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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在 5000 多年前，在黄
河流域的中原地带，人们已经开始
养蚕制丝；中英联合考古团队发现，
中欧陶瓷贸易起始时期并非原来以
为的明代而是唐宋；中蒙联合考古
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发现了匈奴贵族
墓地……

日前，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2020 丝 绸 之 路
周”主场活动上，《2019 丝绸之路文
化 遗 产 年 报》发 布 。 年 报 显 示 ，

2019 年度，欧亚非范围内与丝绸之
路相关的考古发现成果丰富，令人
瞩目。

这份年报由依托于中国丝绸博
物馆的国际丝绸之路与跨文化交
流研究中心组织编撰。他们一方
面与知网等机构合作，采集梳理全
球丝路遗产相关信息，另一方面邀
请中外十多个国家的近 20 位专家
组成专家组，进行推荐。年报旨在
收集和汇总丝路文化遗产界的相

关信息，为各国各地同行提供交流
机会。

年报分为考古发现、陈列展览、
学术成果和文化事件四个板块。考
古发现板块共列举了2019年度的63
项丝路考古发现，并具体推介了沙特
塞林港遗址考古等10个丝路考古项
目；在学术成果板块，年报初步梳理
出各国的200多件研究成果，涉及专
著、论文集、报告、图录等内容。

■冯源 席玥

据新华网 当金色的霞光洒在上
海市兴业路 76 号（原望志路 106 号）
的石库门建筑屋顶上，当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当电影主创团队按下开
机“启动键”……人们不禁回想起大
约一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作始
也简”的探索和百年来矢志不渝的
初心。

光荣与梦想
《1921》开拍，中国电影人要在上

海续“写”初心！
从2009年的《建国大业》到2011

年的《建党伟业》，观众期待更多更优
秀的史诗巨制，于是有了今天开机的

《1921》。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

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这
座城市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拍摄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故事绕
不开上海。

上海也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中
国电影人的摇篮。站在“2020年”的
时空坐标拍摄《1921》，这无疑也是中
国电影的光荣与梦想。

“50 后”导演黄建新佩戴党徽
站在中共一大会址前。他说，来
到这里抑制不住激动心情。对于
筹备多年的《1921》，黄建新说，着
力创作剧本，几易其稿，越是努力
从内心深处去靠近党创建时期的
历史人物，越是觉得建党精神之
伟大。

中 共 上 海 市 委 、上 海 市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上 海 电 影 创 作 选 题 规

划，近年来紧紧围绕“建党百年”
开 展 重 点 创 作 ，将《1921》列 为 重
点扶持项目，从剧本创作、勘景置
景，到开机拍摄，一路护航，旨在
打造精品力作。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多次组织
召集党史专家、上海史专家、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资深研究人员等反复
论证，并结合最新党史研究成果，重
点打磨片中人物性格，挖掘更多历史
细节，力求运用电影语言进一步讲好
中国故事。

信心与匠心
“我对整个团队很有信心，我们

有着读书学习的良好氛围，演员力争
做到神形兼备，读大量的书，通过磨
合 ，相 信 能 拍 出 让 观 众 难 忘 的

《1921》。”黄建新说。
有《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珠

玉在前，黄导此次再度“操刀”，心里
对《1921》已颇有谱。

《1921》由腾讯影业、上海电影
集团、上海三次元影业、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黄建新担任监制兼导
演，上海电影集团导演郑大圣担任
联合导演，青年演员黄轩、倪妮、王
仁君、刘昊然等参演。按计划，剧
组将汇集 50 多名优秀青年演员，全
方位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和蓬勃朝气。

“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心和打造好
作品的匠心，全体主创一定能够全力
以赴，不辱使命，打造一部让观众有
情感共鸣的优秀作品。”腾讯集团副

总裁程武说。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演员们

在开机前已做了大量功课。青年演
员倪妮说，《1921》中不单是呈现那个
时代的“翩翩少年”，自己要塑造的将
是一个独立自主、勇敢无畏、颇具使
命担当的女性形象。

新品与精品
“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拍出

特别出众、特别不一样的上海。”联合
导演郑大圣说。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导演，郑
大圣对上海题材、上海取景、上海出
品有着深厚的内心共鸣。他说，

《1921》对观众来说会是一种全新体
验，这种“新意”，同时又是能揭示中
国共产党人革命底色的、有深度和
洞察力的。

1 日上午，《1921》主创人员瞻仰
了中共一大会址，并向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捐赠了黄建新导演作品《建党
伟业》纪念版影视光碟和《1921》首款
电影海报。

据上海市电影局介绍，《1921》剧
组在拍摄取景上也狠下功夫，主创团
队在上海实地测绘了30余处相关旧
址，在上海电影集团下属上海车墩影
视基地按同等比例搭建“中共一大会
址建筑群”摄制区域，力求逼真还原
历史场景。

观众对《1921》充满期待。有网
友留言：“相约 2021，要看《1921》！”

“无愧于时代和英雄的城市，期待出
精品！” ■许晓青 任珑 朱逸茗

据新华社 飞天最美，飘飘衣裙、
翩翩舞姿……而世界文化遗产点麦
积山石窟的飞天，是因身上的“肉肉”
而闻名。

飞天形象源自古印度文化中天
人、天女，后随着佛教东传，它们与中
国传统神话中的仙人、仙女结合，形
成了中国式的飞天。

在麦积山石窟离地近70米的第
四窟“散花楼”的窟顶壁画上，有 28
身1.5米以上的飞天。伎乐飞天手持
横笛、阮咸等乐器，供养飞天拿着熏
炉、香盘等物件。

最“吸睛”的是壁画中飞天凸起
的部分：挺拔的鼻梁、大且厚的耳
朵、肉乎乎的手臂和纤细修长的手
指。裸露肌肤的立体刻画，让飞天
有了“肉肉的”观感，在绘于墙壁的
衣带裙裳的映衬下，飞天看起来“破
壁欲飞”。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
究员张铭介绍，1953 年，原文化部
组织的麦积山石窟勘查团将这种
结 合 浮 雕 与 绘 画 的 飞 天 命 名 为

“薄肉塑”飞天。研究发现，飞天
的裸露肌肤是凸起不到 0.5 厘米的
泥塑。

张铭说，“薄肉塑”飞天诞生在

麦积山石窟离不开天水的泥塑传
统。新石器时代的大地湾遗址，就
出土了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等大量精
美陶器。

“麦积山石窟被称为‘东方雕塑
馆’。工匠在泥土中加入麻防止开
裂，加入鸡蛋清、糯米汁等提升细腻
程度，这使得泥塑气韵生动，且能在
潮湿环境中保存千余年。”张铭说。

“薄肉塑”飞天也是多元文明交
融的产物。“散花楼”是距今 1400 多
年的北周时期洞窟，有7间大殿。从
洞窟体量和壁画的精美程度看，可谓
北周佳作。

张铭介绍，麦积山石窟位于古丝
绸之路上。北周虽是一个短暂的小
政权，却在艺术上兼收并蓄，既吸纳
了北齐及南朝的文化，也受到笈多佛
教艺术的影响。麦积山石窟因此形
成了独特的北周佛教艺术，显示出多
元的文化特征。“比如‘薄肉塑’飞天
的鼻子，就与中亚粟特人的容貌特征
有相似之处。”

张铭说，多元文化与奇绝技艺的
结合，在麦积山石窟创造出了一个鼓
乐齐鸣、满壁灵动的佛国世界。这为
今天的艺术及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资料。 ■张玉洁

据新华社 沐浴305年风雨的“商
船会馆”修缮重开，无言讲述上海近
代历史；荣宗敬旧居原貌再现，变身
沪上顶级美术馆……素有“万国建筑
博物馆”之称的上海，近来有一批建
筑遗产经过保护修缮、活化利用，焕
发活力，成为海内外游人竞相打卡的

“网红地标”。
日前，首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

护利用示范项目”入选项目在沪揭
晓。15 个入选项目包括：陈望道旧
居、武康大楼、旧上海图书馆、美琪大
戏院、徐家汇天主教堂、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等。

在上海，历经 80 多年沧桑的杨
浦区图书馆，通过保护修缮，恢复了
琉璃碧瓦、精致彩绘，以鲜明的中国
古典建筑之美吸引大批参观者；“红
色地标”陈望道旧居，不仅复原了陈
望道先生居住时期的历史原貌以及
家具等原物，还巧妙改造空间、移步
换景，变成了一座随处可见展品的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位于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上海
市第一百货”，前身是始建于 20 世
纪 30 年代的大新公司，整体建筑结
构包括两座老楼，和周边的新建筑
交融在一起，给保护利用出了“难
题”。据介绍，即将于 2021 年全部
竣工的保护修缮工程，以原有的“十
字街”为轴线串起周围的新旧建筑，
使之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
商业群体。

同时，两幢老楼之间原来影响
保护建筑风貌的玻璃幕墙也被拆
除，代之以充满雕塑感、向室外空间
开放的一个创意连廊，让老建筑气
质焕然一新。

“上海近现代建筑的历史文化
资源极其丰富。保护城市中珍贵的
建筑遗产，并非只有一成不变的做
法。”上海现代城市更新研究院理事
长俞斯佳说，上海正在积极探索城
市“有机更新”的理念和方法，用历
史建筑创造出城市中新的风景。

■孙丽萍

“跨年度巨制”《1921》在上海开机
将成为电影行业迎接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作品之一

7月1日，电影《1921》导演黄建新（右二）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方赠送首款电影海报。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2019丝路文化遗产年报发布：

各国丝路考古成果丰富

“肉肉的”飞天“飞”出壁画

保护修缮、活化利用：

上海大批建筑遗产成“网红”

历经 80 多年沧桑的杨浦区图书馆，通过保护修缮，恢复了琉璃碧瓦、
精致彩绘，以鲜明的中国古典建筑之美吸引大批参观者。（资料图）

■记者 朱良城 摄

在《美国真相》一书中，斯蒂
格利茨剖析美国问题，揭露美式
资本主义隐藏的制度危机，还原
美国真相，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
美国面临的巨大问题和危机，为
读者看清当前美国乱局的真相，
提供了注解。

《追寻现代中国》
作者：史景迁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美国真相》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史景迁是研究中国史的奇才。
他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
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
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
以“说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让读
者拨开云雾见青天。特别是，对中
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
追寻，具有独到见地。

《沧海钩沉：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
滕新贤
上海三联书店

星辰与远方，融在海洋文学之中

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互动的
产物，我们的祖先从海洋中进化而
来，人类的文明从海洋中发展而
来。海洋孕育了中华文明，反过来，
中华文明也是海洋文化的继承者与
发扬者。

但当《奥德赛》《鲁滨逊漂流记》
《白鲸》《海狼》仍是很多人心目中海
洋文学的范本，并以此为标准来衡
量中国本土海洋文学时，你会发现，
中国本土的海洋文学，尤其是对中
国古代海洋文学的研究并未形成大
的突破。

在此情况下，上海海洋大学滕新
贤教授所著的《沧海钩沉：中国古代
海洋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沧海钩
沉》）尽可能地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
的发展作出了较为全面、完整的概要
介绍，基本体现中国海洋文学的发展
脉络与不同时期的海洋文学风貌，将
其称为“第一部全面的中国古代海洋
文学通史性作品”应该当之无愧。

怎么能和海洋没有联系呢
每当谈论中国与海洋之间的关

系时，人们总要举出黑格尔《历史哲
学》中的观点：“超越土地限制，渡过
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
的……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
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
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联
系。”黑格尔这段话对后世影响深远，
奠定了内陆/海洋、农耕/商业、黄色/
蓝色、东方/西方、保守/先进等一系
列二元文明对立论的基础，在很长一
段时间左右了中国人对文化或者文
明的判断，由此也确定了中华文明史
研究中一个至为关键的命题，即内陆
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自足性长期主
导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性格，而海洋文
明的开放性则明显弱化。

然而正如学者阿尔布劳曾指出
的，全球化主要是指“所有那些世界
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
会的变化过程”。如果以此为定义，
那么，全球化肯定不是从今天或是从
1492年哥伦布航海开始的，世界上各
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经济、
文化、政治不断交流、相互依存及影
响的过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提
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
我们的过去和历史。试想一下，中国
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如此悠久的航
海历史，怎么可能和海洋没有联系
呢？文明类型的差异本身并不代表
文明水平的高低和文明禀赋的优劣，
更何况，文明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很

难以简单的概念来概括总结。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和人们

想象中的中原黄土文明对中和、务
实、谨慎、本分的崇尚不同，自秦汉以
后，中国人探索海洋的脚步从未停
歇。如2018年在美国出版的《蓝色边
疆：大清帝国的海洋视野与力量》，就
是从海洋视角来重新审视18世纪的
中国大清王朝，它认为与一般理解相
反，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上有意与海
洋接触，试图融入全球海洋世界并参
与彼时东亚地区海权的争夺，更有学
者指出黑格尔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
误读。但是毋庸置疑，褒扬西方的海
洋文学与文化，贬低中国的海洋文学
与文化，甚至不承认中国有海洋文学
传统的情况时常发生。

海洋研究甚至是空白的
以我所知，1943 年桂林建文书

店出版的柳无忌所著的《明日的文
学》中所收文章《海洋文学论》，可能
是中国最早提出“海洋文学”这一名
词的著作。台湾地区学者杨鸿烈出
版于1953年的《海洋文学》是我国第
一本海洋文学论著。1975 年，同为
台湾地区的学者朱学恕在其作为创
刊人和发行人的《大海洋》诗刊上发
表的“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创刊
词，标志着海洋文学研究热潮的兴
起。而迟至 20 世纪末，大陆学人也
逐渐将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
进行研究。进入本世纪，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尝试发掘中国古代海洋
文学资源并展开初步研究。但总体
来看，全面系统的研究格局确乎尚
未形成，对海洋文学的研究存在着
重域外而轻本土、重现代而轻古代
的态势，《奥德赛》《鲁滨逊漂流记》

《白鲸》《海狼》仍是很多人心目中海
洋文学的范本，并以此为标准来衡
量中国本土海洋文学，由此导致对
中国本土的海洋文学，尤其是对中
国古代海洋文学的研究无法形成大
的突破。

就古代海洋文学研究而言，此前
也有赵君尧《天问·惊世：中国古代海
洋文学》及张放的《海洋文学简史》等
相关著作，但是前者论述多集中于外
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对海洋
文学作品本身的发掘反居次席，没有
涉及先秦时期，对清代、近代这两个
海洋文学重要发展段的论析亦付诸
阙如，而且对于文学作品的论述着重
于抒情性诗歌。而后者文笔生动，属
史话类著述，然论及的海洋文学作品
颇少，许多时代甚至是空白的，由此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多少海
洋文学作品，感觉“黑格尔在他涵盖
地理文明的哲学论述中所持的观点
仍旧持久有效，轻易推他不翻”。

滕新贤教授这部新著历十余年
之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向上
追溯到创世神话和诸子言说，向下则
延续到以黄遵宪、王韬等为代表的晚
清文学，尽可能地对中国古代海洋文
学的发展作较为全面、完整的概要介
绍。虽然她谦称自己水平有限，不敢
用“史”来自称，但身为一个“史”学工
作者的我读后却认为，无论是从其资
料的丰富性，研究时段的延续跨度，
还是对中国海洋文明和海洋文学特
色理解的深刻与创新，将这本《沧海
钩沉》称为“第一部全面的中国古代
海洋文学通史性作品”应该是当之无
愧的。

“海”与“水”并不对立
中国虽是一个位于大陆的国家，

但有着漫长海岸线，中国人自古就对
大陆边缘的海洋进行过不懈的探
索。早在夏代时，山东滨海一带就有
人栖息繁衍，商本来就是生活在滨海
的东方民族，《诗经·大雅·江汉》也
载：“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说明了当
时人们已开始从内陆向广阔海域探
索。可以说中国人很早便具有海洋
意识和海洋观念。甲骨文中已出现
了“海”字。《说文·水部》写道：“海，天
池也，以纳百川者。”这是“海”的本
义。由此也标志着“海纳百川”这一
海洋观念已经确立。《尚书·禹贡》便
言：“江汉朝宗于海。”虽是以水流千
里必归大海的事实来象征诸侯尊崇
天子的政治理念，但从中也可以看到
明确的海洋观念。

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与理
解，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学
作品的大多数母题与“海纳百川”和

“九州四海”这两个理念密切相关。
唯其认为海纳百川，故《管子》称“海
不辞水，故能成其大”，《荀子·劝学》
言“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强调的
都是海纳百川所具有的包容和大度
的品质。因此在古人眼中，海是深
广的、雄奇的、博大的、无限的。在
中国的海洋文学史上很少会有一篇
文学作品表达对海洋的藐视，和凌
驾于它之上的欲望。即便是那些统
治天下的君王看到了大海的广阔和
力量之后，也无法不对它肃然起
敬。从曹操的《观沧海》到魏文帝的

《沧海赋》、唐太宗的《春日望海》、明
太祖的《沧浪翁泛海》等作品中，都
可以看到这种敬畏之情。这种敬畏
之情，恰与西方文学对海洋的征服
和亲近相反。

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海纳百
川的概念，所以与人们一般理解的
不同，即使是被认为典型内陆文明
形态的中原文化也曾表现出开放包
容的特性。正如滕教授指出的，在

《山海经》中便没有惟中原王权是尊
的思想，没有流露褒贬之意，对于异
质文化平等视之，让人们看到海外
有海，国外有国，天下之大，物类之
盛。汉唐时期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与
兴盛，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中原文
化对域内周边文化的兼容并蓄，而
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同样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域外文化
的开放包容。

同样正是因为有了海纳百川的
概念，中国人并不将“海”与“水”绝对
对立，而是将二者进行紧密的联系。
滕教授正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特点，
通过对上古文献的细致研究，得出一
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即在古人眼中，
海就是因地势下沉而被江河之水淹
没了的大地。海不过是华夏先民赖
以生存繁衍的土地的一种变化形式
而已。换言之，海就是被水淹没了的
田地。所以古人并没有所谓将海作
为地域边界线的观点，其对于土地与
海洋的领土意识是基本一致的。在
中国古人看来，海不过是另一种形式
的田，只是其产物与大陆上的土地不

同而已。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海洋
在中国人眼中更多是广阔和平和的，
虽然难免会有一些惊涛骇浪，但对人
类的恩赐远大于破坏。在整个中国
古代社会里，人们对于制盐、养殖等
活动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海洋贸易，这
种以海为田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了近
代。个人以为，“以海为田”观的阐释
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中国传
统海洋观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成为“真实”的“具象”
由于“九州四海”理念的存在，

中国古人往往更加关注近海或者内
海，更加广阔无垠的远洋在他们眼
中则是边缘，大多数人由于对海洋
缺乏了解，心中充满了敬畏恐怖，只
能好奇地远观与想象，反映在海洋
文学上，便是遥望性、寓言性与想象
性成为贯穿始终的基调。很少有贴
近海洋的现实主义作品，更多的是
浪漫主义纵横驰骋，凸显的是中国
人的冥想精神与抒情传统，海洋在
这些文字作品中往往“褪去了其作
为物象的实用性，而承担起意象的
审美性”。由此也导致中国古代海
洋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限，即海
洋体验者与海洋描述者的分离，生
活在海洋里的人，往往没有能力描
述海洋；而那些具有描述能力的人
却都缺乏亲身性的海洋体验，所以
只能沿袭一些有关海洋的神话、传
说来充当叙述资源。所以滕教授清
醒地指出，即使在宋元以后，中国海
外贸易已经非常繁荣的时期，海洋
文学其实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因此本书也并没有刻意拔高中国古
代海洋文学的地位。

早在宋元时期，在东南亚等地
已经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海外侨
民，随着贸易的发展，一个广泛的华
人海外贸易网在明代以后逐渐建
立。但是正如王赓武先生所言，中
国的这些海商是“没有帝国的商
人”。他们地位低微，缺少国家的支
持，只能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力量，最
多是家庭、同乡的庇护。他们漂泊
在汪洋大海之间，和当时来自西方
的殖民者、士兵和国家支持的特许
公司全副武装的雇员竞争，往往导
致悲剧性的结局。而他们在中国的
海洋文学作品中也是失语的，在罗
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中是以反面
形象出现，《镜花缘》虽然同情他们

“漂流数载，苦不堪言”，但是对海外
贸易活动的描写仍然虚浮落后。事
实上，在传统社会结构没有真正改
变，士大夫普遍认为“中国四民，商
贾最贱……父兄亲戚，共所不齿”
（明徐学聚：《报取回吕宋囚商疏》），
对商人和商业缺乏理解的情况下，
古代海洋文学的局限性自然是不可
避免的。只有进入近代，中国人真
正有了远渡重洋横绝四海的生活经
历，海洋才开始真正作为“真实”的

“具象”，成为文学的观照和书写的
对象。

当然本书还有众多精彩纷呈的
研究成果，可谓是新见迭出，如对孔
子言“乘桴浮于海”本意的梳理；如
第一次从海洋文学角度论述汉赋、
骚体诗；又如对屈原的楚辞作品、宋
词等在海洋文学贡献方面的评价等
等，都值得读者好好体会和研究。
我国有 18000 公里的海岸线，有 300
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中国文学
的海洋书写，完全没有必要在西方
海洋文学面前妄自菲薄。近年来，
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的提出，中国海洋发展揭开了
一个全新的篇章，也为边缘已久的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发展契机。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海
洋文明固然不宜罔顾事实地刻意拔
高，但在中国海洋活动日趋活跃，
海洋战略愈益清晰的现实背景下，
重新挖掘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是完
全合理且必要的，这也应该是学术
界当仁不让的使命之一。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叶舟）

该书视野开阔、规模宏大，纵向
描绘一地文化的特点和亮点，上起
于远古时代，下迄于辛亥革命，堪称
一部学术严谨、可读性强且有人文
温度的小百科全书，也是一份可堪
查考的文化地图。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
作者：周勋初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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