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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的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

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

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截至 2022 年年底，

“大系”文化工程先后编纂出版 60 卷 226 册，

收录海内外 263 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05 件（套），涵盖绝大部分传世国宝级绘

画珍品，生动呈现赫赫先秦、大汉雄风、盛唐

气象、典雅宋韵和元明清风采。

从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样书库房出发，“大

系”成果逐渐为世人所知。其背后则是“大系”

项目组的十八年如一日，老中青齐上阵，海内

外专家学者、工作人员一拨又一拨接力；前后

500余人参与才成就了这场“文化长跑”……

2022 年，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

浙江省委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盛世修典——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展出，成为持续一年多的现象级展览，总

参观人数近 400 万。穿越千年的丹青、散落

全球的国宝通过高清打样图像汇聚一堂，《千

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历代绘画经典，从

历史中“走出来”，在光影中“活起来”……

当前，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画

院支持，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共同

主办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主题展——‘久久为功’品读书画中的中华

文脉”在中华世纪坛展出；通过展出画作出

版打样稿、出版物、文献等展品，观众得以饱

览古人读书时的鲜活神态，体会历代读书风

气的变迁……

收 集

“让世世代代的读者都能
通过图像，感受中华文明发展
的历史进程”

对于浙江大学而言，从没有收藏一幅清

代以前的绘画，到集万千之力完成“大系”，这

“从零到一”的突破可谓困难重重……

“浙江有几件宋画？”“为什么是你们在做

这件事？”……项目启动之初，外界有一些质

疑“大系”项目组的声音。

“宋画价值举世皆知，浙江只在杭州博物

馆、黄岩博物馆等藏有几件，而且真伪待考，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任务紧迫！”金晓明是浙江

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研究员，也是最早进入

“大系”采集编纂团队的一员。

2005 年，“大系”的编纂从《宋画全集》开

始。“首先，要弄清宋画都在哪里。”说起搜集

过程，金晓明用“大海捞针”来形容，“全世界

有 100 多家文博机构藏有宋画，很多资料只

能零星地去展览图录、学者文章中找，找到后

再把它们一一‘捞’出。”

整理好文献目录后，真正的困难是取得

散落在海内外的 260 余家文博机构的授权。

将绘画作品转换成图像、出版物，涉及文物保

护以及知识产权，每一件作品都要得到收藏

单位的书面授权。

“不少博物馆在我们发去书面申请函后

就没了下文，需要反复做工作。”金晓明说，由

于宋元及以前的画作少，文物级别高，作品是

稀世珍宝，每打开一次，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

损伤。秉持“应收尽收”原则，登门拜访每家

博物馆成了常态。登门时，要向对方说明项

目意义，以及如何保障文物拍摄安全，“想尽

了千方百计，说尽了千言万语”。

金晓明回忆，收集《女史箴图》的过程就几

经周折：《女史箴图》原作已经佚失，大英博物

馆收藏的作品一般被认为是 1400年前的唐代

摹本。该作画心有 12段，如今存世 9段且风化

严重，且其画心、题跋及清代画家邹一桂所绘

《松竹石泉图》被分成三卷装裱。随后，项目组

与大英博物馆反复沟通，得到对方有力支持，

《女史箴图》存世部分以完整面貌呈现。

有关作品的拍摄过程反复且艰辛。“‘大

系’对图片要求较高，大英博物馆方面不厌其

烦，配合我们多次进行拍摄，最终取得了满意

效果。”金晓明说。

2020年夏天，项目组收到英国大英博物馆

的邮件，发来的是邹一桂的《松竹石泉图》。这

幅图画在东晋画家顾恺之名作《女史箴图》（唐

摹本）卷尾。在电脑里，图像编辑可以将《松竹

石泉图》与《女史箴图》前卷的数字图像完整地

拼合在一起，“大系”终于将这件作品现存的所

有图像全部采集拍摄完成。

作为一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还要考虑如何以高技术标准来完成每件

画作的拍摄和转换。“如果开始时标准不高，

后期弥补的难度很大。”在金晓明看来，编纂

工作是一个动态过程，若发现有问题的作品

或者漏掉了哪件作品，都要不断调整方案。

有一次，团队在国外一家博物馆拍摄一

幅元代绘画作品，对方专家对作品年代存疑；

团队便放下手头工作，同专家一起对比研究，

最后达成共识：作品是仿品，便放弃了拍摄。

“绝大部分作品的采集工作由我带队，团

队 3 人带着近百公斤重的设备在国外与上班

族一起挤电车；有时怕碎石路震坏设备，只能

手提肩扛。有一天深夜，我们还被突发的地

震摇醒……”金晓明回忆。

“大系”意义何在？金晓明说，从古至今，

绘画尤其是写实绘画，是最直观的图像文献，

反映并记录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历史现实，又

表达着作者的情感观念、家国情怀，“‘大系’

旨在建立平台，让世世代代的读者都能通过

图像，感受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这段日子，金晓明受邀参加面向中小学

生的普及教育活动，“我们想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为孩子们讲述名画背后的故事，希望他们

能懂得‘大系’的深远意义。”金晓明说。

编 纂

“可以说是‘与有荣焉’，
项目凝结了集体的智慧”

在浙江大学出版社见到编辑葛玉丹时，

她正在审读《宋画全集》第九卷——俄藏黑水

城图像卷的内容……

2014 年，葛玉丹头一回接触“大系”，第

一项任务便是协助总编辑完成《元画全集》的

结项验收。2015 年，项目启动第三轮在全球

范围内采集高精度中国历代绘画图像资源的

工作，她被紧急征召入组，参与“大系”编辑

出版。

提及这段经历，这位经验颇丰的编辑也

会面露难色。“从《宋画全集》到整部‘大系’，

总 入 编 图 像 从 827 件（套）增 加 到 12405 件

（套），出版规模也从 23 册扩展至 226 册。”她

说，“加之编纂体例调整，困难更多。比如，概

述和作品说明的增加，就意味着撰稿人要从

上百位增加至数百位，工作量也随之增加；题

跋、印章释文的增补，也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

葛玉丹坦言，项目最为耗时耗力的是对文

献的核查与辨识。比如，《明画全集》中某册页

内容涉及 28位画家，学术助理和编辑要根据各

页题跋和印章确定作者信息，再通过查阅文献

调研画家情况，最后在参考其他权威图录的基

础上，将画作根据作者及题材信息排序……定

稿涉及编、审、校环节 10余人。像这样的编纂

工作，葛玉丹和同事们习以为常。

“必须严谨，我们力求把每册图书的编校

差错率控制在低于万分之 0.25。”葛玉丹说，

“名家名作还好说，因为文献多，容易核查；面

对许多不知名甚至佚名的画家画作，工作就

难多了。”

“大系”以画为本，收录的每幅古画力求

在笔墨神韵等方面最大程度地接近原作。葛

玉丹说，为确保印刷精美，项目组针对墨色斑

驳灰暗、画面起皱甚至碎裂的作品图像，在拼

图、匀图、调色过程中，多轮校色，反复打样，

一件作品有时会花上个把月时间，有些还要

赶到馆藏地或展览现场去比对原作。

参与“大系”编纂多年，葛玉丹称自己很自

豪，也很幸运。“可以说是‘与有荣焉’，项目凝结

了集体的智慧，也让我浸润其中，得到成长。”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成果展时，葛玉丹特

意同家人去了趟北京，在现场亲身感受“大

系”的魅力。她观察到，众多观众看得格外仔

细投入。“展览很震撼！我想这就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力量吧。”有观众这样说。

传 播

“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近期以来，“大系”的成果以展览形式陆

续跟观众见面，供大众近距离品读；作为项目

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何欢欢参与其

中，忙得不亦乐乎。

何欢欢加入“大系”项目组的时间不长，

但不管是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成果展还是其

他展览现场，总少不了她讲解的身影。

何欢欢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传统哲学，看

似与“大系”工作关系不大，缘何参与其中？

“许多画作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参

与项目，跳出文本做研究，我的思路会更广

阔。”她说。

为此，何欢欢花费近两个月翻阅了 1.2 万

件（套）“大系”收录作品，并从中挑选出近

5000 幅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关的画作，悉心研

究。在她看来，之前很多研究只能依赖文本

资料，有了“大系”，就能从图像的角度展开研

究了。

带着研究成果，何欢欢在一次“国博讲

堂”活动中，为大家呈现了一场高质量学术讲

座。“宋画中展现的宋代文化底蕴，可以展开

讲讲吗？”“为什么画面中的大片留白是受到

中国传统哲学‘空’的思想的影响？”……讲座

后的交流环节，观众的热情提问让何欢欢印

象深刻。

多次在展览一线交流讲解的经历，让何

欢欢成了“大系”项目组中距离观众最近的人

之一，也让她更清楚了“大系”之于观众的意

义，并渐渐在教学上有意识地融入“大系”元

素，以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了解并参与其中。

如今，在“大系”的各种展览上，总能见到

年轻志愿者的身影，其中有不少何欢欢的学

生 ，浙 江 大 学 哲 学 系 学 生 董 默 遥 就 是 其 中

之一。

“课外做‘大系’展览的志愿讲解服务，感

觉挺充实。”在董默遥看来，不管是学术研究

还是志愿活动，背后都少不了何欢欢的引导。

“想申请加入项目的学生越来越多，不仅

有学文史哲的，还有农学、建筑、生物、计算机

等理工科的。”何欢欢看在眼中、喜在心里，

“没想到啊，‘大系’能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时下，“大系”成果展览仍在各地火热举

办，而且从国内走向国外，从线下走到线上。

参与其中，何欢欢说，这样的经历弥足珍贵，

“一方面要思考如何把‘大系’更全面地展现

给大众；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借助‘大系’的海

量图像，提出一些新的学术思考。”

图①：“大系”文化工程编纂出版的部分

书籍。

图②：“大系”编辑团队在讨论文稿编纂

工作。

图③：“ 大 系 ”专 家 团 队 在 比 对 打 样 稿

颜色。

图④：“大系”监印人员在印刷车间看样。

以上图片均为浙江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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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蕴蓄着时间的长

度、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度，收录的藏品

不仅还原了中国古代绘画的演进历程，也深

度呈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这样的坚守，令人震撼的同时，更让人心生

敬意，由衷感动！

十八年如一日的付出，前后 500 多人参

与，经历过一拨又一拨人员变更……正是文

化传承者们一砖一瓦的积累和脚踏实地的

工作，才格外彰显求真务实、追求极致、迎难

而上的优秀品质，也成就了一场画与人互相

呼应的“化学反应”。

在“大系”团队身上，我们仿佛见证了一场

文化之旅，虽然难度高、工作量大，但这场持续

生长的文化工程，呈现了一代代文化传承者面

对浩瀚的文化瑰宝焕发出的文化自信。

如今，“大系”工程已取得丰硕成果，但

如何让文物更好地“活”起来、“走”出去，“大

系”团队的故事依然在继续……相信借助科

技的力量，在团队的继续努力下，“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一定能穿越古今，绽放出更加动

人的光彩。

向坚守18年的文化长跑致敬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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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的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

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

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大

系”被列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

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十四五”文化发展

规划》和《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规划》，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化艺术与

学术建设，生动展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

明，提升了中国文化形象。2005年起，前后

500余人参与“大系”项目；他们十八年如一

日，齐心协力、接续奋斗，搜集整理海内外的

中国历代绘画作品。截至 2022年年底，“大

系”文化工程编纂出版《先秦汉唐画全集》

《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

集》共 60卷 226册，收录海内外 263家文博机

构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05件（套）。

本报长春 1月 31日电 （记者郑智文）28 日，第十四届

吉林（长春）冬季农业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本届展会

主题为“品牌、绿色、健康、祥和”，将持续至 2 月 29 日。

本届展会以“发展设施农业、突出成果转化、打造健康

品牌、弘扬年俗文化”为理念，展示面积为 20 万平方米，包

括设施农业展区、观光农业展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展区、

精品动物展区和新春年货展销区等五大展示内容，将绿色

农业、冰雪旅游与年俗文化相结合，集农业经贸交流、农产

品展示展销、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农业科普教育、农业旅游

观光、农民及市民文化娱乐于一体。展会期间还安排了假

期研学、非遗展演、主题巡游等活动。本届展会更加注重体

验经济，特别增设了夜场的“渔业馆”等主题内容，利用农

业、光影、动漫等元素，全力打造冰雪旅游新生活、新业态、

新场景。经多年打造，冬季农业博览会成为吉林省、长春市

冬季冰雪旅游和冰雪文化的重要品牌之一。

吉林（长春）冬季农业博览会举办
持续至2月 29日

乡村行 看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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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清晨，雪花纷飞。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

天吉泰镇天吉泰村，积分兑换

超市人声鼎沸，很多村民排着

队挑选积分兑换的物品……

原来，今天是村里的积分

兑换日，“去年第四季度，我的

积分排全村第一。”村民邢永兰

刚 刚 兑 换 了 拖 鞋 、牙 刷 、暖 水

瓶，“农闲时间参加村里的志愿

活动，丰富生活，还能获得积分

用来兑换生活用品，大家的积

极性越来越高。”

五原县是传统农业大县，

县域面积 2544 平方公里，基层

党组织管辖服务半径大、乡村

治理缺乏有效抓手等问题长期

存在。近年来，五原县构建村

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小组网格

化“微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

“文 明 家 庭 ”“道 德 模 范 ”选 树

活动。

在天吉泰镇，各村通过诚

信村民积分管理、道德评议激

励、设立诚信榜等举措，引导村

民日常行为。“村民党小组、理

事会根据标准按户打分，对孝

敬老人、爱护环境等表现突出

户给予加分，并张榜公布。”天

吉泰镇党委副书记霍瑞琴说，

“ 能 上 榜 大 家 都 觉 得 很 光 荣 。

如今，争做好事的风尚在各村

逐渐形成。”

在银定图镇胜利村，几名

村民拉着包联干部武文斌回家

吃饭；而数月前，他们之间还闹

得不可开交……

“在河套地区，秋浇工作是

农民群众的一件大事。”武文斌

说，“村民们以往习惯于传统大水漫灌模式，耗水量大，浪费

严重，浇地用水逐渐成了糊涂账。”

为此，五原县结合实际制定了秋浇工作方案，并成立包

浇小组，全面推行“一把锹”浇地，杜绝零散浇地，防止大水

漫灌。

然而，当时一些村民并不理解：“你不让我浇透，来年怎

么种地，怎么保证收成？”“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浇地，为什么

今年就不行了？”村民你一言我一语，与包浇小组工作人员

发生争执。

网格员迅速将矛盾上报智慧网格“微治理”服务平台，

武文斌随即与村党支部书记赶来，耐心讲解政策，最终获得

理解和支持。

2023 年秋浇结束后，大家发现新方法更省水、灌溉效

果更好，几户村民跟武文斌成了朋友。“这次能够迅速掌握

情况，并且及时处理，多亏了网格员和‘微治理’平台。”武文

斌说。

近年来，五原县完善县、镇、村、组“四级网格”，出台

“网格化+微治理”22 条具体措施，同时整合各方力量，组

建党员先锋队、巾帼服务队、“红袖标”联防队等“微组织”

2055 个 ，活 跃 在 村 民 生 产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 ，形 成 共 治 合

力。2023 年 11 月，以大数据等新技术为支撑，五原县进一

步打造了集宣传、教育、公开于一体的智能化乡村治理平

台，不仅可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还可以为农

户 提 供 农 业 管 理 、农 产 品 销 售 、气 象 信 息 展 示 等 各 类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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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1月 31日电 （记者赵帅杰）1 月 31 日零时，

全长 15.226 公里的甘肃省渭源至武都高速公路木寨岭特长

隧道正式通车运营，标志着我国高速路网南北方向主干线

之一的 G75 兰州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木寨岭隧道位于四大板块交界地带，线路穿越 6 处褶

皱和 12 条大断层破碎带及软弱炭质板岩地层，岩石受力情

况复杂，隧道开挖后极易变形坍塌。项目于 2016 年 5 月开

工，建设单位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克服多项难题，历经多

年努力，最终实现兰海高速全线贯通。

木寨岭隧道的贯通，让甘肃渭源至武都两地间的行

车时间从 4 个小时缩短至 2.5 个小时，对畅通西北及西南

地区的交通运输，改善区域交通条件及投资环境，促进沿

线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具有

重要意义。

兰州至海口高速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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