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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付裕） 由中国国
家博物馆主办的“片羽重辉——国家
博物馆文保成果展”日前启幕。据了
解，此次展览分为“业界先声”“巧技
天工”“斐然成章”“敏行致远”“观往
知来”五个部分，系统梳理了国家博
物馆百余年来在文物保护方面付出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展示了文保理念
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体现了不同时
期的特点与突出成就。

此次展览中展示的宋代钜鹿故城
文物修复过程就是国博早期文物保护
的一个重要案例。据了解，钜鹿故城
位于今河北省巨鹿县西南，宋大观二
年（公元1108年）因黄河决口而被淹

没。1915年前后，故城所在地时有宋代
古物出土，此后渐有盗掘之事。国立历
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21年委派裘善元等
人前往调查，发掘了宋代董、王两处民
宅，获得瓷陶杂器 200 余件，陆续对部
分文物进行妥善修复。

据了解，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材
质多样，文物保护修复技术门类广。不
论是青铜器、纺织品和陶瓷器，还是古
代书画和近现代文献档案等，一代又一
代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在传承和借鉴基础
上，不断总结经验，用精湛的技艺保护
了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遗产。

在青铜重器保护方面，多年来国家博物
馆修复和复制了大量珍贵青铜器。此次展

览展出了精心修复过的庚儿鼎等一级文物，
以及大盂鼎、四羊方尊等重器的复制品。

在金石传拓方面，国家博物馆的金
石传拓源自金石名家周希丁先生，其弟
子傅大卣先生作为顾问授徒传艺，几代
人先后为国家博物馆传拓“后母戊鼎”

“虢季子白盘”“大盂鼎”青铜重器等文
物千余件，对展览、研究等起到了重要
作用。此次展览展出了“后母戊鼎器形
花纹拓片”等珍贵拓本。

“智慧国博”建设启动以来，国家博
物馆开展了文物三维数字化项目，利用
高精度的数据采集设备，精准的纹理映
射算法，全方位留存了文物的三维数
据，为文物复制、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提

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修复师将3D打印
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仿制了西汉错
金银云纹犀尊、商代妇好墓青铜觚等青
铜器，拓宽了文物复制的途径和方法。

国家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以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为理念，与国内外众多文博机
构、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联合开展多层次的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同
时，国家博物馆以人才队伍建设和文物科
技创新为驱动，全面推动馆藏文物保护研
究利用。充分运用最新科技成果，推进文物
保护新材料、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依托

“智慧国博”完善文物保护修复管理系统建
设，推进智能辅助修复走向成熟，让文物被
感知，会说话，逐步实现文物保护智能化。

讲述文物保护百年故事
——国家博物馆举办文保成果展

开封是坐落于黄河岸边的
一座古老城市，黄河安澜是每
个开封人心中的美好愿景。

开封黄河边上有个小小的
村子，叫铁牛村，村子里供奉
着一尊明朝时铸造的镇河铁
犀，历经五百年，这座铁犀依
然森森耸立，凛凛威风，它是
于谦在开封做河南巡抚时建造
的。

这座铁犀高 2.04 米，围长
2.66 米 ， 重 达 千 斤 。 五 百 年
来，它威严地蹲坐在那里，独
角朝天，目光炯炯，它的背上
镌刻着于谦撰写的 《镇河铁犀
铭》：百炼玄金，溶为金液，变
幻灵犀，雄威赫奕，镇御堤
防，波涛永息……

于 谦 ， 字 廷 益 ， 祖 籍 考
城，即现在的开封兰考。入仕
后，曾有10多年的时间，以兵
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河南，当时
河南布政司的治所在开封，辖四
州三十县，因此，于谦在开封有
10多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于谦巡抚河南遇到的最大
问题就是河患。史载，明洪武
二十年夏六月，河水袭入开

封，全城屋舍，多没入水中；永
乐八年秋，黄河在开封决口，环
城 7000余顷良田皆成泽国。宣德
五年，于谦到开封后，立刻组织
两岸民众疏通河道，加固堤防，
全力整治河患。堤防设施完成
后，于谦又在堤坝上筑炉炼铁，
浇铸铁犀，以镇洪水。开封百姓
甚感其德，专门在回龙庙为于谦
建祠，追思他治河的功绩。

于谦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
才，他不仅能文能武，而且在个
人操守和气节方面更是无可挑
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
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石灰吟》这首诗
鼓舞激励了无数后人。

武功方面，于谦以他的名义
组织军民抵御外敌入侵，率领京
城内的士兵出城作战，在城门外
阻击敌军。在于谦视死如归的精
神感召下，他领导的保卫战取得
胜利。

于谦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
言。他的名字在史册中闪闪发
光，明宪宗追谥“肃愍”，明神宗
时改谥“忠肃”。《明史》 更是赞
颂他“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河南开封的镇河铁犀
李军涛 本报记者 王有强

最难风雨故人来

中山公园的前身是明清两代皇帝
举行祭祀活动的社稷坛。1914 年 10
月，在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的推动
下，社稷坛对公众开放，成为北京
城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

1915 年，当时的中央公园委员
会筹建“来今雨轩”，本拟做俱乐
部，后改为餐馆。轩名是朱启钤取
的，来自杜甫 《秋述》 小序，截取

“旧雨来今雨不来”中间三字，用以
感慨世间人情冷暖。最初的匾额为
徐世昌所题，现在的匾额是赵朴初
1985年题写。

两边的抱柱上，有清人书写的楹
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
人来”。楹联虽是古人诗句，其意境
却十分贴切，一大批进步青年正是
在这里不断求索，与志同道合的新
朋旧友一道，向着光明勇敢迈进。

除东面的来今雨轩外，中央公园
的 茶 座 还 有 西 面 的 春 明 馆 、 长 美
轩、上林春、柏斯馨等地，也都是
高朋满座。以茶座为代表的中央公
园消费价格有些偏高，茶客以中上
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居多，尤其是大
学教授，医生、记者、画家以及大
学生等，各茶座的茶客都相对固定。

来今雨轩是典型的民国建筑，红
砖房、歇山瓦顶、有廊柱。当初在
建筑外又搭了七间铁棚，棚下面摆
放 几 十 张 茶 座 。 20 世 纪 20 年 代 前
后，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
命 活 动 的 重 要 场 所 之 一 。 以 李 大
钊、邓中夏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
识分子，常聚在茶社，探讨传播马
克思主义，表达自己的政治和人生
理想。

1919 年 7 月，由王光祈、李大钊
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

轩 正 式 成 立 。 李 大 钊 还 曾 介 绍
毛泽东、赵世炎、恽代英等人加入学
会，与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多
次到此参加学会的聚会、座谈会，阐
明政治主张。

另据 《鲁迅日记》 记载，鲁迅先生
曾 82 次来到中山公园，其中 60 余次在
来今雨轩翻译写作、品茗就餐、赏花
会友，他翻译的小说 《小约翰》 便是
在这里完成的。

来今雨轩还是当时京城文化圈举办
重大或重要活动的首选场所和最佳聚
集地。1919 年 6 月 30 日中午，北京大
学等五家团体在来今雨轩为美国实验
主义哲学家杜威离华举办送别宴会。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年似此
国际文化盛会，在此不知举行过多少
次，如果仔细收集，足可编一本很厚
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

李大钊在此演讲《庶民的胜利》

近代中国的社会风云激荡，许多革
命志士和先进青年在来今雨轩，谱写
了一幕幕生动而精彩的历史传奇。特
别要指出的是，1918 年 11 月底，李大
钊就是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庶
民的胜利》，点燃了革命志士心中救亡
图存的火种。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战败投
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
宣告结束。作为战胜国一方，中国人
欢喜若狂。11 月 14 日至 16 日，北京
全市学校放假三天。

11 月底，北京庆祝一战胜利的活
动达到高潮。28 日，北洋政府特开大
会庆祝战胜，在太和殿举行中外军队
阅兵式，并鸣礼炮 108 响。29 日，总
统在居仁堂邀请协约国外交使团、各
国公使。30 日，又举行提灯会，北京
东西城各校学生参加游行。张国焘回
忆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
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
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肆宣传说这
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
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
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
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
之兴奋。‘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
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
为强的机会。”

当时的国人普遍幻想一个公正和平
的时代即将来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是“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认为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
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
好人”。胡适在演说中指出“这一次协
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
美国所以加入战国，全是因为要寻一
个‘解决武力’的办法。”他们的言论
影响了很多的青年学生和民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到底是谁
的 胜 利 ？ 真 的 是 “ 公 理 战 胜 强 权 ”
么？在这热闹的氛围中，有一个人进
行了与众不同的思考，他就是时任北
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李大钊独具慧眼，在来今雨轩举行
的题为 《庶民的胜利》 的演讲中，他
尖锐地指出，如果连是谁的胜利和为
谁庆祝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忙着
去祝贺，是没有意义的。

他首先向听众提问：我们究竟是为
哪个庆祝？在台下一片寂静中，他斩
钉截铁地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
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
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是全
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
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
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
庆 祝 ， 是 为 打 败 世 界 的 军 国 主 义 庆
祝。”

李大钊继续说道，“这回大战，有

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
会的”。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
社会的结果是劳工主义战胜。“劳工的
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
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
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须知今后
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一九一
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
革命的先声”。

演说完毕，台下瞬间喧腾起来。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形成了

社会主义民主观，他认为庶民必然战
胜资产阶级取得最终的胜利，庶民的
胜利也就是劳工阶级的胜利。因此在
政治上，他主张平等选举，废除私有
制，教育机会均等，对农民进行民主
启蒙。《庶民的胜利》 这篇演讲正是他
政治思想的体现，在当时具有很大的
理论意义。

《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时间

《庶民的胜利》 这篇著名演说，人
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 《新青年》
五 卷 五 号 。 该 期 《新 青 年》 发 表 了

“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第一篇是蔡
元培的 《劳工神圣》，第二篇是陶孟和
的 《欧战以后的政治》，第三篇即是李
大钊的 《庶民的胜利》。

这期 《新青年》 并未标明三篇演说
发 表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 因 为 蔡 元 培 的
《劳工神圣》 是 1918 年 11 月 16 日讲
的，便以为 《庶民的胜利》 也是同一
天发表的演说。

《新青年》 五卷五号这期杂志目录
上写的是“民国七年 （一九一八年）
十月十五日发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结束日为 1918 年 11 月 11 日，胜利
演讲的稿子怎会发行于战胜之前呢？
经考证，该期 《新青年》 实际的出版
时间是 1919年 1 月。

从这期 《新青年》 刊登的“ 《每周
评 论》 出 版 广 告 ” 中 ， 有 《每 周 评
论》“第一次已于十二月廿二日出版”
一语，可见它的出版当在 12 月 22 日以
后。而上海 《时报》 在 1919 年 1 月 18
日 至 27 日 每 隔 三 天 刊 登 一 次 《新 青
年》 第五卷第五号的出版广告。

据此判断，这期 《新青年》 的实际
出版时间，不会早于 1919年 1 月。

另据 《北京大学日刊》 记载：“本
月十五十六两日本校曾在天安门外举
行演讲大会。除本校校长、陈学长、
王学长及胡适之、陶孟和、马寅初、
陈惶农、李石曾诸教员外，并有来宾
丁在君、卢世功、冯执中诸先生到会
演 讲 。 大 受 听 者 欢 迎 。 今 定 于 二 十
八、二十九、三十日再行举行并请本
校高材生加入云。”

同一天的 《北京大学日刊》 头版头
条刊载的 《本校特别启事》 指出：“本
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为庆祝协约国战
胜日期，本校拟于每日下午开演说大
会 （地点在中央公园内外，俟择定后
再行通告），各科教职员及学生有愿出
席演说者，望即选定演题，通知文牍
处，以便先行刊印，散布听众。”

显然，11 月 15、16 两日，李大钊
并不在发表讲演的 11 人名单之中。他
发表 《庶民的胜利》 演说的时间应该
在 “ 本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三 十 日 ” 的 下
午。因此，在时间表述上，应以 11 月
底为宜，地点是“中央公园内”的他
常去的茶社“来今雨轩”。

如今，来今雨轩已修缮如昨，它吸
引了更多市民游客在此驻足，回首那
一段艰辛岁月中的红色往事，追思为
信仰而献身的革命先辈。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东方
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
中展出的蔡侯青铜鼎出土于安徽
省寿县蔡侯墓。这件蔡侯青铜鼎
是蔡昭侯墓发现的鼎中，体量最
大的一件，且此种样式的鼎在该
墓中仅出土一件。

据了解，学者们一般将这种形
体硕大的鼎称为镬鼎，其功能是用
来烹煮食物或供奉牺牲。此件中国
国家博物馆藏蔡侯青铜鼎底部有明
显的烟熏痕迹，可见确曾用作烹煮
器具。器盖内铸有铭文，表明这是
礼仪性青铜器。

蔡侯青铜鼎

“来今雨轩”与《庶民的胜利》
黄黎

从 北 京 中 山 公 园 正 门 进

入 ， 沿 东 侧 长 廊 曲 折 北 行 ，

在 古 柏 群 旁 ， 有 一 座 古 朴 典

雅 的 四 梁 八 柱 式 传 统 建 筑 ，

就 是 始 建 于 1915 年 的 “ 来 今

雨轩”茶社。

▲ 开封镇河铁犀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民国时期的来今雨轩外景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