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评选主题
征集关于“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作品。
二、评选要求
1.已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著作；应征作品

要围绕主题，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论据充分，具有理论价值
和实践价值；论文和研究报告类正文篇幅为8000～15000字，著作和
译作类邮寄作品两部，并提交篇幅为8000～15000字的内容概要；应

征作品均须提交各300字左右的中、英文摘要并提供作者信息。
2.将应征作品以邮寄或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截止日期

为2023年6月30日。（邮箱：csyc@vip.126.com ）
三、奖项设置
设置钱学森城市学金奖1名，奖金50万元；钱学森城市学金奖

提名奖10名，奖金各2万元；优秀奖若干名。获奖作品节选或摘录
编入《城市学研究》。

50万元奖金寻找“城市文化遗产守护人”
——“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优秀作品火热征集中！

期待社会各界人士群策群力，为文化遗产保护出谋划策。
联 系 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571-85850370 邮箱：csyc@vip.126.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2318号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内城研中心大楼308室（邮编：311121）
本次征集活动最终解释权归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组委会。

为进一步激励文化遗产工作者的实践热情、促进城市文化遗产理论的创新发展，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
治理研究中心）城市文化遗产平台联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开展第十三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
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国内外关注城市文遗创新发展的各界有识之士，发布本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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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选主题
围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的主题，探讨以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为方向，如何深入挖掘阐释转化

文化遗产的内在精髓和时代价值，提高文化遗产在国内外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基于此，广泛征集文旅融合背景

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遗产联动保护、遗产数字化保护等相关

对策建议、设计方案与成功案例。

二、评选要求
1. 应征者请登录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官方网站（http://

www.urbanchina.org），下载征集表格，以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

应征点子，应征点子数量不限，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2023年6月30
日。（邮箱：csyc@vip.126.com）

2.应征作品（点子）可包含对策建议、规划设计方案、问题解决

方案、实践案例、典型应用场景等，格式为标题、正文（主要举措、创

新之处、预期效果等内容）、附件等三部分。附件为选填项，如对点

子有图表补充或深化说明，可提交DOC、JPG或PDF格式的文件。

3.鼓励点子、案例增加“视频”辅助展示，视频内容以直观简洁

的方式展示点子或案例内容，视频时长一般不超过1分钟，手机、平

板、单反或其他摄像设备均可拍摄。

三、奖项设置
西湖城市学金奖（七大城市问题征集平台）共同设置评委会特

别奖 1个、奖金 20 万元；十佳作品（点子）10 个，奖金各 1万元。同

时，为鼓励短视频创意点子展示，活动特设10个金点子视频奖、奖

金各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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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考古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得到了
广大公众的普遍关注。长期以来，大家在历史教科书上能够看
到的仅有关于夏代历史的简略介绍，就连西汉司马迁的《史
记·夏本纪》对于夏代历史的叙述也仅有寥寥数千字。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王朝，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在文献记载相对缺失的
情况下，考古学研究成为探索夏代历史的主要手段，但由于自
身的学科方法和话语系统，对于公众而言颇有难解之处，令人
望而却步。

新近出版的大众读物《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
中国》从“最早中国”这一热门议题出发，对古史文献的上古史
体系和夏王朝相关记载进行概述，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
化的考古发现及研究为主体内容，对二里头文化的生命史、多
元一体文化格局、择中观念、鬼神观念、世俗生活、文明交流互
鉴等方面逐一展开介绍，在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坚实基础上，揭
开了百年学案的谜底。

二里头考古面面观

夏文化探索最初源自文献史学的研究议题。20世纪初，面
对疑古学派对夏王朝若干史迹的质疑之声，中国学者开始运
用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获取地下埋藏的实物遗存。王国维运用
二重证据法对商代王世的印证及殷墟科学发掘的展开，不仅
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也为夏文化探索提供了可靠基点。《寻
夏记》通过对疑古学派、殷墟发掘、踏访夏墟、二里头发掘的考
古学史回顾，逐步揭开了“最早中国”的神秘面纱。

《寻夏记》对二里头遗址的规模内涵、文化命名、聚落分
布、文化类型等展开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通过考古地层学和考

古类型学的方法原
理介绍和研究成果
分析，对“二里头文
化的生命史”，也就
是二里头文化的分
期与年代研究展开
了 细 致 的 解 析 。在

“满天星斗”的史前
考古学文化背景之
下，烘托出了二里头
遗址在距今约 3800
年前后的横空出世。
二里头王都的重要
历史地位，突出表现
在遗址中心区宫城
和井字形道路网的
考古发现，呈现出先
进的城市规划设计
理念。二里头遗址出
土青铜礼器、玉石礼
器、陶礼器的考古发现，也彰显出遗址内涵的高规格和重要
性，从而突显出其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王都地位。

《寻夏记》特别强调了“尚中”思想，指出“这在二里头国家
社会的诸多层面都有反映”（第123页）。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体
现在都城的择中而立，还体现在宫城设置于都城中央，进一步
表现在宫城东西两路宫室建筑群中轴线的确立。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还为复原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多学科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呈现出立体丰
满的二里头都邑文明。《寻夏记》对二里头遗址植物浮选所见
农业生产、丰富出土遗物所见发达手工业生产、艺术成就所见
精神文明创造等方面给予了充分介绍，为深入了解二里头遗
址和二里头文化面貌开启了一扇重要窗口。

最早中国本姓夏

《寻夏记》开篇的楔子选择从“最早中国”谈起。这一广为
人知的概念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第
三任队长许宏先生于2009年出版的《最早的中国》一书，提出
二里头遗址及以其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
国”。然而在目前的学术界，关于这一概念和相关的“最初的中
国”概念并不是唯一解，“在具体的观点上，则出现了‘西周最
早中国说’‘二里头最早中国说’‘陶寺最早中国说’‘庙底沟最
早中国说’”（第4页）。《寻夏记》一书的作者在“二里头最早中
国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向社会公众进行讲述的主要议题：

“‘最早中国’诞生于何时何地？她究竟姓甚名谁？容貌如何？性
格怎样？仍然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当然，这
也是回应社会公众关切、回答‘何以中国’时代之问的必然要
求。”（第6页）

在第一章“老祖宗的古史观”中，作者再次援引何尊关于
“中国”的概念，开宗明义指出周人关于洛阳盆地是“中国”的
认识，“因为这一地区是‘有夏之居’。……在西周人的心目中，

‘中国’就是中土之国夏王国”（第14~15页）。通过对二里头遗
址和二里头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系统介绍，第十二章“百年
学案揭底”中，通过对夏文化探索考古学史的回顾，作者指出：

“夏文化探索历经几十年，主流认识几经变动，呈现出鲜明的
阶段性特征。但不同时期的学者相互讨论，再加上一系列重大
的考古发现，最终促使学界在‘谁是夏文化’这一问题上取得
基本共识。”（第192页）在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和登封王城岗
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基础上，以1977年登封会议为契机，通过邹
衡先生“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学术观点的提出和学术讨论以
及 1983年偃师商城的考古新发现，学术界在关于夏文化探索
的学术讨论中走向了共识。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强调了二里头遗址作为“最早中国”
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究其原因，建立在最早见于铭文记载、最
早突破龙山时代文化格局、对周邻地域强力辐射、与商周文明
一脉相承、开启龙崇拜的正宗源头，从而对“最早的中国本姓
夏”上升至理论层面的论述。

总之，《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以深厚的
学术功底和浅出的科普论述，将夏文化考古工作的发现和研
究成果逐一呈现。夏文化考古研究的相关关键工作的直接参
与者杜金鹏先生题写“卷首语”，进一步增强了该书的学术分
量。该书在公众普及的基础上，不失学术思考和理论探索，作
为面向全社会的大众读物，既保障了专业性，又具有可读性，
是关于夏文化考古研究的一部优秀大众读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
作者：侯卫东 贺俊 杜金鹏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定价：78元

当观众在博物馆中参观那些精美绝
伦的珍贵文物时，仅仅通过阅读说明牌，
或是聆听固定内容的“导览”，常常很难
有对展品比较清晰的认识，更难以全面
了解它们诞生时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千
百年留传过程中，历经的世间沧桑和命
运的转折起伏；更不用说，为了保护它
们，有多少仁人志士付出了汗水、鲜血，
乃至生命。

而今天，细读完《国宝沉浮》一书，我们
却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书中的每一件文物
都“活”了过来，感受到它们生命的律动。
它们如同一位位老者，将传奇的身世向
我们娓娓道来。我们可看到它们身上的
累累伤痕，听到从它们心底发出的呼唤
和呐喊。千百年的沧桑岁月中，豪强盗贼
为占有它们强取豪夺、机关算尽；而仁人
志士为了让它们完好留存在华夏故土而
舍生取义、倾家荡产……从《变成“文物”的一味中药材——
甲骨》一文可得知，曾有无数的最早记载中华文明历史的载
体——甲骨，数百年来被当作中药捣碎、煎熬、扔掉，直至清
末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王懿荣偶然得病，买了
这服中药，才使得它的命运得到转机。从《废品站中捡出的
国宝班簋》一文可知，作为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周代青
铜重器班簋，竟是文博前辈从废品收购站中捡来的。同样，

《共产党宣言》也是从造纸厂的纸浆池前抢出来的。《清明上
河图》在九百余年的留传历史中，五次进出皇宫，最终又回
到故宫博物院，行程万里、历经坎坷。《富春山居图》在留传
中，收藏者竟然要它与自己一起殉葬，放火点燃“国宝”，多
亏他气息奄奄无力看守至全部烧完，才侥幸被一旁偷窥的
侄子从火中抢救出来。而几百年后，清乾隆帝竟然又以真为
假，险些贻误其余生。张伯驹夫妇曾卖掉宅院和首饰，购买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而夫妻二人又多次将所收藏
的国宝捐给国家。外交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才
使如游子般在海外漂泊了 20 年的北京古观象台大型青铜
天文仪，辗转回归故里。叶公超为保护毛公鼎被日军关进牢

房。徐悲鸿为赎回被盗的《八十七神仙
卷》日夜作画筹钱。朱启钤为保住“存素
堂丝绣”，先求张学良再求宋子文。潘达
于女士为躲避日军的抢掠，将大盂鼎、大
克鼎埋于地下八年。国企保利集团为购
回圆明园兽首大胆破冰，在香港参加文
物拍卖会。一件件国宝，与他们的保护者
一起，绘制了一幅幅传奇隽永的画卷，谱
写了一首首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爱国
诗篇。那些感人的事迹，如同一首首交响
乐，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考古学家
王㐨先生，曾深入阴冷潮湿的矿井下，在
尸骨堆中翻开一具具尸骸衣服的口袋，
寻找侵华日军暴行的物证……

此书中的每一篇故事都引人入胜、动
人心魄，让人难以释卷，而读后又让人难以
释怀。在作者的笔下，一件件国宝与他们的
守护者一起挺着胸膛向我们走来，它们不

再是一件单纯的文物藏品，也不仅仅是华夏文明的记录者，而
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锤炼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凝结。它唤
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醒我们以昨日为师，奋发图强，让中
华文化、民族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发扬光大，让珍贵的国宝与我
们的民族一起，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我与此书作者，自他参加文物工作时就相识。他几十年一
直笔耕不辍，既有国外博物馆丛书的编译，也有对北京历史文
化的探究和文博工作的思考。今天他又厚积薄发，将几十年的
现场考察、专家走访、文献发掘，汇集成这样一本揭示文物背
后传奇故事的好书，难能可贵。本书部分篇目，曾在《中国文物
报》上阅过，今日再读，又有老友重逢的喜悦。期待小龙同志能
有更多的新作问世，以飨人们对古代文物的了解与欣赏。

《国宝沉浮》
作者：高小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8月
定价：78元

横亘一生碑刻中求美求真

王靖宪先生今年九十有四，须发皆白，笔耕不辍，著
书、立说永无止境，一以贯之地勤奋向学。先生潜心于读
史、研学，手不释卷，长期的资料积累和理论素养保证了这
部自选集的学术水准。

《谈碑说帖》是王靖宪先生 1979 年至 2019 年的自
选集，将书名直接定为《谈碑说帖》，目次也由先生亲自
编定，从一位编辑家、收藏家的角度极具匠心。或许这
正是其自选成集的初衷，在提供了一批重要史料的同
时，谈一谈过往所编、所得，说一说毕生所藏、所思，提
出了许多精辟的看法，完成了一部普及与提高兼备兼
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为中国古代美术史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全书分为十二个章节。根据内容分类：第一章至第
五章和第十二章谈碑；第七章至第十一章说帖；第六章
为美国安思远珍藏善本碑帖。全书共收录研究碑刻十二
篇，研究帖本十八篇。其中，第十一章中国历代法帖叙
录，用去全书偌大篇幅，堪称《中国法帖全集》（共 18 册）
这部集中国著名法帖现存孤本、珍本、善本大成之作的
概览。

翻检核对史料探其所以然

中国的碑刻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内容透显了历史和
文化的深刻背景。它似地下档案，既是实物资料又是文物
资料，保存着最为原始的历史信息，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每一块碑刻都可视为一部严整的“石头书”，既可补史之
缺，又可证史之误。

王先生学殖深厚，黾勉从事。在长期的碑帖研读中观
察力敏锐，透视力超常，反复翻检核对史料，细加考量，这
些正是学术研究的坚实支撑。

本书辑录的部分文章，为先生早年在编辑出版图书
时所作的综述性文本，散见于各类书刊。此次出版，先生
特对部分文章做了增补修订。正如本书序言所述：其特
色，一是按时间、地域、书风、保存情况等线索，将历代碑
志、石刻文字进行整理，是为普及古碑刻开展的“知其然”
的工作；二是按时间、地域、官刻或私刻、真帖或伪帖、优
刻或劣刻等为线索，尽其所能地将《阁帖》以下历代刻帖
列出并进行简述，是为梳理帖学源流开展的“知其所以
然”的工作。

本书中读碑小札（7篇）和碑刻杂记（12篇）两组文章，
乃先生退休之后，参与收藏、考察活动的札记，集合先生多
年来访碑、读碑、购藏拓本时的发现与体会，是一批碑帖珍
贵材料研究，在此首次刊布，值得特别关注。每篇文章虽篇
幅不长，却搜罗宏富、编辑精审、评论切实，蕴含极为丰富
的信息，行文上严谨不沉闷，条贯不呆板，宏整不零碎，具
有鲜明个性和较高辨识度。我们从其不朽的笔力中，能读
到坚实的专业基础、丰厚的学术积淀，同时能享受到古趣
盎然的艺术和汉文化的绚丽和大气，带来畅快解惑、大快
朵颐的美妙感受。

喜于收藏乐于探究成于谈碑说帖

《谈碑说帖》关于碑刻与书法艺术精密、深入、独到的
见解，每每皆是，不胜枚举。先生在第五章读碑小札中略述
己见，“碑刻书法是书法史上宝贵遗产，我们必须重视。学
习碑刻书法，既可以与汉简牍、残纸、写经等汉魏南北朝墨
迹，对比研究，寻绎体势、结构、用笔的原貌，也可以从拓本
上追求、借鉴、启示笔墨以外的东西。学习书法艺术道路是
宽广的，刀痕、泐痕、残碑断石都可成为启示学习的对象，
甚至拓本的各种不同拓法的效果，以及纸墨的颜色，都可
以成为我们追求的东西。”

先生常言，“碑刻拓本是书法家和学习书法必备的
资料，广泛地蓄碑对书家有很大的好处。碑刻拓本不仅
提供古代书法范本，也提供很多可以吸取、启迪、借鉴的
宝藏。”

闲暇之余，先生喜收藏，好装裱。他广为搜集诸家旧
藏，积年累月，所获甚丰，收藏渐富。先生常将所购和收
集到的古代碑刻拓片加以整理，亲自装订成册，或补足

所缺，或多本汇装。他收藏的很多碑帖，除友人题签、题
跋之外，还自己题签作跋，记录获得碑帖的经过及与友
人互通交流的轶事。本书第十二章碑刻杂记中，先生不
仅记录了上述购藏乐事，尤对楞伽山民、沈韵初、杨继
振、姚茫父、周季木等先辈藏家独具青眼，阐释其藏品
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颇多灼见。谈及碑帖鉴赏及辨
伪，先生自有其独到的见地，他认为“鉴别碑帖真伪、拓
本的时代并不难，但对碑帖的鉴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需要各方面的修养。鉴赏水平不提高，书法水平也提
不高。提高鉴赏水平也就是要提高审美能力。如果你看
的东西多了，鉴别能力提高了，眼界就开阔了。对古代作
品，无论是碑，还是帖，各有所长。对各种碑帖我们允许
偏爱，不要强求一致。艺术本来是百花齐放的，在学术
上，研究古代的作品要全面地看，这样才不会偏废，才能
为我所用”。

先生藏有一方右任题“行成于思”赏石，常年置于书架
醒目之处。他始终以碑帖为坚实确凿的史料，从中萃取证
据，给史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特别是
在长期整理与研究中重视理论，围绕历代珍藏和与之相关
的文化艺术特质深入研究，揭示史料的文化内涵，弘扬藏
品价值。

王靖宪一生潜心碑帖探究，积累丰厚，谨严梳理中
创新不断，晚年完成的这部《谈碑说帖》，是搜集整理先
生碑帖研究成果的精粹，也是碑帖研究领域的巨大进
展，这一成果将中国古代美术史论的诠释和综合研究推
向新阶段。

（作者单位：保利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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