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户 端 网站导航  设为首页  报刊投稿  微博平台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English Français

微报 图片集 视频集 读者之家

关 注 专 题 要 闻 国 际 学 人 智 库 报 刊 军 事 各 地 独家策划 数据中心

打 印  纠 错  分 享  推 荐

张忠培先生与中华玉文化中心

　　“中华玉文化中心”应办成中华玉文化的“中心”，要办成这样的“中心”，就要既

吸纳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的、重要的、典型的玉器，又要吸纳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玉器

的重要人才。而要做到这两个“吸纳”，就得将“中心”打造成类似于交通枢纽或立交桥

那样的平台。这就需要花些钱、出人力每年办出“四个一”，即每年办一个展览，出版一

个图录，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编出一本论文集。如此持之以恒，“中华玉文化中心”终会

被学界公认为是中华玉文化的“中心”了。———张忠培

　　2008年6月，中华玉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促进会玉文化研究交流中心）落户杭州余杭

良渚，这是一个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及综合研究机构，余杭区委区政府

非常重视，想方设法专门邀请到了张忠培先生担任主任。面上看，张先生说：“鉴于策划

单位的盛情，我接受了邀请”，实则张先生有高远思想，欲借此接续费孝通先生的理念，

打造“一个平台”，实现“两个吸纳”，搞好“四个一”学术活动，最终实现玉器与玉文

化研究闯进“通古今之变”的宏愿。

　　“两流”聚“一流”

　　2000年初，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目的是以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玉器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抓住玉文化是中国的特

色文化这一特点，弄清楚玉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

由对物质的研究提升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以实现“文化自觉”。自2001

年到2006年，“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成功举办了三届。

　　2008年，当张忠培先生接受邀请担任中华玉文化中心主任时，中国考古学会与陕西省

文物局正筹备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张先生抓住机会为二者搭

建了桥梁，将二者聚合为一。对此，张先生有着认真地分析和思考：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

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有内涵深远、立意高远的理念与宗旨，但缺乏

固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华玉文化中心虽有固定的人、财、物的支撑，也有“一个平

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搞好学术活动的主张，却没有费孝通先生倡导的那样的

理念。于是张先生促成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

文化学术讨论会”的理念的结合，即由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华玉文化中心”共同以费孝通

先生理念打造“一个平台”，实现“两个吸纳”及搞好“四个一”的学术活动。此后，二

者实现了互为融合、互为补充的新格局，实现了张忠培先生主张的将“两流”聚合为“一

流”的学术构想。

　　“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个一”

　　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费孝通先生倡议举办“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

会”的理念精神在良渚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中华玉文化中心也因此注入了“灵魂”。同

时，张先生提出了实现“两个吸纳”、打造“一个平台”、开展“四个一”工作的思路。

具体说来，“两个吸纳”指既要吸纳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的、重要的、典型的玉器，

又要吸纳所有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人才；“一个平台”即打造一个实现“两个吸纳”

的“类似于交通枢纽或立交桥”那样的中华玉文化学术研究交流平台。为此，张先生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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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必须持续搞好“四个一”的工作思想，即中华玉文化中心每两年举办一个玉文化展览、

出版一本图录、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一本学术论文集。“一个平台”、“两个

吸纳”和“四个一”即成为中华玉文化中心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学术活动模式。

　　迄今为止，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九年时间，围绕“一个平台”、“两个吸纳”和“四

个一”，共成功举办了四次“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完成了四次“四个

一”活动：

　　2008年6月，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张忠培先生关于建设好中华玉文

化中心的科学建议。

　　2009年12月，接续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

会”，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了“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红山文化玉器专

题”，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做了《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发言，在精神内涵上对

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理念、追求与宗旨进行了明确阐述，达成了理念共识，形成了“四个

一”的办会思想。这次会议真正开始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

会”连接与融合起来，并延续下去。期间，“玉魂国魄”系列首个特展——“玉魂国魄

——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在良渚博物院成功举办，共展出90余件红山文化玉器精品，编

辑出版了《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图录》。会后，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中

国古代玉器与2009年12月，接续费孝通先生倡议召开的三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

术讨论会”，中华玉文化中心召开了“第四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讨论会：红山文化

玉器专题”，张忠培先生在会上做了《我们的共识、理念、追求与宗旨》发言，在精神内

涵上对中华玉文化中心的理念、追求与宗旨进行了明确阐述，达成了理念共识，形成了

“四个一”的办会思想。这次会议真正开始将中华玉文化中心与“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

化讨论会”连接与融合起来，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四）》（中华玉文化特刊）。张先生

的“四个一”思想得以首次实践。

　　2011年12月，第五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张忠培先生在开幕式

的讲话中对今后中心的建设提出了“固本、强身、今用、益民”的八字建议，以及寻找学

术真理、尊重学者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学术与真理面前不分性别、年龄和族群、人人

平等的要求。此次会议以“凌家滩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为主要议题，同时在良渚

博物院举办了“玉魂国魄”系列的第二个特展：“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

和编辑出版了《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图录》。展览展出了凌家滩遗址自1987

年以来历次考古发掘出土，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100余件

（组）玉器精品，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精品荟萃的一次集中展

示。会后出版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五）》（中华玉文

化特刊）。此次会议，张先生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评估：中心已经实现了“四个一”的办

会目标，体现了其深远的学术意义——构建起了一个学术平台，团结了玉器、玉文化研究

者，提高了学术研究品味和学术研究水平。进一步确立了中心的话语权，靠近了费孝通先

生提出的关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要求。自此，中华玉文化中心“一个平台”、“两个吸

纳”作用已开始显现。

　　2013年12月，以“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

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进一步将良渚文明与夏时期文明进行比较联系。得益于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

所和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帮助，“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

夏代中国文明玉器精品展”同时展出，实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巩义花地嘴、山西襄汾陶

寺、陕西延安芦山峁、神木新华与石峁、山东临朐西朱封、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等八处重

要遗址出土的近200件重要夏时期玉器的集中展示。同样，《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

夏代中国文明展图录》和《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六）》（中华玉文化中心特刊）如期编辑出版。对于此次会议及中华玉文化中心工作，

张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华玉文化中心已成为了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枢纽，成为

了实实在在的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中心，并在结织和沟通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网络的同

时，也对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发挥了导向与引领作用，成了中华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标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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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第七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以“九连墩—春秋战

国时期玉器玉文化” 为主题，举办了“玉魂国魄—九连墩出土玉器精品展”，编辑出版

了《玉魂国魄—九连墩出土玉器精品图录》和《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

术讨论会论文集（七）》（中华玉文化中心特刊）。这次会议是中华玉文化中心学术活动

的转折会议，即学术活动内容由史前时期转入西周东周时期，张忠培先生高度重视，会前

对参会学者组成和撰写论文内容进行了深思熟虑的选拔和安排，并特别提出了要求。会

上，张先生在开幕式上对这一转折进行了说明，对东周时期的产业革命、政治体制变革、

思想文化根基和华夏族群形成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社会变革进行了高度提炼的阐

述，进而提出了他的问题和办此次会议的动因：“东周玉器与玉文化，在这巨变的社会

中，是否出现过变化，出现过什么样的变化？东周玉器与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什

么样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又长出了什么样的枝叶，呈现出什么样的源与流，为何有这样

的流变？”体现了先生不停歇的思考和思想的前沿。闭幕式上，张先生肯定了这次会议转

折起始的成功，并严密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从中国自春秋时代以来已经经历的和正在经

历的思想与文化之路的阐述来说明应当将国中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放在中国文化整体中进

行考察，二是从三个学术层次，即实事、求是、“通古今之变”，来详细阐述“怎样以考

古学方法研究考古学发现的玉器，进而深入这玉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张先

生的愿望是：释读出考古学文化之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演进规律，便可将考古学文化之文

化的研究，推至到太史公说的“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按计划，今年应该是第八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年，但因为良

渚申遗工作的需要，要延期至2018年，此事却给先生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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