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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更加开放

文物保护的目的是什么？曾经，我们把文
物视为失去原初功能的历史遗存，文物保护是
一项专业性、封闭性的工作。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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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给了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莫大的启发：让故宫成为真
正的“博物院”，就应该让文物活起来。

怎么活？第一步就是扩大开放，从过去的
“消极性看守”变为“积极性保护”。

2015年，故宫首次开放了一段城墙。站在
城墙上，72 万平方米的故宫建筑群尽收眼底。
城墙上的角楼也随之开放。角楼原是堆放24万
块古代木质书版的仓库，一直处于锁闭状态，
开放后，这些书版被计划迁移至太和殿两旁的
廊房中展出，观众可以观赏，还可以使用复制
品进行刷印体验。而在清空的角楼内，一部精
美的 VR 影片还原角楼的营造过程，向观众讲
述木结构古建是如何不靠钉子修建起来的。如
此一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紫禁城城墙变成了人
们领略恢弘皇城的绝佳去处，神秘的角楼则化
身为两大体验式艺术展厅。

这些年，像城墙、角楼这样的新开放区域
越 来 越 多 。 慈 宁 宫 、 畅 音 阁 、 东 华 门 古 建
馆、十八槐、冰窖……单霁翔说：“我们一步
步从过去开放 30%到 52%再到 76%，现在开放
到 80%，积极地把更多的文物展现到人们的视
野中。”

空间的开放，不仅让观众与更多文物亲密
接触，文物本身也得到了比以往更规律和专业
的养护。

城墙开放督促着管理者们必须将屋顶上的
杂 草 、 院 内 与 历 史 风 貌 不 符 的 建 筑 予 以 清
除。现在，瓦上不再是荒草萋萋，拆除 135 栋
临时建筑，采用专门定制的传统材料修复殿
宇，也还原了故宫的古典之美。那些曾经封
闭式堆放、缺乏较好清理养护甚至存在火灾隐
患的角楼书版被安放至专门设计的陈列架中，
不仅确保了文物安全，观赏价值与科研价值也
大大提升。

单霁翔透露，今年故宫还将设立“家具
馆”。那些被堆放在仓库里的 6200 件明清家具
将重见天日。故宫将把最大的“南大库”改造
成家具展厅，结合情景式和仓储式的陈列形
式，把紫檀木、黄花梨等精品家具呈现给公众。

“文物展出来就健康了！原来堆在那里不通
风、潮湿，现在我们每天通通风、掸掸尘，修
一修、打打蜡……文物保护了，家具展出了，
观众流连忘返，这不就积极了吗？”

如今，故宫 186 万件馆藏文物中，展出藏
品不到2%，这与一些世界知名博物馆相比还有
一定差距，但藏品中珍贵文物占90.4%，几乎件

件珍贵，几乎没有一家博物馆可与之媲美。现
在，故宫正在努力，清理古建、举办特展、迁
址办公、筹建新馆舍等，把越来越多的珍宝

“请”出库房、“移驾”展厅供游客观赏。宫中
大门越开越宽敞。人们改变了以前“有宫却不
见宝”的印象，为故宫丰富的文物慨叹不已。
红墙里的历史回到大众视野，这既是一种关注
也是一种监督。

在单霁翔看来，故宫更多空间的开放实
际上是管理观念的解放，要尊重人民群众对
于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
益权，让大家来关心故宫的空间、环境。为
此，故宫建立了更新、更强大的安防系统，
确保平安故宫；在服务管理上也加大改革力
度，全网购票、每日限流、优化男女公厕比
例、推动设立母婴室，一步步向“不排队的博
物馆”迈进。

展陈更加立体

让文物活起来，不单单是扩大开放空间。
去年，故宫迎来了1670万名游客。怎么让游客
更好地感受到故宫文物的生命力，并不是一件
易事。

不少人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过去，一进
博物馆，海量的文物规规矩矩地铺排在陈列柜

里，对于外行人来说，不知从何看起、如何
取 舍 ， 更 不 了 解 展 览 背 后 的 历 史 故 事 。 这
样，即使文物再古老再精美，游客观感也大
打折扣。单霁翔认为，博物馆的展呈方式需
要改变。

去年故宫举办“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许
多游客起大早排队等候，展览一开放便一路小
跑“冲”进展厅。该展览之所以备受青睐，除
了文物自带的光环，展厅本身也极具吸引力。

为了突出青绿山水主题，展厅被布置成
了浅蓝色，让观众感受到静谧的时空感。导
览文字则摒弃生硬的学术化的语言，采用古
风体裁：“青绿山水自隋代展子虔之 《游春
图》 起，代不乏人……千年之名家，千年之
名 作 …… 看 得 见 岁 月 留 痕 ， 留 得 住 青 山 绿
水。”寥寥几句，点出展呈的内容与风格。而
在展览最后，则是由当代艺术家徐冰创作的山
水装置作品，观众眼前一亮，顿时生出中国山
水画艺术横亘古今之感。

展呈方式变化，反映出故宫展陈水平和观
念的升级。单霁翔说：“故宫那么多展览，我们
要努力消除观众的‘博物馆疲劳’，关键就在于
做出故事、做出情境，而这需要故宫博物院各
文物保管部门与展览部的深度合作策展。”提到
今年即将举办的砚台展，单霁翔介绍，要通过
情景式的布展，让观众知道某个砚台是谁用
的，背后有什么人物故事，并且立体地展现砚
台的工艺。

除此之外，故宫今年还将对原有展览进行
大调整。其中，武英殿的书画馆将迁至文华
殿，陶瓷馆则从文华殿搬至武英殿，钟表馆则
从奉先殿迁至具有西洋风格的延禧宫，珍宝馆
则进行扩容升级，增设体现太上皇生活情趣的
文物。通过迁址、扩容、再布展，文物与古建
筑原有的功能相匹配，情境化地再现历史，真
正做到让国宝会说话。

文物本体的展览并非是让它活起来的唯一
途径。单霁翔说：“让文物活起来不是对文物本
体疲劳或不合理地运用，而是要采取多种方
式，一个展览必须是立体的展览。”

为此，故宫对文物展览定下了五个“必
须”。必须要有相关出版物，也就是与展览相关
的读物、图录；必须要有研讨会，总结出有关
的学术成果；必须要有资讯，即数字技术的应
用，例如讲解器、纪录片、APP 等；必须要研
发相关的文创产品；必须要有宣传计划。

五个“必须”是多年来故宫管理者通过摸
索、研究人们的生活与游览方式而总结出来的
经验。如今，故宫的官方网站点击量排行全国
博物馆网站第一，微博粉丝突破 500 万，文创
产品多达一万种，与故宫相关的节目、游戏、
APP 纷纷上线并广受欢迎，这些都让住在宫中
的文物走入寻常百姓家。

单霁翔希望，故宫文物的生命力能一直
延续，不但有灿烂的过去，还要有健康的现
在，更要有有尊严的未来，在 2020 年故宫建
成 600 周年的时候，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
给下一个六百年。

让故宫成为真正的“博物馆”
□ 陈忠昊

提到故宫，越来越多人不再只

是说起气势磅礴的宫殿庙宇，转而

开始谈论宫里的一草一木和“石渠

宝笈”“千里江山”等展览中的珍奇

异宝，还有不少人拿出一把“朕就

是这样汉子”的折扇或是一块“冷

宫”匾额的冰箱贴，更有人聊起故宫

“守门人”单霁翔。故宫的存在感越

来越强，它不只是一张国家的历史文

化名片，更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抹情

怀。这样的变化，正是故宫博物院

努力转变文物保护观念的结果。

（本文摄影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

开栏语

六百年时光，铺洒在千亩青砖上；五千年文明，流淌在万座
殿宇间。

故宫故宫，，世界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金瓦红墙上映射盛世辉
煌的光芒的光芒；；故宫故宫，，更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院更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院，，厅阁厅阁
苑囿拥抱着琳苑囿拥抱着琳琅满目的稀珍。

本版特开设“走进故宫”栏目，探索紫禁城宝藏，讲叙集
无数“之最”于一身的故宫博物院的“现在进行时”。

谈到美食，不能不谈
“肉”。《论语·述而》 中记
载：“子在齐闻《韶》，三月
不知肉味”，孔子听了三天
韶乐和武乐的演奏后，感慨

“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孔子
时期就开始用“肉”来指代
最美味的食物了。

夏商时期，天子与皇族
所食用的肉，烹调、种类及
数量皆为讲究，常以牛肉、
羊肉、猪肉三种一齐食用，
又经名厨巧工之手精烹细
作，精致营养，以彰显天子
尊贵身份。在古代日常食用
肉类的等级中，牛肉最佳，
羊肉次之，猪肉其后，鱼肉
最末。普通民众则只能选取
便宜的肉类就食，其中最常吃的便是猪肉。

汉代时期，猪肉已广泛出现于平民日常生活中，“今闾巷县佰，
阡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唐宋之后，猪肉更加频繁出现在
百姓的餐桌上。猪肉中，最为知名的菜肴便是“东坡肉”，还有两则
典故与此有关。

其一，东坡于采风之时来到艾城，救了一个中暑的儿童。父母
便买了猪肉两斤，用稻草拎回来，询问他的口味。恰逢苏东坡在
作诗填词，口中念着：“禾、草、珍珠、透心香……”农夫听后，
以为是叮嘱他将肉和稻草搁置一起煮，并煮透。吃饭之时，东坡
见肉为一整块，并未切开，感到诧异。原来，农夫早上所见所闻为

“和草整煮透心香”，以为他喜欢如此烹饪，便为之，没想到，误打
误撞，做出了一道掺杂着稻草香气的菜肴。后人便把这道菜叫做

“东坡肉”。
其二，东坡被贬谪黄州之时，生活每况愈下，只能食用便宜的

猪肉，曾题诗 《猪肉颂》 一首：“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甚至
亲手烹饪猪肉，并将其写入诗中。在被贬至杭州为官时，他为百姓
分忧解难，常有百姓送来猪肉，东坡便尝试烹饪出口味独特的猪
肉，再分送给治理西湖的工人。大家吃后无不称赞，把他送来的猪
肉唤作“东坡肉”，此后闻名全国。

“东坡肉”，不仅意味着苏东坡的发明，更意味着民众对于猪肉
在烹调、香气、味道、色泽上的讲究，代表了他们生活中的美学追
求，可谓众人之必备，悠人之绝配。

今日的北京烤鸭、重庆水煮鱼、广东叉烧肉、东北锅包肉可谓
享誉全国。“肉”所承载的，不只停留于物质层面，更是对饮食美感
上的需要，与诗文相伴所发出的共鸣以及对传统美食生活的回味。
与几亲朋，去一处地，围坐一起，佳美的肉伴以好酒，诗词歌赋，
谈论古今。如杜牧，“肉管伶伦曲，箫韶清庙章。”或如崔璆，“孤舟
载壶觞，水花红映肉”。那样生活，是惬意而悠闲的；那般心境，是
释怀而满足的。

清明，春天的节日
□ 萧 放

◎美在生活

食肉之美
□ 田 叶

本版制图：傅佳伟

梨花风 起 正 清 明 。 清 明 ，
既是追念先人的日子、又是万
物向荣、亲近自然的时节，是
春天的节日。在这场与过去和
自然的对话中，人们缅怀生命、
拥抱新生。

祭墓与踏青原本分属寒食与
清明。唐代以前，寒食与清明是
两个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
悼亡，一为求新护生。寒食禁火
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
游。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
有着密切的配合关系：禁火为了
出火，祭亡意在佑生，这就是后
来清明兼并寒食的内在文化依
据。清明时节的户外运动，原始
意义在于顺应时气，是月生气方
盛，阳气发泄，万物萌生，人们
以主动的姿态顺应、进而促进时

气的流行。踏青、蹴鞠、秋千、拔河、放风筝、斗蛋等大都是有助
于阳气发散的活动。

插柳或戴柳是清明踏青与护佑生命的仪式行为。柳树为春季应
时佳木，得春气之先。在四野一片苍茫之际，柳树最先吐出新绿，
并以易栽易活的生存特性，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因此在古人观念
中，柳树并非普通林木，清明的新火就取自柳榆木。据说，民间新火便
是以柳条传递的，贾岛“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的诗句，大致就是吟
诵这一情形。除门户插柳外，清明还有戴柳的习俗。人们以结成球状
的柳枝或柳叶戴于头上，民谚曰：“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鬓
插青柳，吉祥又有生气。青柳留春，人们用青色的柳枝表达对青春
的挽留，“留青”，也就留住了“红颜”，留住了生命的气息。

中国人重视时令养生，清明节食，如寒食燕、清团、清明饭
等，与春季养生息息相关。寒食燕是山西地方寒食清明时的节令食
品，用枣泥与面粉调和，捏成燕子形状，也称子推燕，以纪念晋国
先贤介子推。清团是用青色艾草汁染色而成的水磨糯米团，可冷
食。南方地区会吃一种特制的黑饭，明代杭州，“僧道采杨桐叶染
饭，谓之青精饭，以馈施主”，称为“青糍黑饭”。各地清明饭因所
用药料不同，风味各异，可作点心，亦可馈赠亲友，尤为儿童喜
爱。这些清明食品的原料多源于中草药，传统认为食用它们可清凉
解毒、驱邪保健。

春天饮食中，不能不提春茶。清明茶是清明时节采摘的茶叶嫩
芽，色泽绿翠、叶质柔软，茶叶中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香气
四溢、味道醇厚，是饮食民俗中的养生佳品。“新火试新茶”曾是古
代最流行的时尚。清明时节，无论家居还是出门在外的文人雅士，
皆以清明钻取的新火煮新茶。

故宫角楼 张 林摄

故宫花事 王 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