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擅长架构故事、描写情感生活的
作家，唐家三少这次并没有浅尝辄止地仅
仅停留在人物的设定上，而是在推进故事
的同时，向读者展现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
工作和传统修复技艺，并向精益求精的匠
人精神致敬。比如在描写卫羽直播修复
古画《正德中轴繁景图》时，作者向读者详
细展现了古画修复的原则——四则六性，
以及修复步骤：清洗、揭心、补缀、托心、全
色接笔等等。

文物修复是一项枯燥且需要极大耐
心的工作，文物修复师几十年的时光如水
而逝，珍宝却在他们手中重获新生。唐家
三少在小说中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物修
复的过程，他更是细致地观察到其中人与
物的交流与体悟，以及它所建立的人与人
之间情感联系的纽带。小说中，卫羽和同
校师妹吕思弈一起参加比赛，并慢慢倾心
相恋。卫羽为吕思弈修复了她与父母的
第一张合照、她的第一个画板等等人生中
许多重要的物品，精心地守护着他们对于
爱情的承诺，在修复的冰冷物件里隐藏着
他们有温度的日常。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地
方志，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
志》是记述我国西南地区从史
前传说时代到东晋时期历史的
一部重要著作。据西南交大特
聘教授、蜀语研究专家汪启明
介绍，《华阳国志》原书以地理
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的体
裁编写，三者又互相糅合渗透，
在结构上比较杂乱。历代刻
本、抄本众多，错、讹、衍、倒之
处不少。虽然目前已有学者对
此做了很好的整理，比如任乃
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但仍存在相
互龃龉、前后不一的情况。

为 了 继 续 完 善《华 阳 国
志》，“还《华阳国志》所记人、事
以本来面目”，2006 年，汪启明
教授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
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了科研课
题，并成功获批，成为当年四川
省仅有的两个立项项目之一。
之后，汪启明与赵静、罗业恺一
起，结合今天的文献资源、实物
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华阳国志》
深入考证，经过15年的努力，整
理完成了《〈华阳国志〉系年考
校》。2021年1月，《〈华阳国志〉
系年考校》终于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公开出版。

将《华阳国志》史料按
年考定排列

《〈华阳国志〉系年考校》以
时间为经，上起远古蚕丛、鱼凫
的传说时期，下迄东晋永和三
年（公元347年），将《华阳国志》
中的史料按年考定排列。对所记
人物、事迹、地理、史实，逐年排
比，务使历史进程脉络清楚，条理
井然。在年代的考订上，或直录
前人成说，或略抒己见；时人论
著，亦间采入。此外，年代史实，
有不能明定其是非者，待查的人
物事件，不强为解说，暂付阙如。

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特
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巴蜀方言
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曾获第
十八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
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
成果奖，出版有《先秦两汉齐语
研究》《中上古蜀语考论》《汉小
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等。他
对《华阳国志》有着多年的精深
研究。据汪启明介绍，《华阳国
志》版刻流传始于宋代成都府
尹吕大防，明清两代多有刻本，
据吕淑梅《〈华阳国志〉版本集
说》：“云南省图书馆庋藏《华阳
国志》古今版本计 22 种之多。”
李勇先《华阳国志珍本汇刊》则
收有23种。校勘《华阳国志》诸
家中，清人惠栋、卢文弨、孙星
衍、顾广圻等最为知名。任乃
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开拓于
前，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继起
于后，二位先生都是史学名家，
功力深湛，于地名之诠译，史实
之考订，著力尤多。但未安处
仍有不少。《华阳国志》作为一

部地方志，有着自己编年体和
纪传体结合的独特体例。被赞
为“组织严密，系统性很强”“广
访博谘，取材丰富；谨严详审，
取材有方；抑绌虚妄，纠正谬
言”“史料独有、丰富、可靠”。

结合出土文献稗官野
史等进行考证

但在汪启明看来，仍然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一、《华
阳国志》中常见一人之事散见
于各卷之中的情况。根据任乃
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
言》，《华阳国志》成书非一时而
就，且常璩在著述过程中参阅
了前人及同时代的其他著作。
这样的成书过程导致《华阳国
志》对部分事件发生的时间记
录有阙误的情况。二、《华阳国
志》成书后，历代传抄，其中文
字多有亥豕之误，甚至篇章都
有缺失，致使《华阳国志》卒不
可读。三、常璩在《华阳国志》
的写作过程中对某些人的记
录，仅有只言片语，甚至前后
相互抵牾。任乃强先生《校补
图注》对《华阳国志》的考证颇
见功力，但仍可完善。”《〈华阳
国志〉系年考校》全书采用编
年体，将全书打散，分为若干
版块，按时代先后排序；以前
四史为本证，他书为旁证，进
行对勘比较；斟酌任、刘，用按
语呈现文字、史实异同；结合
出土文献、稗官野史、新的研
究成果，对政治、经济、人物、
民族、事迹、地理、风俗、边疆
等进行考证，文献考据不能确
定年代者，则以“疑年录”方式
单列。

早在2007年，汪启明、赵静
就著有《华阳国志译注》，由四
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赵振铎先
生称其“另辟蹊径，细译全书，
详加推敲，字斟句酌，写成《华
阳国志译注》，于词义之引伸，
文字之假借，疏通证明，多有创
获。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可以参
考的本子，应是一件功德无量
的好事。”这个译注本虽然2013
年曾再版，但现在市面上已经
很少见到。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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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盲盒、剧本杀都被写进小说
唐家三少新作写文物修复师爱情故事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
物》等一系列纪录片的热
播，文物修复师这一小众
而略显神秘的职业渐为人
所知，连著名作家唐家三
少也出手写这个题材了。

6月初，唐家三少的
最新长篇小说《画说京
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小说中，唐家三少引
入了时下年轻人感兴趣
且正在流行的话题，比如
网红旅游攻略设计、直播
修复文物、漫画连载，甚
至是古董盲盒、剧本杀
等，一方面让文化、文物
的话题更加生动地呈现，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这群
年轻人也在比赛历险中
对北京产生了更为深厚
的感情，他们在迅速成长
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
生理想。

这是唐家三少首次
以 故 乡 北 京 为 写 作 对
象。北京中轴线始建于
元朝，至今已有 800 多
年，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
楼，正阳门、天安门、端
门、午门、故宫、景山等建
筑群均在这条古老而神
秘的中轴线上，如同“脊
梁”一样贯穿城市南北，
形成了北京两翼、庄严
肃穆的城市格局。正是
因为北京中轴线的重要
性，我国已于 2011 年启
动 北 京 中 轴 线 申 请 世
界文化遗产工作，并在
今后数年内逐步实现和
完成。

《画说京脊》中故事
发生的地点正是作者生
于斯长于斯的城市——
北京。主人公卫羽为了
成为一名优秀的文物修
复师而参加了“京城之脊
——北京中轴线申遗主
题活动”，一场别开生面
的成长历险之旅就此展
开。参加创意市集、绘制
中轴线非遗长卷、设计中
轴线旅行攻略、筹办中轴
线展览等等，我们跟随着
主人公的脚步，能真实地
聆听到这座城市的每一
次呼吸，触摸到这座城市
的每一个鳞片。

在《画说京脊》中，唐
家三少完整展现了立志
要成为文物修复师的清
华美院学生——卫羽的
成长历程。卫羽之所以
参加“京城之脊”的比赛，
是为了向“点睛阁”这一
文物修复门派阁主童林
大师学习，从而成为一名
优秀的文物修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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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系年考校》

唐家三少

《画说京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