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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湖南省博物馆“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
上，杜虎兵符、吴王夫差矛、越王勾践剑 （复制品） 集中亮相。展览
汇聚全国 30家文博机构的 240件 （套） 文物精品，以大叙事的手法及
更广阔视野，为观众深刻解读春秋战国历史变革时期，填补了目前国
内展览展出时段的空白。

春秋战国时期跨越 500 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
时期，也是大发展、大融合的时期。据湖南省博物馆专家介绍，鉴于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信息繁杂，展览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方面，
介绍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代。

“东方既白”出自苏轼 《前赤壁赋》，意思是指东方的天已经泛出
白色曙光。展览以此为题，用数百件珍贵文物呈现春秋战国时期八方
风雨的政治格局、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在新生机中探寻中华文明的
奠基时代。

文物讲述春秋战国历史
□ 喻 慧

文物讲述春秋战国历史
□ 喻 慧

杜虎符

由长安出发，一路向西，沿着古丝绸之路，开始了数千里的西游
之行。

第一站是嘉峪关。嘉峪关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中国
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的交汇点，素有“河西重镇”“边陲锁钥”之称，
又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在这里，两千多年前开辟的“丝绸古
道”和历代兵家征战的“古战场”烽燧依稀可见。远看关口，在静谧
辽阔的苍穹下，一道蜿蜒的城墙绵延到远方，视线越过墙顶，蓝天映
衬下在更远处是雪山。那天，天气格外好，没有风，没有漫天黄沙，
世界静悄悄地。雪山沉默无语，俯视着它脚下的苍生；城墙亦无语，
保持着数百年前的静穆，将历史定格在这苍凉的守望中，这一守望就
是六百年。

仰头看见城门楼上的题字“天下第一雄关”，果真名副其实，城门
楼高大雄伟，像一个手持干戈利剑的将士，威严地审视着每一个经过
的人。从马道登上城墙，让人不禁感叹设计之巧妙，内外城的设计虽
有些繁复，但却让城池多了一层防护；瓮城，将“请君入瓮”在建筑
上完美体现；月牙门，避免了城门洞开在敌寇的视野中，合适隐蔽。
若是有人冒失策马来到门前，一个陡坡定令其措手不及，还未有所反
应就已经成为俘虏；还有那“一块砖”的故事，让人在惊叹的同时，
更是在神秘的色彩中恍惚了。一个个垛口，一个个瞭望哨，城外敌情
一览无余了。烽火台上，似乎又闻号角声响，又见狼烟升起。茫茫戈
壁之上，谁的鲜血染红了残阳与沙场，谁的铁戟与长剑长埋沙海？

耳畔悲壮苍凉的《吊古战场文》诵起：“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
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
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
往往鬼哭，天阴则闻。”遥想当年，这里可曾血流成河？这里的人民可
曾流离失所？而今，那征战与厮杀已随风而去，而击石燕鸣的故事仍
凄婉动人，那翘首企盼征人归来的夫人仍在飘荡的风里痛心地呼喊。
巍巍嘉峪关，迎接过多少英雄：张骞应募出使，少年将军霍去病英姿
勃发，踽踽而来的林则徐，率千军万马呼啸出关的左宗棠……残血夕
阳映照着嘉峪关的雄伟身影，苍茫中静默无言。

出了关门，就是西域，遥想当年出塞的张骞，我心中竟油然而生
出一股使命感，胸中激荡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是的，悲壮这个
词语从未如此真切而又激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房。面对着城门楼，我留
下了此次“西游”的一张相片。历史沧桑巨变，定格当下，关内关
外，都是中华大地的所有。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
之景，西域并不荒凉。要离开嘉峪关了，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曾经
的诗句“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耳畔仿若真的听到了一声长嘶，
划破历史的长空。

离开嘉峪关，前往敦煌。途经玉门市，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城
市。四周被沙漠所包围，上天就在这沙漠中央留了一块绿洲，人们在
这里生根发芽，建设起了自己的家园。行走在市区内全然感受不到自
己正置身于沙漠之中。市中心广场上是敦煌的标志：反弹琵琶的飞
天。飞天与乾闼婆，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他们一个
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合为一体，变为飞天。这些在天地间自
由飞翔的仙女们，即使多是镣铐加身的罪犯，但他们的心是自由的，
灵魂飞在高处。

古代丝绸之路的繁华，莫高窟佛国的瑰丽，鸣沙山与月牙泉的世
代浪漫厮守，边关冷月，大漠孤烟……让我忘记了灞桥烟柳，曲江流
饮。只愿沉醉在这粗狂的黄沙中，在这千年的月亮面前，听一听这亘
古不变的故事。

再向西，是敦煌。

“西游记”
□ 石珂源

嘉峪关 （网络图片）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近日
宣布全面启动实施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出版工
程编纂工作。该工程由中国文联总负责，由中国
民协具体组织实施。

在全面调研和收集整理的基础上，《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 充分吸收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新理
念、新成果，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
表性的“四性”原则编选，以省自治区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 （包括港澳台地区） 的行政区划立
卷，属于依照体裁归类的民间文学作品及理论研
究成果总集。

按照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
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
语、民间文学理论等类别与系列编选，《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 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付诸出版
的大型民间文学文库，也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对

传统社会民间文学资源的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和
汇总结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通过专家甄别遴
选出民间文学各个门类当中符合中华人文精神的
经典性作品，并立足区域特色、彰显民族民间文
化的多样性，凸显全国各区域民间文化的传统与
丰富样式，表现当代民间日常生活。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将于2018年下半年开始
陆续出版。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全面启动
□ 王锦强

蒋百里 （1882—1938年），名方震，浙江海宁
人。他博古通今，以卓越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
成就闻名于世。作为“门生古旧满中华，声誉影
响及世界”的军事学家，在国家面临强敌入侵
时，蒋百里把爱国情怀、抗战方略贡献给国家，
也用读书报国、文武兼备的家训培养子女。

l913年6月，蒋百里建立新军计划受北洋旧军
人的阻挠，为明心志，愤而开枪自杀未成。获救
治疗期间，与照料他的日本护士佐藤屋子两情相
悦，结下异国情缘，次年成婚。蒋百里喜爱梅
花，为夫人取名“左梅”，先后生下昭、雍、英、
华、和5个女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
分流，唐生智在武汉起兵讨蒋，蒋百里帮助他训
练军队。失败后，蒋百里受到牵连，被禁于杭州
西湖孤岛，后囚于南京狱中，左梅带着 4 岁的蒋
和、7岁的蒋华到南京陪伴。在狱中，蒋百里常向
两个女儿讲解唐诗，讲 《封神榜》《水浒传》《西
游记》中的故事。他对女儿们说：“赤壁借东风是
天文学，木牛流马是机械学，孔明不是神，更不
是妖道，是有科学头脑的军师。这样的军师多
了，军队就强大。你们姐妹要读好书，将来为国
防出力。”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抗战军兴，蒋百里让妻
子和女儿参加救护伤兵的抗日工作，又写信给在
香港读书的蒋雍，召其回内地投身抗日前线。他
在信中说：“中国抗战后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前

线和后方都是广大的课堂，置身其间比读死书要
好得多。”

一代兵圣志未酬，他的女儿们遵从父训，勤
奋努力，为国效劳。二女蒋雍毕业于上海中西女
校，赴香港皇后大学攻读英文专科，她听从父亲
的教导，辍学到内地，投身抗战前线。三女蒋英
在德国学习音乐有成，1946 年与钱学森结婚，共
和国成立后双双回归祖国。四女蒋华在上海中西
女校毕业后，攻读财经专业，随夫在比利时定
居。五女蒋和从德国留学归国后，长期担任德语
翻译和教学工作。蒋英、蒋华、蒋和生前常常参
加海峡两岸的纪念活动，表达对父亲的怀念之
情，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

蒋英说，父亲应该算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
人，他懂文、懂武，也懂西洋和中国，他懂拉丁
文、日文、德文，爱文学，会写诗，也会打枪、
骑马，他属于文艺复兴时代。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军事学家虽然在全面抗
战初期离世，但他读书救国、文武兼备的思想却
在子女心中生根。这既是他的家风，也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财富。

《
蒋
百
里
全
集
（
全
八
卷
）
》

◎家风家训

蒋百里：读书报国 文武兼备
□ 侯昂妤

插花是一门古老的生活艺术。
从最初的赏花、摘花、赠花、佩
花、簪花，一直发展到后来的盆
栽、插花。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
展以及人化自然的一种审美呈现。
文人花道是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结
晶。它将插花这一生活艺术的审美
格调推向极致，为生活美学树立了
实践的典范。

以志表情 历史悠久

早在2000多年前，《诗经》中便记载有青年男
女手持兰草游玩嬉戏、互赠勺药示好的情景：“士
与女，方秉蕳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
以勺药。”（《郑风·溱洧》）《楚辞》 也描绘过佩
花、插花、祭祀舞花和供花的情景，如“扈江离
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辛夷车
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九歌·山鬼》），“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九歌·礼魂》），等等。这些文字记载表明，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普遍运用花草装饰人体、舟车
及厅堂，赠花传情，奉花祭祀，并赋予花草以精
神象征意义，从而借助自然之美来表达至诚的情
感与美好的愿望。

插花活动应该与折枝花的历史一样悠久。但
中国插花技艺形成审美传统，现在只能追溯到佛
教的“供花”。《南史》 记载：“有献莲花供佛者，
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南史·
晋安王子懋传》） 佛前供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直
接影响了士人阶层，促成文人插花艺术的兴起。
譬如庚信即有盘花待客之诗：“春色方盈野，枝枝
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
客，金盘衬红琼。”（《杏花》） 两宋时期，社会
经济繁荣，插花艺术更是发展为新兴市民阶层的
普遍雅好，甚至贩夫走卒都受到熏陶影响。欧阳
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曾载，“洛阳之俗，大抵好
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从
宋朝开始，插花与挂画、点茶、燃香被文人雅士
视为“生活四艺”，几已可与传统“文人四艺”

（琴、棋、书、画） 分庭抗礼。

体现生活意趣

有明一代，以瓶花为代表的文人花道达到巅
峰。插花已成为文人韵士雅居必不可少的清供，是
攸关个人性情的风雅癖好。如陈继儒在《小窗幽
记》所讲，瓶中插花，“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
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

由于文人的推崇，中国传统插花技艺与理论突

飞猛进，中国文人花道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其标志
便是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屠本畯《瓶史
月表》、何仙郎《花案》等花艺著作的闻世。

这些著作对花目品第、折花造型、择水选
器、储存保养、陈设搭配乃至插花禁忌等都有非
常细致且精微的探讨。譬如，仿照官秩制度，以

“九品九命”为近百种花卉划分品鉴等级。就算同
一种花也有品种优劣的区分，“梅以重叶、绿萼、
玉蝶、百叶缃梅为上，海棠以西府紫绵为上，牡
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瓤、大红、舞青猊为
上”（袁宏道 《瓶史·品第》） 再譬如器皿选择，
文人尚清雅，故贵铜瓷而贱金银，所以明朝文人
供花主要使用铜器和瓷器。他们对瓶的形制、大
小、新旧都相当考究。夏秋用瓷瓶，冬春天寒则
多用铜瓶。书室清供斋瓶宜矮而小，而堂厦供花
则宜大。供花铜器有花觚、铜觯、尊罍、方汉
壶、素温壶、扁壶等，瓷器以古壶、胆瓶、尊、
觚、一枝瓶为妙品，次之蓍草、纸槌、圆素瓶、
鹅颈、蒲槌等亦可。一般而言，花器尚旧，古董
尤佳，所以陶铜器皿入土年代越久越好，瓷器也
讲年代，但更讲究产地和工艺，柴窑、汝窑地位
最尊，官、哥、宣、定诸宋代名窑的瓷器算一流
的珍品，此外，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
等窑在当时也依次有其名贵地位。

可见，插花在明代文人眼中不是一件普通的
装饰技艺，这里面包含了植物花卉、文物古董乃
至室内设计的知识修养，也蕴含了清雅脱俗的审
美理念与花道技法，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关乎生
活情趣与修身养性的艺术。

关乎人文意义

对于文人花道而言，花卉的自然美学属性并
不是审美的真正核心，自然色香之美是附属于人
文审美意义的。如花卉的“品第”及精神象征——

“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可比德君子、处士，表
征其格调的高洁；牡丹雍容华贵，堪配宫廷贵
妇、名门闺秀；山茶花幽静娴雅，可配小家碧玉。

同时，花道审美并不只是花卉造型的审美，
它也包含器具的审美以及与环境、天气、室内陈
设乃至人物协调的整体审美。只有做到色、香、
型、文四要素的内在和谐，并与外在环境气氛协
调一致，才能体现花道的精髓。譬如插花之室宜
清幽不宜嘈杂，宜明净不宜太暗或太敞；家具宜简
而精致，不宜繁琐而奢华；花材的搭配，“梅花以迎
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苹婆、林檎、丁香
为婢，牡丹以玫瑰、蔷薇、木香为婢……”；欣赏
花艺，“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

“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
日，宜轻寒，宜华堂……”（《瓶史·清赏》），等等。

所以，插花是自然美人文化的一个典型，也
就是说它更接近于现代人所讲的人文艺术。这不
仅是因为它的整体造型是经过创作者深度艺术加
工的结果，超越了自然形式，更在于它内蕴了丰

富的审美文化意义。

有生命的活泼感

明代文人的花道与书画美学理念内在相通，
其追求的美学兴趣重点都在天趣生动。书画讲究
气韵生动，而这一境界非妙品难以企及，插花却
不然，奇花凡草天机活泼，援之入室，自成生
机。所以往往只需一瓶插花，室内顿时即可活意
生香、清雅脱俗。生命的活泼是插花真正的艺术
精神。书画妙品难得，瓶花却可随时插换，这也
是它得到普通士子喜爱的原因。另外，它不像书
画品鉴单纯限于一个被静观的艺术对象。实际
上，插花艺术始终处于和人的互动之中。且不论
选花、折花、配器、择水、造型作为插花创作过程需
要人的艺术实践投入，后续的摆放、养护皆需要人
的参与。所以，插花是融入到家居生活实践中的一
种艺术形式，它本质也是一种生活行为艺术。

这种将美的创造与欣赏融为一体的艺术形
式，为平淡的生活注入一种创造性 （自由感） 与
仪式感 （形式感），从而改变了生活的形式、韵律
和节奏，为日常生活增添了风神气韵。同时，插
花是共享的艺术，它能将身边人都带入一种生活
艺术审美的空间氛围中。这种持续不断的氛围熏
陶，本质也是一种审美参与，它会在无形中丰富
所有参与者的审美经验，并提升其审美品位。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美在生活

花道，自然美的人文化
□ 张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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