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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启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已半月有余，笔
者了解到，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清点文物。这座承载着清朝10位
皇帝起居，勾连着“三希堂”“垂帘听政”等历史的皇家宫殿，百
年来首次大修，计划于2020年再度开放。

保存现状较差，大修迫在眉睫

养心殿坐落在紫禁城后部乾清宫西侧，始建于明嘉靖十
六年，分为前后殿，中间以穿堂相连。前殿是皇帝处理政
务、小憩的地方，后殿是皇帝与皇后的寝室。养心殿正中的
那间，悬有雍正亲笔题写的“中正仁和”匾额，俗称“明
间”，是皇帝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东暖阁原是皇帝休
息和每年行开笔式的地方，咸丰十一年 （1861年） 慈禧发动

“辛酉政变”，掌握了清王朝的统治大权，这里就成为“垂帘
听政”的场所；西暖阁，是皇帝召见军机大臣的地方，里面
隔出了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三希堂。

冬日里，阳光透过大殿的窗户投在地上，一把纸扇静静地放在
窗边，墙壁上是一幅“九九消寒图”。殿外，廊子上的彩绘早已看不
出模样，有些房檐已经耷拉下来。由于长期未进行系统的修缮保
护，养心殿区域保存现状较差。养心殿与抱厦之间的天沟防水层表
面普遍存在开裂情况；墙体空鼓、风化情况明显，部分建筑墙体有纵
向裂缝；油皮普遍粉化失光、个别油饰甚至出现剥落；室内顶棚裱糊
大面积撕裂下垂、脱落，暴露白樘篦子木棂条等。

每日大量的观众也对养心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大修前，养
心殿是观众参观的集中区域，每天约有1/3的观众会进入参观。最
大瞬时承载量为541人，但在旺季殿中滞留人数经常超过800人，
使参观安全难以保证，参观体验适宜度严重降低，大修迫在眉睫。

“包括雍正在内的10位皇帝曾将这里当作寝宫，然而这儿已
经百余年没有大修过了，上一次保养还要追溯到35年前。”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无限感慨。

开辟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

这次大修不仅仅是一次修缮，更是一次科研工程。单霁翔表
示，故宫要借助此项目，开辟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建立工匠
招募、考核与培训机制，建立官式古建筑修复材料供应基地，制
定材料性能标准，为挽救濒临消亡的古建筑营造工艺、装修工艺以
及文物修复工艺作出贡献。同时，计划恢复古建筑“八大作”，即
瓦、木、土、石、搭材、油漆、彩画、裱糊的匠师培养机制，将文
献研究、保护修复、检测分析、价值评估的专业梯队建设起来，为
将来文物建筑遗产的保护储备新生力量。

养心殿的修缮离不开史料文献和工匠的技艺。在清代档案文献
中，留下大量与养心殿相关的营建史料，已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
上万件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中，有百余张养心殿相关画样、工程清
单、随工日记等，忠实记录了道光至同治朝，样式雷第五代雷景修
至第七代雷廷昌主持养心殿内檐装修设计的全过程，是目前已知保
存资料完整的清代皇家建筑设计个案之一。

为了让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更好地传承，近年故宫曾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了 15名年轻人，按照“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方式，制订较为
详细的从“应知应会”到实际操作等培养计划，以口传、心授、手教
的形式随同师傅到施工现场边干边学，旨在恢复传统的以“师承
制”方式培养营造技艺人才，使技艺精湛的工匠们能够将所掌握的
绝技传承下去。近4年，经过师徒的共同艰苦努力，这批年轻人已经
分别掌握了官式古建筑营造中多项操作技艺。

采取多种手段，方便广大观众

故宫古建部主任方遒介绍，此次大修还将对养心殿的历史价值
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研究，让展览更鲜活。养心殿里到底发生了哪些
历史事件、每个建筑、每个文物都发生过什么事情，根据这些价
值研究和判断，然后再去做功能定位，确定展示什么，让大家能
更多地感受到建筑和文物的历史价值。

养心殿内现存各类室内外陈设1890件，涉及铜器、玉器、瓷
器、木器、书画、古籍等。大修期间，故宫博物院将在首都博物
馆举办专题展，展出殿内的部分可移动文物。大修结束后，每件
文物都会回到现在的位置上。

即便大修完成后也因为面积狭小不具备开放条件的三希堂，
将通过数字化的体验方式与观众互动。面积仅8平方米的三希堂
被槅扇划分为内外两部分，因乾隆皇帝收藏、欣赏王羲之的

《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 《中秋帖》、王珣的 《伯远帖》 而闻
名，同时也以其局促空间映射“内圣外王”心态而意味深长。
由于面积狭小难以开放，观众只能隔着玻璃张望。新近运行的
故宫博物院端门数字馆首次利用高清投影系统，构建起三面包
裹的沉浸式立体虚拟环境，高度仿真模拟三希堂，可以使得观
众如同身临其境。

远古时代的自然环境怎么样？栩栩如生的
“水”“鱼”“鸟”“林”甲骨象形文字模拟出古老
的大地；商代人的活动范围在哪里？写有地名的
立体拼图把历史用独特的意象表达出来；甲骨中
记载的音乐教育什么样？一按按钮便可知晓……

2015年10月至12月，在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
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五、六展厅，国家图书馆举办的
甲骨文记忆展持续3个月，甲骨文“走出象牙塔”，向普
通大众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带领观众探寻文字中的中
华记忆。如今，展览虽已结束，仍值得回忆。

65件珍品，选自3万多件馆藏

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记载了殷商时期的社会百态，是极为珍贵的历史
资料。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
现藏甲骨 35651 片，收藏量约占存世总量的 1/4，为
甲骨文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次甲骨文记忆展特地从3万多件甲骨馆藏中，
挑选出了65件代表性珍品，其展出数量之多，极为罕
见。这些珍品具备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其内
容除涉及祭祀和战争主题之外，还包括农业、田猎、气
象、疾病、生育等；甲骨类型也多种多样，除了龟腹甲
之外，还有牛肩胛骨、象骨、人头骨等多种类型。

国图展览部展陈组组长徐惠子告诉我们，此次

展览采用了专业的展陈设施，严格控制温湿度及光
照，并逐步调整和替换展品，做到展示与保护并行。

展出的每一件甲骨都有着独特的意义和内
涵。例如，被称为“四方风”的著名牛肩胛骨，
是出自公元前 1200 年的刻辞，骨面有刻辞 4 段，
应为28字，实为24字，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
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还有一片编号为

“北图4453”的大龟四版之一的甲骨，是一片保存
比较完好的龟腹甲，记载了贞人宾贞问燎祭之事。

一些刻辞内容独特而有趣的甲骨，向观众展
示了商朝风貌和文化习俗。例如，甲骨刻辞中有
最早关于冰雹的记载，也有部分以天干地支为主
要内容的习刻作品。

观众可亲手制作甲骨文姓氏拓片

廉价龙骨、一字千金、殷人刀笔……一个个
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将甲骨的研究历史展现在人
们眼前。与以往只展出实物，单从学术角度介绍
甲骨不同，此次展览推陈出新，将“最古老”与

“最现代”结合，通过声光电等各种现代科技手
段，现场布置模拟场景等方式，用多样的展览语
言，使人们感受到甲骨文背后蕴藏的巨大能量。

一进展厅，观众便可受到震撼。半空中，5 重帷
幕上写有“龙”“凤”“典”“史”等10个甲骨文汉字，这
些古代日常文字引导人们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旅；展
厅正中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着一片分割成不同区域
的甲骨，观众站在前面挥挥手，就选择了某个区域，
接着，屏幕上便再现烧制甲骨进行占卜的情景，并
播放卜辞，让观众穿越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妈妈，你猜猜地上这个字是什么？”第六展室
地上一连串的投影引起人大附小三年级学生蔡齐
岳的兴趣。他认真地看着汉字——“好”“和”，从甲
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楷书的演进。

丰富的互动体验提高了观众们的热情。
在展览现场，我们看到，郁郁葱葱的“姓属林”中，

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甲骨文的姓氏或者生肖，大家
纷纷寻找与自己有关的文字，再与旁边的现代汉字对
照表对照。喜好动手的观众可以亲手制作甲骨文姓氏
拓片，感受古人发明传拓技术的聪明才智。

“学童识字”区域里，小朋友们不仅能观看甲
骨文动画片，还可以在触屏上临摹甲骨文，并将
自己的作品打印出来。

“甲骨文中有不少象形字、会意字，学习甲骨
文可以让儿童认字更加轻松愉快。”国图展览部的
工作人员陈魏玮告诉我们。

已被列入今年海外推广主要项目

据了解，甲骨文记忆展吸引了社会各界的众
多参观者：社会团体参观 77次，学校集体参观 31
次，单个展览总参观人数达4.2万多人次，其中不
乏甲骨研究专家，但更多的是儿童和青少年。

国家图书馆还同北京市教育局合作，与多所中小
学联合举办了系列活动。2015年12月18日，在东直门
中学“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体验活动现场，一位姓
马的同学告诉我们，他以前并不了解甲骨文，这次展
览让他看到了这种古老文字通俗平易、生动有趣的一
面，也深深体会到了华夏文明的悠久与魅力。

据国图展览部主任林世田介绍，国家图书馆
目前正与文化部海外文化中心商讨合作事宜，海
外文化中心已将这一甲骨文展览列入 2016 年海外
推广的主要项目。

“甲骨文作为‘中国符号’，是中华文明最古
老的标志之一，2016 年甲骨文展将借海外巡展的
契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林世田说道。

在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里，有一座四合院清幽宁静、默然
独立。在这座名为“丹柿小院”的宅子里，老舍先生度过了归国后
的 16 个春秋，曾接待周恩来总理、溥仪的来访，并写下了 《龙须
沟》《茶馆》《正红旗下》等20余部作品。

2016 年，是老舍先生逝世 50 周年。近日，记者来到老舍纪念
馆，冬日的碧空下，两棵柿子树傲然挺立，守护着小院的老故事和
旧时光。静立树下，遥想当年，先生的音容笑貌、博学多闻似乎穿
越历史，浮现眼前。

手植丹柿 满园香氛

丹柿小院的得名，源于
1953 年春老舍先生亲手种
在院中的两棵柿子树。老舍
爱花，当时的小院中栽满了
时令花卉，尤其在秋日晴空
下，满园菊花怒放，姹紫嫣
红开遍。

这座外貌普通的四合
院，占地约 300 平方米，共
有房屋 19 间。推门进入院
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五彩木影壁和一幅手书的

“福”字。据老舍纪念馆业务
部副主任何婷介绍，这个

“福”字是老舍夫人胡絜青亲
手所写，老舍生前每年春节
便会更换一次。

小院的3间北房被布置
成客厅，老舍先生曾在这里
接待了周总理、溥仪以及巴
金、赵树理等文化名人。客
厅窗明几净，花果飘香，简约的陈设显示出老舍井井有条的生活状态。
客厅的东面是胡絜青的画室与卧房，这位前半生教书、后半生作画的才
女，在这里描绘丹青数卷。

四合院的西耳房是老舍的书斋与卧室。每当灿烂的阳光射在书桌上
方，老舍便会伏案写作，十几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这里，他完成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所有作品，为中国文坛贡献了独一无二的精神财富。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这座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因为住过一位“人民艺术家”，因为那
些精彩感人的故事，而变得不再平常。

每天清晨，当阳光漫过小院时，老舍先生便会在6时练拳。他上
午伏案写作，下午接待来访者，间或玩牌自娱。他的书房中，一张
旧书桌向阳摆放，见证了老舍先生笔耕不辍的人生。另外，老舍先
生还多才多艺，爱好广泛，唱京剧、说相声、演双簧、唱大鼓、写
曲剧……“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

从老舍生平照片的展览，处处可见他对古玩的喜爱。老舍爱
画，喜欢收藏名伶扇面，还爱买些小玩意儿。奇特的是，他重眼缘
却不辨真伪，面对好友郑振铎“全该扔”的嘲笑，他淡然一笑，回
应“我喜欢！”其率真直爽，可见一斑。

在参观故居时发现，整栋宅院只有老舍先生的书房铺了木地板。据
了解，周总理担心老舍身体病弱，屡次指示文联为丹柿小院铺设木地板。
老舍婉拒后，最终自费安装。生活中的老舍虽身居北京市文联主席的高
位，却从不以公徇私。他一生廉洁奉公，无愧“人民艺术家”的赞誉。

丹柿小院，承载了老舍16年悲欢离合，见证了老舍为艺术耕耘
不辍的历程。1966年 8月 24日，老舍从这里走向太平湖，为生命画
上句点。回首过往，丹柿小院为老舍颠沛流离的一生增添了如许温
暖，是这个漂泊游子灵魂的暂安处、欢乐的发源地。

观众不断 追思无尽

“我们读你，懂你，爱你。”“小时候读您，现在来看您。”“每年
回国，我一定要来老舍纪念馆看看。”……翻开纪念馆的留言簿，满
是游客对老舍先生无尽的爱意与追思。

自1999年老舍纪念馆正式对社会开放，十几个春秋变幻，成千
上万的中外游客慕名到访。“有一年，前外交部长李肇星骑着自行
车，一个人来到故居参观。是我认出了他，还和他合影了呢！”纪念
馆的门卫大爷说起这段往事，仍记忆犹新。

目前，馆内常设“故居原状陈设”及“走进老舍的世界”展
览，带领观众零距离观察老舍的真实生活。馆藏文物包括巴金、冰
心等作家致晚年胡絜青的信件以及林风眠、于非闇等名家真迹。展
陈设计方面，纪念馆基本保持了传统布局，并且积极引入现代技
术，方便游客以互动形式了解老舍的生平和作品。

此外，纪念馆还不定期举办各种展览。2015年，老舍纪念馆成功举
办了多场“馆藏书画展”，赴内蒙古赤峰、山东济南、青岛等地巡展，年
底还举办了“老舍纪念馆优秀留言展”，均收到了热烈反响。

“2016 年是老舍先生逝世 50 周年，我们将开展更多活动来纪念
他。”何婷介绍说，“我们即将举办‘老舍笔下的北京年节’展览以
及‘永远的老舍’生平展，5月或8月还会有年度大展。”

近年来，老舍纪念馆与时俱进，拓展宣传途径，建立了自己的
官方网站，并开通了微博、微信公众号，与网友、游客积极互动。
纪念馆还与北京市文物局、教育局开展合作，已成为方家胡同小学
和黑芝麻胡同小学的综合实践教育基地，为青少年了解老舍先生提
供了绝佳的平台。

老舍纪念馆

丹柿小院见精神
严 冰 刘雯昕 孙琳

“中国符号”走向大众
——记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甲骨文记忆展

叶晓楠 孙 琳 李君楠

亟待修缮的养心殿 故宫提供

甲骨文天干地支 李君楠摄

小学生在学写甲骨文 侯艳华摄

院中的柿子树和老舍纪念铜像
刘雯昕摄

老
舍
先
生
的
客
厅

孙

琳
摄

故宫博物院养心殿

百年来首次大修
尹晓宇 贾平凡 何雨桥

故宫博物院养心殿

百年来首次大修百年来首次大修
尹晓宇 贾平凡 何雨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