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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读悦
记录百年中国体育崛起之路

刘叶

《百年体育与中国崛起》丛书，谢军主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力津报 荐

大家 书读
交子：近代金融文明的启蒙

王巍

摘自《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王申、王喆伟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溯源中华文明》，王巍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11月出版。

诠释何以中国 理解何为文明
陈三霞

推荐理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本书实证中华5000多年不

断裂的悠久文明，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讲述中华文明起

源的重大问题，解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

《溯源中华文明》使全世界炎黄子孙得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明确

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本书揭示了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

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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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古人100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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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第一批珍奇屋出现了。从独角兽
到龙，从狼人到异国武器，这些自然奇珍、手工艺
品和异国风情的物品，都被收藏在一种特殊的空
间里，这个空间也因此被称为珍奇屋。珍奇屋都
是由其主人设计的，通常是贵族或学者，他们创造
这样一个“世界的缩影”用来研究和幻想。珍奇屋
里藏品的分类也为《百科全书》的创作铺了路。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工业革命—现在和未来，将历史上珍奇屋的经典
藏品逐一介绍，有自然界创造的“奇观”，也有人造
的“怪物”。随着珍奇屋藏品越来越丰富且有了分
门别类，加上它逐渐向大众开放，就演变成博物
馆。直到今天，历史上的那种珍奇屋已经不存在
了，但是好奇和收藏精神一直存在，人们在科学和
艺术领域仍有众多不可思议的收藏，比如北欧种
子冷藏库、冰川收藏等。在书中，读者可以沿着
“收藏全世界”这条线索，在四幅大型虚拟珍奇屋
图画中梦幻环游，就像穿越时空参观16世纪开始
出现的珍奇屋一样。这本书能唤起你的好奇心，
更让你看到从未见过的有关好奇心的历史。

本书是“挑战古人100天”系列书籍的第三
部，也是古代人日常生活的好玩指南之南宋篇。

书中以临安城里一个普通小民的视角，带读
者沉浸式体验南渡后的宋朝百姓的日常生活。跟
北宋时期相比，南宋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临安城和汴京城有什么不同？南宋人的澡堂
子叫什么？南宋有厕纸吗？南宋有几种学校？作
业多吗？南宋打工人怎么放假？调不调休？南宋
人有多爱西湖？对于这些问题，书中都能找到答
案，适合全年龄段通读。书里有代入感超强的人
物、活泼而不失真实的叙述，还有每章末可爱又严
谨的知识小贴士，深入浅出又趣味满满。

“这本书，是为了表达感谢，希望它可以振奋
心灵，即便是在至暗时刻。每一个日子都如此宝
贵，因为我们还在呼吸，依然能被洒向高耸的树枝、
清晨的工作台或是心爱诗人墓碑的阳光所感动。”
1994年，丈夫去世后，一台宝丽来相机帮助帕蒂·
史密斯度过了无法写作的艰难时光；2010年，她获
得了第一部手机，在朋友的启发下开始用手机进行
艺术创作；2018年，她开通了社交媒体账户，以影
像与文字同时代建立联系；2022年，在隔离之中，
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社交媒体获得灵感创作
了这部影像日记，记录下一年中的珍贵时刻。

在书中，身为音乐人与作家的帕蒂·史密斯，
融合古老与现代的记录方式，以简短克制的文字
和相互关联的影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让过
去与当下在纸上显影：手边的咖啡与墨镜、书桌上
的琐碎之物、爱猫开罗、来自梅普尔索普的项链、
弗雷德的吉他、兰波的旧居、黑泽明的水车……带
领我们进入这位艺术家的世界，一窥其日常生活
与灵感来源。

当下的世界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
样子，消费时代、大数据、社交媒体、手机依赖症
等都显示着新世界对人类的倾轧。本书以饶有
趣味的文体、创新的形式，尝试突破文体的边
界，让文学的阐释力在当下复兴。书中从形式到
内容，或者是本质化地再现我们每天被移动互联
网控制的生活，实现小说形式的图片化、视觉
化；或者全部以对话的形式推进，把故事讲得生
机勃勃又汪洋恣肆，让读者有一种被攫住的在场
感；或者以手账的驳杂感、碎片化以及即时性来
应对迅疾、势利、缭乱的当下。与此同时，人物
故事暗藏其间，小说的核心元素并未丢失，给人
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文明之一。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
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的特征特性，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溯源中华文明》一书聚焦中华文明起源
的关键问题，实证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悠
久文明。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

而又漫长的过程。2004年，国家启动了“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工程是以考古调查
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
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
揭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
展的重大科研项目。《溯源中华文明》一书的
四位作者均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权威专家，他
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
刘庆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其中王巍和赵辉是探
源工程的首席专家。这些作者通过本书，向
大众讲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华
文明的特色特点，解释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
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果。

围绕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主题，延伸
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问题，比如，中华文明何时
形成？有多久的历史？有没有一条清晰的发
展脉络可供读者去理解与追寻？
《溯源中华文明》为读者梳理出了一条清

晰的中华文明发展的时间线：距今10000年，
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
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距今8000年，农
业显著发展，生产得以普及，社会出现阶级分
化，文明起源的进程正式开启；距今6000年

前后，聚落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手工业显
著发展，文明起源的节奏加速；距今5500—
500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
期，社会出现了分工，礼制初步形成，长江中
下游等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4300
年前后，长江下游文明衰落，黄河中游势力壮
大，中原地区开始崛起；距今4000年前后，夏
王朝建立，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中华文明
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距今3000
年，王权得以巩固，社会等级森严；距今2200
多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天下一统的格局
至此形成。
《溯源中华文明》为我们从源远流长的历

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明提供了重要源泉，为我们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本书围绕中
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
平性”的五个突出特性，从考古实证出发，带
领读者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
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
连续性——中华文明没有出现过大的断

裂或衰落，尽管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许多战
争和动荡，但中华文明始终延绵不绝。这种

连续性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
连续的文明之一。

创新性——中华民族是聪明勤奋、不断
进取、不断创新的民族，创新性始终是推动中
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古代的四
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对世
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统一性——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

益的核心，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
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
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
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无论在和
平时期还是战乱时期，文化传统仍然保持延
续，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

包容性——中华文明始终秉持“和而不
同”的观念，尊重并接纳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
想。这种包容性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本身，
也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平性——“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

下，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这些突出
特性，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

文化和历史、推动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溯源中华文明》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宏
伟壮丽的历史画卷，证实了中华民族5000
多年文明史的真实性，并且通过具体的考
古证据和专业的分析解读带领读者穿越古
今，游历大江南北。让读者在醉心于中华
文明悠远灿烂的历史之余，增强对祖国的
认同与热爱、对中华文明继续蓬勃发展的
信念。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中唯一延绵至今、
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
独特而重要的地位。2023年6月2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时强调：“认
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
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
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
和阐释。”

相信《溯源中华文明》一书，能够向读
者诠释何以中国，带领读者理解何为文明，
加深读者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认识和感
悟，最终对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建立起坚
强信心。

北宋交子的官方发行（1024年）标志着长
期在民间流通的信用票据得到了政府的加持，
从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是中国金融
业的重大创新和历史贡献，也得到国际学界的
共识。600年后，瑞典才发行了欧洲第一张纸
币（1661年），而最终主导欧美纸币制度的英格
兰银行更是迟来者（1694年）。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交子的研究成果迭
出，包括交子的缘起、交子的功能与周转、对
宋代以来经济的影响、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
等，非常丰富翔实，超越了曾长期掌握交子研
究话语权的日本和其他海外学界。2023年3
月，中国钱币学会在成都专门举办了纪念纸
币诞生1000年的学术会议，达成关于交子的
“四点共识”，是一次意义重要的专业论坛。
自2019年以来，金融博物馆与中国钱币博物
馆联合主办了5次交子学术论坛，在成都成
华区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立了大宋交子碑
（2020年），牵头推动了由16位全国政协委员
联署的交子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会提

案，同时也委托两位青年学者王申和王喆伟
主笔向大众介绍交子。
利用作序的机会，我简要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交子创始于中国北宋，影响了全

球各地纸币的产生，是中国对全球金融业的
历史贡献。交子在北宋的益州首次发行
（1024 年），到南宋改为会子、关子或钱引
（1160年），金朝仿效发行了金钞（1154年），
元朝又继续印制中统钞（1262年），明朝又发
行了大明宝钞（1375年）。特别是在元朝统
治期间，蒙古、印度、日本等地区也都陆续发
行了当地纸币，之后经马可·波罗等旅行家
的推介，欧洲开始发行纸币。目前的全球金
融格局是基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美两大交
易体系互相交融与巩固而形成的。纸币的
观念和实践源于中国，与阿拉伯数字、非洲咖
啡、拉美白银对西方的影响一样，都是对人类
文明的伟大而深远的贡献，厥功至伟。
第二，交子的兴衰演变，涵盖了几乎所有

近代金融与经济文明的核心要素，可以称为近

代货币与金融的基因。交子首先在民间被广
泛接受，16家成都当地富商的商业票据可以彼
此背书转让，私交子体现了纸币和信用在市场
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1024年政府接管并
发行官交子后，政府的权威和准备金制度奠定
了纸币作为法币的地位。政府通过交子发行、
兑付和更新等手段激励商业、经济活动和实现
军事与政治目标，卓有成效，形成了货币政策
的雏形。当然，无节制地滥发纸币也导致了未
来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交子与会子、钱引以
及金元明清几朝各种纸币之间的参照与承继，
对欧洲纸币的启蒙等，都体现了纸币的普世价
值和代际价值。可以说，近代甚至当代货币与

金融的重要观念、现象与实践都可以在交子演
化历史上寻得踪迹与根源。

第三，交子（纸币）是金属币与数字币的承
上启下核心阶段，是1000多年人类文明的要素
工具。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
支付工具产生，可以大体地描述为：农业社会
基本是采用金银铜铁等金属作为货币的材质，
商业与工业社会开始广泛运用纸币和信用工
具，而我们当下的信息与智能社会将以数字货
币和数字资产作为主流工具。不同的支付工
具和提供服务的专业机构与交易市场，形成了
不同的金融生态。研究交子金融生态，对理解
和创新数字金融生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金融是术，也是道，更是文明要
素。人类社会从部落交易开始，支付工具始
终是完成交易和建立长期信任的核心手段。
从贝壳、金银到纸币和数字货币，都是温情脉
脉的文明面纱背后实实在在的商业制度安
排，金融是工具的同时，也是驱动交易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更是巩固、充实和提升
社会文明内涵的保证。如同阳光、空气和水
一样，货币与金融都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
文明要素。发现和发掘交子，就是发现和发
掘现代金融和文明史。
交子是中国金融和全球金融的重要里程

碑，发掘金融文明文化遗产，就是梳理民族理
性与建立文化自信，对中国金融创新与金融
安全意义重大。期待未来学者和业者做出更
大的贡献。

（作者为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
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体
育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体育发展道路。《百年体育与中国崛起》丛
书旨在记述中国体育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歌颂在这个过程中艰苦奋斗的体育人物，弘
扬在这个过程中勇争先锋的体育精神，传承
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和
坚定的文化自信。
本套丛书分为《征程·使命》《功勋·史册》

《传承·才俊》三个分册。三个分册相得益彰，
既有百年体育发展、体育文化传承、弘扬爱国
精神的高度描写，又有运动员们砥砺前行、奋
勇拼搏的深度解读。通过生动的配图、故事
性的描述、科学合理的章节编排，带给读者轻
松愉悦的阅读体验。
《征程·使命》分册从竞技体育、全民健

身、体育外交等方面介绍中国体育的百年发
展历程，重点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

发展，同时也介绍了现代科学技术理论与方
法在体育的决策、管理、教学、训练和科研等
方面的应用，大数据健康分析、智能穿戴设备
等现代科技对全民健身的影响及应用等方面
内容。丛书主编谢军，负责本丛书三个分册
的统筹工作以及《征程·使命》分册的编写工
作。谢军，国际象棋女子国际特级大师，女子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北京棋院院长、北京西城
区教委副主任、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曾多
次获得“全国十佳运动员”称号；1991年被国
际棋联授予“世界冠军金奖”；1993年获国家
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被《中国体
育报》评为世界体育十佳运动员之一，被中国
体育记者协会评为亚洲十佳运动员之一；
1994年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获评新中
国成立45周年体坛45英杰之一；2021年获
得2020—2021年度国际棋联教练员奖——
拉祖瓦耶夫奖。
《功勋·史册》分册介绍的是曾经活跃

在体坛、为中国体育的崛起做出突出贡献
的体育前辈，他们的事迹谱写了中国体育
一路走来艰辛又伟大的赞歌，代表了中国

体育不畏艰难、勇争先锋的民族自信。《功
勋·史册》分册由刘旭辉主编。刘旭辉，资
深媒体人，早年曾在门户网站担任新闻主
编，2002年在京华时报投入新闻采访的第
一线，参加过夏奥会、冬奥会、残奥会、亚运
会、全运会等众多大型体育赛事的报道，拥
有丰富的现场采访经验，作品多次获得体
育记者协会的大奖。2014年作为联合创始
人创办了“我爱女排”公众号，陪伴中国女
排一起“南征北战”。
《传承·才俊》分册介绍的是中国女排等

集体项目代表，以及活跃在体坛、正在为中国
体育增光添彩的现役健儿，他们继往开来，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精进，用不断突破的成

绩推动中国体育向前发展，代表着中国体育
辉煌的现在和光明的未来。《传承·才俊》分册
由李长云主编。李长云，人民日报社高级记
者，在人民日报社的近40年新闻生涯中，始
终活跃在新闻报道的第一线，报道领域广泛，
涉及棋类、排球、赛车等众多体育项目，在多
个单项运动协会的新闻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
务。参加过数十次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的报
道工作，作品多次获国家各体育行业协会新
闻评选头奖。
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

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
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体育文化对民族、国家、
社会、个人的重要作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
同。体育外交日趋活跃，中国体育作为我国
对外交流的重要名片，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
开放、自信、友善和包容，更是用优异的竞赛
成绩展现出中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和人民
身体素质。

中国体育的崛起，体现了中国体育健儿
奋勇拼搏、不懈奋斗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人
民的健康素质和精神面貌不断向好的变化，
更体现了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生生不息的传
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本套丛书综合记载了中
国体育发展的各个方面，既能够激发读者的
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又是对中华民族体育精
神的记录和传承。

这套丛书记述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史，同
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对于弘扬体育精
神、展现大国风貌、坚定民族自信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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