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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心中的美什么样
●蒋肖斌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七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明十三陵通过审议，正
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后的7月，
明十三陵景区游客的热情和盛夏一样火
热，人群中有一支显眼的特殊队伍，他们是
明文化粉丝，简称“明粉”。他们身穿“明制
汉服”，带来一场特殊的表演——“出警入
跸”仪仗。

出警入跸，指的是皇帝出巡归来，沿途
加强警戒。“跸”的意思是帝王出行的车驾，

“警跸”的意思是清道。由于“出警”与“入
跸”同是扫墓、巡视的过程，因而通常被合
称为“出警入跸”。

在明朝时，盛大的皇家谒陵队伍会从
德胜门出发，直至京城45公里外的天寿
山（今北京市昌平区北部）。在整个行进
过程中，皇帝及其仪卫庄严肃穆地行进和
演礼，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明代画家将

皇室谒陵从出发到抵达、再返回的整个时
空历程，浓缩于两幅长卷之中，成为著名
的《出警入跸图》。其中，《出警图》绘皇帝
骑马，由陆路出京；《入跸图》画皇帝坐船，
走水路回宫。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了解明文化早
已不满足于“看”，而更青睐“体验”。再现

“出警入跸”的同时，明十三陵长陵景区的
地标建筑祾恩殿前，举办了以“日月同歌”
为主题北京古建音乐季十三陵专场音乐
会；此前，在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
日，新年祈福大典、明代甲胄巡游、《明宪宗
元宵行乐图》复原展、明代服饰复原大秀、
关王庙祭祀礼仪、居庸关古战重演等系列
活动，纷纷面向大众开展。

以“臻美大明 溢彩彰华”为主题的
2023明文化论坛，近日在明十三陵景区
举办，主论坛聚焦“明代美学”。著名文艺
评论家李舫在《明代的历史高度和世界影
响》演讲中说，明代是当时的思想、经济、
文化的输出中心，在第一次全球化进程
中，明代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舞台上最
璀璨的明星。

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元素在
欧洲的影响从贵族到平民，从庙堂到江湖，
随处可见，司空见惯。贵族在宫廷宴会上
穿着华美的汉服，巴黎最热销的票房名剧
是中国的皮影戏，装饰精美的中国花轿在
城市的主干道上络绎不绝，中国的扇子随
时出现在贵族的手里，至于精美绝伦的瓷
器，更是全民热捧……

世界都爱明朝，那明朝人心中的美什
么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明史
学会名誉顾问毛佩琦，与线上线下的“明
粉”聊了聊。他用了3个字来概括明代美
学特征：一是“大”，二是“简”，三是“巧”。

第一个审美观是“大”。北京故宫的基
本格局在明朝建立，至今仍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地面宫殿建筑；而明长城，至今也是
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大规模的地面建
筑。明朝人胸怀大，眼界大，以“大”为美。
而这种大，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
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统治者、统
治阶级所提倡的结果。

明朝初年的几位皇帝，如明太祖朱元
璋、明成祖朱棣，在开疆拓土、统一中国之
外，在很多事务的规模上也主张“大”。如
果说明太祖是明朝的奠基者，那么明成祖
就是明朝进一步的开拓者，在明太祖的基
业上把明朝的事业向前推进。

明朝到了永乐时期，国家实力已经发
展到相当高度。毛佩琦曾提出一个概念，
明朝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巅峰时期的
社会，又是一个走向近现代的社会，还是

一个与世界连在一起的社会。而明朝走
向世界巅峰，就是以“大”的面貌、包容的胸
怀出现的。

郑和下西洋即为明朝的“大”的集中体
现。其所遵循的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往原则，是强不凌弱，
是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只有站
在世界的中央，在国家权力极盛的时候，才
有底气、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向天下提出
这样的口号。这是明朝心中的理想社会，
这种理想社会直到现在都具有现实的借鉴
意义。

第二个审美观是“简”。有一种说法，
中国的文化到宋朝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但
毛佩琦认为，明朝在宋朝的基础上又向前
推进。这种简约是一种审美的情绪，也是
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状态。

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明朝文化的“简”
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一个平民成为皇帝，
他的平民身份的特征，贯穿在他的日常生
活和统治思想之中。比如，《明实录》记
载，他要求宫殿不得彩画，凡是能用瓷器
的就不用金银器，衣物能洗一洗再穿的就
不要浪费……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朱元璋的孝陵立
着一块《御制皇陵碑》，碑文由其亲自撰写，
大意是：以前的碑文都是请儒臣写的粉饰
之文，不足以为后世子孙戒，今天我要用直
白的话来讲述，讲述我出身的苦难，我的贫
寒，我历经的那些磨难……

曲阜孔府收藏着一块有趣的碑《朱元
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记载了朱元
璋接见孔氏后人的对话。碑文是“于我朝
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少吃
酒，多读书”这样的大白话。朱元璋还下过
正式文书，要求文件不得繁文，不得任意无
谓修饰，一定要简单明白。

朱元璋提倡了一种朴素、平易的生活
方式和审美态度，这对明朝影响巨大，一个
典型就是明代家具。清代家具中有一种床
叫“千工床”，要用1000个工日来雕刻，相

当复杂；明朝就没有这样的，仅仅几个线
条、几个结构，表现出一种非常务实的审美
态度。

明朝的瓷器同样是“简”。我们今天看
到的古代瓷器，清朝留下的比较多，特别是
乾隆时期的瓷器，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毛佩琦提到一件往事，据说林徽因在参加
国徽设计时，对其中一个方案提出了含蓄
的批评之语——“太乾隆了”，意思是太繁
缛了，没有把美的元素发挥到要处。

再看明朝的瓷器，青花，一蓝一白，就
像中国的书法，一黑一白，在简洁中展现
出千变万化的情趣。即使后来出现斗
彩，比如著名的鸡缸杯，但和清朝的大红
大绿相比，斗彩是含蓄的红、含蓄的绿、
含蓄的黄，轻轻点缀。这是明朝人的审
美态度。

第三个审美观是“巧”。在本届明文化
论坛期间，“明定之典——定陵文物再聚首
展”同期举办。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金冠，
以及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的4顶凤冠将

“合璧”亮相。此外，还展出万历皇帝乌纱
翼善冠、宝带、佩刀、金盏、金盂、金镶宝石
饰品、玉带板、玉盒、青花梅瓶、衬褶袍、百
子衣等定陵出土文物近百件。在这些文物
中，明朝的“巧”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所概括的大、简、巧，是就主流而
言。明朝的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大观
园’，既有主流的，也有支流的，既有官方的
皇家的，也有民间的。我们今天所要弘扬
的是根据我们现代的审美价值观，汲取它
最有益的营养，为我们的当下和未来服
务。”毛佩琦说。

也正如李舫所说，经过了岁月的淘洗，
明代的文化科技思想审美仍然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高峰，这是明文化在当下的价
值，也是我们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
气。创造璀璨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
有理由深度挖掘明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是我们的
职责和使命所在。

丰子恺的画自成一格，不易与他人混淆，但也不易溯其源，不知从
何处来。这一点，周作人就比较清楚，他认为，“日本的漫画由鸟羽僧正
开山，经过锹形蕙斋、耳鸟斋，发达到现在”，竹久梦二保留了其中的飘
逸笔致，又特别加上艳冶的情调，而丰子恺的画很有点竹久梦二的气
味。朱自清在为丰子恺的画题词时，也鲜明地指出了竹久梦二对丰氏
的影响。这说明一个很结实的道理：凡有审美意味的作品，都是有出处
的。只不过有的易识，有的难知。因为有的师从近的，有的师从远的，
近的好感知，远的就难追溯真相。譬如一个人若没有条件接触到日本
的鸟羽僧正、锹形蕙斋等人的作品，又如何知承传之绪，便以为丰子恺
的画就是横空出世。

艺术是需要传播的。每一位艺术爱好者都在学习中不断地发展，
希望终了有自己的鲜明形象。至于向什么人学习、接受什么样的风格
的引导，就全依凭个人主张了。有的人是学一些众所周知的名家，他们
的作品为人们所乐道，被奉为经典，只要笔下流出，就有很明白的特
征。有的人则学一些为人不熟知的国外的艺术家，于是笔下所表现令
人惊异。当然，这里没有取法范围的限制，也不论说取法高下，每个人
的审美走向，都是自由的。就如学习古代日本书法家，另开一途，亦无
不可。

关键是如何规划自己的发展途径。
我们能够读到的丰子恺的绘画作品，里面大抵都是一副比较固定

的面孔。譬如上世纪20年代后期他的《护生画集》画风，和后来几十年
间的画风都是一致的，是一种比较固定的状态。原以为许多时间过去，
审美的形式、方法会有所迁移，有一些新的笔法、情调进入，毕竟文化环
境在变，审美情怀也在接收新知。与丰子恺相近时期的书画家，也变化
不少。像傅抱石，也留日，也受日本新画风的启发，上世纪30年代在重
庆时期是一种画风，60年代又是一种面貌，总见出审美差异，看到人的
情性的跌宕、怀抱的舒卷。然而丰子恺的画总是如此一致，都循既往的
样式，愈发熟练。连同题字的书法也如出一辙，有些汉简、章草笔意，还
有一些弘一文稿中的行书笔意。比较明显的迹象可以追溯到他学习
《月仪帖》，经过融汇后书法与绘画如合符契。书画都基于这么一种默
契，相互配搭，成为惯性，愈发巩固，不为时日进展而化之。

当然，就丰子恺的书法来评说，用笔、结构、章法都是比较单调的，
走一条简单之路，不再与其他笔调有所瓜葛。单调的运用不能够达到
丰富，但也摒弃了复杂羁绊，以单调的技艺同样可以打天下。一个书画
家已经形成的艺术表现若足以独立，那就守住这一种特色，巩固它的特

色，不再融此化彼，生出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也不失为一种艺术经营策略。
如何对待自己的艺术进程，每个人都会有思考。黄庭坚曾说：“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这是一

种不止歇的状态，以有限追无限，永远在路上，生有涯，学无涯。另一种，则未必如此快马长风，而是守
其成以免散漫。清人李渔认为：“有创始之人，即有守成不变之人；有守成不变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
变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可见，每个人的艺术追求都含有不同的理解与进度，有勇猛
精进的，有安于守成的。丰子恺一如既往地画画写字，很俗常，很童真，都是那种形态，那种韵味，已如
一个坚硬的堡垒，自己足以在堡垒里悠然自得。

一个人固守一隅，也就意味着不外向驰骛，以旧为旧或以旧为新，注意力、表现力都集中在自我的
表达风格上，着重个人艺术内部的建设，使之形态更典型更纯粹，韵致更浓郁更深厚，让人们的感知也
形成惯性，一触目即知何人之所作，不必去猜去想。一直在变和一直不变是大不同的。我们不免要思
考这样的问题——面目鲜明之后，是否还应该破茧而出再开新境、再融新质？

在艺术上，人的追求力终究有限，有所进，更有所止，便觉甚好。四海问鼎，又几人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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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古长风，携着悠悠的海韵，记载了华
夏五千年的盐史。

盐的发现者被认为是夙沙氏，有其煮
海为盐的传说。“盐”字本意是“在器皿中煮
卤”。据《说文解字》记载，天生者称卤，煮
成者叫盐。盐号称“百味之祖”。

古时盐的种类繁多，从颜色上分有
青、紫、白等；从出处上分有海盐、井盐、池
盐、崖盐等。周朝时，掌盐政之官叫“盐
人”。据《周礼·天官·盐人》记述，盐人掌
管盐政，管理各种用盐的事务。除了在食
用方面的作用，盐还有其他特殊的用途：
祭祀要用苦盐、散盐，待客要用形盐，帝王
要用饴盐……

宋代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写道：“盐已
成卤水，暴烈日，即成方印，洁白可爱，初小
渐大或数十印累累相连”，形象地描述了食
盐通过蒸发结晶而成的过程与形态。

盐文化最早起源于中国。青海的湖
盐、自贡的井盐等，都享誉海内外。能代表

“海盐”文化的，大约是江苏盐城了。从盐
阜大地考古挖掘出与盐有关的古遗址、古
墓葬、古建筑、古碑刻等文物达860多处
（件）。那些带有灶、堰、冈、仓、圩、滩等被
盐卤浸泡过的地名，成了海盐文化最鲜活
的符号。

中国食盐专营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
管仲相齐时期。管仲推行食盐专营，因此
他也被认为是食盐专营制度的创始人。
在漫长的岁月里，盐的背后是财富、战争
和国家兴衰。传说黄帝对蚩尤发动战争，
首先就是控制盐这一战略物资。尧、舜、
禹统一华夏后，不约而同选择在盐池附近

筑城，至今地方史志都以尧都、舜都、禹都
为之代称。

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开凿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有了盐的秦
国从而富甲天下，国力大增，最终灭六国，
统一华夏，应验了“得盐者得天下”之说。

五千年的历史，回荡着煮海为盐的沧
桑岁月，从刀光剑影到歌舞升平，中国盐政
史可以说是一部百味杂陈的社会发展史。

煮海晒盐，风雨人生。浩瀚的大海、广
阔的滩涂、葳蕤的蒿草，是盐民们赖以生
存的粮仓，而“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则
是盐民辛苦劳作的生活写照。李清照却
用“盐絮家风”表示书香门第。盐，真的有
多重味道。

比盐更有味道的，当属吕夷简、晏殊、
范仲淹三任宰相先后在东台西溪任盐官
的佳话。吕夷简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
一，在西溪扩建盐仓，完善盐税；晏殊本
性刚简，自奉清俭，他在西溪创办西溪书
院，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
归来”的千古名句；范仲淹主持修筑了

“范公堤”，盐阜海滨重现稻菽飘香景象，
润泽后世。

三人同在北宋，同是文豪，先后在同一
个地方任盐官，后又同任宰相，且都是清
官，更同视盐政为廉政，这不论在文学史还
是廉政史上，都是一个千古美谈。

“盐梅已佐鼎，曲糵且传觞。”盐和梅
子，盐味咸，梅味酸，均为调味所需，亦喻指
国家所需的贤才。盐和梅子在鼎里增添味
道，芳华盛世，当奋楫争先！

盐 梅 佐 鼎
●申海芹

古籍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
赛跑。

做好古籍修复，对于赓续历
史文脉、传承民族记忆至关重
要。岁月流转，书阙有间。不少
古籍由于年代久远，会出现酸
化、絮化、老化、霉变等问题，影
响保存及传世。目前，我国尚有
1000多万册古籍亟待保护，抢救
保护珍贵古籍刻不容缓。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古籍
修复归根结底要靠人才。近年
来，我国古籍保护力度不断加
大。“十三五”以来，建立了 12 家
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1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
心。古籍保护人才队伍规模不
断扩大，超过 40 所高等、中等专
业院校培养古籍保护方向专业
人才，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从不足
百人增至超过千人。专业素质
得到整体提升，半数以上为硕士
研究生。也要看到，古籍修复人
才匮乏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收藏
单位还是缺兵少将，有的单位甚
至面临“10人保护百万卷馆藏档
案”的困境，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迫在眉睫。

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并不
容易。明代周嘉胄曾以“补天之
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
发”概括古籍修复师的职业素
养，这并非夸张。古籍病害十分
复杂，有虫蛀鼠咬，需用同色同
性纸补缀；有水湿油污，可采用
洗书法、熨烫法等分类施治；古
籍霉烂糟朽，常在书页背后裱
纸，再截齐装订成册……修复程
序复杂繁琐，一招一式皆有道
理。这考验着古籍修复师“一双
妙手补千年”的工艺，也磨炼着

“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耐心。
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门技艺，

更是一门科学。修复一本古籍，
除了需要古典文献学知识，还可
能用到材料分析等方面知识及
美术、历史、考古、少数民族语言
等学科知识。古籍修复门槛较高，理论扎实、经验丰富、视野
宽广的研究人员一直是稀缺资源。进一步扩大人才队伍，必
须运用学历教育、办培训班、师徒传习等多种方式，培养更多
高学历、复合型人才，提升古籍修复水平，同时要鼓励有一定
基础的图书管理人员学习相关知识，参与一般性修复。

近年来，随着《古书复活记》《穿越时空的古籍》等纪录片
热播，更多年轻人将古籍修复作为专业与事业，与先人对话，
助经典流传。一位90后古籍修复师表示：“只要我喜欢，它就
不是冷板凳。”也要看到，让这群为古籍续命的人择一事终一
生、耐寂寞守初心，要靠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也要靠待遇留
人、制度留人。应在提高待遇水平、拓展晋升通道、加强评奖
推优等方面加大力度，让古籍修复师可以安心埋首故纸堆，心
无旁骛干工作。

从一个镊子、一把排刷、一只喷壶，到pH测试仪、脱酸机、
纸张拉力仪，科技创新为传承千年的修复技艺注入新的生
机。古籍修复不再仅仅限于一人一桌埋头伏案，还包含了技
术攻关、设备研制等新的工作内容；从业人员也不再仅仅限于

“书医生”，还包含“检验师”“药剂师”等工种。全方位夯实古
籍修复的人才基础，让更多企业、科研院所等加入其中，在传
承技艺、改进工艺、研发材料、人工替代等方面发挥优长，定能
抢救保护更多文化瑰宝，让更多古籍“重获新生”、绵延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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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中的制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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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皇帝金翼善冠

在长达 200 年的时间里，
中国元素在欧洲的影响从贵
族到平民，从庙堂到江湖，随
处可见，司空见惯。

明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明孝靖皇后十二龙九凤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