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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书坊

阅读

故宫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承载

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1925 年

故宫博物院成立，标志着曾经的皇家禁苑

历史性转变为人民的博物馆。今年适逢故

宫博物院建院 100 周年，一批新书集中面

世或即将出版，多维度解读、创新讲述与

它有关的故事。

其中，作家、故宫学者祝勇新作《从故

乡到故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

人出版，以童年视角呈现时代变迁。继

《太和殿》《故宫建筑细探》之后，故宫博物

院研究馆员周乾推出《故宫里的神兽》，展

开了一幅 600 年神兽图鉴。拍完《故宫新

影》，摄影家李少白新著《唯美故宫》预计

今年面世，呈现中华美学中的皇家气派。

穿越祥瑞图腾表象，解读
宫阙秘语

龙、凤、鹤、狮、象、麒麟、螭吻、甪端、

蚣蝮……故宫里共有多少种神兽？它们分

布在哪些地方？神兽背后又有哪些历史演

变？《故宫里的神兽》辅以近 400 幅图片，解

读神兽及其所展现的传统文化内涵。

全书以“强政神兽”“消灾神兽”“纳福

神兽”“宠物神兽”四大维度，系统梳理龙、

凤、獬豸、甪端等 50 余种神兽的隐秘踪迹

和各自担当——保卫皇权的甪端可充当香

薰，辟秽清洁的同时营造出仙界意境；作

为万兽之王的犼，添瑞气、避妖邪，还肩负

监督君王励精图治、明辨是非的使命；水

面上欢快奔跑的海马，是护卫帝王、驱除

邪恶的海中战神……

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评价，

这本书论证严谨，并不“人云亦云”。比如

故宫里为什么有很多乌鸦，有网友因乌鸦

形象而产生了不好的联想，书中基于丰富

史料，分析了乌鸦与满族祖先的原始崇拜

的渊源，将其解读为清宫遗留的“神鸟”，

是当时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又如

慈宁宫门前的麒麟，有网友认为这是寓意

“麒麟送子”，但结合麒麟造型在历史上的

多种功能，作者分析认为：慈宁宫作为皇太

后、太妃等皇家女性长辈颐养天年的地方，

大门外置麒麟，是皇帝们对母辈优秀品德

的赞美方式，亦为皇帝敬老养老的反映。

不止神兽，今年生肖蛇也跃上《故宫日

历·2025 年》。这部抢手的日历书展示紫

禁城中蛇文物的同时，还讲述了 100 年来

故宫人守护国宝的历程。封面主图精心选

取了钦安殿纸本神像画的局部细节——钦

安殿傲立于紫禁城御花园的南北中轴线上，

始建于明代，殿内供奉着真武大帝，庄严神

圣，画中的蛇灵动缠绕于东梢间马天君右手

所持枪上，栩栩如生。书中创新融入AR技

术，让沉睡千年的文物“活”了起来。每月精

选一件文物，扫描当日页面，读者即可沉浸

式体验三维文物展示、书画作品动态呈现以

及文物修复后的视频效果等。

故宫建筑在四季光影中散发浸润岁月

的光芒。从《故宫新影》到《唯美故宫》，一张

张充满灵气的心血之作，展现故宫从形貌到

内在的历史嬗变，让尘封的历史“打”开、沉

睡的记忆“醒”来，从而让600年故宫、100年

故宫博物院活力永续、生命常青。被称为

“故宫摄影第一人”，李少白以细腻的镜头语

言捕捉了故宫建筑中的精致与宏伟，揭示了

这座古老宫殿中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美学思

想。沧桑和现代、光和影的对比交织，充分

显示出在时空巨大张力映衬下的故宫，不仅

是伟大的建筑群组，更是充满历史感、艺术

感的中国传统文化标本。

从故乡到故宫，“一种让
你朝思暮想的文化”

“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的‘故宫写

作’中，我更多地把故宫当作历史发生和人

物活动的一个场域。密切接触后，我能够

近距离地观察故宫，了解每一处细节。”从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故宫的古物之美》

到长篇小说《国宝》，再到最新散文集《从故

乡到故宫》，故宫在祝勇的生命与写作中愈

加重要。他曾深情告白：“我痴迷于这座宫

殿，时常会一直待到夜里。我发现，这座旧

宫殿的美，竟然那么适于在夜色里展开。

它就像一个人在夜里褪去了华丽的外表、

虚拟的表演，我听得见它安静的心跳……”

出生于沈阳，父亲在军区工作，特殊的

成长环境让祝勇的文字既有军旅家庭的严

谨，又有东北市井的烟火气。《从故乡到故

宫》没有营造童话般的想象，而是以真实温

暖的笔触，讲述普通孩子如何在特定历史

环境下成长，并最终与中华文明瑰宝——

故宫相遇。“对沈阳故宫的记忆，连同我对

历史、对古典艺术的兴趣，已深埋在体内，

只不过自己没有察觉而已。在北京故宫，那

座巨大的宫殿里，才被一点点唤醒。”潜身于

紫禁城之前，他觉得写作有种无依感——

“就像一只鸟，在天上飞了很久，找不到一棵

树可以落下来。”而当祝勇的笔真正落于这

座城之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根。由此，他对

故乡也有了新的认知：所谓的故乡，未必是

一个地方，“它可能是一种文化，一种让你折

服、让你激动、让你朝思暮想的文化”。《从故

乡到故宫》既是学者对家国记忆的回望，也

是献给青少年读者的文学礼物。少年视角

与叙事方式，令宏大历史变得可亲可感，让

家国情怀融入日常生活点滴感悟。

许旸

深圳坪山的阅读图景以倾力打造的城

市书房为佳，目前已落地十几家特色不一

的城市书房，一店一景，星罗棋布。今天，

咱们来一场坪山城市书房漫游之旅，在古

建与历史中穿梭，在学堂与民居间驻足，

在寺庙与族屋里忆往。

首先来到一座民国老校“南中学堂”。

南中学堂始建于 1931 年，由当地富

豪许让成和华侨许卓其合作建造。1930

年以前，当时的宝安县对面喊村和树山

背村各有一所小学，分别叫秀南小学和

培中小学。由于两村不和，当地富豪许

让成想新建一所学校，借此团结两村人，

此提议得到族人赞许，居住在香港的华

侨许其卓愿意提供家里六七亩地作为学

校用地。许让成于是捐资三分之一，剩

下的由每家每户集资。1931 年，学校建

成，从之前两所小学名中各取一字，命名

为“南中学校”，后来人们习惯称其为“南

中学堂”。

90 多年后，2018 年 4 月 23 日，南中学

堂正式改造为坪山城市书房。学堂地处交

通要道，建筑所在地现为环岛，车流绕行

学堂，闹中取静。白墙黑瓦、飞檐雕柱，其

南洋风格与传统客家建筑元素相互交融，

在改造过程中，“修旧如旧”，保留了原有

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

摇身一变的南山学堂，不仅保留了建

筑的古朴韵味，还设置了阅读、展览、文化

活动、咖啡休闲等功能，定期举办“老学

堂、新课桌”等系列阅读分享活动，为坪山

“‘文物保护+文化服务/文创空间’保护模

式”体系开了一个好头。

第二站，来到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文

武帝宫。

文武帝宫始建于清代中晚期，距今 300

余年，原本是客家人祭祀文昌王和武帝关

公的寺庙。在 300 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文

武帝宫也历经沧桑。民国时期，曾作为乡

政府办公场所和粮站，文昌王和武帝关公

雕像一度被毁，文武帝宫也一度荒废。改

革开放后租给个体户经营杂货店，好在整

体建筑保存至今。

2019 年 9 月 12 日，经过修缮和活化后，

文武帝宫成为坪山城市书房，有藏书近

7000 册，其中，设有坪山图书馆客家特藏

馆，藏有客家文献 3700 多册，涵盖宗祖谱、

史志、客家名人著作等，是我们了解客家

历史、文化的重要入口，同时，举办各种客

家文化讲座、读书会等，已经成为全球客

家文化最重要的资料库。

接 下 来 去 到 一 个 大 家 族 的 客 家 围

屋——大万世居。

大万世居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是曾氏家族的客家围屋，占地 2.5 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1.66 万平方米，有 400 余间

房屋，不仅是深圳规模最大的客家围屋，也

是全国现存最大的方形客家围屋之一。

大万世居背靠梅花山，门前半月形风

水塘，符合中国传统建筑“背山面水”理

念。正门有“大万世居”石刻，形制“九厅

十八井”，以祠堂为中心，祠堂悬“追远堂”

匾，四方围合，外围墙高 8 米、厚 60 厘米，

四角设三层碉楼，墙顶有环形通道，外墙

遍布射击孔，大门包铁皮防撞，是一座防

御功能完备的大型家族聚落。

大万世居由曾端义所建，族谱记载，曾

氏家族“三代迁三地”，从梅州到惠州再到

坪山。乾隆末年，惠州遭遇水患，曾端义

及其长子曾光斗积极捐纳赈灾，为此朝廷

分别诰授他们儒林郎捐职员和捐监生称

号。曾氏家族迁居坪山大万世居后，几百

年间开枝散叶，成就客家曾氏一族的荣盛

史，直至 2002 年，曾氏家族最后一位后人

搬离大万世居。

改造后的大万世居，以“文物+文旅+

文创”的模式，打造“客家文化综合体验

馆”，内有客家民俗博物馆、非遗传承基

地、文创市集、艺术展馆、坪山城市书房、

大万明新学馆等，其中，坪山城市书房主

打客家文化阅读空间；大万明新学馆曾是

曾氏家族子弟读书习礼的私塾，如今侧重

“国学教育+非遗体验”，打造为沉浸式文

化空间。

大万世居和文武帝宫同为坪山“历史

建筑活化双壁”，以这两处为坐标，联动周

边 客 家 村 落 ，构 建 深 圳“ 客 家 文 化 生 态

圈”。

最后，再去另一处客家建筑水源世居

看看。

水源世 居 始 建 于 1933 年 ，为 五 开 间

双层客家楼房。1942 年，“香港文化名人

大营救”行动中，水源世居作为秘密中转

站，承担着人员休整和情报传递的功能，

茅盾、邹韬奋、何香凝等文化名人都曾在

此停留、休整，也曾是东江纵队的重要交

通站。

修缮后的水源世居，活化为“东江纵队

纪念馆分馆”和“坪山城市书房”，兼具历

史建筑保护和文化服务功能，也有阅读服

务、非遗体验、艺术展览等功能。

此外，坪山城市书房还打造了金龟

自然书房、大草坪书亭、观水书房、石井

简阅书吧、龙田简阅书吧、萍水相逢城市

书房、求实书房、青青草儿童书房等风格

各异的城市文化空间，为坪山的阅读生

态提供多样性的落地。同时创立了“亦

山品物”坪山文创 IP，聚焦“坪山 IP 文创

产品开发、坪山城市书房品牌推广、特色

文创空间建设运营”三大主业，创意设计

推 出 10 个 系 列 、200 余 款 坪 山 本 地 元 素

的文创产品。

尽管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其历

史自有来处，其先民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

数千年，给我们留下很多隐藏的历史信

息，以上几处数十年、数百年的建筑，就是

历史给我们的馈赠。活化历史，是我们这

代人应尽的义务，也是我们能给未来留下

印记的一种方式。

人 类 使 用 香 料 的 历 史

可 追 溯 至 史 前 数 万 年 。 香

料 主 要 来 源 于 植 物 ，先 民

们 发 现 这 些 香 料 植 物 的 味

道 令 人 愉 悦 甚 至 兴 奋 ，于

是 用 于 敬 奉 神 灵 。 祭 神 之

后 ，献 祭 者 们 大 快 朵 颐 。

香 料 由 此 成 为 日 常 五 味 之

外珍稀的味道。《香料植物

之 旅》一 书 出 自 孙 英 宝 这

位 大 厨 之 手 ，让 人 丝 毫 不

觉意外。

针对不同的用途，人们

利用香料植物的部位也不一

样，如药草经常会选择植株

的地上部分、根部或整棵植

株；调味品则多选择叶、茎、

花、果实或种子；制作香料除

叶、茎、花、根、果实、种子外，

还会选择皮、花蕾、柱头及豆

荚等。可见，香料食用、药用

皆可。

我们知道，大多数香料

植物都含有芳香性挥发油、

抗氧化剂和杀菌素，不仅可

以起到杀菌、消毒、驱虫和净

化空气的作用，而且也有调

节中枢神经的作用，有益于

人体健康，因此，香料植物

是 传 统 医 学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中 国 人 把 香 料 植 物 应

用 于 日 常 生 活 已 有 几 千 年

的历史。早在《周礼》中已

有香料植物的记载，《神农

本草经》中记述了 250 种左

右 的 药 用 香 料 植 物 。 明 朝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系

统 叙 述 了 多 种 香 料 植 物 的

来 源 、功 效 、加 工 和 应 用 。

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

巴比伦等文明古国，也都是

较 早 应 用 香 料 植 物 的 国

家。随着文明的进程，香料

在食用、药用之外，在防腐、

沐浴、美容、矫臭赋香等领

域也用处多多。

有历史学者认为，人们

对 香 料 的 追 求 ，与 近 代 地

理 大 发 现 、全 球 贸 易 等 因

素 有 着 直 接 的 联 系 。 甚至

认 为 全 球 化 或 许 就 是 发 轫

于 欧 洲 人 到 亚 洲 获 取 香 料

的贸易行为，葡萄牙国王让

达·伽马远航印度的主要动

机 就 是 要 带 回 那 里 的 香

料。故而国人熟知的“海上

丝绸之路”，或者日本学者

认为的“海上陶瓷之路”，欧

洲人更习惯称之为“香料之

路 ”。 因 为 在 15 世 纪 到 19

世纪的几百年里，通过海上

贸 易 从 亚 洲 运 往 欧 美 的 大

宗商品，除了茶叶、瓷器、棉

布，就是香料。

作为大厨，作者孙英宝

几 乎 每 天 都 会 用 到 香 料 ，

平 常 烹 调 料 理 常 用 的 辣

椒、桂皮、丁香、八角、肉豆

蔻、月桂叶、孜然、姜、蒜等

曾 经 是 舶 来 品 ，这 些 香 料

植 物 是 如 何 在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通 过 何 种 途 径 来 到 中

国 并 被 各 地 菜 系 广 泛 利

用 ？ 它 们 对 我 国 的 饮 食 文

化 又 有 哪 些 影 响 ？ 是 什 么

原 因 使 它 们 曾 身 价 高 昂 ，

成 为 历 史 上 重 要 的 经 济 商

品 ？ 它 们 对 世 界 格 局 的 发

展 和 改 变 起 到 了 什 么 作

用 ？ 这 些 问 题 促 使 孙 英 宝

踏 上 了 全 球 溯 源 香 料 植 物

的 旅 程 。 他 最 先 考 察 的 是

香 料 植 物 最 集 中 的 产 区 东

南亚，又去了香料植物占有

重要地位的欧洲园艺机构，

这 些 园 艺 机 构 都 拥 有 自 己

的香料植物园，并培育出了

不同的品种，得以在不同的

季 节 里 散 发 出 不 同 的 迷 人

香味。这些经历，成为他写

作“香料”题材图书的宝贵

经验。

本书聚焦餐桌上广泛应

用的香料植物，不但介绍了

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种植

分布、芳香特点、物种传播

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故事，

还 详 尽 地 介 绍 了 它 们 在 各

地 美 食 中 的 独 特 应 用 。 此

外，该书为每一种香料植物

绘制了“肖像”画。这些植

物画色彩斑斓、造型优美，

既写实、又富于艺术美感，

不 仅 准 确 表 现 了 香 料 植 物

的外部形态，而且对其局部

特 征 作 了 重 点 描 绘 。 为 了

让 读 者 更 直 观 地 看 到 香 料

植物在美食中的应用，书中

还 配 有 相 应 的 菜 品 照 片 。

这 些 出 色 的 美 食 写 真 来 自

国 内 几 十 家 优 秀 的 餐 饮 企

业。

关注香料，一方面可从

食用角度满足我们的口腹之

欲，另一方面可从博物、科学

角度满足我们的求知之欲。

这两点《香料植物之旅》一书

可同时满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闫珍珍所著《谁棹满溪

云：碑帖的另一种叙事》在书

法史维度上解析经典碑帖，

并寻幽探微，发掘出碑帖背

后的人、历史和诗意。

“解析”不用多说，书中

每 一 篇 都 围 绕 一 件 碑 帖 展

开，对每一件碑帖自然都有

详细的解释，并论及其在书

法 史 上 的 地 位 。 作 者 往 往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足见

其 对 书 法 史 用 功 之 深 。 尤

为难得的是，因作者本人习

字多年，故而常常有独到的

体会。

碑 帖 背 后 的 人 当 然 也

是作者的着力点。《谁棹满

溪云》的好处，在于不仅写

出 某 人 创 作 某 件 书 法 作 品

时的情境，更兼及此人的人

生和性情，从而让人与作品

“ 水 乳 交 融 ”“ 交 相 呼 应 ”。

书中这样的例子太多：隐藏

在《平复帖》中那个“恐难平

复”的陆机，隐藏在《九成宫

醴泉铭》中那个“妩媚”的魏

徵 ，《新 岁 帖》《寒 食 帖》背

后 苏 轼 和 他 的 朋 友 们 的 深

情 厚 谊 ，《兰 亭 序》《中 秋

帖》背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的风神俊朗等等，都写得酣

畅 淋 漓 。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还有《如果东汉也有乘风破

浪的姐姐》一篇中写到的蔡

文姬，文章精彩叙述不用多

说，这里只抄 最 后 一 段 ，足

见 作 者 对 写 作 对 象 的 生 命

处境共情之深：“历史的洪

流 之 中 ，个 人 的 命 运 不 堪

一击，但即使是太平盛世，

也 有‘ 屈 贾 谊 于 长 沙 ’‘ 窜

梁鸿于海曲’，即使生逢乱

世 ，也 有 蔡 文 姬 这 样 风 华

绝 代 的 奇 女 子 。 她 以 乘 风

破 浪 的 姿 态 在 红 尘 里 绽

放 ，低 吟 浅 唱 着 自 己 的 绝

世传奇。”

如果说书法诞生于书法

家的人生处境，那么书法家

的人生处境背后，当然勾连

着复杂的历史，也因此，《谁

棹满溪云》中的每一篇都和

历史有关，尤其东晋历史着

墨尤多。而且也因为是由人

而及历史，且多能紧贴人物

内心进行故事化叙述，所以

读来既有温度又引人入胜。

如书中写陆机《平复帖》的最

后一个章节，作者是这样写

的：“王羲之出生的那一年，

陆机遇害。在洛阳，陆机做

了一个醒不来的梦，他梦见

车轮被黑色的车帷缠住。他

脱下军装，换上白色便服帽，

以 平 民 的 身 份 与 来 者 相

见。……来的人叫牵秀，是

曾经的部下。……牵秀奉司

马 颖 之 命 来 杀 他 ，只 是 因

为，他是被公投出来的替罪

羊而已。此时陆机才想起：

‘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陆 机 看 不 到 的 是 ，他 的 儿

子、弟弟相继被处死，江东

第 一 家 族 几 被 灭 门 。 他 的

部下孙拯被夷三族，孙拯的

门人为‘二陆’喊冤，一并被

杀。自此，东吴士族无人再

敢涉足中原。”

由碑帖而书法，而人，而

历史，《谁棹满溪云》为我们

呈现了碑帖背后深广的“背

景 ”，这“ 背 景 ”是 如 此 重

要 ，直 让 简 单 的 碑 帖 重 回

历 史 情 境“ 复 活 ”。 其 效

果 ，好 比 我 们 在 博 物 馆 里

看 一 件 展 柜 里 的 精 美 文

物，往往不明所以，但当深

度 了 解 了 文 物 背 后 的 一

切 ，那 种 获 得 感 是 比 单 纯

看文物要大出很多倍。

最后还想说一说书中令

我感动的一篇，是围绕《十三

行》写 的《曾 是 惊 鸿 照 影

来》。作者不仅写到王献之、

曹植、朱彝尊，写到陆游、吴

昌硕，还写到了《卧虎藏龙》，

写到了张爱玲，字里行间百

转千折，到最后竟汇流成令

人慨叹的情感悸动——“美

国作家塞林格在《破碎故事

之心》里写道：‘有人认为爱

是性，是婚姻，是 清 晨 六 点

的吻，是生一堆孩子，也许

真 是 这 样 的 。 但 你 知 道 我

怎 么 想 吗 ？ 我 觉 得 爱 是 想

触碰又收回的手。’而对我

们的古人来说，爱是‘惊鸿

照 影 ’、爱 是‘ 明 月 前 身 ’、

爱是‘流风回雪’，爱是‘共

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

自 寒 ’，爱 是 通 篇没有一个

爱字、却句句都是爱。”

《曾 是 惊 鸿 照 影 来》让

我相信，真正的美和诗意，

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抵达，

只 要 呈 现 这 美 和 诗 意 的 文

字是恳切的、赤诚的。就像

这本《谁棹满溪云》告诉我

们的：只要我们能长久地凝

望某一件事物，比如碑帖，

细 细 探 寻 其 中 的 文 化 和 情

感 密 码 ，就 一 定 能 找 到 古

今 相 通 的 精 神 慰 藉 和 盎 然

诗意。

就像，当我们破碎地奔

忙于钢筋水泥的现代森林，

低声吟一句“不知船上月，谁

棹满溪云”，心里会有多么巨

大的安慰啊。

《香料植物之旅》：

口腹之欲与求知之欲的满足之旅

《谁棹满溪云》：

解开碑帖里的文化密码
钱欢青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一批新书多维讲述与它有关的故事

呈现中华美学的魅力所在

坪山城市书房：

古建与书房交辉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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