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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养生重在平常

夏日里，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法
之一，就是养成勤洗手的良好习惯。实际
上，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规范洗手的
礼仪。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西周齐侯青铜
匜，高 24.7 厘米，长 48.1 厘米，重 6 公
斤，是目前发现的西周青铜匜中最大、最重
的一件。

一般来说，青铜匜与青铜盘配套使用，
先用青铜匜盛上清水，由一位侍者手执青铜
匜从上向下慢慢浇水，贵族仰掌洗净双手，
另一位侍者用青铜盘在下面承接弃水，洗完
双手之后洗手者接过侍者递上的手巾擦干双
手，《周礼·春官》称之为“沃盥之礼”，所
以现代汉语中还保留有“盥洗”一词。

面对暑热，很多人都选择清凉的空调房
间，但即使再热，也要多开窗通通风，保持
室内空气流通，有效维持室内空气清新。

对于清新空气的重视，古人也作过很多
研究。据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汉
武帝年间，汉武帝曾下令“焚烧香丸，以辟
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
日，香由不歇”，从而起到了清新空气、祛
除虫害的作用。

河北博物院收藏有一件西汉错金博山
炉，通高26厘米，腹径15.5厘米，1968年
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炉身
似豆形，通体错金，刻画出秀丽的自然景色
与生动的狩猎场面。

除了日常勤洗手、多通风以外，重视分
餐制也是预防夏日疾病的重要措施之一。

唐代以前，人们普遍实行分餐制，在出
土的汉代壁画、汉代画像砖中均可见到分餐
制的宴饮场景。

唐代以后，合餐制才逐渐取代分餐制。
据唐代欧阳询等编撰的《艺文类聚》记载，
荆轲刺秦王前，燕太子丹宴请荆轲，与荆轲

“等案而食”，即两人的食案上放着相同的食
物，两人分餐进食。

成都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东汉宴饮图画像
砖，长47厘米，宽38厘米，1981年出土于
成都市金堂县土桥镇曾家包村。画面中有
樽、盂、杯、勺等餐饮器具，一人一案，席
地而坐，是非常典型的分餐制场景。秦汉时

期巴蜀地区凭借都江堰的灌溉之利，成为天
府之国，汉代的画像砖记录下了当时的宴饮
场景。

心静自然凉

扇子是中国人最为喜爱的消暑纳凉工
具，从古至今，夏日里，人们对于扇子的喜
爱，溢于言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竹柄纱地
堆绫加绣花蝶扇，即为清宫旧藏。

这柄竹扇面绣地轻薄，两面图案虽同而
技法全异，正面刺绣针法繁复多变，以套针
为基础，用施毛针、钉针、缠针、打籽等针
法绣花卉，用滚针、钉金针法绣蝶须，生动
自然。背面堆绫绣的技法同样繁复，按正面
蝴蝶花卉图案剪出绫片，以笔墨渲染色彩，
贴于相应的位置，压盖住刺绣的针脚，并以
钉针固定。绫片微突起于纱面，颇具立体
感，将蝶的动感、花的婀娜表现出来，具有
非凡的艺术效果。

清代的柏木冰箱则显示了古人消暑纳凉

时的经典创造。在柏木冰箱上，有一对箱
盖，盖上有四个铜钱纹开光，用于将箱盖提
起。箱内设一层格屉。冰箱外部的两个侧面
各安两个铜提环，以便提拉冰箱之用。冰箱
下承柏木座，座面、束腰及鼓腿拱肩处均包
镶铜片，足下连托泥。

盛夏时节，天气炎热，在格屉下放置冰
块，将食品置于屉板之上，而箱内四壁用铅
皮包镶，可以隔绝外面的热气进入箱内，利
于冰块保持低温，对箱内储藏的食品起到冷
冻保鲜的作用。

如果不小心中暑，古人也有重要的中医
中药方法治疗。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
论》记载了113个中药方剂，如治疗乙型脑
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
汤、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阑尾炎的大
黄牡丹皮汤等，直到现在还在被人们使用。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西汉帛书《五
十二病方》，全书达一万字，是高约 24 厘
米、长 450厘米的长卷，1973年出土于湖
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是迄今所见最

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这份帛书黄褐色，
多有残破，共计有462行，是马王堆三号墓出
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详细记载了医方
283 个，药名 254 种，涉及内科、外科、妇
科、儿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治疗医方，
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
学发展的水平。

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与汗水，
展现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了解文
物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学习文物知识，也可
以让暑热的夏日，多一分清凉。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员、上海市
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

文物里的夏日养生故事
施泳峰

炎炎夏日，气温高、湿度大，起

居养生方面，应时刻注意顺应自然

变化，饮食温热清淡。在许多典籍

中，古人也曾留下诸多夏日养生

“秘笈”。笔者试从博物馆藏文物

中 ，跨 越 时 空 寻 找 历 史 留 下 的

故事。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黑漆嵌螺钿花蝶纹翘头案，纹饰华
丽，螺钿光彩。案面两端翘头，长牙条，牙头镂雕成如意
云头形。四方腿粗壮，侧腿间设方横枨，侧脚收分明显。

此案面正中菱形开光，两侧六角形开光，内饰牡丹与蝴
蝶纹，通身饰黑漆嵌螺钿花蝶纹，漆灰较厚，系明代风格的
作品。

明代黑漆嵌螺钿花蝶纹翘头案

黑 漆 嵌 螺 钿 花 蝶 纹 翘 头
案，明，长 260 厘米，宽 56.5 厘
米，高8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书作为信息承载方式，当下在形式
上无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电子书、融
媒体式的图书被广泛开发，图书的载体形
式被不断创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
传统纸质图书的价值有必要重新审视。其
中，艺术图书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以及由此
所产生的典藏性值得关注和再认识。

纸上博物馆

艺术图书全方位立体呈现信息，最为
基本的是文和图。文字和图像有具体的意
义呈现，但编排的图文和连贯的图片，也会
形成新的内容指向，不同的图文编排，呈现
不同的内容效果。也就是说，文字节奏形
成独特的内容，图片也形成一种内容上的
节奏。同时，设计和材质，也会形成一定的
信息传达。

不同的艺术图书，分别有其独特的典
藏价值。很多馆藏类的艺术图书相当于纸
上博物馆。例如，《荣宝斋珍藏》是荣宝斋
数千件历代书画藏品的集中梳理和呈现，
这些藏品是经过荣宝斋很多代人逐步收藏
起来的珍品，从未集中观摩和展示过，因而
哪怕荣宝斋的资深人士也往往知其一斑，

而不知全貌。如此，图书就给了读者一窥全豹
的机会。

出版立项后，对藏品进行集中观摩是第一
步，包含品鉴、筛选、分级等步骤。为此，荣宝
斋曾专门成立内外专家组成的多人鉴定小
组。当这些尘封已久的珍品，展卷呈现在眼前
时，往往引来各路专家的啧啧称赞。专业人士
不仅看作品全貌，也在细处仔细谛察。有讨
论、有争议，也有事后的查证。这种由观看所
导引的品鉴，对最后在书中呈现画作的方式，
也会产生影响。比如，一个局部的注目品味，
在书页上可能会形成特写的局部放大，这是内
容的选择和特殊的视觉暗示。

专家在一起看画的过程中，也会发现疑
点，纠正谬误。比如，一幅小写意绢本墨笔花
鸟作品，画上落款是小山，很多专家一直把它
当作清代画家邹一桂的作品，可是，画上有一
方作者印章中有“方外”字样，不禁又让人起
疑，而且，邹一桂擅长工笔重彩的花鸟画，墨笔
写意并不多见。后经反复查证，此画是同号小
山的一位并无大名的清代画僧所画。

从头到尾，仅通览藏品就足足持续了两个
多月，接下来作品拍照，做资料，拟定出版体
例，设计排版，编辑印制，最后形成了12卷本
的8开精装大画册系列。对于出版单位来说，
此书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同时，对于书画鉴
定和美术研究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参考范
本。尤其在高清印刷的条件下，原作的视觉效
果还原已经非常好，其逼真地呈现了藏品细
节，也的确算得上浓缩的纸上博物馆。这时，
对书画珍品的图典呈现，就别有另一种收藏的
价值，艺术图书的典藏性便突显出来。

展览的延伸

除了馆藏类艺术图书，有些特殊的艺术展
览，也会以好的图书形式凝固下来。对于展览
类的艺术画册，也是一种平行的展览呈现。甚
至，国外还有一些艺术概念书，其本身就是展

览呈现的主体。如此前举办的“三人行——
齐白石、许麟庐、李苦禅艺术大展”曾引起
不小的轰动，展览的同名画册也在展览
上引起热情抢购。看展而意犹未尽，
进而想通过书的形式将展览于时间
封存，珍藏起来。这恰恰说明了此
类展览画册的典藏价值。

不同于展览类画册，有时候有些艺术类图
书像是放大镜般地深入观察和对比研究，常见
如个案研究或专辑类艺术图书。如《百年雄
才》《赖少其全集》以及《蒋兆和全集》《张大千
全集》等，这些画册将人物一生的艺术活动和
成果囊括其中，见微知著，既是高度概括的全
景展示，也有大量历史细节的考证，有人们耳
熟能详的经典呈现，也有鲜为人知的成果揭
示。这种高度概括又全面的个人专辑具有极
大的信息含量，图书内容的时间轴以及特殊图
片的并置对比也会创造出新的内容体系。

不同于文字类传记图书，艺术图书的书页
呈现，也是艺术品还原的独特形式。

创造典藏价值

对经典艺术的研读，需要长期和反复，所
谓“常看常新”。好的艺术图书，因其内容经典
和装帧考究，本身就具有收藏价值。这些年的
出版实践中，笔者也尝试过许多传统装帧的形
式，采用了一些非常规的特殊纸张，往往更加
契合图书内容，并强化了书籍本身的收藏价
值。如采用线装书的形式出版宋代经典建筑
学著作《营造法式》，此书一函多册，纸张轻便，
蓝皮白纸，极为古雅，和古代典籍的内容相得
益彰。古代建筑图通过线装书的形式呈现出
来尤为贴切，仿佛原汁原味的古籍。

传统图书，主要是突显图书中文字内容的
价值，但是传统纸质形态的图书可传达信息的
部分，却不仅仅只是文字，甚至也不囿于图片，
图书材质的物性以及编排的设计智慧等也一
并传达内容信息，创造典藏价值。它们共同构

建的独特性是为典藏的前提。
试想，古人将碑帖装裱成册页，这种连续

翻页的阅读物就如图书一般。古人会考虑不
同部分纸张的实用效果，如拓片轻薄，而背裱
纸张韧度结实，需经久耐磨。对传统线装书普
遍观察，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图书基本
都是长方形开本，通常锁线装订的部分，都是
一本书的最长边，这样可以保证图书的结实，
使书页聚拢。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人体仿生学
的原理，就如手机，亦为长方形，可能便于掌控
之物，有其通理。

传统图书的智慧，需要继承和发扬，而这
在艺术图书中更易实现。突显了材质、工艺和
设计感、手工性的艺术图书，加之独特内容，自
然强化了这种艺术图书的典藏价值。

传统手段嫁接创新，还可以创造出独特的
图书形态，赋予其独特的收藏价值。如《荣宝斋
藏印选》就是一本手工书，其集传统拓印、荣宝
斋木版水印以及传统线装书等多种形式于一
体，采用古代印谱制作方式。古代印谱均是手
工拓印，一般使用薄如蝉翼的连史纸，印面用朱
泥拓为红色，边款用墨，拓为黑色。边款纹样以
及释文文字均用木刻水印，装订则一函两册，采
用传统线装书的装订形式。此书内容是齐白
石、吴昌硕等大家的原印拓制，也是稀世珍品。
书籍的内容和装帧，同样都非常珍贵。

可以说，好的艺术图书，本身就是艺术品，
在出版艺术图书的过程中，也需要像创造艺术
品一样，出版艺术图书。

（作者系荣宝斋出版社副总编辑）

艺术图书：可读可赏的“艺术品”
王 勇

在厦门市博
物馆珍藏着两方
对印“陈永华瓷
印”，这是国家
一级文物，分别
刻 有 朱 文 篆 书

“ 永 华 ”“ 复
甫”，制作于清
初康熙年间。

陈永华的父
亲陈孟鼎为明天
启年间的举人，
任同安教谕，早
期为郑成功部将。陈永华从小“好读书，有奇谋”，16
岁进秀才。

据记载，陈永华曾建言实施屯田制度，鼓励垦
荒，劝农桑，使军民衣食丰足；教匠人烧瓦、伐木，
建造房屋，以安民居，改善了草棚茅舍的简陋住宿条
件；筑围栅，建衙署，禁淫赌，实施保甲行政管理制
度；教导民众种植甘蔗、制糖，贩卖到海外，每年可
获数十万金。在陈永华的精心治理下，社会安定，百
业俱兴，市井繁荣。

明永历十九年，陈永华提出“建圣庙，立学校，以
培育、拔擢人才”的建议，创建了一套自上而下较为
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倡议设立“国子监”，颁令各
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义学”。还
要求高山族同胞居住区的各社设立“小学”，方便高
山族子弟入学受教育，并规定凡是高山族子弟“就乡
塾读书者，蠲其徭役”。规定儿童必须“八岁入小
学，课以经史文章”。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
童。州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学院，学院试取中，
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试者，补六官内
都事，擢用升转。”陈永华还在承天府兴建当地第一
座孔庙，创办过第一所学府。

陈永华瓷印
本报记者 照宁

日前，“凤鸣于溪——安溪历史文化展”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有 160 余件
（套）展品、100多幅图片、13个视频集中亮相，立体
再现了茶乡文化图景。

安溪是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世界藤铁工艺之都，
也是千年古县、文物大县，全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677
处，红色革命遗址200多处，人文荟萃、底蕴深厚，先
后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据了解，此次展览共分为“溪水流长”“茶韵香
悠”“藤姿铁艺”“民俗乡情”四大单元，涵盖瓷
器、竹器、金属器、藤器、水晶器等材质，以及乐
器、服饰、书法、文献等种类，系统展示安溪的历
史文化、艺术创造和民俗风情，展现了自古及今安
溪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唐代青釉双系
罐、宋代安溪青釉碗、明代安溪窑青花山水人物题
诗瓶、清代安溪木雕凤凰花卉木纹堵板等一件件展
品，为拂去历史的尘埃、回望安溪历史留下了极为
宝贵的资料。

据了解，其中的“茶韵香悠”展览单元展出多个朝
代、各类材质的安溪饮茶器具，介绍安溪最具代表性的
六大名茶，并展现安溪铁观音独特的制茶工艺。“藤姿
铁艺”单元甄选出安溪藤铁工艺大师的代表作品进行展
出，这是安溪工艺精品的一次集体展示。一件件看似平
凡的竹、藤、木、草、铁，经过安溪人民灵慧的巧手，
把坚硬的钢铁和细软的藤条，刚柔并济、巧妙结合，变
成富有艺术创意的用品，产品既有竹藤编的柔美灵巧，
又有钢铁的韧性耐用，堪称“铁骨柔情”。

每件文物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历史，国家博物馆收藏
的《李光地行书王安石<张良>诗》《清水岩志》以及民
国时期集美学校内迁安溪期间开展考古发掘后辗转收藏
在厦门市博物馆的出土文物等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诸多
展品，述说着安溪流传千载的故事；基于泉州市博物馆
《榕村雅集图》卷创作的多媒体动画、散发茶文化魅力
的场景装置和茶席、透过现代技术“张口”诵读闽南方
言诗的李光地画像等丰富多彩的展陈形式，更是赋予文
物以骨肉，让文化从历史中苏醒。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凤鸣于溪——安溪历
史文化展”策展人高秀清表示，此次展览作为国家博物
馆联手地方为广大观众呈现的又一地域文化展，着力展
现安溪的地域魅力，在单元架构和内容设计上处处蕴含
巧思。

安溪历史文化展亮相国博
本报记者 付裕

西汉错金博山炉

竹柄纱地堆绫加绣花蝶扇

西周齐侯青铜匜

西汉宴饮图画像砖拓片

帛书《五十二病方》（局部）

《荣宝斋藏印选》封面

《荣宝斋珍藏》内页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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