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子今：

蜀道是从西向东逐渐开发

王子今著《秦
汉儿童的世
界》。

图据中华书局
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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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鼓励

让他与学术研究深度结缘
在结束名人大讲堂的讲座和采访

后，6月20日，王子今又马不停蹄从广
元出发，赶往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参
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就是这么一位大
家，曾几乎与学术研究领域擦肩而过。

两度帮助王子今“逆天改命”的，
都是母亲王慎之。

1977年恢复高考时，王子今正在
西安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按照
当时的招生规定，他不是很合适。因
此，最初他并没有打算参与此次高考。

但报考条件中有一条，“对实践经
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
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于是，在母
亲的鼓励下，王子今请了20来天的假，
开始复习。

因为不想再做同样的工作，又希
望所学内容能够和自然科学接近，王
子今依次填报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武汉大学图书
馆专业、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最终，他
踏进了西北大学校园。

读本科期间，段连勤老师对王子
今的影响最大，包括他后来读研时的
选择。“段连勤老师讲的是战国秦汉
考古，他比较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学术
思考，争取创新，对我们影响比较
大。”加之当时林剑鸣老师的史学专
著《秦史稿》刚刚面世，影响颇大，本

国家层面统一对蜀道的开
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蜀道
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6月19日，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
融媒报道”采访团的专访时，历史
学家王子今谈及了他对蜀道的研
究以及思考。

记者：国家层面统一对蜀道
的开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子今：国家对蜀道的开发
从战国时期开始。司马迁在记述
秦的经济优势、地理条件时，专门
讲到褒斜道通连了蜀地。证明在
战国时期，秦已形成了对于巴蜀
地方的控制，交通联系已很完
备。这是秦国实现统一非常重要
的条件之一。

记者：蜀道的发展脉络是怎
样的？

王子今：比如秦岭道路，陈仓
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是有
开通次序的。最初是在西边，因
为当时秦的都城在凤翔。后来秦
都城迁到咸阳以后，蜀道就重点
开发离咸阳更近的道路，比如子
午道。这是一个大致的次序。而
巴山道路，所谓金牛道、米仓道，
还有荔枝道，也大致是从西向东，

逐渐开发的次序。随着国家经济
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东汉到南
北朝时期，行政中心也向东南方
向移动，到唐代又重新恢复到以
长安为主。

记者：蜀道研究目前很热，四
川也成立了蜀道研究院。您觉得
蜀道的研究工作可以从哪些方面
来进行？

王子今：蜀道研究现在受到
更多重视，其实非常合理。以往
人们对中国古代交通的重视程
度，都是不足的。尤其是蜀道还
有一些独特的价值，它连接了中
国对外的一些通道，起到国际通
道的作用。它和丝绸之路的关系
值得重视，如果没有蜀道，西南丝
绸之路通过西江和珠江流域的联
系，都没有办法谈起。就目前的
研究而言，我认为，就是最大限
度、全力收集蜀道的相关历史文
化信息，这个很重要。另外，进一
步开展切实有效的考古调查和考
古发掘，获得新资料，从古老历史
获取新认识。驿站、关口、重要路
段，这些都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来
获得新的信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曾出现过无数叱咤风云、具有
传奇色彩的划时代人物。其中，
秦始皇是极为特殊的存在。

秦始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
帝？6月19日，面对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
媒报道”采访团的专访，历史学家
王子今进行了阐述。

王子今首先谈到了如何看待
秦统一。“这个统一，不是秦国一
个国家的事，也不是秦始皇一个
人的事。实际上，当时的社会意
识都倾向于统一。”他说，当时的
社会意识有“天下”“定于一”的共
同倾向，且在儒学之外的其他学
派中，如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
的著作里，也有相近的文化表
现。由此足见，统一是天下大势。

在王子今看来，不管秦始皇
实现统一的动机是什么，但统一
顺应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趋
势。“在这一点上，他的功劳是应
当肯定的。”他说。

同时，秦始皇也是很勤政的
帝王。王子今说，秦始皇所实行
的创造性政治设计，如秦王朝推
行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
直接控制，还有皇帝制度和官僚
制度的出现，也是推进政治史进
程的重要发明。“秦始皇设立了一
个极为严密的统治机器，对后世
有非常长久的影响。汉承秦制，
汉代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但这些
制度全都继承下来了。”他说。

2000多年来，不论影视作品
还是历史书籍，凡说到秦始皇的
暴 政 罪 状 ，总 逃 不 过“ 焚 书 坑

儒”。这成为诟病秦始皇的口实，
谴责之声不绝于耳。

“秦始皇在实现统一之后第八
年和第九年做的两件事，就是通常
所说的‘焚书’和‘坑儒’，折射出秦
帝国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原则。”王
子今详细谈到了“焚书”一事。

王子今说，从《史记》的记载
中可以看到，秦始皇事后回顾“焚
书”事，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
者尽去之”，表示“焚书”对象为

“天下书不中用者”。“秦人讲究实
用，他不烧兵书、医书等具有实用
性质的书。但儒家学者的书，不
中用的、空谈的、讲理论的书，秦
始皇要烧掉。”他说。

“这种‘无用’，是秦人认为的
‘无用’，就是一种文化态度的区
分。秦始皇‘焚书’，的确造成了
秦以后文化的断裂，很多文献都
被毁掉了。但我们要理解他的动
因，理解他狭隘的地方，和狭隘之
处的由来，才可以做更多、更准确
的分析，这才是有意义的。”他说。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
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
轻议。”采访中，王子今引用了明
代思想家李贽对于秦始皇的评
价。在这位奇士的笔下，秦始皇
究竟是圣人还是“魔鬼”？难以轻
易下判断。

“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政治感
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出现
不同的判断。所以，不可轻易下
判断。”王子今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刘可欣

王子今，1950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国
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
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
授。著有《秦汉交通史稿》《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
盗墓史》《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意识研究》
《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汉代儿童生活》等著作。

在中国考古百年纪《荒野上的大
师》一书中，作者张泉用“走出书斋，走
向旷野”来形容构建起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的那一代中国学者。如
今虽然已过去近百年，但“走出书斋，
走向旷野”的学者却越来越多，中国秦
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王子今就是
其中之一。

要说研究秦汉史领域的专家，王
子今是其中重要的一人。交通、边疆、
民族、生态环境、儿童、女军、海洋、名
物、社会意识……这位历史学家从各
个方面，描绘出秦汉时代的细节。由
他单独执笔并出版的书籍，已有40余
部，发表专业论文800余篇，发表其他
各类学术文章400余篇，其中还不包含
他合著、主编的书籍。

年轻时，王子今常行走于山林之
间，坚持实地考察。如今到了古稀之
年，他仍笔耕不辍，时有新书或修订本
发布。

6月19日，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
季”第二讲在广元开讲，王子今以《蜀
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义》为题，从四
个方面为现场及线上观众带来一场视
野宏大的蜀道课堂。讲座结束后，面
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
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的采访，他在
谈及考古学领域的偶然性时说：“运气
对于一个人的学术人生来说，是很次
要的。”

科论文选择写“秦汉考古”的王子今，
便顺势选择了中国古代史的秦汉史方
向，跟随林剑鸣老师继续深造。

“我们班有八九位同学选择考研，
一共考上了5个，这个比例很高。”其
实，本科毕业后王子今最初并没有打
算考研，而是计划直接到考古部门参
加工作。这一次，又是母亲鼓励他继
续学习。

眼见为实

“走”出来的学术人生
因为有考古学背景，加上秦汉史

的研究大多要结合实证，于是在交通
方面研究，王子今形成了尽量“眼见为
实”的研究习惯。“如果只看书本，你可
能都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儿。只有考
察了、看到遗存了，才能知道。这就是
眼见为实。”他说。

武关道、子午道、秦直道、傥骆
道……或独自一人，或三两好友，沿途
测量、绘图、拍照、记录，进行田野调
查。王子今的许多著作，就是这样

“走”出来的。
1984年4月，王子今第一次考察武

关道。武关道，战国秦汉时期连接秦
楚的交通要道，在政治和经济上发挥
过重要作用。当时，他从考古队借了
一辆自行车，驮了一个背囊。上山就
推着车走，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

“通常我到了当地，都要跟历史老
师聊一聊，如果当地农民有相关发现，
他们一般都会关注到。”这一次考察武
关道，王子今是为了找到“武关”的所
在地。

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
地图集》所指，战国秦汉时期的武关，
位置大致在陕西省丹江边今竹林关。
但王子今在这一带没有找到任何汉代
遗迹，却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武关
镇，注意到当地出土的“武”字瓦文板
瓦，并调查发现了汉代窑址。

当地文物部门的朋友告诉王子
今，这里曾经出土过“武侯”瓦当，后李
学勤先生指出，“武侯”应为“武候”，意
为守卫武关的关候。经过数年的寻
找，王子今才在田爵勋的赠书《守候武
关》中，看到这一件“武候瓦当”的图
版。由此，也就证实了汉代武关的确
切位置。

说起考察路上的趣事，即便已过
去30余年，王子今仍清晰记得每个细
节。骑自行车考察时，他被村里的小
孩误认为是卖东西的小贩。在外考
察时，基本都是吃面条、喝点面汤解
决餐食。和同学一起在深山调查秦
直道遗存时，跟林业工人“要过饭”还
被拒。

哪怕是在广元举行讲座期间，王
子今依旧对“走走蜀道”念念不忘，提
出想去阴平道看看，却无奈行程太紧
张，不免留下一些遗憾。

以史为鉴

对历史类影视应抱有温情
除了出书和发表论文，王子今还

曾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集中翻译过日
文论著，加起来大约有90多万字。

采访中，对于“如何分配时间，才
能有如此多的著作问世”一问，王子今
说，一是个人比较努力，另一个原因是
时间开支相对少。他说，对纯粹的旅
游，他的兴趣不大，因为学术会议和考
察，已足以满足他对外部环境的了解
欲。看书、写东西，每天坚持游泳1200
米，偶尔与好友喝喝酒，纾解情绪，调
整状态，他说，自己也并不是天天都在
书桌前。

即便如此，王子今还是从有限的
时间里挪出部分时间，用于科普考古
工作。许多观众或许不曾知道，他除
了参与过《海昏侯》纪录片、《中国考古
大会》等节目的录制外，还曾担任多部
历史剧的指导、审片工作，包括《汉武
大帝》《大秦帝国》以及《芈月传》等。

“严格说来，历史学者有责任进
行一些普及性工作。如果自己全力
来做的话，也觉得不合适，可以参与
一些。”王子今说，如《汉武大帝》《大
秦帝国》《芈月传》这些作品，制作团
队希望能拍成一部历史正片，能几乎
完全符合历史，但隔行如隔山。“他们
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很难做到。我
们可以帮助他们尽可能避免一些明
显的差误，尽可能使作品更完善一
些。”他说。

王子今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但却
对于改编自历史的文艺作品并不苛责
批评，而是抱着宽容的态度。他说，我
们不妨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如今的历
史类影视作品：“我们现在看电视剧总
觉得它不符合历史真实，但中国古代
的戏曲、小说，改编历史的多了去了。
对于历史剧，大家应当有一定的容忍
度，带有一定的温情和理解。”

所谓考古

运气对学术人生很次要
2024年高考刚结束不久，因为近

些年“文博热”的兴起，不少考生开始
关注相关专业。作为一名考古学出身
的历史学者，王子今在采访中也谈到
考古。

“考古工作是一种非常艰苦、非常
平凡、年年月月、反反复复的工作。”王
子今用了4个词，来形容他所认为的考
古工作。所谓“外行看热闹”，很多人
会以为考古是富有刺激性的工作，其
实不然。虽然下一秒可能获得重大发
现，但总体来说，考古工作本身还是琐
细的。“可能你做的是常识性工作，也
可能你是在印证重复发现，这样的情
况很多。”他说。

重大考古发现固然有“看手气”的
说法，但在王子今看来，这实在是不需
要在意的一部分。因为考古学界有的
是勤勤恳恳从事思考和研究的人。“他
们甚至不太从事发掘，单凭读书、思
想，就能成为有着崇高学术成就的考
古学者。如果你没有学术能力，没有
判别的眼光，没有工作经验，即使碰到
了一个好的机会，也得不出理想的成
果。”因此王子今认为，运气对于学术
人生来说，是很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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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王子今教授在广元开讲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第二讲。雷远东 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周彬

王子今编著的
《秦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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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