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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中国古代伟大诗人，被称为
“田园诗派之鼻祖”，其“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陶渊明一生淡泊名
利、安贫乐道、躬耕田园，这种清高耿介、
勤劳朴素的品格与其家风熏染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的高祖母湛氏被誉为中华“四大
贤母”之一，其子就是陶渊明的曾祖、晋代
名臣陶侃。《晋书》 记载了两则陶母教子的
故事。一个故事是“截发延宾”，说的是范
逵来陶侃家做客，当时陶家一贫如洗，无以
待客，于是湛氏铡碎睡觉用的草垫子，拿来
喂客人的马，又把长发剪下来卖给邻人，置
办菜肴招待客人。范逵知道后感慨说：“不
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这样优秀的儿子！”
另一个故事是“封坛退鲊”：陶侃当县吏时
分管渔业，有一次，他托人把一坛公家的腌
鱼送给母亲。湛氏问明情况后，原封不动退
回，并附书信说：“你身为官吏，却拿官家
的东西送给我，这样不仅对我没好处，反而
增加了我的忧愁。”陶侃虽出身贫寒，幼年
丧父，但在母亲的悉心教诲下，养成了勤奋
好学、清正廉洁的品德，成为一代名臣。

由于自幼饱尝生活的艰辛，所以陶侃特
别重视劳动，格外珍惜劳动成果。史籍记
载，陶侃“勤务稼穑”，纵然官至高位也坚

持亲自劳动。有次外出巡游，陶侃看见一人
手持一束未成熟的稻穗，便问：“拿这东西
干什么？”那人答：“我走在路上看见的，随
便取来玩玩罢了。”陶侃听后大怒道：“你不
种田，竟然还破坏农民的庄稼！”于是让下
属把他抓起来进行惩戒。这就是“陶侃惜
谷”的故事。

陶氏先祖事迹深深影响着陶渊明，他致
力于将勤学力耕、崇德尚廉的家风传承下
去。初得长子时，陶渊明模仿《诗经》雅颂
体创作了 《命子》 诗，历述陶氏先祖功德，
激励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
人。诗中说：“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
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他给长子取名为
俨，俨有敬意，又取字为求思，思即孔子嫡
孙子思 （姓孔名伋），希望长子像子思传承
和发扬孔子学问一样振兴陶家。陶渊明勉励
长子养成“温恭”的性格，以子思为榜样，
丰富自己的学识，规范自己的德行，勤奋努
力，成为栋梁之材。

陶渊明不仅自己积极参加劳动，而且重
视子孙的劳动教育。在诗歌中，他强调“人
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衣食当须纪，力
耕不吾欺”，鼓励孩子们坚持耕作劳动。即

便自己当了彭泽县令，给家里请了一名劳
力，也不忘告诫家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这也是别人家爹生娘养的孩子，要
好好待人家。

晚年病重之际，陶渊明写下家书《与子
俨等疏》，回顾了自己50余年的生活，述说
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列举春秋时的管鲍
之交、汉代韩融仕至高位仍兄弟同居、晋代
汜毓七代人共享财产等故事，劝勉儿子们效
仿前贤、注重德行，和睦共处、互相扶持。

陶母、陶侃、陶渊明等人的故事不仅被
时人称颂，还被写进家训、编入族谱，影响
着陶氏后人。据考证，到明代万历年间，浔
阳陶氏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家规，经过不断
修订完善，到清代光绪年间基本成型。光绪
丙午年 《浔阳陶氏宗谱》 列出 11 条家训，
光绪丙戌年《浔阳陶氏宗谱》列有祖训家规
20条，包括诚修身、择交游、守廉洁、孝人
子、重天伦、序长幼、诚祭祀、明教化、尚
节俭、正伦纪等内容。其中，“不学刁诈之
术，不交无益之朋”“修身不可不诚”“法度
不可不守”“制心以礼，制事以义，取财以
廉，措行以耻”等内容，对今人依然具有借
鉴意义。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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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遇见城墙·非遗韵”
非遗集市主题活动在西安城墙中山门下举办。秦腔、
华阴老腔、皮影、布艺、工艺葫芦等20多种非遗项目
精彩亮相。图为表演者在进行秦腔演出。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非遗集市亮相西安

西周立鸟盖悬铃铜罍，随州市博物馆藏。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阿拉伯文碗，湖南博物院藏。

观众欣赏来自绵阳市博物馆的东汉摇钱树。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航海博物馆提供

三星堆与金沙文物交相辉映，吴王剑与越王剑凛凛生
威，各窑口的外销瓷璀璨多彩……在中国航海博物馆举办
的“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上，13
省市41家博物馆的180件文物珍品汇聚一堂，其中一级文
物多达 64件。这是中国航海博物馆开馆以来一级文物最
多、珍贵文物占比最大、参展单位最广的一次原创特展，以
长江流域重大考古发现为依托，展现长江的辉煌文明和航
运成就，讲述长江与海洋文明的互动交融故事。

多元文化百花齐放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江通过航运和海
外进行交流互动。在江海交汇的上海举办‘江海共潮生：
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既是回顾长江串联江
海之滨物质与文化交流的辉煌历程，也是体现长江连接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此
次展览策展人、中国航海博物馆陈列展示部主任毛敏说。

与以往的长江主题展有所不同，此次展览聚焦“长
江与海洋文明”，系统展示长江航运历史文化，彰显长江
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中国航海博物馆陈列展示
部馆员、展览内容策划蔡亭亭介绍，展览按照历史脉
络，分为文明渊薮地、大江经纬篇、扬帆起千埠、江海
互吞吐 4 个单元，长江航运和江海互动这一主线贯穿全
局，在前两个单元作为暗线，在后两个单元成为明线。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
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展览入口通
道两侧的展墙上，数十首描写长江的诗句熠熠闪光，让
人感觉仿佛走进了邈远的时空隧道，探寻长江悠久的历
史和灿烂的文化。

从“文明曙光”凌家滩、“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
商王重邑盘龙城、青铜宝库大洋洲，到曾侯乙墓、马王
堆汉墓、海昏侯墓、三国朱然墓、隋炀帝墓，乃至 2022
年打捞出水的“长江口二号”古船等——展览集中呈现
了34项重大考古发现成果，其中有13项“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15项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空间跨度从长江
上游、中游到下游，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

考古发现证实，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
江各流域早期文明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交融汇聚成多
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人类居住地之
一，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
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展厅里一只古朴可爱的陶塑家猪
出土于崧泽遗址，距今约 7000年—6000年，为研究家畜
饲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古蜀国是长江上游早期文明中心，以四川广汉三星堆
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主要代表。古蜀文化中的大量器
物对眼睛着力表现。粗眉立眼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与金
沙镂空铜眼形器对照展示，凸显了古蜀文化的神秘诡谲。

在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分布着众多方国，它们吸收
中原文化精华，创造出异彩纷呈的青铜文明。江西新干
大洋洲是迄今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大型
商代墓葬，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
铜器三大发现。大洋洲的青铜礼器、兵器明显受到中原
商文化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大洋洲出土的虎
耳虎形扁足青铜鼎，体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扁足也
是长江流域南方青铜器的特色。

曾国 （随国） 是西周早期南方的重要封国，湖北随
州叶家山墓地正是这一时期的曾侯墓地。叶家山出土的
立鸟盖悬铃铜罍，盖顶立着一只仰头展翅的鸟，双耳侧
立兽首，颈部伸出全雕的兽首，四面饰有夸张的扉棱和
兽面纹，外底悬铃，装饰繁复华丽，令人惊叹。与之风
格相近的青铜罍在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也有出土。

吴国与越国濒长江、通大海，是河网纵横的水乡泽
国。春秋战国时期，两国互相征伐，先后称霸。吴越青
铜器以兵器最为著名，反映了吴越先民悍勇尚武的面貌。

江苏苏州博物馆藏吴王夫差剑通长 58.3 厘米，线条
流畅，锋刃极其锋利，历经 2500年依然寒光逼人，是目
前已知的吴王夫差剑中长度最长、保存最完好的。此剑
采用错金、镶嵌、铸铭、刻铭等多种工艺，剑格部分深
铸兽面纹，再镶嵌绿松石，剑箍上也嵌有细若沙粒的绿
松石，剑首铸有8圈精致峻深的同心圆凸棱，同心圆壁非
常薄，铸造难度极大。

湖北荆州博物馆藏越王鹿郢剑，剑格两面均有错金
铭文，正面为“戉 （越） 王戉 （越） 王”，反面为“者旨
於睗”，於睗即鹿郢。据《竹书纪年》记载，鹿郢是越王
勾践之子，公元前464年—公元前459年在位。越王剑发
现于楚地，可能是由于战争、礼聘往来等原因。

黄金水道四通八达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连通陆海，素有
“黄金水道”之称。蜿蜒6300多千米的悠悠江水，为流域
人民带来了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米之裕。

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蹻顺江南下来到滇池，建立
滇国，把长江中游的先进文化带到西南地区。云南广南
出土的西汉羽人船纹铜鼓是云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铜
鼓。鼓面饰太阳纹，鼓胸有4组羽人竞渡纹，船身狭长呈
弧形，首尾以鸥鸟头尾为饰，反映了古滇人的造船技
术。船上有巫师、划桨者、掌舵者等众多人物。鼓腰纵
分成 14格，格中有羽人对舞和剽牛等图案，表现了声势
浩大的祭祀场景。

益州 （今四川一带） 是长江支流岷江沿岸的重要港
口。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不仅解决
了岷江水患，还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
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四川地区出土的摇钱树、舞蹈
俑、击鼓说唱俑等文物，反映了汉代蜀地经济发达、文
化昌盛。四川多产井盐，除了供给蜀人生活所需，还沿
长江输往各地。四川博物院藏制盐画像砖出土于邛崃花
牌坊，生动再现了东汉时期成都平原采卤煮盐的场景。

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是三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朱然墓
出土的季札挂剑图漆盘工艺精湛，被列为禁止出国

（境） 展览文物。盘底部用朱漆书“蜀郡造作牢”5 字，
证明其产自蜀地。“蜀地生产的漆盘出现在长江下游东吴
将军墓中，说明当时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虽然分属于
不同的势力管辖范围，但由于长江航运的贯通，彼此间
仍有密切的交流。”蔡亭亭说。

隋唐之际，大运河的开凿改变了长江水运格局。沿
着干支流与大运河，长江得以贯通南北，连接全国各
地，进而通向海外。长江沿线的港口城市既是航运中
心、物流驿站，也是文化枢纽。

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海内外豪商巨
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展览中呈现了江苏
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伎乐飞天纹金栉、长沙窑青釉褐彩
鸡心纹罐等珍品，折射出唐代扬州商贸繁荣、中西文化
交融的盛景。

江州 （今江西九江） 位于长江干流与支流赣江交汇
点，上通川楚，下至苏杭，是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宋
元时期，江州商贸发达，漕粮、瓷器、茶叶、木材等货
物吞吐量巨大。九江市博物馆收藏的元代至元三十年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铜印，是目前国内发现的
唯一烧钞库铜印。烧钞库是元代负责销毁残损纸币的机
构，烧钞库铜印发现于九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九江经
济的繁荣。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流的前沿和高地。考
古资料显示，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就开通了从四川经云南
至缅甸、印度的交通线，印度洋地区的海贝、象牙等经
此传入巴蜀。

江苏南京仙鹤观出土的东晋玻璃碗，经成分检测可
知其属于钠钙玻璃，不同于中国生产的铅钡玻璃。碗腹
及底部饰有四周磨光略内凹的竖长椭圆形花纹，这种磨
花工艺是萨珊玻璃的典型风格。这件进口玻璃碗在当时
属于贵族专享的奢侈品，是六朝时期长江流域与海外贸
易往来的见证。

丝绸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物产，行销海外，广受欢
迎。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专指蜀地生产的提
花织锦。蜀锦在走向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受到异域文化
的影响。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双狮雪花球路纹蜀锦，
上面的球路纹为西亚地区流行的纹样。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长江流域越窑、长沙窑、景
德镇窑等名窑生产的瓷器大批外销，对沿线地区的社会
生活、饮食文化、陶瓷生产等影响深远。长沙窑是中国
早期外销瓷的代表性产地，以烧造高温彩瓷为主。此次
展览中的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阿拉伯文碗、长沙窑青釉
褐绿彩莲花纹碗，来自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
号”沉船。“黑石号”是从扬州出航、途经广州、前往阿
拉伯地区的商船，船上装载数万件长沙窑产品，多以
褐、绿彩绘西亚风格纹饰。“黑石号”的发现，表明长沙
窑瓷器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外销商品。

长江与海洋文明的交流不仅是商品贸易与技术传
播，还体现在宗教与文化的交融互通。佛教传入中国
后，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衍生出法华宗、禅宗、净土
宗等众多本土宗派。这些佛教宗派又通过中外高僧传播
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是长江与海外文化交流互动
的典型例证。此次展出的东晋“东林寺乞米”罐，通体饰方
格纹，颈部阴刻行书“东林寺乞米”5字。据考证，这是东
林寺僧人化缘所用的盛器。东林寺位于九江庐山西北
麓，东晋时由僧人慧远创建，系佛教净土宗发源地。净
土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后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展览的最后有一面照片墙，展现了长江航运的繁华
景象。江流滚滚，跨越古今，连通中外。江海和合，共
同谱写文明交流互鉴的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