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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总
体部署，中国国家博物馆自1月25日 （正月初一） 开始闭馆。为满足广大
观众的文化需求，国家博物馆在官方微博、微信公号等平台推出“国博邀
您云看展”，将“隻立千古——《红楼梦》 文化展”“高山景行——孔子文
化展”“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闭馆前正在举办的重磅展览
搬到线上，并邀请观众遨游虚拟展厅，重温“秦汉文明”“丝绸之路”“大
唐风华”等往期精彩展览。

进入国博虚拟展厅，循着箭头便可开启观展旅程，360 度观看展厅布
置，点击展品下方的按钮即可看到高清图片和详细介绍。除了线上观展，
网友还可以通过官方微博参与“看图识文字”等互动活动。

据介绍，国家博物馆在闭馆期间，将通过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头
条号和学习强国、文化和旅游部在线平台等多渠道持续推送“云看展”精
彩内容。观众足不出户，在手机和电脑上就可以欣赏包括展览专题网页、
虚拟展厅、精彩视频等多种形式在内的展览相关内容。

“开窑啰——”
随着响亮的喊声，一间简易

砖房里，直径近两米、形似倒扣
馒头的炉盖被缓缓吊起。炉盖底
部喷出霞光般的火舌，一股热浪
扑面而来。

头戴竹斗笠、身披隔热披风
的曾庆红早已汗流浃背。他眨了
眨眼睛，甩落睫毛上挂着的汗
珠。荥经砂器的烧制温度高达
1300-1400摄氏度，在烧制过程
中，匠人要顶着上千摄氏度的高
温持续工作。开窑的时刻，曾庆
红屏住呼吸，两眼灼灼，注视着
熊熊火光中通体透红的砂器。

在“馒头窑”旁边有一座称
为还原坑的深坑，与开窑同步进
行的，是窑工迅速往还原坑里倒
进锯木屑，再覆上一层炭。当炉
盖完全揭开，曾庆红手持一根两
米长的铁扦，将红彤彤的砂器挑
入坑中。燃烧的火焰随即蹿起，
发出“嗞嗞”响声。待其冷却，再
经过打磨，这件砂器便制作完成。

“东有宜兴紫砂，西有荥经
黑砂”。四川省荥经县古称严
道，以砂器闻名。据考古学家从
当 地 发 掘 的 文 物 考 证 ， 早 在
2000 多年前荥经地区就生产砂
器。荥经砂器主要原料是古城村
特有的一种黏土，俗称白善泥。
在白善泥中掺入未烧透的煤渣加
工粉碎制成黑砂，用这种黑砂烧
制的砂锅抗腐蚀、耐酸碱，烹饪时能较好地保持食物的鲜美及营养成分，
熬药也可最大限度保存中药药性。

曾庆红是荥经古城村曾氏砂器世家第九代传承人，自幼随祖辈学习砂
器制作工艺。“制作一件砂器不容易，要经过采料、粉碎、搅拌、制坯、晾
晒、烧制、取釉、出窑、打磨等工序。”曾庆红介绍道。

采料时，曾庆红先将白善泥碾磨细，再用筛子筛，依据所制砂器的功
能决定要筛多细。然后把煤渣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再将二者以一定比
例混合，放入泥凼中炼泥，搅拌均匀。

泥料炼制是个苦活，要靠工人光着脚反复踩压，挤出其中的气泡。曾
庆红从十几岁就开始练这道功夫，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他双脚踩在泥
里，冻得通红，踩着踩着泥水结了冰，到最后双脚几乎失去知觉。

泥料炼制好后，需要自然阴干。“阴干的时间长短受天气影响，短则一
周，长则一月。这个过程要耐心守候，还要善于观察。”当泥料阴干到可以
塑形的状态时，便进入制坯工序。制坯如泥上绣花，极为考验匠人的技
艺，下手的轻重、图案的精致水平、打磨的程度都直接影响砂器成品的质
量。曾庆红凭借多年练就的一手绝活，不使用模具就能制作出器身圆润、
线条流畅、器形优美的砂器土坯，款式多达上百种。

接下来便是烧制和取釉。“烧窑要看天时，就像农民观天撒种一样。”
曾庆红烧窑时神色庄重，将砂坯轻轻放入“馒头窑”的烧焙坑中。烧焙坑
分为三层，最底下一层放置燃料，烧制时用鼓风机吹入氧气。第二层是竖
着排列的瓦片。瓦片上铺薄薄一层煤，砂器就放在煤上烧。因为瓦片的缘
故，使得砂器受热不均，造成“窑变”，同一件砂器上会出现不同颜色，从
砖红、土黄到银灰，随机而变，绚丽多彩。一些难得的珍品正是由窑变产生。

曾庆红介绍，荥经砂器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取釉：按照传统做法，烧制
时将砂器置于密闭容器中，会形成深沉的黑色；如果砂器在空气中自然冷
却，便不会呈现常见的黑色，而是在赭红与棕黄之间变化；若烧完直接放
入还原坑中，加入木屑，便会呈现金属光泽。

说着话，曾庆红随手拿起一把茶壶。古朴优雅的壶身微泛金属光泽，
表面错落分布着自然的凹坑，壶柄形似一段枯枝，颇具设计感。“这一把茶
壶的价格，是普通砂锅的数十倍。”曾庆红说，这把壶的设计参考了人体工
学原理，壶的握感十分舒适。

每一次创作，曾庆红都追求尽善尽美、“人器合一”。每一件砂器，都
凝聚着他的心血和创意，具有独特的价值。从事砂器制作30余年，曾庆红
在传承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探索创新。过去，
荥经砂器的类型仅限于砂锅、花盆、药罐等日用品。如今，在曾庆红等行
业带头人的推动下，荥经砂器由单纯的生产生活用具发展为工艺品，拓展
了这门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和美学内涵。

2015 年，曾庆红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荥经砂器烧制技艺传承
人。如今，他的砂器作坊共有30多名匠人，累计带过的徒弟有70多人。他
还多次受邀到中小学和大专院校讲课，与四川美术学院、西华大学等高校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他的徒弟和教过的学生遍布荥经县砂器行业，其中不
少人当上了砂器作坊的“掌门人”。2019年2月，荥经砂器成功注册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曾庆红的梦想是：“把砂器做成文化产业，让越来越多人认
识、喜欢荥经砂器。”

打开水龙头，便有清澈干净的自来水涌出
——今天的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但在一百多年
前，这对北京市民来说可谓是天方夜谭。1908
年，随着北京第一座自来水厂——东直门水厂建
成投产，依靠土井打水、水夫送水的北京人才第
一次知道自来水为何物。从最初仅服务 3000 多
人，到1967年全市自来水普及率达99.86%，北京
自来水事业的进步折射出城市现代化进程。

为了保留这段珍贵的城市记忆，让市民了解
北京自来水百余年历史和供水用水相关知识，北
京市自来水集团于2000年在清末自来水厂旧址基
础上建立北京自来水博物馆。最初展厅设于原蒸
汽机房内，2016 年新馆建成，总占地面积约 3 万
平方米，包括科普馆、通史馆、印章展和清末自
来水厂旧址 4 个展示区域，通过遗址、文物和现
代化展示手段向海内外观众讲述“自来水不自
来，自来水来之不易”的故事。

官督商办的自来水公司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
外香河园街 3 号，建筑造型古朴庄重、富有特
色。走进新馆二层的通史馆，展厅里播放的短片

《帝都旧影》 展示了旧时北京人日常取水的画面
——打着赤膊的水夫摇着轱辘从井窝子 （水井）
里提上来一桶桶水，随后倒入水车，驶入胡同。

长期以来，井水是北京城的重要水源，一些
与井有关的地名如王府井、三眼井等沿用至今。
清朝末年，京城多次发生火灾，因井水救火效率
极低，损失惨重。出于消防考虑，1908 年 3 月，
农工商部两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议采用官
督商办形式建设“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获
得批准。

有了官方许可，还需筹措资金。展厅里，一
张张花花绿绿的股票记录了自来水公司“招商集
股”的历史。记者看到1908年公司第一次发行的
股票，其外观采用碑式边框设计，文字沿袭中国
传统书写格式，公司名称等均从右向左横书，没
有采用西式股票形制。“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后，
清朝有识之士开始接纳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经
营方式，但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还保留着传
统文化习惯。”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副馆长梁淑云
说，“这些股票是观众最感兴趣的展品，股票样式
可以说是中国早期股票的经典款。”

记者注意到，招股章程中明文规定“专集华
股，不附洋股，凡本国民众，无论官、绅、庶均可入
股，享受股东权利”。由于招股章程受到社会各界
欢迎，建厂所需的270万元股金很快就筹到了。

公司成立后，总理周学熙立即招聘人才。展
柜里陈列着一张张公司早期职工卡片，写着姓
名、籍贯、年龄、出生日期、工作经历、薪金等
内容，还贴有照片。从卡片记载的内容可以看
出，公司职员中有没上过学的水夫 （负责卖水、
运水），也有上过私塾的账员、文书员，还有国内
名牌大学生和海归留学生负责技术和管理工作。

“这是一组内涵丰富的文物。”梁淑云说，“职
工信息详细记载体现了公司早期管理的精细化，
员工升迁和薪资情况等信息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组

织架构和经营情况。”
在完成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

等工作后，公司开始在东直门外建造第一座水
厂。1910 年 2 月，东直门水厂完工投产，水厂所
用的蒸汽机、闸门和管材等均从德国进口。同年
3月，东直门水厂正式向北京城区供水。

不过，北京老百姓一开始对自来水并不买
账。由于水压原因，刚从水龙头里放出来的自来
水有白色气泡，老百姓称之为“洋胰子水”，不敢
喝。为了消除顾虑、打开销路，京师自来水股份
有限公司在报纸上登广告，并采取免费送水两个
月等促销办法，逐渐赢得市民信任。

富有艺术感的工业建筑

来到水厂旧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西合璧
的办公旧址大门。大门面阔三间，中间为拱形设
计，门脸用红青砖镶砌而成，具有典型的西洋风
格。细看大门顶部浮雕，上方有荷叶、莲花、香
蒲棒、慈姑花等图案，下面是磐石和流水，象征
寿山和福海。拱心石部分浮雕由花心瓣和莲花纹
组成，名为“清净吉祥”，表现水的洁净无瑕。大
门两侧上方有“双狮护财”浮雕。

梁淑云介绍，办公旧址与北京传统二进式四
合院形制相似，现存房屋30间，原为办公室和化
验室。现部分房间辟为展室，展示了北京自来水
公司百余年历史中使用过的印章，共有333枚。

“这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梁淑云指着
一枚小孩手掌大小的印章说，“建设自来水公司的

奏请获批后，清政府特颁此印信，专门用来处理
公司与政府往来公文及银钱等重要事务。”印章上
阳刻小篆“奏办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之关防”字
样，“奏办”意为奏请政府同意承办，“关防”则
为旧时政府或军队所用印信。

走出办公区域，看到一片开阔的厂院，这里
就是东直门水厂的生产区域，由北向南分布着来
水亭、清水池、蒸汽机房、水塔地基遗址等市级
文保建筑。

梁淑云介绍，从孙河取水厂输送过来的水首
先抵达来水亭，在这里进行加药消毒后输入清水
池储存。来水亭由德国设计师设计，造型美观、
色彩鲜艳、纹饰精美，具有典型的巴洛克风格，
细节处又融合了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特色，是一座
艺术价值很高的近代工业建筑。

清水池为品字形，如今已被加盖，隐没于地
下。储存其中的清水由蒸汽机带动抽水泵抽到水
塔上。需要用水时，水塔上的水利用重力流入管
道中，输送到城中各处。

梁淑云告诉记者，水塔曾是东直门外的地标
性建筑。“今天虽然见不到水塔，但我们通过老照
片可以一睹当年风貌。”老照片中的水塔，塔身分
为 6 层，呈六面形，塔顶部挂有一圈风铃，塔身
下部镶有盘龙。当年风吹铃动，盘龙栩栩如生，
成为城中一道优美的风景。

生动有趣的科普平台

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全市仅有东直门一座
水厂，城区供水普及率仅为 30.41%。新中国成立
后，北京自来水业发展迎来春天。如今，北京市
自来水集团日供水总能力达 450 万立方米，服务
用户470余万户。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在讲述水厂建设与改造、
管网发展、水质保障、科技研发、节能减排、供
水服务等内容外，更发挥科普功能，向公众介绍
自来水生产工艺，普及用水节水知识。

博物馆一层的科普馆内，长达24米的弧形屏
幕上播放着大型地表水水厂制水的现场视频，其
下方的巨型电子屏上，卡通小水人“源源”演示
了来自水源地的水通过10道处理工序，最终成为
符合国家标准的自来水的过程。

“我馆已成为市民了解水资源现状、城市供水
安全和自来水制水工艺的现代化科普教育平台。
我们近年来还积极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与西中
街小学、东四九条小学、第一六六中学等50余所
中小学校合作，为近2.4万名师生带去了自来水科
普知识。”梁淑云介绍说。

立春（今年为 2月 4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一个节气，意味着春季的开始、一年时序的开端。

古人总结出立春的三个标志性物候：一候东
风解冻，即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万物开始
复苏；二候蛰虫始振，蛰居的虫类在洞中逐渐苏
醒；三候鱼陟负冰，河里的冰开始融化，鱼开始
到水面上游动，此时水面还有些碎冰片，好像被
鱼背着浮在水上。

“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国古代自官方到民间
都极为重视立春，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迎春活
动。儒家经典 《礼记·月令》 记载：“先立春三
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
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大夫于朝。”说的
是立春前三天，天子开始斋戒。在立春当天，天
子亲自带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赴东郊迎春，祈
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令以施惠
兆民。除了国家祀典，民间各地也有丰富的迎春
活动，如贴宜春帖、挂春幡、戴春鸡等。

立春节气有很多习俗，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打春”和“咬春”。
打春，指用鞭子抽打泥土做的春牛，祈愿新

的一年五谷丰登。相传打春的风俗最早来自皇
宫，西周时期“周公始制立春土牛”，汉代“陈列
土牛模型”，宋代“自京都至各州县俱于衙前陈列
土牛”，后世沿袭此俗。清代《京都风俗志》中记
载：“东设芒神，西设春牛”，礼毕散场之后，“众
役打焚，故谓之‘打春’。”将春牛打碎，有鞭策
耕牛下地耕田之意。人们将春牛的碎片抢回家，
尤以抢得牛头为吉利。带回的碎土撒在牛栏内，
据说可以促进牛的繁殖。

咬春即在立春这天咬食春饼、春卷、萝卜等
食物，祈求身体健康。唐代已有立春做“春盘”
的习俗，取韭菜、春饼等置于盘中作为食品，寓
迎新之意。咬春之俗还有嚼吃萝卜。清代 《燕京
岁时记》云：“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
萝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咬
春是古人的食疗养生法。立春之后，天气由寒转
暖，温热毒邪开始活动，萝卜、韭菜等食材有辛
甘发散之效，利于生发和保护阳气。

文人墨客历来喜爱咏春，留下了许多以立春
为主题的诗词。杜甫 《立春》 回忆“两京”（长
安、洛阳） 过立春日的盛况：“春日春盘细生菜，
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
青丝。”白居易 《立春日酬钱员外曲江同行见赠》
描绘了“柳色早黄浅，水文新绿微”的早春美
景。苏轼被贬海南时仍写下满怀热情的咏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
红似肉红。”南宋张栻《立春偶成》亦为立春诗的
佳作：“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
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立春日，承载着中国人的美好希望，一切都
是新的开始，孕育出新的生机。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探秘来之不易的自来水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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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便觉眼前生意满
贺亚楠 邹雅婷

立春：便觉眼前生意满
贺亚楠 邹雅婷

1908年公司发行的股票

小朋友“咬春”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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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红在烧窑 刘裕国摄

国博邀您“云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