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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些历史让人想不明白。
    久远的历史和诡异的发现结合在一起，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心事的困惑：神秘。
    翻开《历程·行者见证》，跟随行者的脚步，看看史前喇家村遗址人恐怖的一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
祸？
九连墩中的无头将军是不是真的和古老而神秘的传说有相同的经历？
锡伯族悲壮地举族西迁究竟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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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解密样式雷曹雪芹故居疑案郑和宝船之谜行者的见证一剑刺破阴阳界王陵发现者迷雾重重九连墩——
无头将军迷雾重重九连墩——无字天书哥窟之谜活字之谜都江堰修建者之谜灭顶之灾一个民族的长征
来自大槐树有孔的头骨消失的沙漠古堡茶马古道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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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嘉宾王其亨天津大学教授。
中国古代建筑史专家。
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清朝陵寝进行研究，由此接触样式雷作品。
此后20多年系统收集整理清代皇家建筑资料，成为目前国内研究样式雷图档方面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导语：一个神秘的家族，占据皇家建筑师席位达260年之久。
他们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是什么技术让他们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空前绝后的建筑传奇？
    北京，中古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从元朝开始这里就是中华帝国最繁华的所在。
北京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建造高峰出现在清代。
清朝皇家建筑蔚为壮观，它是几千年中国传统建筑的集大成者，其中有多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
谁也不会想到，它们的建造者居然出自一家人。
那么，这个家族究竟有着怎样的规模和运作方式呢？
这是许多工匠和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长久以来，这个秘密一直深藏在高墙深院之中。
    这个秘密坚守了许多年，直到上世纪30年代，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些以“样式雷”署名的图档，精
美的建筑图画引起了一些外国人的疯狂抢购，这种现象引起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警觉。
他们团结在一起，募集了几十万银元，把这些旧图档买断了。
而且，为了收回那些已经被买走的旧图档，他们还在报纸上登广告来寻找线索。
这时，一个叫做朱启钤的中国学者发现：这些图档真实地记录了清代皇家建筑的全部秘密。
在他的倡议下，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建筑学研究机构—中国营造社，通过第一代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一
个辉煌的建筑世家第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王其亨：提到“样式雷”这个名词，可能许多人没听过，确实这个词语比较生僻。
“样式雷”应该说是一个合成词，这个词在清朝是非常出名的。
晚清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建筑世家，他们专给皇帝和各种高层人士建造房子，这个世家姓雷。
北京的京官，甚至慈禧太后、光绪、同治等，都和雷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雷家在清朝的地位很高，有点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院，但那时候不叫设计院，叫做样式
房。
雷家也因此被尊称为“样式雷”。
    所谓样式房，是清朝皇家建筑的最高设计建造机构，几乎所有的皇家建筑和大型建筑都要经过他们
的审核设计，它在清朝皇家建筑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雷氏家族长期主管样式房工作，所以，样式雷这个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
    这个并不庞大的皇家设计院，凭借十几个一流的建筑师，承担建造从康熙时代以来的各类宫廷建筑
。
    王其亨：样式雷家族完成的作品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按目前来讲，我们国家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也就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五分之一的作品是这个
家族完成的。
承德避暑山庄是第一批，故宫第二批。
颐和园、天坛、清东陵、清西陵，还有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圆明园、北海，甚至我们现在国务院的办
公地点中南海，毛泽东住过的菊香书屋，周恩来住过的西花厅，还有北京的恭王府、香山的静明园，
包括南苑都是这个家族完成的。
    样式雷家族，从康熙朝开始到宣统，延续了有八代，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家族来自江西，是一个很古老的家族。
明末清初动乱的时候，他们家族在南京住着，后来三藩基本平定以后，这个家族就有人到北京。
其中就包括雷发达和雷发宣，他们带着自己的子女，就住在海淀。
当时就是通过自己的手艺干活儿，因为要谋生啊，这也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他们在南方的时候就
用楠木盖楼、装修、做家具。
    康熙二十二年，雷发达来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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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托了名字的福，从他开始，雷家真的发达起来了。
在民间流传着一些传说，试图告诉人们：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工匠能够一步登天，成为皇家建筑的首席
建筑师。
    相传故事发生在清朝皇宫的一次改造工程中，木匠出身的雷发达第一次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
    王其亨：说是康熙中叶时期，要重修太和殿。
在工程基本接近竣工的时候，要举行一个上梁的活动，上梁是很隆重的一个典礼，相当于我们现在奠
基礼、剪彩那种感觉。
    “上梁”仪式那天，康熙皇帝亲临太和殿，大家都非常紧张，到了上梁的关键时刻，可能是上梁的
官员木工技术不好，把脊檩往上安了半天，榫铆总是合对不上。
当时主持的工部官员都急坏了，因为这要是不成功，可能就要有人被杀头的。
最后，雷发达自告奋勇可以上去装梁，但是他只是小小一个工匠，上去干这个活儿起码也要有七品官
职，于是，他就换上七品官的衣服，袖子里装着小斧头，爬上去啪啪几斧头，技艺非凡，很轻松就装
上了。
康熙看了之后，非常欣赏，当场就封七品官，当了样式房的掌案。
    太和殿里的惊险一幕实在太具有传奇色彩，历史学家为了考证这个故事，开始查找历史资料：历史
记录中，太和殿确曾经有过两次重建，但第一次发生于康熙八年，此时雷家尚未来北京，第二次发生
于康熙三十四年，此时距雷发达去世已有两年。
也就是说，雷发达不可能参与太和殿的重建工作。
但是，这样的故事可以流传至今，也足以体现样式雷掌门人的高超技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后来，王其亨对这个典故认真加以研究，经过考证，他发现这个传说是移花接木的结果，事件的主
角不是雷发达，而是他的儿子雷金玉。
    王其亨：康熙二十几年，当康熙掌管了一定权力以后，修建了第一个园子—畅春园，就在今天海淀
区北京大学附近，现在还能看到当年的湖水深坑。
修这个园子的时候，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参与其间，作为一个木匠的头。
当时在上梁的时候，康熙发现他很年轻，技艺也非凡，召见他谈话，谈话当中发现他才思敏捷，正好
两个人年龄也相当，康熙非常欣赏他，马上封他为七品官，食七品俸，而且让他掌管皇家的建筑设计
，就是样式房。
    至今，在雷金玉的碑文中还如实地记录着这个故事。
而且康熙的御制诗里，写到畅春园记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段话，意思是说工匠里面，有一位技艺非
凡，我今天还非常挂念他。
从这以后，关于雷金玉的记载就非常完整了。
康熙四十八年修圆明园，赐给当时一位亲王，当时主持修建的就是雷金玉，而这位亲王，就是后来继
承王位的雍正帝。
    清雍正帝胤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此时年逾六旬的雷金玉，应召充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负
责带领样式房的工匠，设计和制作殿台楼阁和园庭的画样、烫样，指导施工，对圆明园的设计和建设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施工过程中，欣逢雷金玉七旬正寿，雍正皇帝给予特殊的褒奖：命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亲
笔书写“古稀”二字匾额，赐予雷金玉。
雷金玉将此匾运回故乡南京，悬挂于祖居大堂。
    雷金玉在七十多岁去世后，雍正皇帝特地降旨由国家拨银通过驿站送其遗体回南京归葬。
这在当时对建筑师而言，是一种极高的待遇。
    自从雷金玉成为样式房掌案，也就是皇家建筑总设计师，雷家的传奇才真正翻开了第一页。
不过，在这期间，雷家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王其亨：雷金玉是71岁去世的，他把所有子女都带回南京了。
只有第六房太太张氏，抱着一个刚生下三个月的孩子，留在北京。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过日子可不容易啊，后来孩子长大了，要找事情谋生，她就带着这个孩子，
去工部据理力争让他继承父业，几经周折才最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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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掌案工作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必须是一流的建筑师才能当国家的总建筑师。
雷金玉的儿子雷声澄在北京长大，尽管也很早进入样式房，但一直是打下手的普通建筑师，但是这个
起承转合非常重要。
当然，雷声澄对待工作也非常敬业，后来竟然是活活累死的。
    当时正值乾隆盛世，据后人统计，当时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占到世界1/3以上，在国库充盈的情况下，
乾隆担心银子积存在国库里，国家的金融难以运转，于是他大兴土木，开始为自己修建皇宫别苑、皇
家园林和远在承德的避暑山庄。
    此时雷家也赶上了好时候，在失去样式房掌案头衔多年之后，被活活累死的雷声澄的儿子雷家玺又
重新夺回样式房掌案。
    王其亨：雷声澄的三个儿子非常辉煌，赶上了好时机。
在乾隆朝，老大、老二、老三就办皇差，包括修五台山、杭州大量的行宫园林，都是由他们来设计的
。
而雷家玺，他家的老二，当上了样式房掌案，也就是说，在雷金玉死后，样式房掌案几乎要换别人了
，雷家孙子辈儿又争回来了，继续着样式雷的神话。
    深得皇上宠信的雷家玺可谓风光一时，他甚至亲自主持了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的设计工作。
遗憾的是，在他死后雷家再次失去了样式房掌案头衔，而这一次，雷家却不是在竞争中失势，而是主
动让出了掌案的职位。
    王其亨：那是道光五年的时候，雷家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遗嘱，说虽然我的儿子雷景修十几
岁就开始学建筑学，功力也相当非凡，但觉得承担掌案还不成熟，决定把掌案交出去，交给一个叫郭
九的建筑师。
    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后，这个原来被父亲认为不成熟的雷景修又把掌案争了回来，这次
，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功力。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雷家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没有能力胜任的时候，就别当掌案，我把掌案这
个权力交出去，还是很客观、很谦虚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子孙还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追赶，再凭借实力把掌案夺回来，这就更不容
易了。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传承手艺，从第五代雷景修起，雷家开始吸取经验，把祖上有关的建筑图
纸都保存起来。
自此，样式雷家族历代工程设计文案，以及所有建筑的神秘手艺都得以保留。
也许雷家没有想到，这个原本为了延续家族的辉煌历史的本意，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历史印记。
也正是通过这些图档，后人惊奇地发现，在样式雷的名下，是一个极其庞杂的建筑体系。
大到皇帝的宫殿、京城的城门，小到房间里的一扇屏风、堂前的一块石碑，都符合样式雷的种种规矩
，这是一个非常正规而系统化的祖传技术。
其中的种种奥秘，不仅深深地吸引了历史学家，也成为建筑学家值得借鉴的珍贵资料。
    20世纪80年代，王其亨开始了对样式雷的研究。
在此期间，雷氏家族作品—承德避暑山庄、故宫、天坛、颐和园陆续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雷氏家族另一个更重要的作品—清朝皇家陵寝在申报过程中却出现了波折。
于是，已经从事样式雷研究多年的王其亨接到一个任务—说服来自联合国的专家们，让他们为清代皇
家陵寝加入世界文化遗产投上赞成的一票。
    王其亨：在一开始申报过程中，地方文物管理部门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总是站在他们理解的角度上
，说东陵、西陵历史多么悠久、艺术多么辉煌，甚至多么伟大，这些话给一般的游客说说可以，但是
对于联合国的专家，他们想听的是你申报世界遗产的原因，或者说你的特点。
而我们的导游员讲的是什么呢？
历史长，而且建筑多么雄伟，这样就不能抓住别人了。
说实话，二百年算什么？
人家欧洲随便一个教堂，可能上千年，甚至还能上百米高，你这个也不过九丈九尺九寸，折合下来三
十二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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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优势不在这儿。
我就研究了一下，要找到我们的优势。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的东陵、西陵是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建造的，这是人和自然
环境有机的统一。
建筑是人和自然的一个中介，这些设计理念是欧洲人缺乏的。
再加上这个陵寝、陵制与山水相称，或者用道光的话来说就是：物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
持观瞻。
我就给他们解释说：这里的精神含义是青山埋忠骨，有个好的山水环境，能够产生一种天然的永恒的
纪念气氛，建筑是配合它的。
这个设计理念，在明清的陵寝里比比皆是。
而且从样式雷的档案图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点，这是中国人一贯崇尚的天人合一。
联合国的专家们听了都觉得很对，后来他们登上方城明楼，一看那个环境，都赞不绝口，都说这是中
国人的智慧。
就冲着这一条，全世界就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2000年，清西陵、东陵和明显陵成功加入世界文化遗产，三年后，明十三陵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自此，明清皇家陵寝正式成为中国第28处世界遗产。
通过申遗过程，人们认识到，在样式雷作品的背后，有着一套完整的建筑理念和哲学思想。
    王其亨：关于这一点，我也是一点点发现的。
因为我刚开始研究清代陵寝的时候，跑到东陵、西陵，我就觉得那个气魄很大，作为一个直观的体验
，其余的还真是没有感到别的深层的东西。
    后来在开阔和敞亮的建筑中。
我找到了那种轴线感，与周围山水的完美结合。
这其中就有一些更为有价值的设计理念融入其中了，洋人过来可以总结一番，把它称为景观建筑学，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但是，对于中国人，这是什么呢？
可能是一种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入吧！
    后来，王其亨在研究中渐渐发现，样式雷在设计过程中，人为的建筑设计并不是主体，而一再强调
以环境为主体，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环境。
有的时候，选址可以选上几年，最重要的是配合山川之胜势，用一句明代工部尚书的话说，就是：陵
制与山水相称，建筑是应该与环境配合的。
有了这个理解以后，王其亨发现这一设计理念依据着传统建筑的一个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风
水。
    王其亨：在许多人眼中，风水代表着一个迷信的概念，其实并不完全如此。
根据我掌握的明代十八个帝王的，清代包括关外的一共十二个皇帝、七个皇后的陵，选址过程档案是
完整的，是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案，并不算是迷信内容。
    中国古代建筑在清朝发展到极致。
建筑渐渐走向标准化、定型化，建筑师们的创作重点转向建筑群体的空间布局。
这个时期修建的皇家园林和帝王的陵寝，都体现了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王其亨：中国古代文化，可以说是世界各个古代文化体系中唯一传承几千年而没有中断过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似文化仍然在传承，但是那只是经验的积累，不算是文化传承了，这种情况在西方
很多。
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比如中医就比较典型。
同样在建筑设计当中，实际上包括了工程地质，包括了生态、景观，它是一个综合体系，也有一整套
系统的思想哲学。
你如果在书摊上看到那个迷信、照妖镜之类的东西，那只是风水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是风水的一个分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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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一旦接触这个领域以后，你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风水。
    王其亨发现，清陵的选址与构筑并无什么荒诞不经的迷信。
古人所说的“风水”，原本是讲究建筑选址、设计的理论。
在它的指导下，清代陵寝建筑科学地解决了大规模建筑组群的外部空间布局难题，实现了建筑人文美
同山川自然美的有机结合。
    这一发现最终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同，专家们认为：明清皇陵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
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
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了500余年的世界观与
权力观。
    王其亨：我们到东陵看看那里的景物和建筑的对应关系，轴线感都非常强。
但是行走的过程中，墓道又是弯弯曲曲、不停地拐，其实都是顺应地形的。
同时，还能一直给人以戏剧性的空间效果，因为在前行过程中，每一步你都会发现，建筑和环境是紧
密结合在一块儿的，感到非常永恒伟大。
但是人的尊严，个人作为祭祀者的尊严没有消失，这就应了中国一句古话：青山埋忠骨，不是陵墓埋
忠骨。
    如果人们去东陵走一遍，最好严格按照祭祀的时间和路线，上午走你看到光线都是亮的，阳光照到
建筑，包括远景和近景之间的起承转合，互相的依存关系，非常漂亮，也非常神奇。
这些都是洋人没有的东西。
绕了一圈之后再回过来，按照步行的时间，下午道路上还是亮的，还是有阳光照耀的，不会出现阴面
。
我觉得就从建筑观念来讲：第一，它尊重环境，另外强调主群的关系；第二，它有很严谨的竖向设计
过程。
每一个建筑和下一个建筑对话，下一个建筑该出现的时候，后面建筑不应该干扰它。
    精美的建筑令后人叹为观止。
但是有谁知道，在辉煌与显赫的背后，样式雷家族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
    当年为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修建陵寝时，雷家第六代传人雷思起按照祖先的规制作出设计，两位
太后各用一个地宫，共用一套祭殿。
谁知两位太后不肯接受，不得已，雷思起改变方案，重新设计两个各自独立、配殿和祭殿齐全的定东
陵。
这才得到了两位太后的首肯。
当时醇亲王、恭亲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两个陵墓的细节修建得一模一样，因为无论得罪哪一位
太后都是杀头之罪。
最后，工程好不容易完工了，慈安太后已经去世，慈禧开始独揽大权。
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高于慈安，她竟然下令将已经修建好的陵墓内部全部重新修缮，让雷思起
重新为自己的陵墓进行装修。
因此外表看来两个一模一样的陵墓，内部却有着天壤之别。
    王其亨：慈禧墓的体制跟慈安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建筑的规格尺寸都是一致的。
具体在建造的时候，它使用的材料有很大区别。
慈禧的大木结构都是用的黄花梨木，很名贵的木材。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还保持木头的本色，纹理非常细腻、非常坚固。
室内的许多装饰，大量使用贴金，像我们在配殿里看到的砖雕，在砖雕表面贴金的情况，就是非常罕
见而珍贵的，在整个清帝陵中是仅见的这么一个例子，非常豪华。
    为了让慈禧太后满意，雷思起几次更改设计，耗尽心血，最后劳累而死，成为第二位因工作劳累而
去世的雷家人。
    样式雷家族最后一代的作品，是没有完成的光绪皇帝的崇陵。
后来，在修复几经战火焚烧的圆明园时，大清帝国轰然倒塌。
世代以皇家建筑设计为生的样式雷家族也从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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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样式雷的后人如今在哪里？
他们现在在从事什么职业呢？
    通过样式雷研究专家的帮助，我们找到了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样式雷第十代后人雷章宝，在这里
，他完整地回忆起样式雷家族没落的经过：    到了民国，清朝灭亡了，庞大的样式雷家族就得不到原
来皇上给的俸禄了，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换句话说，就是坐吃山空，所以家道就越来越没落。
在这个期间就是偶尔做些私人的木器加工，或者其他工厂的一些设计，但由于当时一个是战乱的年代
，国民经济很不景气，所以请我们来做这方面设计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设计少了，收入也少了，
最后维持生计已经很困难了。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在圆明园里搜到当时由我们祖上呈上给皇上或者慈禧太后的图纸，非常精
美的图纸，可能被他们掠夺走了。
抢完了就上那个所谓的鬼市，什么古董啊，什么字画啊，就拿去卖，这时候在市面上就能看到我们家
祖上设计的图纸了。
火烧圆明园也殃及到当时我们祖上居住的海淀镇槐树街老宅。
我太爷雷廷昌，他考虑到祖祖辈辈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自己亲手设计的皇家园林的建筑图纸，如果
被烧了、被毁了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把这些图纸、烫样运到了城里，装了满满的三五间房。
当时有些图纸已经流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亏得有梁思成和朱启钤先生的营造学社，他们就建议当时的民国政府把这些图纸收
购起来，通过协商，最后可能是一千五六百元大洋就把所有图纸都买走了。
    我父亲在世时给我讲，这图纸用当时的十轮大卡车连图纸带烫样整整拉了十车。
后来按照文献记载，这些图纸都存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烫样大部分现在都存在故宫博物院，所以现在得以留存于国内的大部分图纸和烫样，还真得感谢朱启
钤和梁思成先生。
是他们为咱们民族和国家，留住了一笔非常大的文化遗产。
    雷章宝所提到的烫样，是一种可以直观欣赏的类似积木的、可灵活拆卸的建筑模型，谁也无法想到
这些模型是用纸板、秸秆和木头黏接而成，就是这些普通的材料将建筑的整体与细部结构表现得淋漓
尽致。
    王其亨：烫样，简单讲就是用纸板做成的模型，但很多构件要黏合起来，要烫蜡，还要贴标签。
有的烫样是实体的三维模型；也有的烫样是二维的，比如落地罩、隔断装修等。
另外烫样有全分样，就是一个组群性的，比如说一个定东陵，从前头的下马碑，一直到最后的方城明
楼，全部给你做出来，连地形一块儿，这叫全分样；还有个样，比如说很复杂的一个地宫，甚至比如
说圆明园里的一些著名景点，那一个组群当中的一个主殿单独做一个，这叫个样。
烫样都可以一个一个拆解开的，从表面的东西一直到地下，甚至打桩的部分都可以把它拿起来然后再
组装。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皇帝、皇后讲解的时候，更加清晰明了。
同时，关于烫样的拆解方法，还衍生出一个学问叫做揭看法，也有相关的文字描述。
    长久以来，由于史料的缺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古代建筑究竟是怎么从设计到施工，一步步最
后完成的。
甚至很多国外专家一直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完全是靠工匠的经验修建起来的，不需要设计图，更不需
要施工图。
样式雷图档的留存于世，不仅彻底推翻了这种说法，而且也证明中国古代的建筑水平已远远超越了时
代。
    王其亨：比如我现在拿一张当年的样式雷的图纸给大家看，我说这是空间的地形图，我相信绝大部
分国内学术界的人不会认同这是地形图，因为它太超前了，就相当于现在电脑的建模，也是一个相当
复杂的三维立体模型，而这些先进的技术，中国人已经用了几千年。
要想看懂和深入研究样式雷的图纸，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空间想象能力。
可以不夸张地说，样式雷图档是我们学习挖掘的无尽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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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样式雷图纸研究透了，中国的古代制图学史、测绘史一定会有所更改。
    正如王教授所言，目前留存于世的样式雷图档已经达到两万多份，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留下的最
为原始也最为丰富的宝贵资源。
但目前后人对这些图档的研究仅仅打开了冰山一角，其中蕴涵的中国古代建筑的秘密还有待于人们去
破解。
专家们在苦心研究这些陈旧的图纸的同时，还在进行着另外一项工作，那就是争取让这些雷氏家族留
下的图档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王其亨：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你比如说简单讲，回到刚才申报世界遗产明清皇家陵寝这个设计理念
，不是建筑能够直接表述的，建筑包含了这个理念。
而理念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定是因为有了图纸，才能由工匠把它付诸现实，所以说，中国的那种传统思想，那种和西方人不同
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识，也是通过图纸作为载体传承到今天的。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它作为记忆遗产一点都没有问题。
    尚未消失的图档让后人记住了样式雷。
遗憾的是，在样式雷的后人中已经没有人能够继承祖上的手艺了。
如今，样式雷的第十代后人雷章宝先生，在一所学校里担任体育课教师，现在最令他高兴的是，前几
年他被评为羽毛球国家级裁判。
在这位雷先生的家中，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与样式雷有关的物件，在家族的分散流徙之中，祖上的珍
藏已散落四方，仅有那个遥远的家族故事深深地藏在他们的心里。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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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寻找历史的过程，总会发现一些神秘却又情理之中的故事，跟随《历程》，亲历历史的过程，享
受阅读的愉悦，感受历史的沧桑。
    洛阳铲，它是盗墓贼的武器，也是考古学家的工具，它沟通着今生与前世，游离于正邪两道⋯⋯    
——《一剑刺破阴阳界》    郑和下西洋，在中国的史料中，几乎找不出有关这支船队经历的任何记载
。
甚至在《郑和本纪》中，也只是惜墨如金地提及了“下西洋”一事，郑和花费一生的海上之旅，似乎
有许多理由拥有比这更为详细的记录⋯⋯    ——《郑和下西洋》    在四川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滋养成
都平原的传大利枢纽——都江堰，其实并不是李冰父子修筑的⋯⋯    ——《都江堰修筑者之谜》    据
传，即使在马可·波罗死后，当时的威尼斯人仍然称他为吹牛皮的人，甚至有人因为扮演马可·波罗
吹牛的小丑形象而走红。
马可·波罗，这个游记中睿智而高贵的商人难道真的在说谎吗？
这个来自威尼斯的传大旅行者难道真的从来就没有出发过吗？
    ——《行者的见证》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者见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