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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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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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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风景秀丽的徐州博物馆，坐落于徐州市南面，是一座集考古发掘和文物收藏为一体的综合性博
物馆，陈列着上千件精品文物，这其中就包括了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也称玉匣，分为头罩、前胸、后背等10多个部分。
它高1.74米左右，由4248片大大小小的玉石组成，这些玉片全部采用上等的新疆和田玉打磨抛光而成
，表面异常光亮温润。
玉片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它们面积从1到9平方厘米不等，厚度则只有1毫米左右。
金缕玉衣是根据人体的体形分别采用不同样式的玉片连缀而成，从头到脚连成一体，非常像古代的盔
甲，拼合得天衣无缝，整套玉衣晶莹剔透，光亮华丽⋯⋯那么，这样一件珍贵的玉衣是怎么被发现的
呢？
这还要从江苏徐州的一座小山和一位老人说起⋯⋯在徐州的城东边，有一座高约60米的小山包。
因为形状像一只蹲卧的雄狮，所以当地人叫它狮子山。
从1986年开始，一位老者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狮子山上。
遇到山上有村民在聊天，他就要凑过去听听，只要一有人提到哪里曾经发现过洞穴，他就会马上去看
看，边看还边用携带的洛阳铲左探探，右戳戳。
这位老者是谁，他为什么总在狮子山上转悠呢？
原来，这位老者名叫王恺，是徐州西汉兵马俑博物馆的馆长。
在两年前，也就是1984年，徐州狮子山下发现了西汉兵马俑坑。
根据汉朝的墓葬形制，专家们推测，它的周围一定还存在着西汉时的楚王陵墓。
为什么呢？
徐州古称彭城，地理位置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与湖北和湖南一样，也是中国古代楚文化
的地域之一。
在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中，这里就出了中国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汉高祖刘邦。
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王朝后，把自己的弟弟刘交封为楚王，以彭城，也就是徐州为都城，控制着3郡36
县的属地，成为了当时最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也就是徐州其后12位楚王的来历。
198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宁书年教授，邀请了全国3C多位地质专家，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对狮子山进
行了全方位透视，虽然确定了一些墓葬可能存在的地点，但墓穴还是没有发现。
此时，对狮子山到底有没有西汉陵墓的疑问也越来越多了。
但王恺，作为徐州西汉兵马俑博物馆的馆长，却一直充满着信心，因为这位考古老专家，凭着自己的
经验和直觉坚信，在狮子山上一定会有一座大型陵墓。
他觉得只要坚持不懈地找下去，最终会有发现它的一天。
从此，狮子山上就时常出现了王老的身影。
王恺在狮子山周围一找就是好几年。
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跟当地的两位老农闲聊起来，谈话中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
原来村民提到，在山上有一个储藏红芋的地窖，深达数米。
敏锐的王老立刻感觉到那里有可能是墓葬的入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狮子山上的土层普遍较薄，一般往下挖到半米就会碰到岩石层，如果某处的土层深达数米，那么
很有可能是人工开凿后，住回填土所致。
兴奋的王恺立刻组织考古人员开始发掘，果然，在地窖里挖了3米左右，就发现了陵墓的外墙壁。
此后，徐州又上报国家文物局，开始正式对狮子山西汉陵墓进行全面发掘。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发掘队决定派专人在夜间进入陵墓，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年轻的考古队员邱永生
身上。
半夜，邱永生只身摸进了漆黑的墓室内。
但是，满怀希望的他进入墓后不久心就凉了半截。
原来，种种迹象还表明，早在古时盗墓贼就已经进入过陵墓，里面的文物很可能早巳被洗劫一空⋯⋯
面对此景，邱永生不免有些沮丧，但还是打起精神，继续在阴森黝黑的墓道中不停地发掘着⋯⋯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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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生有点失望的时候，奇迹却突然出现了⋯⋯他挖着挖着，突然在一块塞石上竟摸到了一块小小的
玉石片，难道墓中还有文物遗留下来吗？
这使得心灰意冷的邱永生立刻又振奋起来。
接着，一块，两块，三块⋯⋯邱永生在周围不断地发现玉片，数量之多让他兴奋不已，他联想到河北
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里闪现出来，难道这就是人们传说的
金缕玉衣？
不错，邱永生摸到的玉片正是极其罕见的珍贵文物——金缕玉衣，值得庆幸的是，当年的盗墓者盗走
了墓中的金银财宝，却把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遗存在墓穴内，他们认为金缕玉衣虽然价值连城，却是
一件丧衣，是死人穿用过的东西，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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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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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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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玉器 陶器 瓷器 金银器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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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