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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宫文物串联中国艺术史
祝勇新作《故宫艺术史：初民之美》出版

对于祝勇来说，故宫博物院不仅是他工作的地方，还成了他“精神上的故乡”。
从2002年推出的虚构作品《旧宫殿》，到畅销书《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祝勇故宫系列”——包括《故宫六百年》《故宫的古物之美》《故
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等，祝勇从故宫出发，文学疆域不断扩张，创作视线不断延
展。在他看来，“故宫书写”可以从空间上由故宫发散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时间上则可以
从近代扩展到整个五千年。

从生活中熬炼而出《钢的城》书写钢铁工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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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彩陶为对象
探讨中国艺术

2022年，是祝勇开启故宫
写作的第二十个年头，他选择
再次从故宫出发——这一次，
他在时间的河流中回溯，带领
读者走上一段“美的历程”，去
探索中华文明源头深处的美。

在《故宫艺术史》中，他试

图写一部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文物串联起来的中国艺术史。

在祝勇看来，“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文物，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宏

大、浩瀚、可视的中国艺术史。

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故宫

文物都构建起中华文明的宏大

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未曾断流的物质证据。”

2022年9月初，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推出的《故宫艺术史：初

民之美》，是这个庞大写作计划

的第一卷，以故宫博物院所藏

彩陶为对象，探讨了新石器时

代的中国艺术。

不少游客到故宫去参观，

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故宫的建

筑上，以及在宫殿前照相发朋

友圈。但故宫本质上是个博物

院，里面收藏着大量的文物。

祝勇介绍，故宫博物院总

共收藏着超过一百八十六万

件（套）文物，这些可移动文

物，分为陶瓷、玉石、青铜、碑
帖、法书、绘画、珍宝、漆器、珐
琅、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
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
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
共二十五大类六十九小项（不
包括建筑）。在全国国有文博
单位馆藏珍贵文物（一、二、三
级）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
贵文物约占 41.98%。而故宫
博物院的文物，又呈倒金字塔
结构，一级文物最多，二级次
之，三级再次之。所以有人

说，故宫文物，几乎件件是国

宝，这丝毫不夸张，因为每一

件文物都是不可替代的。

引领读者
进入古典艺术世界

从时间上看，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文物上迄新石器时代，跨越

了夏、商、周、秦、两汉、三国、两

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

辽、西夏、金、元、明、清等中国古

代王朝，又历经了20世纪的历史

风云，一路抵达今天。

祝勇试图“以故宫博物院

收藏的文物为依托，在那些零

零散散的文物之间寻找线索，

去构建中华民族的艺术史，去

梳理总结我们祖先对美的探

寻，去把握我们民族的精神流

向。”在他看来，“一件件文物，

是指引我们回到过去的路标，

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

山之水，必有其源。”《故宫艺术

史》可以视为祝勇推广故宫文化、

讲好故宫故事的又一次努力。

祝勇曾说：“我很幸运，能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把故宫

当作一生的写作资源。故宫给

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去

回看我们民族的历史，回看我

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走过的

路。”

近年来，祝勇从故宫馆藏

入手，运用文学的手法打通艺

术、历史与人生，以扎实的艺术

与历史功底，用散文笔法引领

读者进入恢宏的古典艺术世

界。纵横千年，意蕴悠长，既有

丰富的文史材料，又有作家独

特的性灵趣味，做到了知识性、

可读性与审美价值的兼顾。

祝勇多年好友、主持人杨

澜曾说：“认识祝勇20余年，无

论潮流如何变换，他总是保持

着儒雅的气质和敏锐的眼光。

他的心很安静，文笔却很张

扬。不知怎么，我觉得他正与

故宫的气质合拍。”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工业题材一直是中国当代

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地。不管是

跟东北相关的《人世间》，还是

表现攀枝花的《火红年华》，都

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景观。

《钢的城》是人民文学出版

社近期出版的一部工业题材长

篇小说。作者从1994年底的

一场普通工人婚礼写起，写钢

厂劳模、改革者和普通工人在

钢厂改革转型、资产收购并购

中的故事。小说生活功底扎

实、视野开阔、充满理想主义者

的情怀，既写出了百年钢厂的

生存韧性，也塑造了工人群体

的心灵雕像。书中钢厂是以位

于湖北黄石的钢铁企业“大冶

钢厂”为原型，字里行间带着中

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印记。其中

改革者易国兴、祝大昌、俞钢，

普通工人吴回芝、活宝、赖子、

叶老实等形象颇有典型性，塑

造得可亲、可敬、可信，钢铁人

的百味人生跃然纸上。

在他们如钢似铁的性格特

征之外，作者也写了他们的“绕

指柔”，写他们的爱情和亲情。

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何向阳对此印象深刻。她认为，

作家对这些情义的书写，调和

了作品的基调，让一部以钢铁

为基础的作品更增添了温婉的

气息。其中吴回芝和毛仁银的

爱情、薛三妹和祝大昌的心意

相通，甚至易国兴的铁汉柔情

等等，都是小说中难得的“柔

性”元素，为作品的厚重基调增

添了玫瑰色的烟火气息，也进

一步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接续了《子夜》
建立起的宝贵传统

多位评论家认为，这是一
本向中国钢铁的历史、中国钢
铁人致敬的书，是难得的从生
活中长出来、从阅历中熬出来、
从对文学的赤诚中炼出来的作
品，是近些年现实主义文学的
重要收获，也是工业题材的宝
贵收获。

作者罗日新从小在湖北黄
石的大冶钢厂长大，大学毕业
后在大冶钢厂炼钢，曾担任技
术员、分厂副厂长。上世纪90
年代初下海，仍从事与钢铁行
业相关的工作。他概括自己的
大半生为：炼钢、卖钢、写钢。

罗日新业余从事文学创作

多年，曾发表短篇小说、散文等
多篇，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湖北
黄石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钢的
城》为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曾全
文在《十月》杂志刊登并召开研
讨会。该书获湖北省屈原文艺
奖等奖项。

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评
论家杨庆祥认为，罗日新对湖
北钢铁成功重组的书写，提供
了与东北工业题材非常不一样
的经验，这是现代化转型中非
常成功的经验。相对于擅长书
写失败和悲剧的文学，这样的
书写显然更有时代意义。《钢的
城》接续了由茅盾的《子夜》建
立起来的宝贵传统，具有社会
科学标本的性质。

书里每一个字
都是从心里掏出来的

茅奖作家周大新从《钢的

城》中看到了活生生的钢铁人

的生活——他们怎么办婚礼、

夫妻怎么吵架、工友怎么交

往。书中写活了四个男性形象：

易国兴、祝大昌、俞钢、祝国祥。

尤其是败家子祝国祥，是《钢的

城》为文学贡献的“新人”。

书中既有易国兴等改革决

策者、弄潮儿，也有祝大昌、傅

佳钢这种管理骨干，孙锦西等

技术骨干，还有活宝、赖子、叶

老实等普通工人。全书大小人

物60余个，共同谱写了一曲钢

城改革发展的变奏曲。

罗日新介绍说，这些人物

大多都有原型，是自己的发小、

工友、领导、合作伙伴，他在他

们身上体会到了兄弟情分，更

体会到一起走过大时代，共担

风雨、共建功业的创业激情。

他说：“与其说是我在写《钢的

城》，不如说是兄弟姐妹们跟我

一起书写了这部书，无论着墨

多少，他们都是我心里的主角、

时代的主角，是钢的城当之无

愧的主人。《钢的城》我写了14

年，书名取了十几个，初稿有二

百多万字。书出版之后，我拿

着它，就像面对一个陌生又熟

悉的自己，书里的每一个字都

是从心里掏出来的。”

目前，该书已经入选中国

作协“影视迁徙计划”，同名影

视剧正在筹拍中。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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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日新手绘钢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