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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涵盖二十余种著作

2月 25日下午，在第35届北京图书

订货会期间，四川人民出版社举办了一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论世

衡史丛书’发布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

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

究所教授杨念群，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

员杨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

授谭徐锋等专家学者，围绕历史学研究的

最新态势，探讨史学研究的各种可能路

径。对于人工智能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多

位学者也就此展开了探讨。其中杨念群

认为，人文的本性决定了它永远不能被人

工智能超越，因为“微妙的东西是复制不

出来的”。

自202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学术

出版中心“壹卷”开始陆续出版“论世衡史

丛书”，至今已出版二十余种著作，包括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武则天研究》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

与阐释》《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

重构》《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大明旗

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

研究（1637-1800）（修订版）》等，汇集了如

经君健、王葆玹、杨天宏、桑兵、黄克武、郑

匡民、孟宪实、杨念群、杨琥、孙卫国等国

内资深历史学者的作品。丛书的推出，得

到了学界与读者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其

中，孟宪实的《武则天研究》还荣获了第十

七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图书。

历史人物永远不过时

孟宪实说，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都

需要历史观念。怎样能使历史观更可

靠？“这就需要历史学的相关阅读，而历史

的阅读，也能获得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生

活观。为什么历史人物的图书始终受到

大家关注呢？因为每个读者都会是‘历史

人物’，虽然不一定是伟大的。这样一来，

‘历史人物’也就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历

史人物’永远不过时。”

杨念群围绕其著作《昨日之我与今日

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谈及了他

对于历史研究方向从“昨日”到“今日”的

变化。他认为，社会史、文化史拓展了历

史的丰富性。对于历史研究，除了考据、

辞章、义理三者之外，想象力同样重要。

杨琥则为大家分享了《清末民初的思

想与人物》一书形成与出版的始末，以及

关于近代史上重要人物李大钊的研究思

路。杨琥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考据之上，他

说，“做研究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知道历

史事实是怎么样的。比如，《新青年》的编

辑到底是如何开展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县委大院》
同名图书出版
好的小说可以改编成电视

剧，同样，优秀的电视剧也可以

“转化”成好的文学作品出版成

书。电视剧和图书的互相“奔

赴”，也是互相滋养的过程。

2月25日下午，由热门剧集

《县委大院》“转化”而成的同名

图书，在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

会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县委大

院》编剧王小枪来到现场进行

了分享。

图书版《县委大院》是由同

名电视剧编剧王小枪执笔改编

而成。该书出版方海南出版社

总编辑谭丽琳表示，《县委大

院》图书的出版，是对这部优秀

时代剧作的“立此存档”，作为

小说出版物的《县委大院》与电

视剧的不同之处，是可以通过

文字的形式，展开对虚构的光

明县以及县委大院的想象，这

种想象会有效弥补画面与剧

情的留白部分，使读者拥有对

人物更精准的发现与更细腻的

认识。

《县委大院》塑造了十分精

彩的人物群像，大量的家庭生

活描写源自百姓日用民生之

中，有着可贵的人间烟火气。

王小枪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县

委大院》的创作心得：“既要写

大院内，也要写大院外”。

王小枪是山西定襄人，毕

业于山西医科大学。大学毕业

后，王小枪成了一名医学影像

医生。2000年，凭着在医疗行

业养成的犀利与洞察，也带着对

写作始终不曾磨灭的向往，他转

到文学写作行业，成果甚丰。《对

手》《面具》《功勋》等多部剧本皆

出自其手，此外还著有《心机重

重》等十余部长篇小说。

为了写好《县委大院》，王

小枪把江西省大余县作为调研

对象。在该地的5个月期间，他

参加大小会议数十次，采访市、

县、乡、村四级干部近70人，可

谓是零距离、全方位地体验了基

层生活。正是因为他的“深入生

活”，他的创作才不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县委大院》的“好

看”，正来源于当下中国真实的、

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经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国家一级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作
为中国最早、石刻文物跨越朝代最全、收藏
名碑最多的艺术宝库，一直为世人所喜爱。
近日，天地出版社携手西安碑林博物馆，专
门为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套中国历史文化读
物——《刻在石头上的中华五千年》。

跟着石刻文物了解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至今的石刻文

物上的文字、典籍、文化类内容不仅展示

了由古至今虽不断变化但一脉相承的文

字演变，还展示了包含思想文化、科举考

试、市井文化在内的千年历史，其本身更

是中华文明流传至今的独特物证，展现了

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近日，天地出版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

联合为少年儿童打造的中国历史文化读

物——《刻在石头上的中华五千年》出

版。2月25日，这套书在第35届北京图

书订货会上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刻在石头上的中华五千年》以“国宝

石刻文物”为脉络，强化文物与历史的对

应关系，可以让少年儿童更有针对性地了

解文物；全套书从少年儿童的兴趣出发，

以孩子们的视角跟着石刻文物了解从石

器时代到宋元明清的中国历史，将其中蕴

含的中国文化起源、发展和传承，乃至文

字的诞生、演变以及书法艺术一一道来，

让孩子们领略中华文化的奥妙。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原副馆长张

云担任了《刻在石头上的中华五千年》主

编。张云说：“石刻文物是中国历史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遗产的整

理和研究，曾促使了金石学的产生，我们

也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探寻中华民族的历

史文化脉络。”

普及汉字与书法之美

为了增强阅读的趣味性与互动性，天

地出版社还特别邀请江苏苏州和云观博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这套书制作了精彩

的AR文物课，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动”

起来。

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

纲要》中提出：中小学要加强书法教育工

作，以书写实践为基本途径，适度融入书

法审美和书法文化教育。《刻在石头上的

中华五千年》不仅在历史内容上独树一

帜，更向孩子们普及汉字与书法之美。书

中以汉字的诞生、演变及书法艺术为暗

线，展现汉字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

的重大作用，以及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

书到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的演变过程及

书法艺术之美。

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博

士后、北京印刷学院讲师龙友看来：“书法

让中国人认出了自己，它是人文领域重

要的研究对象。而西安碑林这样一座宏

大的艺术宝库，完整地保存并叙述着博

大精深的中国书法史。《刻在石头上的中

华五千年》让我们以非常直观的方式重

访历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论世衡史”？

2023年春天，人工智能机器人给写作、绘画等创作型领域带来巨大冲击。人工智能对史学研究又
会有怎样的影响？历史学是一门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学问，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我们有必要
追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当下的历史学者如何“论世衡史”？

带少年儿童“重访”历史
国宝石刻“转化”成纸上作品

《刻在石头上的中华五千年》

分享会现场。

《武则天研究》

《县委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