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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史新论系列
《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讲论会在我市举
办，期间，该书执行总编纂孙晓接受了记者
采访，聊起近 30年编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以及该书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编纂的《今注
本二十四史》于 1994 年启动，集 300 余位史
学专家之力，基于《二十四史》而编纂，于
2020 年正式进入出版阶段，现已出版了包
括《北史》在内的 13 部史书。聊起多年的艰
辛编纂过程，孙晓说，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
的时候，就加入到了这个项目中，这是一个
需要很多人参与、体量极大的工程。当时，
各个断代史、专题史方面的专家学者都参
与其中，所有人默默进行着编纂工作，从不

找人诉苦或谈论相关报酬，一心想着把这
件事做下去，不辜负期望，无愧于初心。

说到《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北朝史，
孙晓说，提起中华民族，有时候很容易就
理解成汉族，他个人认为这很偏颇。实际
上，通过研读二十四史就会发现，中华民
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演化的过程，它是多
民 族 融 合 的 结 果 。北 朝 时 期 少 数 民 族 汉
化，社会大融合，该时期在中华民族的发
展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他说，二十四史
是中华文脉的载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历
史文化共识，以“今注”来整理古史，完成古
籍现代化形式的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历
史文化的共识。 本报记者 张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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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 7 月 29 日，中
华文化大讲堂：国史新论系列《今注本二
十四史·北史》讲论会在我市举办，全市各
级党政干部、文史学者、文化教育系统相
关人员约 200人参加了讲论会。

此 次 讲 论 会 由 中 华 文 化 促 进 会 主
办，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市委宣传部承
办，华侨城文化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协办。

昨日上午，中华文化促进会向我市赠
送了《今注本北史》，我市向中华文化促

进会赠送了《北魏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
书》。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古 代 史 研 究 所 研
究员、《今注本二十四史》执行总编纂孙
晓 ，《今 注 本 北 史》主 编 、中 国 历 史 研 究
院研究员靳宝，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
剑雄，分别围绕“钩深可以致远，循旧才
能 布 新 —— 谈《今 注 本 二 十 四 史》的 编
纂 与 出 版 ”“‘ 二 十 四 史 ’视 野 下 的《北
史》”“ 鲜 卑 的 华 化 与 民 族 融 合 ”进 行 了
主旨演讲，并与我市文史学者进行了交
流，深入挖掘古都大同蕴含的历史文化

内涵。
据 了 解 ，由 中 华 文 化 促 进 会 主 持 编

纂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开“史家注史”
之 先 河 ，充 分 利 用 当 代 史 学 的 研 究 成
果、近现代考古成果以及金石碑刻等资
料 ，对《二 十 四 史》进 行 全 面 注 释 、校 勘
和 标 点 ，被 誉 为“ 文 史 界 的 三 峡 工 程 ”。

《今 注 本 二 十 四 史》历 经 27 年 ，经 过 几
代学者前仆后继不断努力，于 2020 年正
式 进 入 出 版 阶 段 ，现 已 出 版 了 包 括《北
史》在内的 13 部史书，全书计划在 2024 年

出版完成。
大同作为中华文化历史上民族融合

象征性的符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史新
论系列讲论会首站来到大同讲《北史》，
讲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性，有着特殊意
义，是推动云冈学研究交流、传承和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行动。通过专
家学者深入广泛的研讨交流，深度挖掘
北魏平城的文化内涵，将为深化云冈学研
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学研究高
地、建设文化强市注入新的活力。

29 日，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史新论系列
《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讲论会在我市举
行期间，《今注本北史》主编、中国历史研究
院研究员靳宝作了“‘二十四史’视野下的

《北史》”讲座，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对
我市读者寄予期望，希望读者们读史明智，
以史为鉴，开创更好的未来。

靳宝首先表达了对大同这座城市的喜
爱。“5年前来过大同，此次是故地重游，无论
是城市建设，还是人文风貌，都给我一种全新
的感受。”靳宝认为，大同的发展空间很大，这
里历史厚重，尤其是少数民族融合留下了很
多特色鲜明的痕迹，如果细心观察，大同的历
史遗迹等与全国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谈及《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的编纂
工作，靳宝说，《北史》注释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只有一个原始文献，没有任何可参照
的内容。此外，这段历史中的官制及职能变
动频繁，为确保注释精准，需要做大量系统
的工作。该段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起着承前
启后的作用，是民族融合的大时代，在中华
民族发展中非常重要，《北史》把这一部分
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注释深入浅出，适合
各类读者参阅。他表示，希望更多读者了解
史学，了解典籍，通过读史了解历代史学家
对历史、社会、国家的发展与思考，从中汲
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用历史映照现
实，启迪未来。 本报记者 崔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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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上午，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史新论
系列《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讲论会期间，
记者采访了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今注本
二十四史》出品人王石。

“上一次来大同还是 10多年前，早有耳
闻大同变化很大，如今一看确实如此，古城
与新城同辉共美，优美的环境让人眼前一
亮，接下来要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的魅力。”王石说。

谈 及《今 注 本 二 十 四 史》的 编 纂 工
作 ，王 石 感 慨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
唱”，我们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
程同样可以说是“史家之绝唱”，不同的是，
司马迁是“独唱”，我们是“合唱”。在这 27
年里，几百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参与编纂，不

少重要篇章的作者未等到全书编磬，就已
先后离开我们，他们未竟的事业，由更多后
来者继而续之，这其中体现的新时代学术
精神让人动容。

“ 此 次 讲 论 会 在 大 同 举 行 意 义 非
凡 。”王 石 表 示 ，在 北 方 游 牧 民 族 与 中 原
汉 族 的 交 往 融 合 过 程 中 ，大 同 处 于 重 要
地位，如果用一个主题来形容，那就是国
家 统 一 与 民 族 融 合 。在 民 族 融 合 之 城 讲

《今注本二十四史》，讲《北史》，讲中华民
族 形 成 的 多 元 性 ，不 仅 为 历 史 文 化 交 流
学 习 提 供 了 契 机 ，而 且 对 增 强 民 族 认 同
感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具 有 十 分 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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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
讲论会在同举行

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 7 月 28 日，
云冈石窟典型洞窟数字化重建与三维
信息系统构建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组专
家的验收，该项目是 2018 年由山西省文
物局立项、中央财政经费支持的数字化
保护工程。

是日，验收组专家在听取了项目工
作汇报、观看了数据与系统演示、审阅
了相关文档资料，经过讨论质询，验收
组专家一致认为：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开展洞窟数字化建模与三维信
息系统构建意义重大。首次完成大型高
浮雕石窟寺的整窟高精度三维建模，模
型精度毫米级，纹理分辨率 300DPI。展
示管理系统架构合理、功能完备、运行
稳定，符合文物展示、考古、现状调査、
虚拟修复等业务要求。

据了解，该项目为全面开展“数字
云冈”工程起到了技术支撑，同时为山
西省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开展起到了
示范作用。

云冈石窟典型洞窟数字化重建
与三维信息系统构建项目

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