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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电视节目自播出以来，栏目的同志时常就具体选题和内容找我咨询，他们对
节目认真严谨的作风和诚恳谦逊的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我对《国宝档案》更加关注和在
意。
《国宝档案》播出的内容都是国家级的，有馆藏文物的精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还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
如果按时下收藏热的时髦说法，那都是顶级的“国家收藏”。
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7000年绵延不断、有文字记载的悠久文明史。
先人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历史遗存，它们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巨大财富和宝贵遗
产。
这些宝贵的遗产不仅需要文博界的文物专业人员对它们进行保护和研究，更需要广大民众了解它们，
共同来保护和传承。
而长期以来，由于文博领域专业性强，涉及的历史、人文、考古等方面的知识多，因此，广大民众对
这一领域有相当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精神方面的需求在不断提高。
近些年出现的传统文化热、收藏热就是很好的说明。
因此，普及文物知识，引导民众了解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吸取营养，提高民族素质，唤起民众热爱
国宝文物、保护文物的热情，就成为文化建设中十分重要和意义深远的事情。
《国宝档案》利用电视的传播力量在这方面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
播出后社会各界都给予了积极肯定。
我认为《国宝档案》的最大特点有两个：首先，它讲的内容好，是严格限定在国家确定的，没有争议
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宝文物精品。
这些文物不论是可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都是国粹精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无与
伦比的。
观众了解它们，可以直接从中看到我们的先人走过的文明发展历程；感受到前人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的辉煌；进而获得我们民族继续发展的营养和力量。
可以说《国宝档案》为观众展示的都是国家的经典收藏，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权威可靠，简单有效地获
得文物知识的渠道。
再就是《国宝档案》介绍国宝内容的方式和风格与众不同。
对广大民众来说，文物、历史、考古这方面的事都是很专业的，与他们距离很远，难以听懂，更难以
引起人们的兴趣。
可《国宝档案》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与它的通俗易懂是分不开的。
看得出《国宝档案》的制作者是用了心思的，是完全从一个普通观众出发，按着观众的兴趣、理解方
式和欣赏角度，而不是完全从专业角度来讲国宝。
它的节目总是围绕与国宝有关的人和事来讲。
或突出国宝的背景知识和传承故事，或就国宝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
这些都是观众感兴趣并容易接受的，而文物的知识、价值、意义等则都融入其中，使观众在听故事中
获得了文物知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宝档案》关注的目光还投向了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有难以计数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被收藏在了世界许多国家。
这是让我们无法忘怀的，广大观众也渴望了解它们，而《国宝档案》在这方面就做了难能可贵的努力
，使观众看到了许多海外收藏的中国珍宝。
今天《国宝档案》又将电视节目的内容汇集成书，相信同样会得到读者的喜爱。
一本《国宝档案》拿在手中，可以仔细阅读，反复查看，更像档案了。
《国宝档案》值得观看，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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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宝档案》选择在文物领域做文章，虽然，看似这个领域范围狭窄，又很专业、生涩，但是，《国
宝档案》看准的正是，文物承载的不可限量的文化与历史价值。
通过讲文物可以以小见大，从具体文物人手可以讲出一个大的主题。
《国宝档案》节目所要体现的精神价值就来自于每一件国宝文物所蕴含的文明之光。
    《国宝档案》追求的是，一切从观众出发，一切为了观众，因此，它既坚持选题内容的高档次和节
目格调的高品位，同时也坚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风格。
拉近节目与观众的距离，拉近观众与文物的距离，做到雅俗共赏，成为《国宝档案》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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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黄庭经王羲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大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被尊崇为“书圣”。
有趣的是，据说王羲之的字之所以写得那么好，除了天赋和勤奋外，还得益于他对鹅的喜爱。
王羲之著名的书法作品《黄庭经》就和这鹅有关⋯⋯中国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356年的一
天，王羲之准备到朋友家去做客，刚走出家门，就见到一个道士赶着几只大白鹅朝他家走来。
那些鹅羽毛雪白，走起路来昂首翘尾，姿态优美。
王羲之一下被白鹅吸引住了，他跟在白鹅后面，一边看，一边用手指比划，他在做什么呢？
原来，王羲之正在模仿白鹅行走的姿态书写“之”字呢。
要说王羲之书写“之”字，那可是一绝。
在《兰亭序》中，王羲之一口气书写了21个之字！
每个之字都不一样，字字轻灵飘逸，各具特色，有的像昂首阔步的白鹅，有的像自由戏水的白鹅，极
尽变化之妙，让人拍手叫绝。
相传这都是他常年观察鹅的结果。
王羲之见了大白鹅，竟然忘记了到朋友家做客的事，把道士请到家里，拿出银子，对道士说：您的鹅
真不错，可以卖给我吗？
道士的回答很干脆：我不卖。
王羲之一听急了，一再恳求道士把鹅卖给他。
道士说：要想得到鹅，说难也不难。
要是花钱买，再多的钱我也不卖。
你如果能给我写一卷《黄庭经》，我愿意把这些鹅都送给你。
道士为什么偏偏要用鹅换取王羲之的书法《黄庭经》呢？
《黄庭经》是中国道教的经典著作，相传为老子所写，内容是以七言歌诀，讲述道教养生修炼的道理
。
《黄庭经》字数不多，却内容深奥，语意深远，是道家必修的经典。
王羲之信奉道教，对《黄庭经》很熟悉，听道士说要用《黄庭经》的书法换鹅，满口答应下来。
道士拿出准备好的黄绢，王羲之认真地书写起来。
《黄庭经》用小楷纵行写成，共计60行，1200余字，运笔流畅，结构完美。
字体有大有小，笔画有粗有细，在保持整体和谐的前提下，增强了字与字之间的形态变化，具有动态
美；在结字上，笔画敲(qi)侧倾斜，左轻右重，错落有致，使字更具有轻灵飘逸感；在用笔上，笔势
流畅，起止舒展，被后人奉为书法楷模。
王羲之在帖的末尾署明了书写日期和地点：“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山阴县写。
”那一年，王羲之54岁。
王羲之把写好的《黄庭经》交给道士，道士就把那群白鹅送给了王羲之，俩人都非常高兴。
让王羲之没有想到的是，这是道士精心策划的一场戏。
道士十分喜爱王羲之的书法，总想得到王羲之的字，可王羲之的字很难求，于是，道士摸透了王羲之
的爱好，特意买了一群鹅来换字。
羲之爱鹅和白鹅换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写有“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
经换白鹅”的诗句。
因此，后人都习惯把王羲之书写的《黄庭经》叫做“换鹅经”。
王羲之爱鹅，不单单是要模仿鹅的姿态书写文字，在他眼里，鹅就像莲花一样高雅端庄，洋溢着一种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王羲之的为人也正是如此。
王羲之刚直不阿，敢于直言，他当地方官时，为政勤谨，关心民众疾苦，得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王羲之爱鹅是出了名的。
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建造了养鹅塘，取名“鹅池”。
池边建有碑亭，石碑刻有“鹅池”两个大字。
风景秀丽的颐和园长廊中就有《羲之爱鹅》的画集，生动地描绘了王羲之爱鹅的有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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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王羲之喜爱鹅，经常书写“鹅”字，所以字写得格外好。
您瞧，这个鹅字一气呵成，浑厚沉重，大气磅礴。
到了唐代，王羲之书写的《黄庭经》被唐太宗李世民收入皇宫，成为唐太宗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
褚遂良在编写《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一书时，也收录了《黄庭经》。
到了天宝末年，发生了安史之乱，皇宫内库珍藏的绘画书法作品在战火中损毁失散，真迹《黄庭经》
从此下落不明。
到了宋代，人们根据唐人的摹本把《黄庭经》摹刻在石头上，使宋拓本《黄庭经》流传了下来。
宋拓本《黄庭经》，收藏者在上面题写跋文，钤(qian)上了大大小小各种印章，后来，宋拓本《黄庭
经》成为清朝皇宫的珍藏。
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件作品是清朝初年的拓本，字迹清晰，笔墨流畅，真实地再现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也是一件难得
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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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国宝档案》电视栏目创办5年来，对于把它的解说词刊印成书我并没有多去想，而是把全部心思都
放在了做好《国宝档案》这个电视品牌上。
作为电视栏目，《国宝档案》闯进了一个让人兴奋，使人崇高，又叫人敬畏的领域。
我一直不敢有丝毫懈怠。
不仅是因为这个领域的内容专业，学问高深；也不仅是因为电视收视率考核的压力；而更是因为，从
一开始面对那些国宝文物，我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朝圣之感。
我暗自告诫自己，必须以一颗虔敬的心来做《国宝档案》。
只有如此，才能不辱先人留下的辉煌遗产，才能不负观众的期待。
这期间，许多观众要求节目能重播，在购买节目光盘时，希望把《国宝档案》也能印成书，使它成为
一本可以时常翻阅的资料和长期保存的档案。
文博学者和同行也时常提此建议。
慢慢地我觉悟，观众希望把《国宝档案》印成书，不仅是对《国宝档案》电视节目的肯定，其实也是
在肯定它作为电视节目以外的价值。
今天，作为书籍的《国宝档案》终于问世了。
在与出版社同仁一起整理文稿的过程中，他们渴望经典，追求精品的出书理念令我萌生敬意；他们对
《国宝档案》出书的纵横分析让我耳目一新，使我对于把《国宝档案》作为书籍出版的价值和意义有
了新的认识；这一过程也使我有机会重新回望自己与整个团队为之付出心力的《国宝档案》。
2004年10月4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在没有做任何宣传和预告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地推
出了一档新栏目《国宝档案》，很快便受到广泛关注和观众的认可。
最初《国宝档案》是每周5天播出，很快就改成每天播出了。
虽然节目不长，每期只有10分钟，但一年365期节目的制作压力是很大的。
大家只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于节目，待抬头看时，一晃已经5年。
数数播出的节目，已有1500多期，涉及的国宝文物有上千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包括了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珍稀的自然遗产。
尤其是那些最能体现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堪称国宝的历史遗存。
其中既有博物馆收藏的国家定级文物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藏于民间被国人精心呵护的珍宝
；既有因历史原因东渡海峡存于宝岛台湾的，也有历尽磨难流失海外漂泊异国他乡的。
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件件旷世珍宝，了解了它们的知识和价值，更看到了国宝传承的世事沧桑和人的命
运。
而这其中的每一件国宝文物既是文明的载体也是历史的见证。
它们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永不枯竭的文明之光。
在历史的传承中每一件国宝都见证了一段历史，每一件国宝的流失都有一段苦难的经历，存世至今的
国宝无不历尽了人间沧桑。
这其中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产生了无数曲折动人的故事，包容了多少国宝与人物的命运。
这是一座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并长生久视的永续根基，是子孙万代享用不尽的财富宝藏。
《国宝档案》就是站在这样一个先人为我们铸就的圣殿之上，触摸着每一个给我们带来精神慰藉和心
灵震撼的国宝。
《国宝档案》选择在文物领域做文章，虽然，看似这个领域范围狭窄，又很专业、生涩，但是，《国
宝档案》看准的正是，文物承载的不可限量的文化与历史价值。
通过讲文物可以以小见大，从具体文物人手可以讲出一个大的主题。
《国宝档案》节目所要体现的精神价值就来自于每一件国宝文物所蕴含的文明之光。
《国宝档案》追求的是，一切从观众出发，一切为了观众，因此，它既坚持选题内容的高档次和节目
格调的高品位，同时也坚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风格。
拉近节目与观众的距离，拉近观众与文物的距离，做到雅俗共赏，成为《国宝档案》努力的方向。
几年前，当《国宝档案》以新的选题领域和新的节目样式出现的时候，观众惊喜的是，遥远的历史原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宝档案>>

来离他们是这么近；陌生的文物并不冷僻还很亲切；深藏的国宝竟如此灿烂、令人震撼。
电视业界则有感于，《国宝档案》率先将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选题领域做成了一档每天相见的日常节目
，而独特的选题角度和叙述方式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对节目持之以恒的高标准包装制作几乎成为标准
化生产。
如今用讲故事的方法通俗易懂地面对观众，已经成为共识，类似介绍国宝与文物收藏的电视栏目和节
目已有许许多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宝档案》起了踩路、抛砖的作用。
《国宝档案》在节目叙述方式上的与众不同和独到之处，使它就像一个国宝故事的电视连环画，不是
死板如教科书般地讲述国宝文物的历史和价值，而是强调挖掘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事情，突出表现围
绕国宝所发生的故事、民间传说和曲折动人的传承经历等，把人们不太熟悉的历史知识、专业知识融
入在其中，使其通俗化，让观众看得懂，有兴趣，在生动、形象的故事中了解历史、增长知识。
节目主持人任志宏亲切、沉稳的形象，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节目的节奏和起伏，与节
目风格融为一体，得到了观众的赞许。
尽可能调动电视技术的包装手段强化屏幕效果，是《国宝档案》的另一个特色。
为了充分展示国宝的风貌，节目中使用了大量的二维和三维特技，突出国宝主体的视觉效果，使国宝
文物更赏心悦目。
这种高质量的精细制作可以说在一个10分钟的日播栏目里是罕见的。
这充分体现了《国宝档案》对待观众的真诚和所具有的职业态度。
《国宝档案》的制作者们把文化历史内涵深厚，专业知识极强的选题内容，做成了一个能让广大观众
看得懂又喜欢看的节目，这不能不说是《国宝档案》创意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又是建立在国宝文
物的永恒价值之上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关注《国宝档案》，喜欢《国宝档案》，是因为国宝文物的永恒价值和
永久魅力使然，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对自己祖先流淌至今的血脉与生俱来的渴求使然。
这套书的内容，就是从《国宝档案》已播出的节目中挑选出来汇集而成的。
由于内容涉及的文物种类多，因此出版社从图书出版的角度考虑，尽量按不同的内容分门别类，成为
丛书。
当读者朋友打开这套书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还有更好、更重要的器物或精品应该介绍而没有。
这是因为，或是在电视节目策划和拍摄时，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尚未能拍摄到；或是因为书的篇幅所限
没能选进去。
我想只要节目继续做，书继续出，国宝重器都会有的。
请读者朋友不要把这套《国宝档案》丛书当作教科书来看待。
它的初衷，当然也是电视节目的初衷，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而不是专业的和教科书的角度)来看待、
来理解国宝；只是想换一种说法来讲述国宝；换一种方式来引起人们对国宝文物，乃至历史遗产的关
注和兴趣。
也许读者朋友会觉得有的内容不全面，不严谨。
这是事实。
10分钟长的节目，2000字的篇幅，只能选其一点，不及其余。
但是，对节目的制作和故事的编写，我们始终有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基本史实准确，有依据，有出处
；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情节推理和演绎，以此来讲传说，讲故事。
因此，在追求朴实通俗的表达风格时，难免会有疏漏、有失严谨。
另外，由于电视解说的特点是与画面相互配合的，在许多地方都是有所特指，是看画面来理解，而不
需要过多的解说。
但是这些文字以读物形式来阅读，就会有不连贯的感觉和口语的随意性。
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真诚希望读者朋友予以理解并提出批评。
借此机会，我要向为《国宝档案》栏目付出智慧与辛劳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是他
们为《国宝档案》指点迷津，让我们能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辨识珍宝，是他们拂去了历史的迷雾与尘
埃，让我们得见国宝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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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感谢德高望重的罗哲文老人，虽年事已高，但他对《国宝档案》却有求必应，随时为我们答疑
解惑；此次又专为《国宝档案》题词，殷殷关爱之情令人感动。
《国宝档案》特邀常年顾问，青铜器专家李先登先生和丁孟先生从《国宝档案》创办之日起就在选题
、内容、史实等方面给予具体细致的指导，《国宝档案》的篇章，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我们为此常怀
感激之情。
在撰写和制作《国宝档案》节目时，我们常会查阅、引用专家与学者们的著述或研究成果，在此，也
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还有许许多多给予《国宝档案》帮助的人，在这里虽不能一一列举，但我们会感念不忘。
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国家文物局对《国宝档案》采访拍摄的有力支持。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
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西安
碑林博物馆等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非常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杨瑞雪社长、郭林茂总编辑，感谢责任编辑赵卜慧和张霞，他们为保证
这套书高质量地出版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感谢宗沅雅轩书籍设计工作室为本书的装帧设计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努力。
正是大家的努力才使《国宝档案》电视节目的内容变成了纸上的文字，加入到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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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宝档案3:书法 碑刻 石刻案》的编者中央电视台知名品牌栏目《国宝档案》讲述国宝曲折动人的故
事，提示国宝鲜为人知的秘密，介绍国宝丰富玄妙的知识，展示国宝撼人魄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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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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