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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版 前 言

本書初名《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是作者在清華大學開設的同

名課程的教材，全書共 10個專題，2002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2007年，本書被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名家通識講座書系」選入，因高

校每學期的長度為 15周，故該書系的書名均綴以「十五講」一詞；

為與之配合，本書增寫 5個專題，易名為《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十五

講》。今年，2018年，本書在修訂後推出第三版，版權移交商務印

書館，書名復歸《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回眸本書從第二版到第三

版的十年間，若有值得一提的事，當是本課程開始從教室走向網絡

平台。

一門大學的新課，從構思設計、蒐集資料、反覆修改，到趨於成

熟，至少要投入三至五年的時間。一門課一學期有 300人選修，就算

規模了得。以此為率，十年之積，受眾不過區區 3000人。投入與產

出，極之不成比例。課程的傳播，受到校門、山河等因素阻隔，故其

行也不遠。而文化只有通過傳播，才能實現其價值；輻射越廣，影響

面越大，價值的實現也就越充分。突破教室、國界的藩籬，讓課程走

向世界，變成人類共享的資源，曾經是每位教師期盼的夢想。令人欣

喜是，不僅夢想居然成真，而且我有幸成為國內最早的參與者。

2012年 4月，美國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聯手創建了面向大

眾、免費提供大學教育水平的在線課堂平台：edx。他們利用現代高

科技手段，將高等學府裏的教學資源網絡化，做成社會人士都可以隨

時上網收看的課程，課程的內容被分割成許多段落，每段 5—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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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自成首尾，以便收看者充分利用點滴時間學習；實現大規模、開

放式教學的夢想由此成為現實。為進一步打造世界頂尖高校相聯合的

共享教育平台，2013年，edx運營方決定新增 15所著名大學的在線

課程，其中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香港大學、京都大學等六所亞

洲名校。

清華大學聞風而動，確定了首批加盟 edx 的四門課程，我講授

的「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忝列其中。隨後，校領導與入選的四門課

程的主講教師商討網絡課件的製作細節。不久，又專門討論我這門課

程的拍攝方案，提出兩點要求：其一，鑒於課程以講解「文物」為特

色，故應該走出教室，到博物館、考古工地去講，每個專題至少採訪

兩個博物館或考古工地；其二，課程涉及領域廣泛，專業性強，為保

證視頻英文字幕的水準，應聘請外籍人士翻譯。我們隨即議定了擬

往拍攝的文博單位的名單，並決定聘請英國學者龔丹（Don Jonathan 

Cohn）擔任字幕的英譯工作，他在香港生活過三十多年，諳熟中國文

化與漢語。

清華那年 9月 18日開學，而我秋季學期有兩門課，届時再難有

大塊的時間外出拍攝。為此，決定在開學前先去南方地區、學期結束

後再去西北地區拍攝的原則。9月 7日，我們飛抵合肥，次日前往含

山縣凌家灘遺址拍攝。9日，驅車前往南京，拍攝明代寶船廠遺址，

次日上午繼續，原本下午轉往南京博物院，不料該院正在大修，遂前

往杭州。11日上午，在浙江省博物館採錄良渚玉器資料；下午前往良

渚博物館，承館方熱情接待，派人帶我們先去良渚古城牆遺址拍攝，

次日再回良渚博物館。13日，前往餘姚河姆渡遺址博物館拍攝。14

日回杭州，第三次到良渚博物院拍攝。當晚，乘坐 21點多的航班從

杭州飛往泉州，計劃拍攝陳列在開元寺內的南宋古船。15日上午方

知，古船陳列館正在維修，一概不接待來訪。我們多方委託，依然無

法通融，只得先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採錄。16日上午，經我們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