一次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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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张先生仙逝 "享年
"*

岁$ 他的弟子(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李零说" 张先生晚年
讲" 他这辈子有三件想做但没
做成的事" 其中一件就是编成
&图谱'$

本世纪初" 现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王曾瑜
主动提出要 !复活 %&图谱 '项
目$ 他的学生关树东在中国社
科院历史所工作" 在关树东的
协助下"王曾瑜于

+'',

年前后
重组了一个以历史所科研人员
为主的新编写班子 "让 &图谱 '

再度!上马%$ 在多位学者的努
力下"这部命运多舛的 &图谱 '

先后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

年度重大
-

类科研项目
和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资助
项目$今年

.

月"由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 &图谱 '全书

/)

册
终于问世了$

&图谱' 写的是历史"&图
谱'的编纂亦是一段历史$尽管
在长达一个甲子的编写岁月
中"!参与和经手的人太多 "每
个人只知道其中部分事情%)王
曾瑜语 *"但这丝毫不影响 &图
谱'在编写者们心中的分量$鉴
于初期参与者多已谢世" 在采
访中"&图谱' 常务编委罗琨向
记者提供了她的丈夫 (&图谱 '

常务编委张永山 )已故 *

+'0'

年编辑出版的 &张政烺先生学
行录 '" 其中收录了图谱组成
员( 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守
仁)已故*撰写的&关于+中国古
代历史文物图集, 前期工作的
回忆'"此文详细叙述了&图谱'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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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立项到 !文革%

期间的情况"读来令人唏嘘$为
了厘清!文革%后&图谱'第二次
立项至今日之事"从

0"%0

年工
作即进入!图谱组%的&图谱'常
务编委黄正建不仅在采访中尽
可能回忆工作之初的情况 "自
觉 !有责任让这个梳理更真实
可靠%的他"还花了整整两天翻

看其
0""0

至
+'',

年的工作日
记 "查阅汇总了

$%

条记录 &图
谱'进度的内容$ !这可能是最
后一次公开梳理 &图谱' 进程
了"我很希望这次梳理的结果"

可以留做档案$ %他说$

名家荟萃的立项

&图谱 '项目统筹人之一 (

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宇霖
说 - !每一件与众不同的好东
西" 它的诞生都是以无比寂寞
为前提的$ 要么是血" 要么是
汗" 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好
时光$ %

近
.'

年的 &图谱 '编纂过
程艰辛坎坷" 先后参与者近百
人$ 有不少人为其倾尽毕生之
力"却迟迟没有等到 &图谱 '问
世的那一天$那么"它究竟是一
部怎样的书. 又为什么会一次
次遭遇撤项呢 . 事情还得从
0"$%

年说起##

0"$%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前身*历史研究所规划了!三
项重大科研项目 %"一是 &中国
历史')出版时定名为 &中国史
稿 '*"二是作为 &中国历史 '姊
妹篇的 &中国历史文物图集 '

)后定名为&中国历史图谱'"即
今日之 &图谱 '*"三是 &甲骨文
合集'$ 其中"&中国史稿'

)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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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陆续出版 "&甲骨
文合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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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自
0")%

年起陆
续出版 "唯独 &图谱 '迟迟没有
面世$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陈绍棣曾担任过图谱组的秘
书$他说"&中国历史文物图集'

的编写初衷" 是为了配合郭沫
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编辑一部
图册$ 但主编张政烺先生认为
&图谱' 更需要承担的功能"是
通过搜罗( 挑选中国悠长历史
中出土和传世的文物" 成就我
国第一部大型物质文化史$ 也
就是说"将中国历史与文物(考
古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生动(

具体的图像" 立体式地揭示社
会发展规律" 展现中华文明的
灿烂辉煌$

这样的目标" 即使放在今
天来看"也是一个宏大的愿景$

更不消说当时历史所的物质条
件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 其难
度之大"可以想见$

陈绍棣听说 "

0"$%

年张政
烺先生第一次为 &中国历史文
物图集'立项时"中央高层非常
重视并且密切关注这个项目 $

当年
0+

月"历史所组建了专门
的课题组 !图谱组 %"任命张政
烺先生为组长(该书主编"时任
文化部党组书记( 副部长的齐
燕铭"以及出版家(中华书局原
总编辑金灿然等先生都主持和
参加了此书的编委会$此外"历
史所还命秘书组从各组室调来
阴法鲁(胡嘉(朱家源(李培根(

谢清河(张兆麟(安守仁等人加
入图谱组" 并及时地为图谱组
扩大了办公场所$

安守仁在&关于+中国古代
历史文物图集, 前期工作的回
忆' 一文中写道" 经历史所领
导与中华书局联系" 当时决定
由中华书局承担 &图谱' 的出
版发行工作$ 为此" 中华书局
前期投入了不少资金$ 为了印
刷符合文物图版的纸张" 书局
申请进口了数量很大的纸浆 "

又从哈尔滨亚麻厂订制了专用
外装帧的亚麻布" 还聘请了印
制珂罗版的上海专家刘绪昌
)音名不准*$

0"$"

年
*

月"社科院邀请
全国史学界权威的专家学者来
京讨论!三项重大科研项目%的
编写事宜$据安守仁记录"这个
会议的规格相当高" 时任中央

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出席了会
议"郭沫若现场致辞$ 当时"张
先生已经带领课题组一边收集
文物(文献资料"一边着手编写
编辑计划(资料目录$尽管没有
先例可考" 但在张先生的主持
下"在阴法鲁等学者的协助下"

由张先生主笔发凡起例" 很快
就制定了 &!中国历史图谱%编
辑计划'" 阐明了该书的定名(

旨趣 (内容 (时代范围 (组成部
分(框架和篇幅$同时制定的还
有 &!中国历史图谱 % 资料目
录'"该目录写明了图谱各章节
的安排(农民起义材料(少数民
族历史文物(国际关系材料(漆
器(瓷器等手工业材料"以及材
料和文字说明关系等问题的处
理意见$ 如今"在&张政烺文史
论集' 一书附录中" 可以看到
&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 )草
稿*/封建社会部分'一文$在标
题下的括号中写着!内部参考"

供讨论修改之用 %" 并标有
!

0"$"

年
*

月
)

日%字样"这就
是当时座谈会上用的讨论稿 "

该文约
%,''

字$

!图谱"之图从何来#

在编辑计划和资料目录的
初稿确定之后" 摆在图谱组面
前的是更大的挑战000历史所
一无文物"二无图片"三无照相
专业人员" 四无拍摄文物的照
相器材"这要怎么做!图%集.

据安守仁生前回忆" 张先
生早年酷爱照相"对拍摄(冲印
及照相器材使用都很内行$ 他
指定图谱组成员李培根到北京
市文化用品商店购置了一台前
苏联制造的

0*$

!佐尔 %相机 (

一个简陋的翻拍架" 灯光就用
台灯凑合" 而后手把手地教李
培根如何翻拍$同时"张先生找
好了战国( 秦汉到魏晋的文献
及图版材料" 由李培根一一翻
拍" 再由图谱组成员谢清河送
到照相馆冲印(放大$取回照片
后"所有图片都逐一登记造册"

然后全组分工 "按 &图谱 '资料
目录所载" 按序将翻拍照片贴
在纸上" 准备交给中华书局付
印$ 根据张先生的要求"冲洗(

登记(造册(装袋这些工作都必
须当天完成$在陈绍棣看来"张
先生搜集资料有一套 !先近后
远%的原则$他通常带领大家先
翻拍历史所的文献及图版资
料"再拍所外文物$这个工作大
约进行了三个月" 因为组上接
到新任务"翻拍工作告一段落$

约在
0"$"

年
)

月底"经历
史所向兄弟单位求援(协商"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国家历史
博物馆等单位" 都派出从事文
物拍照的专业人员" 带着当时
最好的进口照相器材" 配合图
谱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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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月 "图谱组在历史博物馆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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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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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学人
!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全
!"

册# 该书书脊上有代表时间轴状态的横线$

以及代表不同历史时代的图形符号# 湖南人民出版社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一部书和它的 !"年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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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是一部写历史的书#它的编纂过程亦是一段历史$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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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历史学家
张政烺先生立项#至今年

.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0)

册#!图谱"的编写时间长达一个甲
子#先后参与者近百人$ 那么#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

.'

年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 为
此#本报采访了多位&图谱'项目相关人员#年龄跨度从&

*'

后'至&

%'

后'$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编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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