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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
则微信推送《元大都文物最集中的特
展即将开幕》引起广泛关注，推送介
绍的“大都：元代北京城”展是该馆

“运河城市”系列展览的延续，分为
大汗之城、河润大都、大都风华3部
分共6个单元。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同步推出的图录《大都：元代北京
城》是展览的延伸，收录近300件文物
精品和 5 名学者的专文，为不能到场
的观众提供了解元代北京城的读本。

元大都（“汗八里”）被马可·波罗
描绘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都城，他写
道：“全城地面规模有如棋盘，其美
善之极，未可言宣。”《大都：元代北京
城》除在第一部分“大汗之城”的“壮哉
帝居”单元讲述了元大都的规划特
点，还特辟第二单元“巧匠能工”，展

示了元大都建设者刘秉忠、张弘略、
任仁发、范文虎、杨琼等人的相关文
物。启功在《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
书法艺术》中指出：“古代碑志，在元
代以前都是在石上‘书丹’，大约到元
代才出现和刻帖方法一样的写在纸
上，摹在石上，再加刊刻的办法。”这
两个单元收录的大型石刻，和以往蒙
元时期展览多展书画和法帖不同。

元大都与运河相辅相成的关系，
是该书第二部分“河润大都”着重表现
的内容。这一部分分为“清波千里”

“挽河而输”两个单元。充满活力的运
河，不仅给元大都带来了便利的交通
和山水辉映的景观，更使全国的物资
汇聚于元大都。《元史·食货志》记载：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
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

江南。”水运和海运的成本少于陆运，
因此，元朝统治者注重运河和海运的
治理与建设，与水运相关的运河、码
头与沉船遗迹屡有发现。展览图录中
的沉船出土文物丰富多彩，包括元大
都出土的来自南方的大量陶瓷器。书
中收录的专文《元大都出土景德镇窑
青白釉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集中讨
论了北京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景德镇
窑青白釉瓷器，种类包括供器、酒器、
花器、茶具、文具等多种，涵盖都城生
活的方方面面。

元代文化的多元性在都城中体现
得最为明显。展览图录第三部分“大
都风华”的第二单元“区宇升平”收录
了梵文银盘、中央饰有十四臂准提菩
萨像的铜镜、也里可温十字寺石刻、

《敕赐十字寺碑记》等。蒙古族在接触

汉文明之前，就已广泛接触西方文
明，因此，他们对各种宗教采取的是
兼容并蓄的政策，相关工艺品也是博
采众长。日常生活里，精致的器物蕴
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都：元代北京城》生动讲述了
古都北京与运河相互交融、影响的故
事，让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元代文化的
生机勃勃。

（作者系云冈研究院院长）

近日，《东方文化集成》出版
30周年暨季羡林先生诞辰112周年
纪念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本次活动
由《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北京大
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
方学研究院联合线装书局主办。

在季羡林倡导主持下，《东方
文化集成》丛书于 1993 年开始编
纂。从 1997 年开始，《东方文化集
成》先后出版了季羡林、池田大
作、汤用彤、张岱年、林庚、叶渭
渠以及汤一介、乐黛云和严绍璗等
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成
果，截至目前已出版200本，成为
国内东方学研究领域层次最高、阵
容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大型丛书之
一，曾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出
版规划重大出版工程。

30年前，季羡林提出“21世纪
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论断；30
年后，历史印证了季羡林的远见卓
识。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东方文
化集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东
方文化，致力于在东方文化研究基
础上，构建与西方文化对话所需要
的东方话语体系，形成东方文化研
究领域的中国学派。

《东方文化集成》覆盖地域甚
广，囊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
中亚、西亚等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的
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研究著作；学科
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宗
教、语言、文学、艺术等，关注民
族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力图全面展
现古今中外东方各国的优秀文化。
与会专家认为，《东方文化集成》发
掘和整理了东方文化遗产，弘扬了
东方优秀文化，增进了中国人民与
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文
化交流。

据了解，已出版的《东方文化
集成》丛书专著中，有近 1/3 获得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项，有的还
获得国际文化交流贡献奖，被许多
国家的图书馆收藏，受到海内外广
泛好评。《东方文化集成》的出版，
践行了季羡林不仅“拿来”、更要

“送去”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搭建起东方学研究的高水平国际学
术交流平台，是一项具有基础性、
开拓性、前瞻性和时代意义的文化
工程。

纪念会上，专家学者纷纷表达
了对季羡林等老一辈“集成人”的深
切缅怀，认为“文化自觉，不畏岁
月，淡泊名利，甘心奉献，脚踏实
地，严谨治学”是他们自觉的价值
追求，这份精神支撑着陈嘉厚、张
殿英、叶奕良、麻子英等老一辈编
委呕心沥血投入《东方文化集成》出
版事业。年轻一代学者也接过前辈
接力棒，传承老一辈学者精神，勠
力赓续中华文脉。

展望未来，与会专家表示，
《东方文化集成》工程依旧是“未完
待续的进行时”，东方学依然存在
诸多待发掘的课题。有关东方学与
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和区域国
别研究等方面的高水平论著有望纳
入出版规划，进一步服务国家文化
发展战略。

长满荷叶的荷塘边，两位头戴礼
帽的男士迎面而坐，配上独具特色的
六言题画诗“春风起处看花，荷塘岸边
吃茶。世间从来不易，且度有限生
涯。”——一幅氤氲着浓浓乡野情趣的
水墨漫画令人眼前一亮。从 2011 年
起，“@老树画画”开始在微博平台发
布漫画，收获超255万粉丝关注。粉
丝们不仅在线上赏画，还在评论区用

“打油诗”留下各自赏画的心得随
笔，形成独特的互动空间。

“@老树画画”本名刘树勇，1983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艺
术系主任、教授，合著有《中国书法
导论》《图文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
当代摄影批评文丛》等，相关画作曾
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近日，我们来到
刘树勇位于中 央 财 经 大 学 的 工 作

室 ， 听 他 讲 述 研 究 视 觉 语 言 的 心
得，听他分享用漫画表达人生感悟
的创作故事。

注重文史哲积累

在老树记忆里，大学时，全社会
的读书氛围浓厚，人人渴望知识，朋
友们的聊天话题离不开诗集与小说。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没有电脑、手
机，中国还未全面接入互联网，获取
知识只能靠阅读。”

老树说，当时的印刷厂还不具备
数字印刷条件，大都用铅字版印刷。

“一本书如果几千页就得有几千块板
子，可以堆上一整屋。”他生动地比
划道。那时的书都采用凸版纸，纸张
很脆，一折角就容易掉，但因为从业
者严谨认真的工匠精神，用这一老式
印刷法制作的书籍错误很少，因此老
树将许多繁体竖版的旧书珍藏至今，

“根本舍不得扔掉，太宝贵了。”
老树尤其爱好哲学，他形容：

“哲学如同空气一般存在。”他特别喜
欢的哲学书是 《理想的冲突》，因为
这本书帮他理清了很多问题，让他系
统地认识到人性的构成，找到了理解
自己内心的切入点。“我得以明白‘我
是谁，为谁而活’。”老树说。青年时
期的大量阅读帮老树搭建起认知世界
的框架，他在头脑中建立了相对完整
的知识结构，这对他日后的研究与创
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阅读，老树认为不必在意读
过多少本，重要的是和书建立关联，
让知识真正进入自己的头脑，渗入思
维，成为修养，这样书里的内容才会
真正改变我们。此外他还格外强调文
史哲阅读积累的重要性。“文史哲类书
籍被不少人称作无用之学，但实际上
文学开拓想象力，历史提供经验坐
标，哲学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有了想
象力、经验和方法论，做什么都会有
帮助。”老树说，这就是无用之学的大
用途。

阅读培养思辨力

阅读积累的人文素养不仅让老树
形成深度的思辨力，也为他的专业研
究带来强大支撑。老树告诉我们，视

听艺术看似抽象、模棱两可，其实自
有门道。例如他提到沃林格的《抽象
与移情》，有助于学者理解抽象艺术，
在其中找到清晰的脉络。老树还提到
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不仅文字
是思维的工具，纯视觉也有思维。”
因此不能凭直觉去理解，而要用理性
介入。

他曾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从
小到大都听到一句话，艺术是相通
的，可如果艺术真的相通，为什么还
分这么多门类？”为此，24岁的刘树
勇用一年时间收集大量资料，严谨证
明假设，最后写出一篇 1.8万字的文
章《艺术的自律性》，来论证不同类型
艺术间的不可替代性。

除了理论研究，老树还从兴趣出
发进行艺术实践。他回忆道，自己的
首次陶艺创作以失败告终。“吭哧吭哧
画了7天釉彩花纹，烧制24小时，最
后得到一堆起泡的碎瓷片。”老树发
现，从前掌握的绘画规律无法用在陶
艺上。对视觉语言的研究和实践，让
他意识到直觉和理性结合的重要性：

“直觉只能停留在想法层面，理性的
系统训练才能将想法付诸实际。”

阅读形成的人文积淀与做研究形
成的理性思考相得益彰，让老树得以
充分表达想法，将其转化为一张张富
有人文底蕴的漫画作品。但对老树来
说，在绘画中不断找到真实的自我，
才是促使他持续创作的灵感源泉。

用漫画与读者共情

“大学期间一个偶然机会，在画
展上看到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真迹后，
我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老树
说，那时他把钱几乎都用在了画画
上，买画册、访名家，一度还想从他
就读的南开大学中文系转学到天津美
术学院。

但就是这样一份近乎“痴迷”的喜
爱，却在几年后戛然而止。“那时候我
画齐白石的虾，画徐悲鸿的马，都画得
不错呢。但那只是用我的努力证明有
齐白石、徐悲鸿存在，根本没有‘我’
在。”因为找不到“自己”，他从 1986
年开始放下画笔，一放就是20年。

再拿起画笔，已是2007年。“那
时父亲生病，手术前的那晚，心中塞

满焦虑和烦闷，就想找点事儿排解一
下。”回忆起“第一幅”画的创作过程，
老树历历在目：“随手找来一张练字的
纸头，连墨水都没有，蘸着钢笔水就这
么画了一个靠着树的长衫男子。”

“后来一看，谁都不像，好像是
可以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这就像
找到一个只属于我的词语，这个词语
可以扩成句子，形成文章。”老树说，
长衫男子的符号已成为他表达自我心
境的载体，“他可以赏花，可以喝茶，
可以冥想，可以是我自己，也可以是
看我作品的人。”

“绘画不仅处理各种符号间的关
系，也处理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阅
读是汲取和输入智慧的过程，绘画、
写诗等艺术创作则是对生活理解的具
体实践。在‘输入—输出’的循环中，
我有所遇，我有所见，我有所思，最
后我有所表达。”就这样，老树在画中
找到了自己，得以从容自处。

找到自己后，如何打动别人？老
树谈到两个关键：“首先，你自己要喜
欢，画作必须来源于灵感的迸发；另
外，画作要以广泛的知识和深厚的人
生经验作为积淀，我们常说文史哲不
是用来言说的，而是用来体验的。”

当然，老树的题画诗也是吸引大
家在画前驻足停留的重要因素。他的
诗和画互为注解，共同构成表意空
间。“语言要成为桥梁，而不是一堵
墙。”老树说，他写诗特别注意在古
意中嵌入烟火气，雅俗交融，这样能
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看到自己的生
活，“就像这首‘荣辱得失都见过，名
利想透皆是空，如今唯一还惦记，鸡
蛋煎饼卷大葱。’”

在老树的微博评论区，不少网友
也模仿起老树诗体，留下自己对生活
的体悟和调侃，这让老树觉得很亲
切：“大家在短时间内聚在一起，从现
实的纠结和压力中释放出来，这就好
比老友突然造访，一起喝几杯茶叙叙
旧，散去后再回归各自的生活。”

前不久，老树在苏州办了名为
“好玩儿”的画展。采访最后，老树一
边翻开画展画册，一边介绍作品的创
作背景，时不时还被自己的诗句逗
乐。“好玩和有趣可以是每个人的内心
追求。”老树说。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电（曹语千） 近日，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北京举办

“2023望道出版论坛”，本次论坛以
“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让
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
挥更大作用”等议题展开研讨。

专家们一致认为，出版业要把
握中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深刻思想内涵，将其与出版业的产
业特点相结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
出版的精神气质，并在出版实践中
贯彻始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

古籍出版板块成绩突出，为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
贡献。

论坛期间举办了精品书展，展
出 了《翦 商》《现 代 中 国 的 形 成

（1600—1949）》《枢纽》等数十种人
文社科图书，并举办了出版合作签
约仪式，数名专家学者与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
据悉，“望道出版论坛”已举办三
届，在促进学术研究、加强学术交
流、推动学术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
良好效果。

本报电（叶连荷、曹湲媛） 近
日，首届“世界高校中文古籍论
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由全国高
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
办，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承办。论坛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复旦大学、日本东京大
学、韩国庆星大学、荷兰莱顿大
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院校从事
中文古籍收藏整理与研究以及古籍
数字化领域的学者，旨在进一步
推动海外汉籍整理与研究，加强
海内外中文古籍领域从业者交流
合作，挖掘中文古籍时代价值，
探讨新时代中文古籍数字化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共享。

为期两天的论坛围绕“古籍整
理与保护”“古籍数字化”等主题
展开，并召开了青年学者论坛。参
会学者从古籍整理的版本、目录、
校勘、辑佚、辨伪等角度，展示了
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古
籍可视化、数字化最新成果，提出
结合现代计算机技术对古籍进行整

理与研究是必然趋势，具有良好发
展前景。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吴振武
阐述了对未来古籍整理的思考，认
为古籍整理工作在不断完善发展的
同时，也存在缺乏统一规范的繁体
用字标准等问题。他提出，未来或
可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古籍整理，
协同处理繁简校正、语词注释、主
题提取、资料类聚等工作。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河野贵美
子从明代宝成的 《释氏源流》 切
入，介绍了对《释氏源流》的一系
列考证研究，并提出建设中文古籍
跨国目录的构想。她表示，“期待
由中国高校与政府等权威机构主
导，开设可随时更新、查阅的线上
古籍平台。”

与会者表示，希望在北京大
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的基础上，定
期由世界高校轮流主办中文古籍论
坛，进而形成学术联盟，扩大中
文古籍的世界影响，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

刘树勇：

读“无用”的书 画有趣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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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海内外中文古籍交流合作

首届“世界高校中文古籍论坛”举办

出版界共话中国式现代化

《东方文化集成》部分书影。 《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供图

燕土维宅 风物熙熙
——读《大都：元代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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