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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究竟是一种怎样

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如何在中国落

地生根的？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它到底好在哪？它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如何实现和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人民出版社

出版）一书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选择什么样的

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国家前途和人民

幸福的重大问题。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长期探索、反复比较、渐进改进的奋斗

成果，它在中国这片与其适宜的沃野肥

土中不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枝繁叶

茂，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

性。回望过去，远眺前路，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

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好制度。立足脚下，放眼世界，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为

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了新的制度范本。

伟大的制度需要精彩的讲述。努

力讲好我们自己的制度故事，进一步坚

定制度自信、增进国际认同，这是时代

交 到 我 们 手 中 的 责 任 使 命 和 接 力 棒 。

惟有深刻认识“中国之治”蕴含的这一

重要制度密码，熟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前世今生”，才能更有底气地做好人

大工作、传播人大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才能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书写人民当家

作主的新篇章。

《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运行和发展》一书，就为渴望对国家根

本政治制度有更多了解和认识的读者献

上一场精神盛宴。该书紧扣“人民当家

作主”这一主题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要思想，结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发

展、完善的历程和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

就新进展，系统阐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历史必然、核心要义、特点优势。该书

深入挖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内

涵，深刻揭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心使命、价值追求，全

面展现人民当家作主如何通过一整套科

学制度体系及其有效运行，具体地、现实

地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

中。该书生动阐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好在扎根中国土壤、符合中国实际、

具有中国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好

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有序政

治参与的民主底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好在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促

进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制度亮色。

在这里，抽象的制度概念、严密的制

度设计、深刻的制度思考都融入平和生

动、充满温度、春风化雨的讲述中，得到

了具体化、形象化的展现，真正将法言法

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甚至是方

言土语，开辟了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中

国制度故事的新角度、新路径，成为我们

研究和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参

考和生动读本。

一章章制度阐述脉络清晰、娓娓道

来，通过准确权威、深入浅出的解读回

应社会公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

切；一个个延伸阅读穿插其间、拓宽视

野，引导我们从故事中感悟制度魅力，

于细节处丰富制度理解；一幅幅历史图

片形象直观、珍贵有趣，带我们穿梭时

光隧道回到历史“现场”，收获最直接最

真切的感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世所瞩

目。让我们一起重温人民当家作主的历

史脉络和现实写照，自觉做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研究者、践行者，做中国制度故

事的讲述者、传播者，让这一根本政治制

度更加深入人心！

制图：蔡华伟

解读中国式解读中国式民主的真谛民主的真谛

讲好人民当讲好人民当家家作主的故事作主的故事
王晓琳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

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是一部考

古工作者群体的“口述史”，很有意

义，也很有趣味。近 年 来 ，考 古 学

越来越受到关注，大众对考古与文

物的认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

考古工作者逐渐从考古学普及的

幕后走向台前，激发我们重新思考

考古工作者作为文明对话主体的意

义以及文明叙事的更多可能。

近代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

就以建立“科学”的方法体系为目标，

并努力从固有的史学

编 纂 传 统 中 剥 离 开

来。与传统史学书写

不同，考古发掘报告

依托地形学和类型学

的独特方法论，追求

形式的客观性、场景

的真实性、要素的系

统性，以符合现代科

学的方法。因此，在

考古发掘报告中，考

古工作者一向是避免

自己“在场”的，考古

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

似乎是“枯燥”“罗列”

“细碎”的。

但考古工作者的

定位仍然值得思考。

本书通过考古队长对

考古“第一现场”的讲

述，让人认识到考古

工作者其实是与古代

文明进行对话的一个

“主体”，正如考古学

家苏秉琦的论断，“在

考古工作中，你只有

想到什么，才能挖到

什么”。此书将中国

考古发现和学术发展

的“大叙事”与考古工

作者个体的“小叙事”

互相交织，整合出一

种富有活力的时空维

度；考古工作者的声

音赋予“透物见人”的

中国考古学更深层次

的延展性。在本书每

一章节的最后部分，

相关考古发掘报告都

被列为附录，作为延

伸阅读的参考书目，

满足考古爱好者学习

进阶的需求。

现代考古学的关键指征，是试

图通过认知和理解“真”的过去，以

不断指向和更新我们对“善好”未来

的想象。正如良渚古城考古主持人

刘斌所感悟：“考古能让我们走向一

个不断被认知、明晰的历史。随着

考古的发展，或者说今天科技的发

展，一方面展望未来，另一方面回到

过去，这两个方向都在不断地将探

索往更深远、更客观推进……这就

是考古不断进行探索的动力。”考古

学本身就是一种跨越古今时空的构

建，就如“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

题，我们用“良渚”“二里头”等现代

的“小地名”来命名和辨识某种考古

学文化，正是考古解释学古今“视阈

融合”的绝佳例证。

对考古出土物质资料的分析和

释读，现代人“前见”的代入往往无

可避免。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考古

学的叙事”。考古队长的现场讲述，

在考古报告的记录之外，拉长了田

野考古的多重镜头：第一重镜头讲

述考古发掘的背景和经过，如三星

堆 30 年发掘历程、小河墓地 60 年后

再发现、中国开展水下考古的缘起

等；第二重镜头解读重要文物和遗

存，如良渚文明的消亡、二里头早期

“绿松石龙”的形象、妇好的身份、长

安城的礼制格局等；

第三重镜头，又拉回

到记录考古工作者献

身考古事业过程中所

生 发 的 个 体 生 命 体

悟，如樊锦诗的敦煌

情结，段清波的“考古

是生命之光”的绝唱，

等等。如果说考古现

场是文明的“记忆之

场”，那么考古学家本

人也是一个“记忆之

场”，正是这种“多重

记忆之场”，才能在古

今时空交错中拼贴出

文明基因的绵延，才

能阐释考古遗址作为

文明“场所”的凝结、

聚变和盛衰。

《了 不 起 的 文 明

现场——跟着一线考

古队长穿越历史》一

书在策划选择十大考

古“现场”上，兼顾了

时间的主轴和空间的

圈层。从时间上看，

有长江流域文明的良

渚、鼎盛青铜时代的

殷墟，直至秦始皇陵

和汉唐长安城；从空

间上看，既有西南文

化圈的三星堆古蜀文

明，又有中西文明交

汇之处的罗布泊楼兰

文明、大漠中的敦煌

石窟，还有南宋沉船

“ 南 海 Ⅰ 号 ”，等 等 。

全书的编辑策划通过

考古学对文明基因的

“拼贴”，尽可能地展

示 中 华 古 代 文 明 从

“多元”走向“一体”的

绵延张力、从“差序格局”走向“开放

体系”的圈层动力。一个个考古发

掘现场，都是文明的历史记忆之场，

集 纪 念 性 、功 能 性 和 象 征 性 于 一

身。我们期待本书能有第二辑乃至

更多，让读者在考古工作者引领下，

能够拼贴起更多文明现场，去领略

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牛河梁红山文

化遗址、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雍

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南唐二陵、海

龙囤遗址的风采。

引言结尾处讲到，中国考古应

该对世界历史做出贡献，也能够对

世界历史做出贡献。我们要增强这

样的自信，从继续讲好华夏文明现

场的考古故事开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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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长期探索、反复比较、渐
进改进的奋斗成果，它在
中国这片与其适宜的沃
野肥土中不断汲取养分，
茁壮成长、枝繁叶茂，显
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
大的优越性

伟大的制度需要精
彩的讲述。努力讲好我
们自己的制度故事，进一
步坚定制度自信、增进国
际认同，这是时代交到我
们手中的责任使命和接
力棒

新世纪以来，电视剧在社会文化生

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与蓬勃发展的

行业相比，其理论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杨洪涛的《品剧》聚焦近年来国产电视剧

创作，从思想、审美、产业、人才培养等多

个角度切入，同时对多部佳作和新作进

行细致文本分析，是一本比较系统深入

的电视剧理论评论著作。

电视剧关注度高、受众广泛，具有

艺术引领的功能。电视剧工作者需要

坚守文化阵地，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思

考电视剧创作。《时代精神是影视创作

的永恒动力》一文探讨了作为培根铸魂

的重要手段，电视剧怎样注入时代精神

内涵，绘就新时代的精神图谱。《新时代

影视创作的着力点》将影视艺术放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大背景下，呼吁影视创

作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用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提升受众的审美

层次。《影视教育须强化价值引领》《影

视教育要凸显文化自觉》《主旋律影视

创作的切入点》等文，结合电视剧审美

特点，探讨当下影视创作如何在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情感归依和

价值认同上进行不断突破。作品评论

部分，针对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伟

大的转折》《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

在文本分析中提出理论评论主张，鲜明

指出，电视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

成部分，应根植于中国文化和中华美学

精神的沃土，立足时代，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文

艺创作。

一直以来，历史题材电视剧深受观

众喜爱，作者专门针对历史剧进行深入

分析解读。他认为，历史题材电视剧具

有较高的创作门槛，尤其是以现实主义

为创作原则的历史正剧，需要创作者具

有深厚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积淀，具备正

确的历史观、透彻的方法论。优秀的历

史剧要从历史中汲取哲思养分，也要呼

应当代观众心理诉求；要正确处理历史

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把中华文明的

历史进程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因此，

评判历史剧不仅要看作品的审美价值，

更要考量其思想价值，要从剧作艺术呈

现入手，审视作品思想艺术表达的信息

量和分寸感。谍战剧是类型化程度颇高

的创作题材，富含创作者缜密的艺术构

思和对人性的透彻洞悉，受到广大观众

青睐。作者认为，“谍战”二字能够与信

仰、生死、善恶、情感等命题产生强烈的

化学反应，比如《北平无战事》等作品就

能让观众在剧情推进中逐渐感受到共产

党员的崇高精神境界。

近年来，反映改革开放的电视剧作

品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佳作。在品读

《大江大河》《平凡的世界》《鸡毛飞上天》

等剧时，作者认为，能否勾勒出一个时代

的社会图景，能否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精

神风貌，能否在生活真实与戏剧真实之

间拿捏得当分寸，既贴地前行又搭建丰

富的戏剧情境，是评判创作成功与否的

重要标准，并且得出“现实题材创作只有

占领精神高地，给人以情怀灌注和能量

蓄积，才能够赢得观众由衷的赞美和期

许”这一结论。

《品剧》对影视文化健康发展提出不

少建设性意见。在品评《琅琊榜》《长安

十二时辰》等剧时，作者认为古装传奇剧

的剧情设置通俗、欣赏门槛相对较低，融

入悬疑、爱情等叙事特质，能够满足受众

的娱乐消遣需求。同时，作者也提醒电

视剧创作者，要坚决遏制历史虚无主义

的创作倾向。事实上，当下观众的影视

文化素养大为提高，更需要在情感表达

和精神向度上能够引起深层次共鸣的电

视剧。作者细致分析《小别离》《三十而

已》等作品，阐述精致的视听呈现和颇具

吸引力的故事在愉悦身心的同时，能够

提升观众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格调。《品

剧》作者以敏锐的发现和系统的思考对

国产电视剧做出深入解读，对行业健康

发展、提高观众审美具有积极作用，是值

得一读的电视剧理论著作。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主席）

提升电视剧审美的品位与格调

胡占凡

《美的常识》：周清毅著；人民美术出

版社出版。

本书以中西方美学和艺术经典为

线索，将古今哲人关于美的思考与论述

以故事形式进行呈现，让传统之美与现

代之美交相辉映。

《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

境界》：胡晓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本书精选中国山水诗中 200 余首佳

作，以美学和哲学视角探索中国山水诗

歌的不同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