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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年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重振清华人文社会学科被实质性地提上了大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
随着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确定，人文社科各个学科和专业的布局与重建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各相关
院系如火如荼地展开。
与此同时，工艺美术这一既古老又年轻，反映和凝聚人类独特认知和创造力的学科正式走进清华大学
的校门。
1999年11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并入清华大学，并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美院的加盟，特别是2004年新的美术学院教学大楼在清华园的落成和美院的正式迁入，使清华这所以
工科著称的大学从此多了一道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文的风景。
美院展览大厅常年不断的各类艺术展览、设计大赛、艺术讲演、创作示范课程等，正越来越强烈地吸
引着清华校园内外越来越多的崇尚审美、钟情艺术、热爱创作的教师和学生。
伴随着美院高大敞亮的玻璃门里每天进进出出的艺术家和准艺术家们的身影，一朵朵绚丽、美妙的艺
术之花在清华校园里频频绽放。
为了使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广大师生充分利用清华园内宝贵的艺术人文资源，更加频繁、更加
真切地接近艺术和艺术家，感受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的特殊魅力，了解审美与科学，艺术创新与科技
创新、文化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特别将《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四）的主题定为“艺
术、科学与文化创新”，并将讲座的地点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迁至美术学院A座报告厅，使得同学们
能够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氛围和特定的心态之下凝听关于艺术、艺术家和艺术创造的演讲与对话， 
充分感受艺术世界特有的诗情画意和精神力量， 从而将艺术审美和艺术创造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全面
成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
本次系列讲座除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知名教授进行主题演讲之外，还邀请了几位其他院系和校外
的专家学者。
他们的参与，不但为整个系列讲座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层次和认知视角，而且让同学们有机会领略当下
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和审视艺术的各种形态与表现手法时所敏锐地捕捉到的一些容易被普通人忽略的
现象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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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演讲集从不同角度演绎了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生的交融与碰撞。
内容涵盖从语言到图像，从文学到电影，从平面到立体，从造型到设计，从传统绘画到新媒体动漫等
艺术创作的想象历程和实践成果。
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的今天，了
解艺术，学会审美，感受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的特殊魅力，认识艺术和科学、艺术创新和科学、文化
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转而自觉地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生的专业成才和全面
成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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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显章，1957-196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
曾任校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等：参
与清华大学文科恢复和建设的领导工作。
1987-1989年曾赴美做访问学者，参与纳米技术研究。
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顾问委员会顾问、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顾问。
主要社会兼职：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北大-清华-高教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
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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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艺术的魅力在于创造(代序) 第一讲 跨越科技与人文的鸿沟 第二讲 融合·交互·体验——面向未
来的艺术设计创新 第三讲 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 第四讲 语言与
图像——《红楼梦》：从小说到电视和电影 第五讲 文学：梦游与苏醒 第六讲 用心去创造——2008年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吉祥物设计漫谈 第七讲 走向未知——美神的呼唤 第八讲 《满城尽带黄金甲》与
张艺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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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不起，我坐着讲，因为我昨天去潘家园淘宝的时候闪到了腰。
今天非常高兴，胡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回到清华大学。
也许很多学弟妹不太知道清华大学还有一个堂兄弟，在海峡的另外一边。
这个堂兄弟年纪也不小了，今年50岁。
当然海峡两岸的清华都以理工科的比重较大，但我们那边的人文社会学院今年已有22年历史，在那个
环境下我们也力争上游。
两年前，我们那头办了一次全面性的大学评鉴，我们在人文领域是排名第一。
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在座这么多年轻的学弟妹都怀有对知识的热情，但我同时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应该算你们的老学长，我是1973年进入清华大学的。
年轻的时候曾梦想得诺贝尔奖，要当全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我甚至以为可以解决爱因斯坦没有办法
解决的统一场论，所以跟着留学潮来到美国。
我们那届物理系有45个同学，最后40多个人获得博士学位。
绝大部分的人，差不多3/5在美国，现在大多都不做物理。
我的同班同学绝大部分散在美国硅谷和我国台湾的科学园区，他们都在做电子业和材料科学，都是在
业界服务，大概只剩下五个人在学术界。
我比较特别，进入了人文学科。
我一到美国，就发现命运在捉弄我，我第一天上完课以后，命运已经在尝试改变我的生涯。
哥大平均一年物理系收10个人，而我们那届收了20个人。
我们那届很特殊，20个人里面有10个人是东方面孔。
下课以后聊天，发现10个人都是华人。
台湾有两个，香港一个，新加坡一个，还有六个大陆同学。
我的大陆同学是第一批到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
根据哥大的规定，如果博士论文要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必须资格考试考进前三名。
一年之后，我们考完了博士资格考，六个大陆的同班同学名列前茅。
我觉得老天爷对我非常厚道，让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理论物理学家
。
实际上，我的同学后来也没能成为全世界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因为那需要天才中的天才才有机会。
当时感觉非常不公平，因为我的大陆同班同学最年轻的38岁，而我才二十出头； 我才刚毕业，他们却
已经在大学里当过助教，解题也非常熟练。
但是后来一想，人生很公平，要做第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不管跟任何年龄层相比，都要比人家厉害
。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改变了生涯规划，但没想到这只是一连串转行过程的第一步。
哥伦比亚的物理系和天文学系在同一个楼，我就往高楼层去研究天文学。
我的指导教授是太空总署与天文系的合聘教授，我开始每天用无线电望远镜去观测宇宙，尝试去了解
我们银河系的漩涡臂结构，探索星球的生老病死。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今天会成为一位历史工作者。
我得到博士学位之后，跟当时许多留美的台湾学生一样，留在美国工作，变成职业的天文学家。
做了两三年研究后，我发现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不再像以前那么浓厚，因为天文仪器的进展太快，也许
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需要花五年时间做的观测，五六年之后却只需要五个礼拜的时间，而且分辨率
和敏感度可以比以前高许多倍。
如果你不是很幸运有个很特殊的发现，不久之后就不太有人需要引用你的论文。
我不太能忍受这一点，所以就努力帮自己寻找另外的出路。
当时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刚刚成立人文社会学院，其中的历史研究所想要发展科技史。
我因为在Nature上面曾经发表论文，引用过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所以他们觉得我有研究的潜力。
然而，当时我不知道历史所给我的offer是临时性的，两年之后要重新评估，看我有没有办法永久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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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那个岗位。
他们事先没有告诉我这个条件，直到我回台湾报到后才知道，但当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好破釜沉
舟、奋力向前。
头两三年我每天都在图书馆苦读，我对图书馆熟悉到可以凭记忆直接在架子上找到书。
跟许多老师一样，我每天看书、研究，变成写论文的动物。
我的个性比较特别，敢做很大的突破。
现在回想起来，今年是我从理工科转行文科的第20年。
我从来没有受过历史的训练，很幸运地，我活了过来。
从物理转天文，这个转变还不太大； 天文转历史，转变则相当大。
然而，不止于此，我还曾投身于网络的发展当中。
在我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曾接触到一个特殊的案例，让我深深体会到Internet发展是未来吸取信息最重
要的渠道之一。
然而，在这个新媒介里，中文并不是主要语言，所以对我们下一代的人而言，跟西方国家的竞争会有
很大的局限。
因此，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全力促进中文的网络文化。
我动员了一批年轻的学生和学术界的朋友，把这两群人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清蔚园知识园区，有一段
时间这很可能是华文世界最大的虚拟网络博物馆群。
举个例子，里面有一个古典文学馆，不只是让你有机会搜寻各种古代诗词、小说，甚至在五六年前我
们就曾经开发出一套网络卡拉OK点唱系统，里面有100多首古诗吟唱，装个麦克风，你只要哼出其中
的一段旋律或念出其中一句，计算机就会找出来，唱出整首歌给你听。
里面也有生态馆，每个展览都动员了非常多的朋友一起努力。
其中有个故事谈台湾的老鹰，我们找到一位高中老师，这个人放弃他的职业，用15年时间帮台湾仅存
的几百只老鹰写日记。
他每天去各地观察老鹰的生态，然后记录下来。
我们跟他合作，请他把整个记录交给我们。
但如果我们把记录放到网络上，告诉你，在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在基隆的山区出现了三只老鹰，它们
用什么方式飞行，这种方式并不会太吸引人。
于是我们把整个观测记录加以消化，还原出一只老鹰从出生到游戏、求偶的整个过程。
我们还尝试追索在汉人进入台湾这四五百年的过程里，对生态所产生的破坏。
老鹰是生态环境里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可以透过老鹰理解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这几年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少，当觉得自己的角色已经有人可以替代或超越时，我就开始转型。
回想起来，这19年来我不断帮自己找寻一条不一样的路。
今天谈的题目是如何跨越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我想在每所大学里，科技与人文的对话都是大家非常关
心的，但这样的题目是一个很难谈的议题。
我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因为这种对话每天都在我身体里面发生。
我今天想透过这些年里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样跨越这个鸿沟。
刚才讲到我转行初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在努力撰写论文，十几年前，研究中的一件小遭遇，对我
后来的学术方向产生颇大的影响。
我的史学研究很少被局限，我并不会被某一断代或专史所限。
或因没有受过正统的文科教育，让我反而有机会超越一些包袱。
从秦汉简牍一直到晚清的外交史，只要有兴趣，我都会尽可能去尝试。
当时我正在研究敦煌学，希望能还原出敦煌地区所使用的历法。
其中一件没头没尾的手抄本残历，我通过几种独立的方法，都得出这个历应该是后晋天福四年，但是
很奇怪，这个卷子上的所有“丙”字都写成“景”。
如果研究历史，你会知道这是唐代的避讳，因为唐高祖的父亲叫李昞。
但是吊诡的是，这年代是后晋天福四年，是唐亡以后五代中的后晋，通常没有一个朝代会避上个朝代
的名讳，所以这不太合理，我就尝试去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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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是石敬瑭建立的国家，他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天福。
它的上个朝代是后唐，但是古人不会说自己是后唐，后唐自称大唐，自认是恢复了李唐的正统，所以
会不会抄写的人是一个后唐的遗老？
但在我过眼的其他几本后唐时代的历书中，却没有人避讳“丙”字。
天福四年的历通常在前一年的年底就要编好，天福三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敬瑭向契丹
自称儿皇帝，割燕云十六州，这是许多汉人的奇耻大辱。
目前，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人在抄写明年的新历时，因为对石敬瑭的作为非常不满，就透过知名
的唐讳来表现他内心的不齿。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我深受冲击。
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透过我们的研究，竟然有机会去掌握、去揣摩一千年前、几万公里之外，
有一个人也许某天晚上正借抄别人的历，故意将“丙”字写成“景”字时内心的感情。
从那时候起，我就希望能有机会走出冷冰冰的学术工作，我希望做有感情的史学研究。
这本历书的背后还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大家看书上每七天就出现一个“密”字，这就是星期天，是景
教由丝路传入中国所留下的痕迹。
民国初年有位很有名的学者叫罗振玉，他找到了这本残历，并重新排印出版。
他为此写了一个跋，说： “此历当中'丙'字皆避唐讳，时人犹记盛朝（指被灭之朝）之讳。
”罗振玉是有名的满清遗老，他借机抒发内心的情感，大力批评民国的革命党抹杀清朝的恩德。
如果我们仔细读他这篇跋文，会发现每个“历”(歷)字和“淳”字都少了最后一横。
这在古代亦属避讳的方式之一，叫做缺末笔，这里是避乾隆皇帝弘历和同治皇帝载淳的名讳。
历法研究本来多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但我们有时也还是可以回到人的内心世界。
我们要学习常用不同角度去看问题，并尝试去跨越不同领域的思维模式。
今天下午，我在历史系做了一个报告，谈两百年前英国派了一个大使马戛尔尼到中国来。
使节团来了九十几位团员，包含有医生、科学家、机械师、园丁、炮兵等，想对大清帝国作全面的调
查。
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使节团在西方出版了很多书，其中印出了用五线谱写的《茉莉花》，甚至留
下歌词的拼音和翻译。
这个《茉莉花》的旋律与大陆这边最风行的不太一样，但却是我们在台湾从小唱的。
我的个性很愿意尝试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在一本古书里面找到了清代的《鲜花调》
： “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飘来飘去落在我家⋯⋯”旁边记了一些古怪的字和符号，这就是中国的
工尺谱。
讲起来很悲哀，现在五线谱大家都懂，但是中国传统的谱却没有几个人认得。
最后我理清楚大陆流行的《茉莉花》，是抗战时期采集整理出来的江苏民谣，而台湾音乐课本里面的
《茉莉花》则是辗转从西方传过来的，且源出于马戛尔尼的英国使节团。
《茉莉花》的旋律曾因歌剧《图兰朵公主》而广为世人所知，我在普西尼的原始手稿中，发现他所画
的中国臣子的定装像，就是长长的八字胡和丹凤眼，即使是张艺谋几年前在北京太庙重演时，此一中
国人的形象都还是这种形态。
我给大家看一幅两百多年前马戛尔尼来华时英国人画的讽刺漫画，马戛尔尼单膝下跪，单手拿着国书
，坐在毯子上的是肥嘟嘟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绝对不胖，八十三岁的他其实身材瘦削，在御座后面几个臣子的形象就让我看到了《图兰朵
公主》里面的形象。
我这几年不断尝试探索有关多元文化的议题，希望能了解过去五百年来为什么西方人在主导世界，而
当东西方发生接触与碰撞时，我们从这段历史学到什么教训。
作为未来可能的领导者，同学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跟我们不一样的族群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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