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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筠 （1752—1835） 是清朝中叶著名的封疆大吏。
他熟稔满汉文，历任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办事
大臣及将军之职，尤以库伦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及伊犁
将军任上建树颇丰。

松筠出身于蒙古旗人，也“服膺宋儒”，在20多年治
理边疆生涯中，主张以“德”治边，施惠于民。这与他
从小的家教不无关系。松筠7岁时，父亲班达尔什为救朋
友之难，把家中仅有的320亩田捐助给朋友。他认为，如
果儿子不成器，那这些田地迟早都是别人的，并且教导
松筠说：“种田不如种德。”这种好义轻利、重德重才的
家风，对日后松筠为人为官的思想有重要影响。

在任库伦办事大臣期间，松筠用满文撰写了一部家
风家训式的《百二老人语录》。此书是他“忆及幼年所闻
老人旧言”编写而成，每条开头都写有“一老人云”的
字样，由 120 条语录组成，因此称为 《百二老人语录》。
松筠认为这些语录都是“当知当学以及人生当务当行之
事”，用鲜活的实例教育八旗子弟应努力具备的品质和操
守。这部满文德育教育读本提倡的品行主要有下列几点。

关心国事，
修身齐家。松筠
熟通儒家文化。
儒家传统强调，
修身是齐家的基
础，齐家是治国
平天下的前提。

《 百 二 老 人 语
录》 论 兴 国 之
盛，细数从努尔
哈赤、皇太极拓
土 开 疆 ， 到 世
祖、圣祖入关，
再到乾隆统一边
疆，以及吏户礼
兵刑工各级机构之旗员、外官官吏之职责，认为应该对
自己国家的历史有所认识和了解，才能“得所趋向”，各
司其职，继以师教及为学。

以德施政，下学上达。《百二老人语录》以故事的方
式教育八旗子弟，强调“德”是君子之首要德行。松筠
为官几十载，“以治边功最多”，而治边又以“德”为后
世称道。如乾隆五十九年 （1794） 松筠到西藏任驻藏大
臣，时为廓尔喀战役之后，战争痕迹犹在.松筠多次巡视
边地，提出减免差税、抚恤安民，施行德政的措施。他
在亲自撰写的《西藏巡边记》中劝诫地方官说：“如皆能
教以廉洁自持，善抚百姓，则天佛庇佑，恒无他患矣。”
他还以身作则，为定结、帕克里等地的贫苦边民，向四
川借藩库银五千两赈济，欠款在自己的养廉银中扣还。

劝学勤勉，注重文化。《百二老人语录》中有39条论
及勤学和师教，提出勤学不为博取功名，而在治国安
民，唯勤学才能知晓“天下之事，人物生生之理”。松筠
在封疆大吏的漫长生涯中也践行着语录中所提倡的家风
家训。他关心边务，在驻藏大臣任上完成的 《西藏图
说》 等著作，勾勒出清朝的西藏版图，成为清末民初中
国政府力争藏域的依据。同时，松筠提倡文化治边，爱
惜人才，在任新疆伊犁将军之时，重用流放的文人墨客
汪廷楷、祁韵士、徐松，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奏上清
代著名的西北史地名著《钦定新疆识略》。文化治边，流
芳百世。

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松筠的
《百二老人语录》 不仅是清代八旗子弟品行教育的金玉
良言，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传承下来的少数民族
语言完成的文化瑰宝。传承和弘扬家庭美德，合理吸
收传统家训中的精华，可以为新时代良好家风和文化
自信提供丰厚滋养。

文化自信大家谈⑦

《钦定新疆识略》

◎家风家训◎家风家训

松筠《百二老人语录》
□ 孟秋丽

记 者：网上有不少您讲话的视频，网友们很喜欢
您的幽默，称您是故宫里隐藏的“段子手”，同时大家也
对您记各种数字的能力惊讶不已，对此您怎么看？

单霁翔：他们说我说段子，其实我是讲故事。讲
好中国故事，是要用生动的语言的。故宫故事很多，
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我只是在讲故事，从来没有编段
子。而且，我们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就要做到。

记数字也没什么难的。一个售货员对他身后货架
上的商品价格，不能说我去看看多少再告诉顾客，他都
是脱口而出的。所以，要记住这些数字并不难，因为这
是工作，你平时经常用，自然就记住了，不用刻意背。

记 者：您师从吴良镛先生，与郑孝燮等老一
辈文保专家有很深的交往。与他们相比，您觉得现

在做文物保护是容易了还是难了？
单霁翔：老一辈文保专家学者，当时做研究和

保护工作是在法制还不太健全的时候。1982 年 《文
物保护法》公布了，国家还设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制度，1985 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公约，
2002 年《文物保护法》修订了——今天比较完善的文
物保护法规体系和与国际社会共同保护世界遗产的
体系，是在老先生们长期的呼吁和指导下实现的。

但今天我们有新的难题。比如人们对文化的需
求、对文化设施的要求大不一样了。再比如故宫开
放再多区域，举办再多展览，到故宫访问的观众也
只占全球人口很少的一部分。如果想进一步增强文
化传播力，扩大影响力，需要不断拓展我们的传播

能力和方法。
我们要应对新时期的新变化，严格遵守 《文物

保护法》，在前辈们的精神指引下，与时俱进地往前
走。每个时代文物工作者、文化工作者都有不同的
使命，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需要奋斗的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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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

的灿烂文化。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

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和举世闻名的世界文

化遗产，故宫博物院近几年在文物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上开拓创新，成绩斐然。近日，本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听他畅谈保护利用文物、传

承文化遗产、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心得与体会。

做有温度的文化殿堂

记 者：故宫博物院近几年变化很大，包括环境、
设施、服务等方面。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改变？

单霁翔：故宫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
也是收藏中国文物藏品最多的博物馆，还是观众来
访量最多的艺术博物馆。但这些“最”对一个普通
观众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 （她） 在故宫
的文化之旅中获得了什么。

如果说馆所宏大，但70%的范围都立个牌子，上
面写着“非开放区，观众止步”；如果说藏品多，但99%
的藏品都放在库房里，人们看不到；如果说观众多，但
80%的观众进了故宫后，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并不去
两边看展览，那么这个博物馆能让观众获得什么呢？
这里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能给人们贡献什么呢？

中国目前有 4870 所博物馆，收藏的国家珍贵文
物，即一级、二级、三级文物共401万件。这其中，故宫
博物院就收藏着 168 万件，占全国珍贵文物的 42%，

因此故宫有责任承担起传播文化的职能。人们进入
故宫博物院，不只是进入一群建筑，而且是进入一个
文化的殿堂，一片文化的绿洲，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

记 者：能举例谈谈有哪些变化吗？
单霁翔：博物馆应该是有温度的。我们现在主

张精细化管理，其实应该是精细化服务，为每一个
观众服务好。

过去人们到故宫，进门就很困难，特别是旺
季，常常要排队一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买完票后还
要验票、安检、存包，进去后已经精疲力尽。为了改变
这一情况，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削峰填谷，让
淡季的观众增长，旺季的观众减少。我们还有序地推
行全网购票，让人们节省买票时间，快速进入故宫。

过去故宫的门前广场没有椅凳，人们在树坑里
席地而坐，没有尊严，于是我们做了200把椅子，这
样就没人坐树坑了。过去在故宫参观累了只能坐在

台阶或者铁栏杆上，把很多铁栏杆坐弯了，我们就
研发了适合高频率使用、和环境协调的 1400 把座
椅，供人们休息。

过去故宫的宫殿里都是黑的，观众往里挤，看
不清楚之外，很辛苦也很危险，我们就探讨能不能
把大殿点亮。因为宫殿是木结构，不能进电线，而
且里面的陈设也不能长期受灯光照射，所以我们研
发了一种 LED 的冷光源，制作专门的灯架，使其远
离古建筑不发热。灯开了以后，还派专业人员值
守。这样一来，紫禁城的大殿如今全被点亮了。

几十年来，故宫博物院累积搭建了135栋临时建
筑，一共是14800平方米，为清理这些临时建筑，我
们下了很大的工夫。经过三四年的时间，我们进行
室内10项环境整治、室外12项环境整治。我们希望
人们到故宫，能看到绿地、蓝天、红墙、黄瓦，看
到和平鸽、鸳鸯、小鸟、故宫猫，看到花卉、植
物、树木、果树，春夏秋冬各有景致。

大家可能发现我们的观众现在很少往地上扔垃
圾，在墙上写“到此一游”这类字了。为什么？因
为环境搞好了，他也会一起来维护。

以开放带动保护利用

记 者：现在到故宫博物院，明显觉得可看的
东西多了，开放的区域多了，展览也变多了。

单霁翔：是的。
2002年，故宫的观众第一次突破700万，当时世

界上观众接待最多的博物馆是法国的卢浮宫。但是
过了10年，到2012年，我们就突破了1500万。去年
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的观众数量加起来是 1400 万，
而去年故宫的观众接待量达到了1600万。

面对观众增长的压力，我们认为最好的应对就
是尽可能地扩大开放。扩大开放的前提是要把古建
筑修好。故宫从 2002 年开始修缮古建筑，如武英
殿，由办公场所清理改变成书画馆，每天观众很
多。最大的慈宁宫，清退有关部门后成为雕塑馆，
每天几乎1/3的观众要来这里参观。

我们也尽可能办更多、更好的展览。今年我们
精心策划的几个展览，如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
山水特展》、五大名窑展览，都非常吸引人。我们还
设计出牡丹题材、菊花题材、瑞鹿题材等展览，结
合室内、室外，物质、非物质，动态、静态的各类

各时代器物进行展陈。比如牡丹花开了，我们就把
洛阳的一万盆牡丹搬到故宫，把跟牡丹有关的瓷
器、玉器、漆器、珐琅器等拿出来展。

明年，我们还将推出“回乡展”。故宫藏品来自
于全国各地，这些艺术品再回故乡，可以增加故乡人
的自豪感和对家乡的热爱。我们准备成系列地推出
这类个展，如明四家回到苏州、黄公望回到杭州、扬
州八怪回扬州、寿山石回福州、紫砂回宜兴。这样
一来，让更多的展览走出红墙，走出紫禁城。

即便如此，故宫文化资源的呈现、文化能量的
释放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藏品展览目前只增长了一
倍，从过去的七八千件到一万七八千件这样的水
平，只展出1%左右。除了扩大展览区域，不断加强
加快文物修复，我们还在厦门鼓浪屿建了外国文物
馆，与香港特区政府合作建故宫文化博物馆，在北
京奥林匹克公园建了故宫精品博物馆，等等。这些
努力还要持续，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得经过几代
人的努力。让故宫的文物藏品更多地融入到社会
中，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收藏在禁宫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记 者：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来故宫专程
参观了文物医院。故宫有这么多宝贝，为什么选择
这个地方作为参观的一个重点？

单霁翔：为了让文物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生
活，科学的修复很重要。

全世界的文物修复都是一种模式，文物藏品坏
了或是需要保养了，直接送到文物修复部门，由他
们送到专家手里，凭专家的丰富经验来修。今天，
我们对待文物的态度是要保存我们的生命历程，所
以要有更加科学的态度。因此，故宫成立了全世界
第一个文物医院。

我们给文物医院配备的是故宫最长的房子，361
米；配备了 200名文物医生，一般国际上的大博物馆
有三四十名文物修复人员已经了不起了，故宫编制
很紧张，但我们拿出200名编制用于文物修复；我们
还配备了100多台现代最好的文物修复设备。有了这
个医院，我们的文物修复如虎添翼。我们有把握对
故宫的231种类别的文物藏品进行科学修复，在最大
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前提下，不改变文物的原状，
同时进行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这就是文化加科技
的力量。

创新才能吸引年轻人

记 者：紫禁城建成快600年了，现在大家反而
觉得它更年轻，这其中有什么经验？

单霁翔：首先，故宫要确保“健康”。为此，我们重
点推进了古建筑修缮工程、“平安故宫”工程；第二，故宫
要更加“智慧”。我们通过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来强大
我们的安防系统；其次，故宫要不断开放，不断创新。

今年，故宫办了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
画特展》《赵孟頫书画特展》 等，70%以上的观众是
年轻人。我们根据年轻人的需求进行很大的改变。
比如过去展厅经常禁止拍照，可是年轻人现在用手
机，不用闪光灯，对文物没有伤害。于是，我们就
鼓励大家拍照。大家把作品拍走后发到网络，发到

朋友圈，其实是扩大了对展览的宣传。
我们还应用科技手段，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和数

字技术，加快网站建设，英文网站、少儿网站、
APP、VR，在这些基础上研发大量的数字文化创意
产品，每天都有呈现。我们也尝试去拍年轻人喜欢
的影视作品，像 《我在故宫修文物》 这部片子影响
很大，特别是打动了年轻人，70%点赞的是 18 岁到
22岁的大学生。去年报考故宫修文物的人非常非常
多，我觉得很感动。

记 者：“故宫淘宝”现在非常受年轻人的欢
迎。在文创方面，故宫是怎么做到“萌文化”和历
史文化的结合？

单霁翔：过去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80%不是自己
做的，而是来自全国各地，什么好卖就进什么货，
满足不了人们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的愿望，因此我们
开始研发自己的文创产品。

关于文创产品，我们总结了 10条体会，其中最
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创产品必须要研究人们的生
活，研究人们的需求。过去我们复制一些故宫的文
物，很精美但实用性不强，人们买的并不多。所
以，我们充分挖掘故宫文化资源，把它们的历史
性、知识性、科技性呈现出来，与人们生活的需求
对接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创产品真正蕴含故宫文化。

我们还和国内外一些著名品牌合作，把他们的
设计能力、制作能力和故宫的文化对接起来。几方
面融合以后，形成了良性循环。现在每次展览前我
们都会配套推出文创产品。今年我们文创产品超过
万种。当然我们也在不断淘汰、更新和加强。

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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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岩，男，字尚本，号听雪斋主。1979 年出生于
天津，现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文化馆副馆长、天津市
书法家协会会员。赵红岩自幼酷爱书法，7岁临池，后拜
书法家田蕴章为师，读书写字双管齐下，广开视野，技
艺大进，精于楷法，兼善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