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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教育周刊

》推出

本报讯（记者王庆环）新的一年，新

的姿态。今天，换上新颜的《教育周刊》

首度与读者见面。今后，《高等教育》《基

础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时空》4 个版

面将集结起来，于每周二亮相：《高等教

育》呈现高校多元发展；《基础教育》深入

中小学一线；《职业教育》充分展现职业

院校风采；《教育时空》关注教育生活中

的人与事。本期《教育周刊》刊出 3 个版

面：《高等教育》探讨在培育“世界高等教

育第三极”的过程中我国高校如何发挥

出影响力；《职业教育》关注高职院校如

何走得更好、更远；《教育时空》记录处在

关键节点的学生的心声。

（详细内容见 13、14、15 版）

穿越历史的隧道，我们，究竟怎样延

续中华古老的文明？

当地时间 2013 年 8 月 27 日，纽约，联

合国总部大楼，古色古香的展板前，不同

肤色的手指划过写满历史的竹简，和古

老文明对话。透过一个个遒劲有力的楚

文字，世界就这样，从公元 2013 年走进

2300 多年前的东方。

这是清华简，2500 枚幸免于秦火的

历史“碎片”。

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

人以泥版为书时，我们的先民劈竹成篾，

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

于竹简，传遗后世。他们不会想到，在

2300 多年后的某一天，这突然翻开的古

老典籍，成为破译文明图谱至关重要的

密码。

历史的一声令下，开启了一群人不

辍不怠的五年。1800 多个日日夜夜，与

“简”为伴，他们奋力找寻中华文明隐藏

其中的每一点痕迹，也把自己写进了这

段浩瀚的历史。

他们，是清华大学“清华简”研究保

护团队。

为 古 史 补 白 ：“ 司 马 迁 都
没看过的典籍，读起来实在太
激动！”

一切，要从那个神秘的开始说起。

2008 年 7 月 15 日，溽暑难当。清华

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国忠正准备放暑假，

一个电话中止了他的行程：“留校待命，

等候重要通知。”

搭飞机、坐专车，下午两点，一位远

道而来的“客人”终于来了。一个被包裹

得严严实实的箱子被小心翼翼地抬进事

前准备好的保护室，箱子打开，所有人的

目光瞬间定格。

几个圆柱状的塑料筒里盛放着用保

鲜膜包裹的竹简，里面湿漉漉的，剩下零

散的用新竹片衬着——2500 枚来自遥远

战国时代的竹简静静地躺在那里。

“震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

勤早已在香港见过这批竹简，却依然用

这两个字直白地描述心情，甚至在几个

月后，“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

这是司马迁都没有看过的典籍，读起来

实在太激动！”

震动和惊喜绝不囿于清华园。2008

年10月14日，11位国内文字、考古、历史学

等方面的顶级专家齐聚清华，在细致观摩

这批竹简后，惊叹“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

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堪与汉景帝末年的

孔壁、西晋武帝咸宁五年的汲冢相媲美：

“这批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

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

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

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专家们鉴定后，这批珍贵竹简发现

的讯息被公之于众，人们依照惯例，称之

为“清华简”。

接下来的 5 年，李学勤和他的团队以

扎实的论证，让 2300 多年前中华文明的

高度、广度和深度得以呈现，更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更具历史存在感的视角，不再

囿于传世典籍的记载，一步就迈到了历

史身边。

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先秦史研究

的顶尖学者——被视为“见过全中国最

多简牍”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李均明、赵桂芳夫妇来了，天天“长”在保

护室里；著名古文字学家赵平安来了，退

掉北师大的大房子，搬进了清华园局促

的周转房，仅仅因为李学勤的一个电话。

还有国内著名楚文字研究专家李守

奎和甲骨文研究专家沈建华。“怎样才

能用最快速度参与到清华简研究工作

中？”李守奎先做访问学者，再做清华教

授，终于圆了“每天都能见到清华简”的

心愿。沈建华则是离开了香港中文大

学待遇优厚的教职，“过去我做梦，满脑

子都是甲骨文。现在一闭上眼，满脑子

都是清华简！” (下转 7版)

追 索 中 华 文 明 的 根 脉
——记“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

本报记者 丰 捷 邓 晖

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记者徐京跃、顾瑞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

程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向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任务的广大参研参

试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和新年的祝福。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

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

丽参加会见。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里，洋溢着热烈的气氛。上午 10 时许，习近

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参研参试人员代表中间，全场响起热烈的掌

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热情握手，同探月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等同

志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工作和身体情况，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

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人类攀登科技高峰征程

中刷新了中国高度。我们把“玉兔号”的足迹刻在了月球上，也把中

华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刻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史册上。你们作出

的卓越贡献、立下的卓越功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习近平强调，探月工程任务连续成功，创造了世界月球探测史的

中国纪录。这一成就，凝结的是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依靠的是

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汇聚的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力量，体现出的最重

要意义就是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决心和自信。

习近平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嫦娥三号任务是我

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是货真价实、名副其

实的中国创造。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

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成为科技创新

大国。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既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成果，又为加快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有益经验。我们要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扩大科技开放合

作，为人类科技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天来这里的代表，有德高望重的科技大家，有技

艺精湛的技能大师，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年骨干，这是我们的力量

所在、希望所在。我们要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最大限度支持和鼓

励科技人员创新创造。要不拘一格、慧眼识才，放手使用优秀青年人

才，为他们奋勇创新、脱颖而出提供舞台。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航

天工作者再接再厉，向着探月工程总目标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马凯、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范长龙、赵乐际、栗战书、杨晶、常

万全，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张阳、张又侠等参加会见。

嫦娥三号探测器 2013 年 12 月 2 日发射升空，12 月 14 日实现月面

软着陆，12 月 15 日进行两器分离和互拍成像。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

功，首次实现了我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勘察，标志着我

国探月工程第二步战略目标全面实现，中华民族跻身世界深空探测

先进行列。 （《嫦娥三号探月先进人物》专栏见 6 版）

习近平在会见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

坚 持 走 中 国 特 色 自 主 创 新 道 路
不 断 在 攻 坚 克 难 中 追 求 卓 越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工程参研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和慰问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本报讯（记者方莉）2010年以来，山西运
城盐湖区区委、区政府在推进思想道德建设
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德孝文化发源地这一独
特优势，以德孝文化建设为抓手，把蕴藏在百
姓之中的善念激发出来，把民间的善心和善
举组织起来，构建起干部行德政、群众做好事
的有效平台，激发了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正能
量。调查显示，20%的当地群众认为推行德
孝文化之后，盐湖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明
社会，68%的当地群众认为与以前相比社会
风气有所改善。

（11 版《光明调查》推出本报专题调研组
撰写的《在传统文化中发掘中国梦的正能
量——关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德孝文化建
设的调查与思考》）

山西运城盐湖区：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崇德向善的正能量

本 报 北 京 1 月 6 日 电（记 者 杨 亮）
6 日，财政部发布了重新修订的《中央和

国 家 机 关 差 旅 费 管 理 办 法》。 这 一 于

2014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新规，是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推进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旨在总

量压缩差旅开支、堵住制度漏洞、约束中

央单位花钱。

此次修订的重点是压缩差旅费相关

支 出 。《办 法》要 求 ，中 央 单 位 应 当 建 立

健全公务出差审批制度，从严控制出差

人 数 和 天 数 ；严 格 差 旅 费 预 算 管 理 ，控

制 差 旅 费 支 出 规 模 ；严 禁 无 实 质 内 容 、

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任

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严禁异地部门

间 无 实 质 内 容 的 学 习 交 流 和 考 察 调

研。《办法》同时规定，住宿费、机票支出

等 按 规 定 用 公 务 卡 结 算 。 出 差 人 员 应

当严格按规定开支差旅费，费用由所在

单 位 承 担 ，不 得 向 下 级 单 位 、企 业 或 其

他单位转嫁。

备受关注的是，差旅费标准将告别全

国统一。《办法》明确，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按照分地

区、分级别、分项目的原则制定，并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价格及消费水平变

动情况适时调整。

严控差旅费规模 分地区制定标准

中央单位差旅费管理启用新规
严控差旅费规模 分地区制定标准

中央单位差旅费管理启用新规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毕生之力追索历
史的真相，在历史的“碎片”中还原历史，用
每一个对古老文明的最新发现告诉世界：中
华民族，如此骄傲地一路走来。

第四辑整理报告即将面世，第五辑释读
工作已经开始，接连为中华文明增添可靠注
脚的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继续为历史学、
古文字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整理清华简整理清华简。。均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均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

《楚居》《《楚居楚居》》

一月六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