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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高考，1071 万
考生走入考场，面对高考作
文题，在方寸之间尽情挥洒
自己的才情与睿智。这 11 道
高考语文作文题以材料作文
为主，紧密联系时代主题，
在考察学生的文字功力外，
更 注 重 价 值 引 领 与 思 维 锻
炼，力争让考生想说话、有
话 说 ， 激 发 出 考 生 的 表 达
欲，其中彰显的人文精神更
是令人印象深刻。

关切重大社会现实，鼓
励考生理性思索，正确看待
人与外部世界、时代生活、
社会现实的关系，是此次高
考作文题的特点之一。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高
考比往年推迟举行，考生难
免受到影响。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是畏缩不前、退避
三舍，还是勇往直前、逆行
上阵？无数抗疫英雄给考生
树立了榜样，也启发他们在
面对困难时要鼓起勇气、勇
闯难关。全国新高考Ⅰ卷作
文题罗列了抗疫斗争中坚守
岗位的各行各业人物群像，
启发考生从“距离”与“联
系”的角度破题，思索危急
时刻人与人的关系；全国Ⅱ
卷围绕抗疫过程中的国际合
作，启发考生思索全球化时
代人类命运的紧密联系；天
津卷虽未局限于抗疫话题，
但其中提到的科研工作者、
医务工作者、快递小哥，无
疑是当下生活中重要的“中
国面孔”。

检视省察自我，鼓励考
生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与人生方向，彰显自我意识
与主体精神，是此次高考语文作文题的特点之二。
希腊德尔斐神殿上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苏
格拉底曾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在即将
踏上崭新人生之旅时给自己找个方向、定个目标，
对考生们十分重要。全国Ⅲ卷以给高一新生写信的
形式，要求考生围绕“我是怎样的人”“如何生活得
更有意义”等命题进行发挥，激励考生绘就人生蓝
图。浙江卷启发考生在“个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
落差或错位中”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与角色。

此次高考语文作文题的特点之三，是推崇开
放、多元、包容、平等的信念，鼓励考生在作文中
张扬个性、独抒己见。北京卷材料一以北斗卫星

“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为隐喻，启发考生认识到
不同人和不同事物存在的独特价值，反思“唯成功
论”的弊端。全国新高考Ⅱ卷是半命题作文，要求
考生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选择一个地名进行讲
述。北京卷材料二以“一条信息”为题，既关注到
互联网社会中我们被海量信息包裹的事实，又敞开
无限可能。考生选择写的这条信息可以是好消息，
也可以是坏消息，甚至是诈骗短信，是一道充分体
现考生个性色彩的作文题。全国Ⅰ卷围绕齐桓公、
管仲、鲍叔三人交往的一段材料，允许考生就人际
关系的任一侧面做文章，是命题观念开放包容的体
现。江苏卷独树一帜，触及互联网时代“信息茧
房”的问题，鼓励考生对这一现象进行批判性思
考，是被同质化信息紧紧包裹，还是敞开心扉，我
们可以拥抱更多选择。

今年高考已过，人生前程广阔。期待考生们带
着命题人的祝福扬帆起航，作文题里潜藏的“寄
语”，将会成为他们未来日子里的一道光亮。

近些年，国产动画的生产制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
展，这其中，聚焦现实题材、观照现实生活的动画作品备受
青睐。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到《天天成长记》，它们贴近
生活，打动了无数人。3月1日，国家广电总局重大现实题材
动画片重点项目、金鹰卡通卫视原创动画 《23号牛乃唐》 登
上荧屏，至今周周蝉联全国网收视率省级卫视排名第一，8岁
阳光女孩牛乃唐成为新一代孩子们的好朋友。

这部动画片的创作团队多次前往育英、育才等长沙5所小
学进行实地调研，收集了一大批接地气的素材进行加工创
作。同时，他们从数十家动画制作公司中选择了三维动画制
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进行合作。

牛乃唐，成绩只是中等，可她性格开朗乐观，兴趣爱好
广泛。片中，牛乃唐有个弟弟牛犇犇，他俩相处的场景，让
无数二胎家庭感同身受。孩子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同学亲密合
作、好朋友互相宽容等美好的童年情景。这部动画片也是家
长们的备忘录。比如周末牛爸爸独自带娃，做饭都成了难
题。片中还展现了老师们的现代教育观念，比如老师告诉家
长：“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但花期不同。”

《23号牛乃唐》深耕少儿题材，从小学生的生活、学习出
发，呈现了中国式家庭的生活现状，也输出了多元开放、因
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摸清底数，增进了解

尽管各国汉学家对收藏于世界各地图书馆、博物
馆和个人藏家手中的中文古籍进行了一定整理研究，
但保存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到底有多少？都在哪里？有
哪些珍稀资料？至今并不清楚。

中国古籍流播海外，古已有之。“以成书于 9世纪
后期的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所著录的 1579部古籍而
言，相当于同时期中国所存典籍的 1/2，数量颇为惊
人。朝鲜半岛也保存了大量中国典籍，宋人张端义

《贵耳集》 记载：‘宣和间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
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
家、几千集。’”南京大学教授金程宇介绍说。漫长的
古籍流播过程，更增加了我们了解域外中文古籍存藏
情况的难度，进行初步的摸底排查十分必要。

2015年，中华书局联合海外 30多家存藏单位普查
馆藏中文古籍并编纂书目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海外
中文古籍总目”正式启动，成为“十三五”期间古籍
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通过与海外出版机构和汉
学家的深入合作，截至今年 6 月，“海外中文古籍总
目”项目共出版 《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
录》 等海外古籍目录 9 种，涉及藏书机构 14 家。其中
的新发现，充分说明了这项工作的价值。

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收藏在全
英首屈一指，特别是在古代地图、航海图等地理文献
的收藏上独树一帜。2016年3月，时任该馆中文部主管
的何大伟向专程到此参观拜访的中华书局工作人员介
绍了两本馆藏中文古籍——《顺风相送》 和 《指南正
法》。“他们发现，《顺风相送》中有一段文字证明了中
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 （书中称为“钓鱼
屿”） 的历史，《指南正法》也记录了钓鱼岛的有关情
况。经过研究，这两部明代末期的手稿孤本，是现存
最早的能够证明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固有领土的直接证据。”中华书局文献影印编辑部编
辑张昊介绍说。随后不久，两书在中华书局影印出
版，并编入相关古籍目录中。

影印出版，嘉惠学林

影印出版可以将唯一的文献资料转化为更多的影
印图书，为世界各地研究者提供便利，是海外中文古
籍回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海外中文文献收
藏重镇，该馆专家郑炯文、沈津等人一直积极推动馆
藏资源开放利用。上世纪 90年代末起，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即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影印出版馆藏中文
古籍，至今已形成包括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
馆藏中文善本汇刊》 在内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
刊”系列丛书20余种，约1000册，数百种国内稀见或
缺藏的珍贵古籍文献以影印形式回流国内。

2014 年，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第三次来到
哈佛访学。“在拜访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的时
候，他问我是否有意根据自己的专业挑选有价值的馆
藏古籍出版。我听后欣然答应，当时就向他建议编纂
明清别集丛刊和明清总集丛刊，并得到他的允诺。”

借助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工作
的经历，徐永明将国内出版的各种明清古籍目录与哈佛

燕京图书馆提供的善本古籍目录加以对比，很快拟出
了出版目录。“由于国内古籍重复影印出版严重，在编
纂时，尽量避免重复收入。另一方面，只要国内没有
影印的，尽量予以收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善
本别集丛刊》 等三种丛书随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顺利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辑汤文辉介绍说：
“与哈佛燕京图书馆20多年的合作中，我们探索出了海
外馆藏文献整理出版的有效模式——‘哈佛燕京图书
馆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图书馆开放馆藏资源，通过访
问学者计划邀请各国 （尤其是中国） 学者到馆，以访
问学者的身份进行某一专题或某一类型馆藏文献的学
术整理，整理成果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种
模式，实现了馆藏机构、访问学者、出版机构的有效
联动、顺畅连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研
究方法的进步，海外中文古籍的整理方式、成果出版
形式也会更丰富，对学术的促进作用将愈发凸显。”

海外回购，渐成规模

在汉文化圈中，日本、朝鲜半岛具有悠久的中国
古籍收藏史，保存的珍贵文献最为丰富。2013 年，在
吴慰慈、袁行霈、安平秋等37位学者的联名倡议和国家
充分支持下，北京大学回购了日本“大仓藏书”共931种，
28143册，其中不乏铜活字本、四库底本等珍本。

回购成为古籍回归的重要途径，其中既有政府相
关部门的推动，也有民间收藏界的自觉努力。

2019 年底，从日本回流的 《王勃集》 残卷被中国
收藏家购得。这是现存最早的王勃作品传本，是现存
唐人别集中书写时代最早、书法最佳的文本之一。自

奈良时期传入日本，保存于千年古寺兴福寺，流传有
绪。“此前王勃集唐写本残卷只有 4种，这一残卷虽只
有12行，却是近百年来的重大发现。”金程宇说。

北宋孤本《西湖结莲社集》回流的案例同样让人印象
深刻。上世纪末，日本学者见到此书复印件并发表了论
文。2007年，民间收藏家从韩国购得此书，但该书的鉴定
颇有争论，金程宇在目睹实物后断定此本为北宋本。经过
长达 8 年的讨论研究，最终在 2015 年，国内专家通过文
本、纸张、版刻风格等判定这是一部北宋版孤本。

“北宋版外典存世不过10余部，此书刊刻精美，且为
高丽王朝旧藏，所收录诗作有91首不见于《全宋诗》，具
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金程宇说：“这充分说
明了民间力量在海外中文古籍回流过程中的作用。”

一些成规模的民间收藏也相继出版，惠及学界。
2013年，金程宇汇聚日本刊刻的中国古逸书共 110种、
总70册、3.8万余页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影印
出版，是继 《古逸丛书》 以来海内外规模最大的同类
丛书，许多中国本土已失传或罕见的书籍版本，赖此
丛刊得以广为人知。

“如果从五代时期吴越国向日本、高丽求取天台典
籍算起，海外求书、访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从
未停歇。”金程宇说：“海外中文古籍回流不仅为学界
提供了新资料，还有助于增进对历史本来面目的了
解，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于
增进汉文化圈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也不无裨益。”

“由于海外研究力量、保存条件的限制，一些珍稀
古籍面临破损、湮灭、研究不力等问题。促进其回流
国内，既能避免这些珍贵文献消失，让它们焕发生机
活力，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深
化。”汤文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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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文古籍多路“回家”
本报记者 张鹏禹

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国古籍自古代即已流播海外，对汉文化圈各国影响
深远。虽然其体量巨大，但历经战乱，尤其是近代以来，大量中国古籍因各种原
因散佚流失海外，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和孤本。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
国家层面以及学术、出版、收藏界的日益重视，大量流播海外的中文古籍正以数
字化、影印出版、购买等形式“回家”。

《23号牛乃唐》剧照 百度图片

国产动画深耕少儿题材
向 果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唐写本《王勃集》佚篇残卷
（局部） 金程宇供图

良渚古城，曾被多位中国考古学泰斗誉为“中华
第一城”，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实证。去年 7
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走过申
遗成功一周年，距今已经有5300-4300年的良渚古城遗
址，正在续写新的篇章。

这一年，他们深入探索良渚

“良渚是四代考古人一点点挖出来、研究出来的文
明，目前我们对它还知之甚少，良渚考古仍需深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申遗成功之后，
良渚考古正在向更深更广的范围拓展。

在结束了良渚古城城址区的勘探后，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的勘探工作重点转入了古城以东的郊区聚落，
在之前被认为没有遗址或者遗址分布较稀疏的地方，他
们发现了更多遗址，且密度成倍增加。目前，他们已经
在古城东北面完成了 360万平方米的勘探工作，共发现
良渚时期的台地近百处，而原先调查仅发现约20处。

在浙江德清县雷甸镇，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
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中初鸣遗址群近年来现
出真容。初夏一个闷热的上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的“90后”同事朱叶菲正在遗址
群中的王家里遗址工地工作，其发掘面积已经超过1000
平方米。这里的遗址群位于良渚古城的东北方向，直线
距离约18公里，被专家认为属于古城腹地的北端。

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一路向南不远，是这两年新

发现的北村遗址。“80后”陈明辉正在组织人力开展配
合基本建设发掘。

目前，良渚考古正承担着两项重大考古课题的重
要任务，在持续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将向着
科学化、国际化、理论化和公众化等4个方向开展。

这一年，他们精心保护良渚

良渚古城遗址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申遗成功之
后，让它“延年益寿”是各方面共同的责任。

“首要任务是保护，其次才是对保护成果的共
享。”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所长黄莉和她的同事负责联
系保护区内的 24处村落，这一年，为了处理好遗址保
护和生活生产的关系，他们的脚步更勤了。

在杭州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的监测大厅，
工作人员杨鑫轻点鼠标，就能实时监测良渚古城遗址
不同点位上的即时图像。中心主任郭青岭说：“与去年
相比，现在的监测指标实现了可视化显示，这里要成
为遗址保护的‘数字驾驶舱’。”

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真菌会对古城保护有何影
响？南开大学、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浙江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今年4月
在 《微生物学前沿》 上联合发表了相关论文。郭青岭
说，中心和国内多所高校院所合作开展了多项课题，
通过持续研究和数据积累，运用大数据分析和算法，
要建立一个遗产保护的“数字大脑”。

从去年到今年，在地方政府和电力部门的合作
下，一条 35 千伏线路和一条 220 千伏线路完成“上改
下”，极大改善了公园周边环境风貌。而在去年10月，良
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年，他们努力传播良渚

良渚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让良渚讲好中华
文明的故事，需要从旅游、文博、文创、出版等多个
维度综合发力。

在良渚成功申遗次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有限开
放，外企高管应杭军加入了首批志愿者。“以前在英国，
我经常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为游客做讲解。现在，站在
五千多年前的古遗址上讲述良渚，我由衷感到自豪。”

与我国5G实现商用同日，公园实现了5G全覆盖。杭
州市良管委旅游开发部副部长、杭州美丽洲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刚说：“游客一半以上是年轻人，知识面广、求知
欲强，我们要通过‘智慧景区’建设，把良渚介绍好。”

今年5月，杭州良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成立。公司
副总经理熊磊介绍说，它重点开发良渚的知识产权

（IP），推出网络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创产品。
而她所在的另一家企业良渚玉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
则重点推出良渚主题文创衍生产品。

在良渚博物院，宽敞、明快、开放、现代的风格基调，
传统和数字化并举的展示方式，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体
验。在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良博首次推出的云
展览“在良渚看世界”，线上点击阅读量近90万人次。

参照我国的水墨动画，以及敦煌壁画、汉画像砖的
艺术风格，浙江科技学院动画系主任曾奇琦为首部良渚
主题童书《五千年良渚王国》绘图，而刘斌则在书中讲起
了良渚故事。浙江少儿出版社社长邵若愚说，它的英文
版计划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版，日文版也在翻译中。

在去年8月底举行的北京图博会上，浙江大学出版
社出版、浙江多位考古专家执笔的“良渚文明丛书”
对外输出了英语和俄语等多语种版权。

申遗成功一周年

良渚古城遗址续写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冯 源 段菁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