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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的十
大传世名画之一，也是十大传
世名画中名声最大的一幅。画
面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型大桥和
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
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
一瞧，这些从事不同行业的人，
有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
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
有刀、剪、杂货。旁边有卖茶水
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
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
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
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熙熙攘
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
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
的，有推独轮车的……

《清明上河画》作为我国传
世长卷风俗画，表现了中国古
代的市井生活，以精致的工笔
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汴京的城
市状况，是一幅反映中国古代
繁华盛世的城市面貌与生活再
现的市肆风俗画，具有极高的
艺术和历史价值。它不仅记录
了那个时代的民众的日常空
间，亦参与了建构文化和历史
的空间想象。同时，它又包含

了巨大的信息量，带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画作的欣赏，更是研
究北宋历史极其珍贵的史料证
据，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连
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历史符
号。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一
书，作者杜恩龙立足《清明上河
图》，通过对古代市井生活方方
面面细致的解读，对中国文化
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考察。他挖
掘图中隐藏的各种社会文化细
节，在细节的复原和考证过程
中，补充大量历史背景知识和
专业概念，力图引导读者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
指出了本书叙述议论的主要角
度——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
的视野。

书中对《清明上河图》的历
史背景和绘画专业背景做了详
实的说明。宋代作为中国历史
上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市民
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发展以
及重文传统，为绘画艺术勃兴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此

外，通过分析宋朝海外贸易，集
中体现宋代商业文化熏陶下的
繁荣景象。

该书不是抽象地讲述大道
理，而是由图中的局部画面开
始，对椅子、茶叶、丝绸、服装、
轿子、车辆、建筑等等的历史发
展做了回溯，全部通过故事来
呈现，并配有各种图片，读起来
兴趣盎然，十分轻松。作者由
微观视角切入中国文化主题，
见微知著，熔宏大叙事于细节
中、故事中，生动、形象，让人印
象深刻。

书中的语言十分平实，没
有生涩专业词汇，作者选择的
话题也十分有趣，很多都是你
可能感兴趣的东西。

本书立足《清明上河图》，
又跳出《清明上河图》，讲市井
百态，更讲市井民俗背后的历
史源流；讲小百姓的衣食住行，
也讲泱泱大国几千年的风云变
化。这本书对于《清明上河图》
的解读不再局限于五米多长卷
中的一笔一画，而是从更全面
的视角去品读，对大家拓展思
路具有很大的帮助。

市扫描书

《大脑传》
作 者：[英] 马修·科布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2年3月

作者历数了人类对大脑认
识的曲折演进历程，讲述了脑科
学研究对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
域的诞生和发展产生的深远影
响，勾勒出了一部群星闪耀、波
澜壮阔的科学史诗。

励开刚 文

《飞船落哪？》
作 者：王 朋
出 版 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作者以亲历者视角，讲述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过程的
情况，包括着陆场的选勘、工程
可行性论证和方案研制中许多
鲜为人知的点点滴滴。

《雪漠诗说老子》
作 者：雪 漠
出 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本书以有形的文字为路标，
引导读者慢慢看到《老子》背后
的无形的境界，旨在告诉人们如
何将经典学以致用，如何使经典
有益于当下的工作与生活、有益
于做人成事。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人类
在谋生之上应该有一种爱美的
生活。”《一珠一玉，一诗一词》
是两位喜好收集美丽古珠的才
女合作完成的一本与读者分享
她们个人爱好的书籍。其实不
管是珠玉宝石，还是诗词歌赋，
都和我们国家的古典文化息息
相关。所以两位女士便从诗句
入手，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考古
结论，及目前所能见到的珍罕
实物，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去发
现古人对于世间美物存有的鉴
别、赞美之心，对于雅致文化保
持的渴慕、追求之意。

读《一珠一玉，一诗一词》
是个增加知识的过程，也是个
拓展自我历史文化心理空间的
过程。比如我们知道西汉的张
衡是位天文学家，发明了地动
仪，而他同时也是位才华卓著
的文学家，在《四愁诗》里写有

“美人赠我金错刀”的句子。常
识认为：“金错刀”是古代的一
种金属货币，因上面有黄金错
镂其文，故名“错刀”。可“美
人”会如此庸俗，直接送给张衡
钱币吗？该书作者经过研究后
指出：彼时流行“错金工艺”。
此工艺又分两种，一为镶嵌法，
一为涂画法，皆具相当的难
度。据传越王勾践令欧冶子铸
造的五把宝剑，就采用了此种

工艺。所以“金错刀”乃是非常
博雅高端的礼物，完全符合美
女的格调和张衡的口味。至于
这里的“刀”，意为佩刀或书
刀。“佩刀”很好解释，随身所佩
之刀。“书刀”则是汉代文人必
备文具之一，用来刮削书写在
竹简木牍上的错字。后来南宋
的陆游也写过一句诗：“黄金错
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曹植在《洛神赋》中写过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之
句。问题又来了：“木难”为何
物？晋代的郭义恭写过一本地
理植物志《广志》，说“木难”是

“莫难（木难）珠，其色黄，生东
海”。南朝沈怀远在他的《南越
志》里也提到了“木难”：“金翅
鸟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
珍之。”就是说，木难是一种令
古罗马人视为宝物的青绿色物
件。而“金翅鸟沫”，按照佛经
的解释，此鸟口边出来的珠叫
摩罗伽陀，而“木难”这个词的
阿拉伯语是“zumurrud”。如
此可能很多读者就恍然大悟
了：原来竟是祖母绿啊！是的，
按图索骥，追根溯源的话，木难
就是祖母绿——笔者发现这个
知识点的时候，也颇感慨：有时
候，做学问真的跟探究悬疑案
件的真相有些类似。

古人对美物的使用非常讲

究。书中《美男子家的酒杯》一
文提到了金谷园的主人石崇。
石崇素来以豪奢著称于世，最
有名的事迹就是和王恺斗富。
其实石崇的文学才华也不容小
觑。石崇除了写过《金谷诗
序》，还写过一篇《思归引》，后
者中有句：“宴华池，酌玉觞。”
这里“玉觞”的“觞”便是王羲之
《兰亭集序》里“曲水流觞”的
“觞”。觞是古代酒器，椭圆，浅
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
古人将这双“耳”比喻成翅膀，
所以“酒觞”也叫“羽觞”或“耳
觞”。该种酒器的底部往往还
会画个小鱼、小鸟的图案，或是

“君幸酒”“君幸食”一类的字
样，意思是“请君饮酒”“请君进
食”。行文至此，作者适时插入
了一张图片，上有现藏于吉林
博物馆的一只白玉觞，晶莹剔
透，精美绝伦，品相极佳。

古人在科技文化方面的水
平肯定不如今天先进，但古人
的生活也有着今人所不及的唯
美一面。我们可以通过古诗词
和古物件，用审美的眼光去分
辨和思考，就会对历史文化的
一些审美细节有更深一层的回
味。

（《一珠一玉，一诗一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1月版）

古人的爱美生活
——读《一珠一玉，一诗一词》

清宸

评书

眼录过
传世名画中的“文化中国”

——读《〈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
励开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