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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青年”林志炫

“起猛了！林志炫居然来
到我家门口。”

“知识渊博！一度怀疑改
行当导游了。”

……
1 月 6 日，在林志炫的小

红书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看
到了他新晒出来的“宁波日
程”，接连“打卡”天一阁等地，
惊呆众人。

1月6日，不少网友在小红书刷
到了一条名为《跟着我去藏书楼吧》
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身穿白色运
动服的阳光“小伙”，时而站在天一阁
博物院门口，时而在范钦石像身边逗
留，时而穿梭在各个巷道、景点，不断
讲解，细节满满。

很多宁波本地人忍不住点赞。
“这小伙讲的天一阁，专业，而

且知识点多，我一个老宁波都听得
津津有味。”宁波文化爱好者“老张
兄”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外地网友头一次听天一阁讲
解，也着了迷。

北京网友“懒得起名字”留言
说：“这是真学霸，不像背稿子背出
来的，应该是自己熟知后再讲给我
们听的。”

内蒙古网友“小柯”也称：
“听了讲解很有意思，想来宁波
‘打卡’！”

“这小伙讲的天一阁，专业！”

其间，有网友猛然发现：“这是
歌手林志炫！”众人哗然，纷纷为他
的“少年感”穿搭以及专业级讲解
点赞。

“我还以为是导游或者主播，
原来是林志炫，还真喜欢听他这个
嗓音讲历史，听着真有劲。”网友

“小艾”表示。
网友“老车”则动情地说：“我

从小在天一阁门口长大，那时我听
着磁带里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我从来没有想过磁带里的这个人，
有一天会来到这里，走过我小时候
玩耍的地方。”

同时，记者注意到，林志炫于
1月5日下午和晚间，分别在自己
的小红书上接连更新了两条短视
频，都是讲天一阁的。元旦假期，
他还以自己的歌曲为背景音乐，
实拍了天封塔、宁波博物院、鼓
楼、南塘老街等宁波地标性“打卡
地”的场景。

惊呆！“导游”竟是林志炫

“我都老了，林志炫咋
还这么年轻？而且这么能
说！”“看路线，林志炫好像
特喜欢打卡古建筑，而且对
历史很感兴趣。”这是许多
网友的观后感。

公开信息显示，歌手林
志炫1966年出生于中国台
湾，毕业于明新科技大学土
木工程科。也就是说，林志
炫很可能因为学生时代学习
的专业，而对历史和古建筑
有着特别的喜爱；同时热爱
旅游打卡，再加上保养有道，

“少年感”也就水到渠成了。
至于为何选择打卡天一

阁，而且对古籍的保存和印
刷等知识点如此了解，林志
炫则在视频中解释了一句：

“我是干印刷出身的嘛。”
原来，林志炫家里是开

印刷厂的。有一段时间，他
曾在家里的印刷厂上班，并
负责宣传家中的产品。“即便
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放下音
乐，一边开着印刷机工作，一
边也会戴着耳机听歌。”他曾
在电视节目里如此回忆。

他是“干印刷出身的”

有意思的是，林志炫在
讲解天一阁过程中，接连“拷
问”网友。

比如，他在讲到范钦后
代在分割家产时的选择，一
边是大量的藏书，一边是白
银万两。“如果是你，你会怎
么选择呢？留言区告诉我！”

再比如，林志炫来到天
一阁主体建筑前，对古建筑
学家、园林艺术大师陈从周
所书柱联“人间庋阁足千古，
天下藏书此一家”中“庋”的
读音和意思进行提问。

对此，记者请教了天一
阁博物院的专家。“庋，读

‘guǐ’，第三声，有‘收藏’
的意思。”天一阁博物院活动

推广部副主任王伊婧说。
据介绍，陈从周先生与

天一阁结缘早在 1963 年，
他曾对东园的规划和营建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天
一阁留下了一联两额，也
是一段佳话。一联为“人
间庋阁足千古，天下藏书
此一家”，挂于天一阁楼下
前廊柱，为清代桐城派传
人姚伯昂撰句；两额是“春
随人意”“以衍清芬”，位于
西大门内。

不难看出，作为亚洲现
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
一阁的知识点密集，“细节满
满”，非常值得多次打卡。

记者 谢舒奕

还给广大网友出了考题

作为宁波本地重量级的跨年大展，由宁波博
物院联合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古代中国文明展：
礼制·信仰·多元性”特展已开展一个月。

1月6日，为了让大众更深入地了解展览内
涵，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研究员、策展人韦心滢应
邀做客宁波博物院东方讲坛，给大家带来一场深
入浅出的青铜知识普及讲座。

当天下午4点，韦心滢还与宁波晚报记者在
展厅完成了一场1个小时的导赏直播，选取重点
展品，详述策展理念与展览逻辑，梳理展品背后
的历史脉络。

青铜器背后的“密码”

“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
各区系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
然便会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因素。”韦心滢在讲
述策展背景时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以‘满天
星斗’来形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慢慢
地，多元文明融为一体，迎来大一统的秦汉时
期。”

韦心滢以青铜器铭文和类型为区分，通过王
权国家、器以藏礼、字里乾坤、生死崇拜四个板块

“讲故事”。
“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问鼎中原’，鼎是实

用器，主要用来煮肉；青铜斝最早见于二里头时
期，是一种酒器，盛行于商，西周之后逐渐被其他
酒器取代；觚和爵是商代最重要的酒具礼器组
合，商人重酒，铸造了大量与酒有关器物……”

“青铜器是做什么用？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青铜器，要么跟战争有关，要么跟祭祀有
关。统治者利用祭祀的合法性，来维护他们统治
的秩序。”韦心滢说，“爵，以前大家认为是喝酒
的，后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其底部有加热现象，
说明它同时还是温酒器；而爵上双柱的作用，目
前仍然不清楚，需要后人研究。”

展柜里的“员方鼎”并不起眼，却是一级文
物。“方形器一般比圆形器主人身份高。这件器
物看起来不大，重要性在其铭文。‘员’是一个人
的名字，王让‘员’来管理狩猎时的猎犬。”韦心滢
解释，当时，打猎有军事宣誓的意味，甲骨文里有
大量王去打猎的卜辞，实际上是说，这些地方都
是王的领土。而青铜器上，关于王打猎的铭文不
多，总共也只有两三件。

商人重“酒”，周人重“食”

青铜器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当时，青铜礼
器一般为王室与上层贵族使用，其数量和组合关
系可以划分权力与社会地位。

“商人墓葬中，觚和爵往往同出，且是等量配
对出现，都是酒器。数量越多，墓葬等级越高。”
韦心滢说，“但我们知道，商也是因‘酒池肉林’而
亡国，可见饮酒误事。后世，周人将商人重酒的
礼制进行转化，变为‘重食’，以鼎、簋这一套食器
组合为尊。”

展厅里的史颂鼎、史颂簋就是这样一套组
合。其中，“史”是官职，“颂”则是名字。

周人还发明了列鼎制度。用纹饰一致、大小
不一的一套鼎显示地位。《春秋公羊传》里说：“礼
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看
鼎几个一套，可以判断他是什么地位。比如展厅
的一套变形蟠龙纹鼎，一共是5个，可知主人应
是一位“卿大夫”。

周朝出现的食器还有盨、簠，都是盛放黍稷
稻粱之器。展厅里有一件“陈侯簠”，读铭文可知
是陈侯给女儿准备的嫁妆。另有一件“许子妆簠
盖”，铭文记录了许国之女孟姜，与秦国嬴姓女子
一起出嫁的故事。两个女子嫁给同一个丈夫，内
容比较罕见，也很难得。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24年3月3日。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项聪颖

上博策展人导览
“古代中国文明”特展

现场解读青铜器“密码”

宁波天一阁打打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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