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问
题产生的背景

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所创

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

总和。那些被人类创造或改造过

的，满足人类某种需求、表达某种

意图的“物”，通常被称为物质文

化。非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

不以物质载体形式呈现的成果。

人生下来，不单单靠物质存在于

世。物质仅仅提供人作为生物体

生 存 的 基 础 性 条 件 。 更 重 要 的

是，人要靠非物质文化的习得和

传承，才能不断成长，才能成其为

人。从学说话、学走路，到懂得道

理、丰富知识、掌握技艺，一天天、

一 年 年 都 在 和 非 物 质 文 化 打 交

道。对于社会群体来说，尤其如

此。有宝贵发达的非物质文化作

为基础，才有丰富的物质文化以

及幸福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长期以来，对文化的认识存

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人们常常特

别关注文化的物质层面，而轻视

了物质中蕴含的思想和精神以及

整个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

值。同时，在关注非物质文化的

时候，又特别重视精英文化和主

流文化，对蕴藏在广大民众中间

的最普遍、最常用、最基础的非物

质文化反倒视而不见。这种对于

文化的偏见，容易造成文化的民

族性及其深厚历史底蕴的丧失，

使文化日益趋同化，缺乏应有的

生命力和创造力。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一直没有

被纳入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

历程中。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

局中处于强势地位，这严重影响

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方向。

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保存和发

展本民族传统文化举步维艰，这

影响了他们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心

理，使得他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心理基础变得越来越脆弱。

国际社会为应对强势文化的

扩张，及其对人类整体价值和长远

利益的不利影响，提出保护人类文

化多样性的主张。因为继承各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坚持文化发展多

样性是人类创造力持续发展的必

要条件。2005 年 10 月 20 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 33 次会议通

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

样性公约》指出：“文化在不同时间

和空间具有多样形式，这种多样性

体现为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文化

特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和

多元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

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

出：“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个人和各民

族能够表达并同他人分享自己的

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

样性公约》还特别指出：“文化多样

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文化

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

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

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

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各国

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

提出，不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世界

各民族积极参与和推进人类文化

发展进程、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多样

性发展，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的特征
和意义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

体当中，非物质文化规范着这一

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因

此，它是维系和巩固群体团结和

谐的黏合剂，是一定群体、一定民

族凝聚力的载体。无论你的政治

态度如何，无论你的年龄、性格如

何，无论你有怎样不同于其他人

的经历，无论你处在如何异样的

生活环境中，本民族历史传承的

非物质文化总会无形地把你同自

己的社会群体、同自己的民族牢

牢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非物质

文化也是每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的

标识，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文

化认同的依据。

同时，每个民族是否善待自

己的传统文化，是否继承和弘扬

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也是

关乎人类文化如何发展的大事。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民族

的立场和全人类的立场并不是截

然对立的。保护自己的优秀文化

传统不仅涉及到我们祖国文化建

设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文化多

样性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严格地说，物质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是彼此相依密不可分的，

正如一件产品和这件产品的制作

技术不可分开一样。但同时，它

们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为

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只有在同物

质文化的比较中，才可以更清晰、

更深刻地体验到非物质文化的本

质特点。

首先，每一个物质文化对象，是

不能够被不同主体所共享的。我们

有时说“共同干一杯”，这仅是象征

性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你喝你那一部分，我喝我这

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对象则是

可以共享的。我这里所说的“可共

享性”是指不同的人，不同的社群、

族群，能够共同持有、共同享用、共

同传承同一个文化成果。物质文

化不可能共同持有、共同享用、共

同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的可共

享性不受时空的限制。文化共享

的历史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共

短长。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是

文化创造的历史，同时也是不同

人群、社群、民族、国家相互间文

化共享的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共享性相关联的一个重要的基

本概念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文化

多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无疑

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充分实现、对

推进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

强大助力。以我个人的理解，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设计理念之一，在于

正确处理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

关系，在于确认特定民族文化的

人类文化地位。

教科文组织推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意义，恰恰在于借助

这个文化规律为人类社会寻求一

个超越物质独占、消弭由之而造

成的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

纷争，并能推进人类文化繁荣发

展的有效途径。因此针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不仅要有

民族的视角，还要有全人类的视

角。用人类的视角来认识和保护

我 们 各 自 民 族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将使我们的保护工作具有更

广泛、更长久、更深刻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的另一特性在于

它的活态性，它是过程中的文化，

它生命的活力就在于发展演进当

中，如果它不因为不再适应社会

之需求而被历史所搁置所舍弃；

如果它不像一时闪亮的流星那样

殒灭于长空，成为历史的尘埃，那

么，它就会在运动中获得长久的

生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

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当中。它每

一次现实的呈现，都仅仅是它无

限的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说，物质文化成果一旦被

人创造出来，它便脱离开人而独立

存在；那么，非物质文化则以人为

载体，以人的观念、人的知识、人的

技能、人的行为作为其表现形态。

上述这些特点，对于我们认

识作为非物质文化一部分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

（三）作为非物质文化一
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定义、范围

我们现在所谈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并不囊括非物质文化的

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源于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

8 月 28 日批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003 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定义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

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

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

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

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

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

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

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

们 自 己 具 有 一 种 认 同 感 和 历 史

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

类创造力的发展。”

在这个定义中，不仅明确指

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对象、

功能等重要因素，同时还包涵了主

体对对象的价值判断。以我个人的

理解，那些并非代代相传的、偶然性

的、不使群体产生认同感和历史感

的现象，原则上是不包括在这一概

念的范围之内的，文化中的糟粕部

分更不在这一概念之内。

毋庸讳言，在长期的历史进

程 中 确 实 存 在 过 曾 经 出 现 于 一

时、但后来被不断前进的现实生

活搁置了、舍弃了，甚至否定了的

文化现象（例如近亲结婚），这些

文化现象不仅丧失了生命力，而且

对我们今天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创

造力并无补益；此外，也还有在今

天看来、甚至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也是违反人性、有悖常理、不利于

社会前进的、我们称之为“糟粕”的

文化现象（例如缠足、吸鸦片）。

说到精华与糟粕的话题，我

想以我个人的理解补充一句：判

定非物质文化现象是精华还是糟

粕，往往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仅

是对客观事物真理性的判断，而

且还常常包含着不同人群的价值

评估。同时，还有时代的因素和

民族的因素夹杂在这两种判断之

中（例如各种不同的殡葬方式）。

昨天奉为“ 精华”或“ 典范”的事

物，由于时代的变迁，到了今天或

许有的就被认定是“糟粕”了。

无论是被历史淘汰了的文化

现象，还是落后腐朽的糟粕，这些

都 不 符 合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定

义，也不包括在它的范围当中，也

就是说，这些历史文化现象并不

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更何况，

我们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历

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非物质文

化事象都保护起来。因为，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不在

于固守昨天，而在于建设今天和

走向未来；保护和发扬传统不是

为了古人，虽然我们对他们怀着

虔敬之心和感念之情，而归根结

底是为了今天的人民大众和我们

的后代子孙。

在我国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多年实践中，特别强

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众生活当

中的生命力、历史的传承性和在

现实当中的实际功能。传统只有

在对当今社会生活发挥积极作用

时，才能体现其自身的价值，否则

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还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

范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

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

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

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

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

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

这 些 具 体 内 容 是 被 上 述 从

积 极 和 正 面 角 度 提 出 的 定 义 所

严格限定了的，是以上述定义为

根据的。

在我国的工作实践中，为了

充分发挥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

极因素，避免消极因素，对不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取不同的

方法和措施。不是对所有项目把

所 有 措 施 从 头 到 尾 一 律 全 部 实

施，而是有的保存，有的保护。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采取认定、

记录、建档予以保存；对具有较高

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项

目，采取传承、传播等有力措施予

以保护。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政

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

方面的积极参与，正确处理保存、

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价值和意义

（1）中华文化有五千年悠久

灿烂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国脉相传的精神纽带，是中华

民族面对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

环境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作

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熔铸

在民族的发展历史当中，体现了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的 生 命 力 和 创 造

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推进我

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之一。

（2）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

独特的文化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

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

生产生活方式等特点，因此非物质

文化遗产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

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群体和民族

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所以，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促进中华民族

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

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

联系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

文化空间，是存在于民间广大民

众中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展现

了广大民众的高超技艺和才能。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

内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有着独特历史道

路的文明古国和大国，尤其具有重

要意义。它提供了一个展示中国的

优秀传统文化和独特文化价值的国

际平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

流长，资源丰富，多彩多姿，是我们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是

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全

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

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现。

（本文摘自作者在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讲专题讲座

的讲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若干问题》第一部分，标题为

编者所加）

虽然早在 1946 年 隋 树 森 就

在 其《关 汉 卿 及 其 杂 剧》一 文 中

把《鲁斋郎》和《窦娥冤》等剧作

一起视为“上乘”之作，但一直到

1958 年才有剧团把《鲁斋郎》搬上

舞 台，此 后，此 剧 被 多 个 剧 种 搬

演，京剧、川剧、潮剧、粤剧、越剧、

婺剧、绍剧、湖南花鼓戏、上党梆

子、晋剧等均上演过此剧，一直到

2009 年，此剧仍在舞台上热演，是

许多剧种的保留剧目。其中，京

剧《智斩鲁斋郎》影响最大，川剧

改编本《破铁卷》亦传播甚广。

京剧舞台上的《智斩鲁斋郎》

此剧最早改编成京剧《智斩

鲁斋郎》并搬上舞台——1958 年

马 少 波 、范 钧 宏 据 关 氏 原 著 改

编，同年 4 月中国京剧院二团首

演 于 北 京，由 阿 甲 导 演，李 和 曾

饰 包 拯，江 世 玉 饰 鲁 斋 郎，贾 松

龄 饰 李 二，高 玉 倩 饰 李 二 妻，李

世章饰张珪。李和曾所饰演的包

公 兼 取 生、净 行 当 之 长，大 部 分

唱腔和身段依铜锤花脸为式，同

时又不落人窠臼，恰到好处地塑

造了刚正不阿的包拯的形象；江

世玉以小生演恶霸，贾松龄以丑

行 饰 正 面 人 物 李 二，颇 多 新 意，

别 具 特 色 。 名 家 会 聚 ，各 扬 其

长，致使此剧成为京剧舞台上的

保留剧目，常演不衰。20 世纪 80

年 代 以 来 ，李 和 曾 演 出 本 进 入

“音配像工程”，天津京剧院等多

个京剧院团也排演此剧，生行著

名 演 员 贾 真 饰演的鲁斋郎广受

称赞。

京剧《智斩鲁斋郎》基本上承

袭了原著的题旨，主要剧情和人

物也与原著相差不远，但也有新

的创造，这主要表现在加强包拯

形象的刻画，深化对封建统治阶

级的揭露，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

人物形象的改塑和删除大团圆结

尾四个方面。

京剧《智斩鲁斋郎》用接状、

审 案、写 奏 折、请 旨 等 多 个 精 彩

场 景 正 面 描 写 包 公“ 智 斩 鲁 斋

郎”的 全 过 程，大 大 加 重 了 包 公

的 戏 份，凸 显 了 包 公 的 刚 直、忠

勇与睿智。这样一改，剧作的戏

剧性就大大加强了，包拯的形象

比原著要丰满得多。

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

郎》通过银匠李四和小官吏张珪

两家人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封建时

代 权 豪 势 要 欺 压 人 民 的 黑 暗 现

实，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这正是

新中国的学者和观众接受它的主

要理由——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

黑暗是“人民性”之重要体现，此

剧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为

主旨，因而有认识封建社会的价

值和思想意义。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接受视野里，被压迫者的

反 抗 往 往 被 视 为 最 有 价 值 的 性

格，而李四与张珪的反抗却是消

极的，尤其是张珪的忍辱含垢和

消极出世——出家云台观，这就

需要删改。

京剧《智斩鲁斋郎》对被鲁斋

郎 欺 压 的 良 民 的 形 象 进 行 了 改

塑，凸显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在

关 汉 卿 的《包 待 制 智 斩 鲁 斋 郎》

中，银匠李四被鲁斋郎抢走妻子

之后本打算到大衙门去告他，但

当张珪告诉他鲁斋郎惹不起，劝

他不要再提告状之事时，李四就

作罢回家了。京剧改编本则让李

二夫妇带着张珪的儿子拦轿喊冤

将鲁斋郎告上开封府；在关汉卿

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鲁斋

郎在抢走李四的妻子张氏后，又

于一个清明节看见张珪的妻子李

氏貌美，当即命张珪明日把妻子

送 到 鲁 府，张 珪 惧 怕 鲁 斋 郎，次

日一早便以送妻子去姑妈家庆喜

为 辞，亲 自 把 妻 子 送 给 鲁 斋 郎。

而在京剧《智斩鲁斋郎》中，当鲁

斋郎威逼张珪把妻子送给他时，

张珪却以幼子丽儿无人照看为由

回绝了鲁，当鲁斋郎派花轿将玩

厌 了 的 李 氏 送 来 强 行 与 他“ 交

换 ”妻 子 时 ，张 珪 还 痛 斥 鲁“ 霸

道”；被 鲁 斋 郎 抢 走 的 张 氏 和 被

张珪送给鲁斋郎的李氏在关汉卿

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均是逆

来顺受的弱女子，而在京剧《智斩

鲁斋郎》中，她们却具有了很强的

反抗性，特别是张妻，在鲁斋郎派

来花轿“迎娶”她时，她拿了一把

剪刀暗藏袖内，当张妻被强行送

进鲁斋郎的府中，鲁伸手欲揭其

盖头时，张妻忽地站起，狠狠掴了

鲁斋郎一巴掌，举起剪刀向鲁刺

去，不料扑空，她被鲁拦腰抱住，

张氏力不能胜，刺喉自尽，宁死不

从，反抗甚烈。

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

郎》是 以 团 圆 结 局 的，鲁 斋 郎 被

斩 后，李 氏 被 释 放，她 出 家 为 道

姑。包待制带领张、李两家的儿

女去华山烧香，恰遇两家孩子的

父 母 ，包 令 张 子 金 郎 娶 李 女 娇

儿，李 子 喜 童 娶 张 女 玉 姐，出 家

的 张 珪、李 氏 还 俗，曾 经 妻 离 子

散的两家人终于夫妻重会、儿女

团圆。这一结尾不但冲淡了“悲剧

激情”——《鲁斋郎》和《窦娥冤》、

《蝴蝶梦》、《西蜀梦》一起被许多学

者视为悲剧，而且削弱了剧作的思

想意义，而且在结构上也显得松散

拖沓。因此，京剧《智斩鲁斋郎》删

除了夫妻重会、儿女团圆的大团圆

结尾，改成鲁斋郎应邀至开封府，

包拯改御批奏本上的“鱼齐即”为

鲁斋郎，请出李二夫妻指证，将鲁

推出开封府大堂斩首落幕。

川剧舞台上的《破铁卷》
与《智斩鲁斋郎》

川 剧 弹 戏《破 铁 卷》由 黄 宗

池、刘双江据关汉卿原著改编，

1980 年 夏 成 都 市 川 剧 二 团 首 演

于成都，导演周春和、张正廉、黄

宗 池，文 常 云 饰 包 拯，周 春 和 饰

鲁斋郎，颜永涛饰包夫人。

川剧《破铁卷》与京剧《智斩

鲁 斋 郎》的 人 物、情 节 均 有 所 不

同 。 京 剧《智 斩 鲁 斋 郎》中 的 鲁

斋郎是与皇帝十分亲密的国舅，

而《破 铁 卷》中 的 鲁 斋 郎 则 是 出

身于开国元勋之家有御赐“铁卷

丹 书”护 身 的 权 贵 。 京 剧《智 斩

鲁 斋 郎》中 并 无 包 夫 人 一 角，而

川剧中的包夫人则是重要角色，

包 拯 将 拥 有 御 赐“ 护 身 符”的 鲁

斋郎改成“鱼齐即”上报，“智取”

仁宗御批，乃得夫人之助。剧作

又将孔目张珪改成县令张贵，增

添了阻挠包公秉公执法的刑部尚

书赵苟钦一角，仁宗皇帝一味纵

容、袒 护 无 恶 不 作 的 鲁 斋 郎，甚

至命包拯释放在押的鲁斋郎，意

在凸显包拯执法的难度和不畏权

势的大无畏精神。剧中出身于开

国元勋之家的鲁斋郎的权势和造恶

也远胜于京剧中的国舅鲁斋郎——

鲁斋郎不仅撤换了意欲审判他的

张贵，抢走张贵妻弟李光的新娘

王 桂 兰，杀 死 李 光，打 瞎 李 母 双

眼，而且责令张贵献妻，并且把张

贵的妻子截肢弃于南衙，气焰甚

是嚣张，手段极为残忍。总之，川

剧《破铁卷》强化了对封建统治阶

级的揭露和控诉，凸显了包公不

畏强权秉公执法的精神。

1996 年成都市川剧院三团上

演了由吴晓飞、李增林改编，李增

林导演的川剧《智斩鲁斋郎》，孙

普协饰包公，李森饰张贵，孙勇波

饰鲁斋郎，王力饰钱升。此剧据

《破铁卷》改编而成，删除了包夫

人等角色，增加了钱升、鲁能等反

派人物，创造了“袈裟词状”等精

彩场面。剧中的包公是刚正不阿

的清官，但不是完美无缺的神，他

把鲁斋郎的人命官司交给见利忘

义的小人王力审理，险些误了大

事。剧中的鲁斋郎虽然还是反派

人物，但少了些许脸谱化色彩，比

较窝囊的张贵则多了几分老练与

沉稳，更主要的是凸显了包公的

“智”——他微服私访，细察案情，

称病而要赵苟钦代奏“鱼齐即”一

案，借赵之手智取斩杀鲁斋郎的

御批，戏剧性有所增强。

在我国戏曲史上有许多杰出

的作家作品，改编上演这些戏剧

名 著，不 仅 可 以 传 承 戏 曲 文 化，

还可以繁荣当代舞台。多个剧种

把 关 汉 卿 的 剧 作 打 造 成 保 留 剧

目，为优秀戏曲文化的传承创造

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关汉卿剧作《鲁斋郎》的当代传播
李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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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民族身份的标识 文化认同的依据
刘魁立

金庸博士论文质疑正史造假

据《长沙晚报》报道，近日厦

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易中天在长沙发表了“中国智慧

漫谈”的主题演讲。谈到曹操和

刘备谁更适合作老板的话题，他

认为，曹操这样的老板，利于员工

发挥聪明才智，但如果员工阻碍

了曹操这样的老板的财路，下场

会很惨。他说，曹操的幕府就像

个沙龙，集中了当时大部分的聪

明人，所以如果在曹操这样的老

板手下做事，可以体会智慧的愉

悦。但在曹操这样的老板手下做

事，永远不要想当“一把手”。与

曹操团队相比，刘备团队像丐帮，

但这个团队特别讲义气。跟着刘

备这样的老板混，员工的才能得

不到发挥。但跟着这样的老板，

过日子还可以。刘备至少表面上

能以诚待人。对每个投奔他的

人，都客客气气。结果入了他团

队的人，基本都不会背叛。

易中天：曹操“办”沙龙 刘备“组”丐帮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剑桥

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在香港向武

侠小说家金庸颁发了哲学博士学

位。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唐代盛

世时期东宫太子继承皇位制度，

由开国的唐高祖说到唐玄宗，透

过整合正史、野史，分析太子继位

牵涉的宫廷政治及权力斗争。他

提及了唐代由盛转衰的一段关键

史—— 安 史 之 乱 。 安 禄 山 叛 变

时，唐玄宗李隆基派儿子荣王平

乱，后来荣王战死，正史没提及死

因，金庸觉得正史记载有问题，分

析是太子把弟弟荣王杀掉了。

本报讯 （记 者 续 鸿 明）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举办“重

建历史——‘近世中国’新书出版

座谈会”，围绕“近世中国”丛书

中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

的过程与结构》、《被“废除不平等条

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

两部新书展开研讨。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建平

所著《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

史的过程与结构》一书认为，1950

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其实一直呈

“周期性恶化”的发展特征。一直

强调“日本人民”的存在和作用的

中国对日政策则明显带有脱离实

际的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

彩，这也是战争反省问题在双方

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没有得到认真

处理、而使得之后“历史问题”间

歇性发作的原因之一。通过这本

书，读者还可以获得审视中国对

日外交的新视角。

关于北洋外交，国人最易想到的

是“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等

负面词汇，“废约”就是正义、修约就

是卖国的判断根深蒂固于许多国人

的心中。而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唐

启华所著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

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

则以实证研究重建北洋政府时期

的修约历程，提示读者：中华民族

争取民族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

“近世中国”重述中国近现代外交史

9 月 21日，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小学举行联欢及民俗展示活动，迎接中秋节。孩子们在体验刺绣、猜灯谜等

民俗活动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演员在合肥市屯溪路小学为孩子们表演川剧变脸。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