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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之滨，千年渔港，一座线条优美的船型
建筑静静矗立，看大小渔船在琼海潭门出海、回
港，一静一动之间，传统与现代融合，历史与未
来在此交汇。

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 （以下简称南海博
物馆） 由著名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担
纲设计，融合现代美学风格与传统文化元素，取
义“丝路逐浪，南海之舟”。

这是一座年轻的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 年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时正式开馆，4年多来累
计接待游客 170 余万人次，现有各类藏品 9 万多
件，包括历代外销文物、南海生物标本、海南历
史文物、历代船模等。

行船
华光礁Ⅰ号出水近万件瓷器

跟着地面鱼群游动的光影步入展厅，800多年
前南宋海上贸易的繁荣场景呈现在眼前：喧闹的
市场，忙碌的港口，往来不绝的商贾，琳琅满目
的货物……这一段海上丝路的辉煌过往因潭门渔
民的偶然发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1996 年海
南琼海潭门渔港的渔民在华光礁环礁内侧作业时
发现水下3米处有沉船，这就是南海博物馆“八百
年守候”特展的主人公——华光礁Ⅰ号。

南海博物馆副馆长章佩岚介绍，华光礁Ⅰ号
沉船出水近万件瓷器，遗物散布面积约 1000 平方
米，呈东西、南北走向，长约 38米，最宽处约 21
米，货船载量之大、货品种类之多令人惊叹。

展厅里复原了华光礁Ⅰ号沉船发现之初的场
景：糟朽的船板上如叠罗汉般堆放着大量青白瓷
器，有碗、盘、碟、盒、执壶、瓶、军持等。

章佩岚告诉记者，在这近万件瓷器中，粉盒
就有 2000 多件，可见这是当时十分热销的商品，
粉盒上的纹饰缤纷多样，有折枝牡丹纹、团花
纹、菊瓣纹、六星花卉纹等。

沉船 800 多年，许多瓷器同珊瑚礁黏结一体，
形成了奇特的视觉效果，还有一些古代钱币嵌入
珊瑚礁，成为人们所称的“钱山”。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 2000 多年的历
史。”章佩岚说，西汉以来，先民们在南海的航行
和生产活动日益增加，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必经
的黄金水道。《汉书·地理志》 记载，广东徐闻、
广西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船只经
过南海，驶往印度和斯里兰卡一带，可购得珍
珠、琉璃、奇石异物等。

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
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增强，海

上丝绸之路发展至鼎盛时期。南海海域有诸多宋
代沉船遗迹，展柜中陈列着沉船出水的陶瓷器、金
属器、玻璃器等，正是外销经济繁荣发展的证明。

经考古队调查，华光礁Ⅰ号沉船残存船体长
约 17 米，宽约 7.54 米，舷深约 3-4 米，覆盖面积
约 180 平方米，共发现隔舱 11 个，排水量不小于
60吨。“水密隔舱，龙骨结构，鱼鳞搭接，还有保
寿孔，是福建泉州制造远洋木帆船独有的传统做
法，这艘船属于典型的福船。”章佩岚指着展柜中
一件三系陶罐说，“这里面装的粉盒，还是当年装
船时候的样子，但现在已经无法取出了。宋代的远
航商船将精美易碎的小件器物放在这样的陶罐中，
既能节省空间，又能对小物件起到保护作用。”

出海
“南海天书”与108兄弟公

“自黄山马去劳牛劳向申行驶三更收”，这是
南海博物馆展品《更路簿》中的记载。

《更路簿》 被称为“南海天书”，是海南渔民
根据长期航海和生产实践所记录下来的南海航行
手册，用海南话写成，并绘有地图，以手抄本形
式流传。此外，民间还流行着口头传承的“更路
传”。“更”是航程，“路”则是航向。“自黄山马
去劳牛劳向申行驶三更收”，黄山马指的南沙群岛
上的太平岛，劳牛劳指的是大现礁，申指的是航
向，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一更约等于 10 海里，
三更就是 30海里，一句话将出发地、目的地、方
位、距离等全都说清楚了。

早在汉代，中国先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
期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东汉杨孚 《异物
志》中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其中的

“涨海”，便是中国古人对南海的最早命名。
海南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岛礁生产活动，他

们多根据岛礁的地貌、气候、水文、海产、大
小、传说等地理特征赋予它们形象化的名称。《更
路簿》 中有大量根据形状命名的岛礁，西沙群岛

中的华光礁、玉琢礁、浪花礁形似一个个箩筐，
又因它们距离较近，潭门渔民分别将它们称为

“大筐”“二筐”“三筐”。
1974 年，考古学家在甘泉岛西北侧发现唐宋

居住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的陶瓷器和
铁刀、铁锥等生产工具以及人们食用后废弃的鸟
骨和螺壳。南海博物馆复原了唐宋时期人们在甘
泉岛上生产生活的场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巡海时发现岛上有淡水井，井水甘甜可用，即称

“已得淡水，食之甚甜”，甘泉岛因此得名。

上世纪 70 年代，考古学家还在西沙群岛的永
兴岛、赵述岛、南岛、北岛等9座小岛上发现了多
座珊瑚石小庙的遗址和遗迹，庙里供奉的是108兄
弟公。展厅里模拟了考古发现的兄弟公庙：小庙
由珊瑚石垒成，庙前放置着木雕香炉烛台，神龛
旁贴有敬神祈福的对联。

相传，明代海南沿海一带海盗横行，风狂浪
险，108名武艺高强的渔民结拜为兄弟，共同对抗
海盗、抵御天灾。一天，他们遭遇了罕见的大台
风，全部失踪，魂归大海。后来，108兄弟频频显
灵拯救在海上遇险的渔民。乡亲们为感激他们的
恩德，建祠立牌纪念、祭拜108兄弟公。这个祭海
习俗从明代沿袭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说，“108 兄弟公崇
拜”是南海诸岛独有的信仰，海南琼海、文昌等
地的渔民每逢过节和出海前，都要祭拜 108 兄弟
公，通过古老神秘的仪式为远航者祈福，保佑出
海渔船平安归航。2009 年，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
入选第三批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合作
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平台

鲸是一种生活在海洋中的大型哺乳动物，形
似鱼却非鱼，在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2020 年 4
月，海南北部澄迈县桥头镇岸边搁浅了一头体长
近 13米的鳀鲸。南海博物馆经多方沟通，取回皮
肤和骨骼制成剥制标本和骨骼标本，策划制作了

“南海鲸灵——馆藏鲸类标本展”，目前已开放一
年有余，成为最吸睛的原创展览之一。

据介绍，建馆以来，南海博物馆共举办展览
30个。目前馆内包含 2个基本陈列“南海人文历史
陈列”“南海自然生态陈列”，还有“八百年守候——
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探海寻踪——中国水
下考古与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做海——南海
渔家文化展 （海南） ”“源同流异—馆藏清代外销
艺术品展”等 5个专题展览。其中，“南海人文历
史陈列”获得第十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精品奖。

近年来，南海博物馆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
合作，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人才培养方面相
互借力，打造研究型博物馆，组建出水陶瓷器基
因库，创建出水文物保护修复重点实验室。

章佩岚说，建馆之初就设立了“文物保护与
修复中心暨南海出水文物保存保护和修复中心”，
目前已修复 42 件出水金属文物、40 件出水陶瓷
器，延缓了文物本体寿命，构建了安全、稳定、
洁净的文物保存环境，还与多家单位合作完成了
51件陶瓷文物、18件金属文物、5件馆藏纸质文物
和5件馆藏化石标本的保护修复工作。

为打造“活态”博物馆，2019 年 12 月，南海
博物馆与南海梦之旅邮轮公司进行文旅深度融
合，推出全国首家“海上流动博物馆”。“美丽富
饶的南海”“南海识贝——南海海洋贝类专题展”

“南海鲸灵——馆藏鲸类标本展”等原创展览走进
了学校、军营、乡村、社区。

目前，南海博物馆共开展了563场社会教育活
动，研学活动足迹已覆盖海口、三亚、儋州、琼
海、澄迈、五指山、昌江等7个市县。

辛礼学说，建设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馆是
海南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
措，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
海文化遗产，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文化交流。未来，南海博物馆在对外交流上将做
更多探索与创新，努力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近日，为庆祝建馆70周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瑞色凝光：上海博物馆秘
藏缂丝莲塘乳鸭图特展”，邀广大观众欣赏难得面世的中华艺术瑰宝——
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

缂是一种通经回纬的纺织工艺，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故有“缂丝”
之名。因其织作耗时费工，堪称“寸缂寸金”。宋代缂丝受宋徽宗推崇的
院体画影响，发展出与绘画意境相融的多种戗缂技法，形成不同流派，
朱克柔是其中代表。朱克柔融院体画艺于缂丝技艺，以纤细的合色花线

（合花线） 作调色，晕色效果自然天成，精工细作，后世赞为“朱缂”。
朱克柔缂丝 《莲塘乳鸭图》 是宋缂花鸟之翘楚，其尺幅极大，以春

夏间生趣盎然的莲塘实景绘成缂丝底稿。图中绿头双鸭浮游于萍草间，
尾有乳鸭相随，旁有白鹭一对。翠鸟、红蜻蜓和水黾点缀其间，周围花
草环绕，青石质感凝重。全幅以彩线缂织而成，技法高超，色彩丰富，
层次分明，花卉虫鸟惟妙惟肖，闪动着书画无可比及的灵气和神韵。

《莲塘乳鸭图》 是朱克柔所缂唯一巨幅传世珍品，原为庞莱臣旧藏。
1952年，庞家后人庞维谨将其连同5件明清缂丝书画一并捐赠。《莲塘乳
鸭图》 入藏上海博物馆后曾短暂展出过，已有几十年未露面。此次展出
是这件国宝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首度与观众见面，共同展出的还有
馆藏两件庞氏家族捐赠的明清缂丝作品。

配合此次展览，上海博物馆研发了“宝鸭穿莲”“潮趣玩鸭”“凝香
颐和”三大主题80余种文创产品。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1月1日。

《庞氏家训》 是明代中后期经济改革家庞尚鹏撰写的一部教育子女、
族人的著作，是与《颜氏家训》等齐名的古代著名家训。

庞尚鹏（1524年-1581年），字少南，广东南海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进士。隆庆四年 （1570年），庞尚鹏罢官后回到家乡，并于次年完成

《庞氏家训》的撰写，名闻当时，史称“乡闾咸以为式”。《庞氏家训》共一
卷，包括“务本业”“考岁用”“遵礼度”“禁奢靡”“严约束”“崇厚德”“慎典守”

“端好尚”8 章内容，共 67 条；最后用三字和四字歌谣的形式编写了“训蒙
歌”和“女诫”。家训全文6000余字，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士农工商各业、冠
婚丧祭诸礼、日常生活及待人接物等无所不包。《庞氏家训》中蕴含着中华
民族优良的家庭教育传统，在今天仍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庞氏家训》教导子孙要修身立德，以立身做人为第一要义。庞尚鹏以
为官耿直、办事公平、宽以待人著称于明代。在对子孙的教育中，他也极为
重视教育他们做品德高尚的人，认为这是人生的首要大事。《庞氏家训》首
篇“务本业”开宗明义：“孝、友、勤、俭四字，最为立身第一义。必真知力行，
奉此为严师。”“训蒙歌”以生动易懂的歌谣教育幼童做心地好的人：“凡做
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
必坠。”《庞氏家训》还专列“崇厚德”篇，论述骨肉至亲如何相处以及如何对
待宗族、乡党、朋友、子弟童仆等。庞尚鹏告诫子孙：居家要和睦相亲、友爱
互助、不争财产。待人要宽厚忍让，“言顺而气和”，时刻注意谨言慎行。当
自己与别人发生冲突时，应首先反省自身，宁肯他人负我，不可我负于人。
品评人物时应扬其所长，切不可扬人之过。庞尚鹏提倡“让”字当先，谦让
则无争，无争则不生怨，个人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他人相处就能保持融洽
的关系。

《庞氏家训》教育子孙要严于律己，遵纪守规。“严约束”部分共有16则，
是书中条款最多的一部分，足见作者对约束家人行为的重视。这部分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安分守己，不许沾染赌博、斗殴、好讼等
不良习惯，不许从事私贩盐铁等违法行为。二是告诫家人不贪不义之财，
田地财物要取之有道。庞尚鹏通过对“钱”字构造的生动阐释，向家人传递
正确的义利观：“古人造‘钱’字，一金二戈，盖言利少而害多，旁有劫夺之
祸。”据史料记载，庞尚鹏以身作则，在朝为官“介直无所倚”，做人也光明磊
落。三是要谦虚做人，不得因富贵、学问而骄傲。庞尚鹏认为，傲慢是一
种“凶德”，满招损、谦受益。

《庞氏家训》 中专列“训蒙歌”和“女诫”，体现了庞尚鹏对儿童和
女性教育的重视。“训蒙歌”主要从品德养成、行为规范两个方面对儿童
进行教导。庞尚鹏告诫孩童，做人要有志向，要学会反躬自省，宽以待
人。“女诫”的内容主要涉及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其中提到女性应处理好
与公婆、妯娌的关系，即便“家累千金”仍应勤俭持家，不要说三道
四、搬弄是非，对今人仍有借鉴意义。

庞尚鹏兄弟三人皆入仕途。在优良家风的影响下，大弟庞尚鸿不随流
俗、为官清廉，后辞官回乡，捐粮助学，置义田赡养族人和贫困者。次弟庞
尚诜虽英年早逝，但其为人谦恭有礼，与兄弟友爱和睦。庞氏后人有为官
者，有经商者，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多谦恭有礼，颇有善名。

《庞氏家训》对其家族后人影响深远。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叠北村庞
氏一族至今仍将《庞氏家训》当作“家族之宝”，以其作为处事为人的遵循。
庞氏后人庞健华说：“祖先庞尚鹏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小时候父亲和祖辈
都给我讲过他的故事。”有一次，庞健华家老屋的租客落下600多元现金在
卧室里，父亲巡房时发现，让他打电话联系租客取回钱财。“父亲告诉我，我
们的祖辈鼓励我们经商，但一定要诚实守信，不能贪。”庞健华回忆，那次经
历印象十分深刻，让他理解了廉洁的含义。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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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展出缂丝珍品
本报记者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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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家训》：
修身立德，严于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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