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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论

齐吉祥先生的又一部著作呈现在我们面前。翻开
书页，仿佛听到齐先生亲切的声音，还是那么热情、生
动，不疾不徐地把中国古代文物独特的表象和文化内
涵娓娓道来。读者伴着齐先生的声音“穿越”到历史的
某个时刻，置身于古人生活的某个场景，观看先民一笔
一画地绘制陶器上的花纹，一梭一线地编织锦缎上的
龙凤。

在书中，齐吉祥先生从汉语词语词义演变的视角，
选取现代汉语中常用的 50个基础词语，这些词语涉及
社会制度、农工生产、人际关系、品德修养、劝学励志等
方面。齐先生从词语的当代含义说起，追溯与词语相关
的古代文物或社会现象，解说文物在材质、功能或制作
技法等方面的特点，解释文物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
响。这些以实物为参照的词语，可以说明客观的物质现
象，还可以说明抽象的社会关系和人类思想。齐吉祥先
生对汉语词语与古代文物关系的生动解读，丰富了我
们对古代文物内涵的认识，深刻揭示了物在中华文化
中的基础和构建作用。

文物是博物馆的基础性构成要素，观众借助文物
感知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博物馆中的教育活动都是以
文物为媒介而开展的。博物馆中的文物大体上可分为
两类，一类是自然物，一类是人工物。其实，从某种意义
上说，博物馆中的自然物是经过人为采集、记录等才进
入博物馆的，但其外在没有受到人为的影响。人工物通
常是人为改变其物质成分构成、结构形态，以满足人的
生产、生活需要。人制造了人工物，人工物也形塑着人
的生产、生活。深入发掘和普及博物馆中文物的内涵及
意义，是一代又一代博物馆工作者的责任。博物馆工作
者基于科研成果及探究目的，基于不断完善和丰富的
研究技术，持续深化对文物的认识，不断拓展文物的利
用范围，为观众提供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齐吉祥先生在多年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实践
中，注意到汉字与器物之间的关联，注意到汉字字义在
使用中发生的变化，从而触摸到中华文明的独有特点
和底层逻辑。汉字是独特的文字系统，据考古资料记
载，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和语言系统，其
后尽管汉字的字形、含义发生改变，但都有迹可循。齐
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字词是联结文物与中华文明的纽
带，在实践中摸索出“文物—字词—历史—文化—育
人”的解读链条，让静止的文物“动”起来，揭示出文物
是历史见证者和文化构建者的功用。

2000多年前，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造字方法有
“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此后不久，许慎总结前人
成果，编写了《说文解字》一书，提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
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班固提出的造字法体现了早期造字多
模拟具体物象或客观现象的情况，强调文字所指称对象的客观
性。许慎则关注用文字表达客观的物象或现象的具体做法，强调
文字的自身特征以及文字内涵的不同属性。从班固到许慎，其间
不足百年，但他们对汉字与指称对象关系的认识却发生显著改
变，从真实表现指代对象到强调造字标准和文字的内在逻辑，从
客观表现到主观表达。尽管二人对造字方法的理解角度不同，但
都认可指称对象对汉字形态、内涵及其用法的影响。随着汉字指
称对象的历史演变，汉字内涵及其用法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
通过文物可以清晰表现出来。

汉字将指称的客观对象与表达的主观认知有机结合起来，这
一特点也影响到古人的思维方式。古人用具象的物或现象表达抽
象的概念或情感，反之，古人也可以将抽象的内容用具象的物或现
象表现出来，即“比兴”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比兴”对中国古代叙事
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物在推动论
说深入展开或者在艺术作品叙事发展中的作用。当然，汉字的这一
特点也为博物馆文物的解说开辟了有利的路径，从具象的物，到抽
象的知识，再到品德的升华，从而达到丝滑转换、无缝对接的效果。

博物馆工作者在多年的解说实践中，能够激发观众的参观
兴趣，激励观众主动探索展品相关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信息，让
观众在探索中增进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博物馆工作者
的解说工作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观众一起，一步步深入展品
的知识宝山，移步换景，从身边的每一件展品开始，仔细观察和
认识展品的特点，了解展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将过往与
当下联系起来，将展品个体与整体联系起来，构建包含真实物
证、亲身体验、抽象知识、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的综合记忆。博
物馆工作者的解说工作得益于汉语言的物与概念共融的特点，
以物的构成物质、方式、形态及功用为标杆，拓展到人的行为或
社会现象，跨越物理、社会、文化的界域，寻求物品、概念、价值
的共同点和联系点，将事实抽象为知识，升华到人的道德规范。
在博物馆工作者解说实践中，物是对象，是知识抽象的起点，是
联结多元知识的纽带。

《一词一世界》是一本写给小读者的书，也是写给博物馆专业
人士的书。齐吉祥对汉语词语含义与古代文物特点的关联条分
缕析，娓娓道来，“润物细无声”，书中的一个个语词，既折射出古
代文物的深厚内涵，也记录着华夏文化的演变发展。基于物质生
产活动的文物和文字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实证。小读者
可以从书中看到古代文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感受到中
华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体会到古代与当下文化的紧密
联系，更可以感受到华夏先民的创造力。对博物馆专业人士来
说，他们则可以从齐吉祥先生对文物的解读中，认识到文物的内
涵会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增添新义，文物与华夏文明叙事传统有
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与文物和历史事件有关的词语，就是先民为
我们留下的一把“让文物说话”的钥匙，是破解华夏文明千年延
续、历久弥新密码的重要线索。

《一词一世界》（全2册）
作者：齐吉祥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建筑与文明是关联的，中国现代建筑的先驱之文脉坚
守，早有立足高远的论说。1931年创刊的《中国建筑》的发
刊词就明确“建筑之良窳，可以觇国度之文野。”它是留美
归来学人赵深所言，体现了中华民族建筑文化自强之目
的。可见，建筑与国家，建筑与城市文明息息相关。建筑作
为表现城市文明的载体，尤其百年中国现代建筑是中西文
化互鉴之果，是充满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标志物，20世
纪遗产给量大面广的城乡既有建筑的活化利用带来机遇
与挑战，保护传承好 20世纪遗产可彰显中国现当代建筑
的精华。

对于本书，中国文物学会单霁翔会长表示：《导读》一
书是在全国业界与公众中，“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
来”的大势下产生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知识与价值传播，
也许以其时代特征及国际影响力，较传统建筑，对于增强
历史文化自觉有更直接的意义。何为20世纪建筑遗产？为
什么我们要关注并保护 20世纪遗产？那些曾经在我们身
边的城市建筑与街区，何以成为具有历史文化记忆和科学
技术价值的瑰宝？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人和事？代表国际
潮流的《世界遗产名录》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建筑的，这
些问题成为以现当代建筑遗产的名义，解读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的认知。

“导读”20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

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作为《导读》
一书主编单位，旨在从理性上向业界内外讲好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的“故事”。《导读》一书集中解答了两个
问题：一是 20 世纪建筑遗产何以成为面向世界文化遗
产的新类型，二是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有丰富的遗产
价值与内容。它回答了如何在遗产认知中密切 20 世纪
事件与人；如何坚持国际视野且借鉴世界遗产的先进经
验；如何在 20 世纪遗产的历史文化长河乃至科技进步
价值阶梯上不断提升。《导读》细解了何为中国 20 世纪
遗产国际性的中国标准，展示建筑文博乃至艺术设计界
在百年城市历程中的时代特征，表现 20 世纪经典建筑
杰出建筑师、工程师的创作观，反映 20 世纪建筑的新技
术、新材料、新设备（电梯、玻璃、钢筋混凝土乃至智能
技术）的变迁，对现当代建筑发展的技术支撑。事实上揭
示出中国建筑文化自信自强的 20 世纪建筑思想史、建
筑文化的价值。《导读》一书的重点内容至少有三方面：
一是面向中国同行与公众介绍《世界遗产名录》的 20 世
纪遗产项目；二是对比与世界同框的中国 20 世纪建筑
设计特色与背景，向国内外介绍中国建筑师与工程师的
风采；三是不仅为中国补全遗产类型而努力，还在国际
建筑遗产平台上赢得话语权。

作为本书的主编我相信，《导读》是让世界领略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瑰宝的“窗口”，也开启着中国现当代建
筑科技文化的魅力之旅，它让更多人有机会“阅读”最生
动、最可代表城市发展年轮的“教科书”，还有助于强化城
市集体记忆，并成为可读、可讲、可延伸的 20世纪建筑遗
产“启蒙书”。

20 世纪城市与建筑历程，一直以文化自信自强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

激起人们心底最深沉的认同。当步入中国第一个公共
博 物 馆 —— 南 通 博 物 苑 ，民 族 实 业 家 张 謇（1853-
1926）开创的诸多近代中国第一就呈现在眼前，它为
南通文化城市建设留下“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基因。张
謇不仅是出色的实业家、教育家，还是一位建筑行家。
有记载自 1902 至 1926 年，从南通到他的故乡海门长
乐，共创办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共 370 多所。
据研究张謇思想与活动的史料，他还秉承中国优秀
传统建筑文化，并不断吸纳西洋建筑先进技术为中
国建筑所用。

“导读”20世纪建筑遗产的理论与实践

马国馨院士在书序中除讲述 20 世纪建筑遗产的可
持续性，分析在遗产保护中正在面对的瓶颈，还介绍了一
些国家正在实施的“可持续遗产保护计划”及不同国度由
国家支持开展的 20 世纪遗产保护的“文化工程”。他认
为，作为遗产学的学科研究，也要注意公众对 20 世纪遗
产的接受程度，如一方面要采用遗产的图像化手段，因为
20世纪建筑都是长期真实存在的物质实体，而图像技术
可以提供最直观、最快捷、最真实的视觉信息；另一方面
要启动遗产传播的文学化，将 20世纪遗产的研究成果通
过选择和简化，以文学、故事的形式对史学和专业的内容
及语言进行改编，从而使遗产中的历史记忆更加生动且
精彩。

《导读》中笔者曾以2018年英国17个后现代建筑遗产
项目入选建筑遗产的事例，解读当代社会的遗产价值与引
导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建筑的遗产认知年限在“30岁”之
下，它充分说明自 1947年就开始的英国现代建筑保护已
经在国家层面及非政府组织方面有了制度。据“历史的英
格兰”官网表示，在英国建筑史上，体现建筑美学的项目，
只有通过载入名录的方式保护，它使大量有价值的 20世
纪建筑拥有无可争议的传承理由。ICOMOS《关于20世纪
建筑遗产保护办法的马德里文件 2011》指出“由于缺乏欣
赏和关心，20世纪建筑遗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处境堪忧

……20世纪遗产是活的遗产，对它的理解、定义、阐释与管
理对下一代至关重要。”2018年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意
大利皮埃蒙特地区 20世纪工业城市伊夫雷亚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它曾是“苹果”品牌之前的世界最伟大的工业
设计地，奥利维蒂（Olivetti）乃世界上第一款台式电脑制造
者，IBM 的著名箴言“设计就是好生意”的灵感也来自
Olivetti打字机。

于 2014 年起草、2021 年修订的《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
产认定标准》特别强调要关注“反映城市历史文脉，具有
时代特征、地域文化综合价值的创新型设计作品，也包括

‘城市更新行动’中优秀的有机更新项目等，也要重视改
革开放时期的作品，以体现建筑遗产的当代性。”如果从
20 世纪遗产关注新中国建设成就看，20 世纪遗产的确
对文化城市的塑形有推动作用。对于北京，梁思成早有
论述“北京城必须是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原有的整体文
化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加以保存的，
走到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从 1959 年的“国庆十大工
程”的整体（已入选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到 20 世
纪 50 年代初“北京八大学院”成为 20 世纪建筑遗产推介
项目，截至 2023 年公布的第七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
项 目 ，北 京 共 拥 有 120 余 项 ，它 们 在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6~2035）中助力减量发展，给古都带来创新活力。上
海在 20 世纪的百年间，融汇中西方建筑城市事件，创造
了包罗万象的建筑哲匠传统与大量隽永的城市空间。在
七批入选 20世纪建筑遗产的 50余个项目中，体现了丰富
的历史凝聚及人文精神。

《导读》中还有专门篇幅，讲授 20世纪遗产中的工业
遗产，以此见证了新的建筑类型与建筑风格、大胆突破的
新结构形式、广泛应用的新建筑材料。工厂的烟囱、料仓、
冷却塔、超大体量的厂房及油罐乃至因工业发展形成的社
区，都创造了20世纪崭新的生产与生活文化景观。刘伯英
教授通过七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中工业遗产的分布，
发现被推介的工业遗产项目占总数的10%以上，他认为工
业遗产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独特进程的有力见证，也对世界
工业文明做出一系列贡献，是中华文明现当代发展的标识
及独树一帜的遗产瑰宝。他还分析了 21世纪新型工业化
时期，高铁、核能、航空、航天、生物、人工智能乃至“新基
建”等的“赶超竞赛”，不仅使中国拥有了全世界最完整的
工业体系，还以超大超难的复杂建筑推动了中国工业的高
质量发展，所有研发、创新的生产基地背后都有智慧筑就
的建设奇迹。

《导读》既有艺术美学对 20 世纪中国建筑创作的影
响，也有居住、园林、科技在20世纪遗产中的变迁，在分述
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广东、重庆、山东、新疆、湖北、东北
三省乃至俄罗斯 20世纪遗产的同时，还对中国 20世纪建
筑巨匠的“人和事”予以生动描述。从新时代新文化使命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探索上看，《导读》的出版或许对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也将开启新的认知与机遇。

《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
主编：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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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的策划初衷
金磊

2023 年 11 月，考古发掘整整三十年的《敦煌悬泉置
遗址 1990~1992 年田野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
式出版，由时任考古领队何双全先生主编并执笔，悬泉置
遗址资料前后由四十余人进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整理，终
于为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三十年的资料整理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两次经过考古科学发掘出土上万
枚的简牍材料。第一次是 20世纪 70年代初甘肃居延考古
队在黑河下游发掘出土的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
汉简共 2万余枚；第二次是 20世纪 90年代敦煌悬泉置遗
址考古发掘出土汉简33399枚，其中有字汉简21399枚，无
字汉简 12000 余枚，近 3500 枚残断简，出土各类器物共
7250件，为汉魏时期的遗物。悬泉置报告详细完整地还原
了遗址发现的整个过程、考古发掘的全部工作流程、前后
三年度考古人员的工作日常、悬泉置遗址的周边环境、悬
泉置整个历史时期的沿革建制，从体例的编纂到资料公布
的完整度来说为此类考古报告的编写树立了典范。

完整揭示悬泉置遗址的结构和功能

敦煌悬泉置考古发掘完成以后，最早详细介绍发掘情
况是2000年《文物》第5期刊布的《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
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简
称《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简称《释文选》）三篇
概述性的文章。《简报》公布了悬泉置遗址的结构平面布局
图，但对全部的功能和用途限于篇幅原因，并未详细说明，
悬泉置报告的发布对于遗址的结构和功能有了全面详细
的揭示。

关于房址27、28的功能问题 《报告》认为：“位于坞
院内东北角为一组套间，F27为里间，F28为外间，中间筑
隔墙，隔墙南段开套间门，门宽1.7米，F27南北长6.6米，东
西宽5.2米，建筑面积34.32平方米。F28南北长5.5米，东西
宽6.4米，建筑面积32平方米。室内西北角有厕所设施，从
房址中堆积物泥墙碎块中的中医医疗和药方等医学文书
可以确定，F27、F28为悬泉置医务室。由此推断F27为重病
号休息和隔离区域，F28为药房和医生诊室。

F26房址的功用问题 《报告》认为：“F26与F27、F28
相邻，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4.3米，东西宽 9.8米，为一大
开间，建筑面积约45.08平方米”，出土了泥墙题记《使者和
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由此推断，房址F26应为
悬泉置接待朝廷官员和外宾的“第一次会面”的“会客厅”。

关于灰区、灰坑 田野考古中灰区或灰坑遗址就是今
天的垃圾倾倒区域，考古标号为H。依据《报告》，悬泉置大
的灰区共有三处，分别为坞院东门外南北两侧灰区、坞院

外北侧灰区堆积和坞院外西侧灰区堆积。三个灰区5米×5
米探方总共 124个，占 483个总探方布设的 1/4，有大量简
牍出土，灰区或灰坑出土大量简牍的事实证明，悬泉置存
在档案销毁固定时间制度。

关于纸张遗物的年代考察

悬泉置遗址共划分 6 个区域，布方 483 个，实际发掘
187个，出土麻纸550件。通过悬泉地层的科学划分并同层
位纪年简的佐证，悬泉置最早应在西汉时期。《报告》表 30

《悬泉置遗址出土麻纸现状描述表》中有 186件出土纸均
为西汉时期，由此可以确定悬泉纸是早于东汉蔡伦改进纸
张无疑。

悬泉置出土简牍命名问题

依据《馆藏文物登录规范》（WW/T0017—2013）附录
E.1《各类馆藏文物定名方法及示例》的规定，一共收录有
35类文物定名方法和定名示例，没有涵盖简牍类文物命名
的国家标准。甘肃汉简在以往实际运用中往往以考古发掘
编号识别标准，例如:简EPF22②。完整册书一般以册书第
一枚简记录的内容，后加考古编号，例如：建武三年候粟君
所责寇恩事册（EPF22:1-36）。《报告》依据文书类别对简进
行了命名，有明确纪年和文书名称者，以“年号+文书类别”
命名；无明确纪年和文书名称者，直接以简文内容命名。例
如：《诏书》：IT0114①:168、《制书》:ITO116②:4等。何双全
先生为此后的简牍命名提供了非常科学的思路。故此出土

简牍命名须以对简文的正确认知为基础。简牍内容五花八
门，涉及学科很广，内容的复杂性就成为其学习和整理的
高门槛，这也是简牍命名的最主要困难。

明晰悬泉置遗址若干个第一

以往通过悬泉汉简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汉代河西四
郡置的机构非常多，一般河西四郡所辖每一县有 2-3 个
置，而悬泉置是目前考古发现汉代第一座完整的“置”机构
遗址；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为第
一块汉代泥墙题记；出土简牍中的《驿置道里簿》和居延新
简中的同类简册第一次还原了汉代时期从长安到敦煌间
的驿置机构之间具体距离和交通走向并且中间是连续不
间断的记录。《驿置道里簿》为 2014 年由中国、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三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入选成功起到关键作用，也让敦煌悬
泉置遗址作为甘肃汉代丝绸之路代表性遗址成为中国汉
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处遗址。从目前汉代考古出土的纸张
的遗迹看，敦煌悬泉置遗址是目前出土西汉纸张数量最多
的汉代遗址，有186件。

充实以往研究结论

之前的研究认为悬泉置人员编制数为 40-50，马匹编
制数为十几匹。《报告》通过解剖遗址并结合出土简文内
容，认为悬泉置的管理体制是“县—置—乡—亭”的垂直管
理体制，按照遗址规模和简文记录的常住人口 400余人，
其中官吏就有 82 人（ⅡTO215③:29），常备马匹 120 匹左
右，常备车辆 50余辆，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也只有这样规
模的工作人员编制数，才能应付一天最大量一千余人
（ITO309③:134）的接待。

汉简内容是百科全书，但其出土后零乱和碎片化的特
性也给学界带来研究方面的片面性。《报告》的全文发表，
对悬泉汉简内容的整体化研究、悬泉置机构实际用途和内
部功能的正确认知以及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域诸国的有效
管理的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性。

（作者单位：甘肃简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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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掘，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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