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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扇在我国明代大量出现和使用，此前大都
是团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

今聚骨扇，一名折叠扇，一名聚头扇，京师人
谓之撒扇。闻自永乐间，外国入贡始有之。今日
本国所用乌木柄泥金面者颇精丽，亦本朝始通中
华，此其贡物中之一也。然东坡又云：“高丽白松
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即今朝鲜所贡，
不及日本远甚，且价较倭扇亦十之一。盖自宋已
入中国，然宋人画仕女止有团扇，而无折扇。团扇
制极雅，宜闺阁用之。予少时见金陵曲中，诸妓每
出，尚以二团扇，令侍儿拥于前，今不复有矣。宫
中所用，又有以纸绢叠成折扇，张之如满月，下有
短柄，居扇之半，有机敛之，用牡笋管定，阔仅寸
许，长尺余。宫娃及内臣，以囊盛而佩之——意东
坡所见者此耳。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
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
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往时名手，有
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
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

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
其中所引东坡语，不知是何出处，但苏轼确有

《和张耒高丽松扇》诗，“裁作团团手中扇”，说这扇
子打开是圆的，没说它能否合上。张世南《游宦纪
闻》卷六载：宣和六年九月高丽贡品中有“松扇三
合、折叠扇二只”。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
朝鲜有：“画折扇，金银涂饰，复绘其国山林人马女
人之形，（高）丽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杉扇，
惟以日本白杉木劈削如纸，贯以彩组相比如羽。”

“百折扇，编竹为骨，而裁藤纸挽之，间用银铜钉饰
以竹数多者为贵。供给趋事之人，藏于怀袖之间，
其用甚便。”“松扇，取松之柔条细削成缕，槌压成
线而后织成，上有花纹。”可见，折扇的品质花样在
朝鲜已经很丰富。

沈德符说：“幼时曾见宣宗御笔一扇，上画折
枝花及竹石，即自题六言于端云：‘湘浦烟霞交翠，
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天上清凉。’烘
染设色，直追宋人。”宣宗1425—1435年在位，在
仁宗之后。这时人们已十分喜爱折扇，认为折扇
是风雅的载体和艺术品。社会上对折扇的需求量
大增。于是，中国出现两个盛产折扇的中心，一是
苏杭，所谓吴地，一是四川，所谓川、蜀。谢肇淛
《五杂俎》卷十二：

惟吴、蜀二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岁进御，馈遗
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
下者数铢而已。吴中泥金，最宜书画，不胫而走四
方，差与蜀箑埒矣。大内岁时每发千余，令中书官
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蜀扇，譬之内酒，非
富人笥中，则妇人手中耳。吴扇，初以重金妆饰其
面为贵，近乃并其骨，制之极精。有柳玉台者，白
竹为骨，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每
柄值白金半两。扇之有坠，唐前未闻。宋高宗宴
大臣，见张循王扇，有玉孩儿坠子，则当时有之
矣。盖起于宫中，不时呼唤，便于挂衣带间。今则
天下通用，而京师合香为之者，暑月以辟臭秽，尤
不可须臾去身也。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聚骨扇，自吴制之
外，惟川扇称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
女。至于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之属，尤宫
掖所尚，溢出人间，尤贵重可宝。今四川布政司所
贡，初额一万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
造备用二千一百，盖赏赐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

小式细巧八百，则以供新幸诸贵嫔用者，至今循以
为例。凡午节例赐臣下扇，各部大臣及讲筵词臣，
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仅竹扇之下者耳。”

可见，自嘉靖后，朝廷赐给臣下折扇，是很常
见的。严嵩就多次在诗中提到嘉靖帝赐给扇子，
如“赐画面扇，水精蝉坠子”，“赐画扇，有木刻海榴
罂坠子一罂可寸许，穴其腹藏象刻物器一百事，工
巧异甚”。扇坠都那么精致，扇子可想而知。严嵩
《赐川扇在西苑作》三首之一云：“圣恩宣赐挥炎
扇，贡篚初从蜀国来。忽引清风生玉殿，还擎宝月
下瑶台。”

明人杨循吉有《折扇赋》，能让我们对当时的
折扇有个感性的认识：“敛之不盈于把，圆也有中
乎规。出袂而轻飏自动，拂膺而凉飔允宜。观其
皓茧裁容，素藤张面；洒金星以作饰，削牙钉而为

键。紫檀楫楫而板吻无痕，玄珠团团而蒂垂如
旋。尔乃寒韵来权，炽威亡酷。”

嘉靖晚年，严嵩被抄家，清单显示，有扇子二
万七千三百零八把，包括金铰川扇、银铰川扇、金
铰墩扇、各色川扇、各色墩扇、金银钉铰襄扇、牙玳
檀香扇、戈折扇、煮金铰倭扇、团扇(二十四把）。就
是说，除了二十多把团扇，其余大多是折扇（《天水
冰山录》）！——只是不知严嵩当年作诗竭力描摹
过的那几把御赐扇子是否在内。

明末，利玛窦来到中国，我们来看看这个西儒
眼中的扇子大国是什么样子的：“不分男女老幼，
无论穷富贵贱，人人都用扇子。最常见的是供大
人物用的折扇。扇面是白纸和洒金的纸。折扇扇
面通常请人写上诗词。这是一种常见的赠品。我
们也有满满一箱子的扇子，是别人赠送的，或是备

送人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利玛窦
漏了说，李贽在南京时候送给他的诗，大概就是题
在扇面上的：“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
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
光未，中天日正明。”（《赠利西泰》）

《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地方描写到了扇子。晴
雯“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跌折股
子的扇子，是折扇。所谓跌折，大概是铆钉断了，折
扇散架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宝钗在滴翠亭
扑蝶，“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这取出的自是折扇
（第二十七回）。小丫头靛儿不见的也是折扇，不然
她怎么怀疑宝钗给它藏起来了（第三十回）？湘云
醉卧芍药裀，“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
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第六十二回）。
这是把折扇，不知是开是合。王夫人在凉榻上摇着
的芭蕉扇（第三十四回），给湘云小姐，她也不用
的！石呆子收的那看成宝贝的二十几把旧扇子，大
概也是折扇（第四十八回）！贾政命“把我海南带来
的扇子取两把来给宝玉”（第七十五回）。是折扇。
从朋友诗会上回来，宝玉得了三把扇子，三个扇坠
（第七十八回）。是折扇，朋友给的赠礼。

当然，宝玉有时候也送人，他曾把折扇上的玉
玦扇坠解下来，送给琪官（第二十八回）。爱黛玉
写的白海棠诗，自己用小楷写在折扇上，“为的是
拿在手里看着便宜”（第六十四回）。黛玉也是，还
留着宝玉的旧荷包并不用了的扇套，“套内有扇
子”（第七十四回）。

我们或许可以说，是折扇见证了宝玉黛玉刻
骨铭心的凄美爱情，是折扇衬托了湘云宝钗唯美
曼妙的少女风姿。

轻 点 鼠 标 ， 便 可 身 着 古
装，“穿越”到北宋；画面切
转，即可移步换景，近距离观
赏 敦 煌 莫 高 窟 壁 画 …… 近 年
来，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的邂
逅，催生出产业蝶变，激活了
消费新空间。

跨越时空、多元体验，是
数字文旅的鲜明特色。消费者
既可以走进景区看山望水，也
可以在数字场景中自由徜徉，
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等进行消
费。季节性、地域性等传统文
旅的限制条件，不再是文旅产
业无法突破的边界。数字技术
的 出 现 ， 让 线 上 线 下 一 体 发
力 、 优 势 互 补 成 为 可 能 。 当
下 ， 如 何 进 一 步 呈 现 文 化 底
蕴、激活消费潜能，成为文旅
产业的一道必答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消费
者的偏好正在发生改变。个性
化、定制化、时尚化的旅游细
分市场正在加速形成，被动的
观光游也正在转向深度的体验
游。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由
消 费 者 主 导 “ 制 造 ” 或 参 与

“制造”的网红旅游目的地不断
涌现。这要求作为供给侧的文
旅产业，强化数字技术应用，
及早感知需求侧变化并作出有
效应对。

令人欣喜的是，各地各级
文旅部门都在顺势而为，推动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上云”，
积极搭建类别多样的平台，开
发更加丰富的产品。但是，文
旅产业往往需要高投入，而且
产生经济效益的周期较长，数
字化的设计和开发更是所需不
菲。所以，数字文旅产业必须
明确目标、科学规划，避免陷入“只要数字化就能产生高
收益”的认知误区。

数字技术只是手段，究其根本还要重视产品的价值
体验。纵观各地的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有部分景区斥资
打造的数字文旅项目，有了对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使
用，少了对生活场景和体验内容的深入挖掘，无法给游
客留下美好的感受。数字文旅只有重视体验，才能真正
展现价值，持续健康发展。要借助技术手段，以艺术化
的方式将城市故事、文化底蕴呈现出来，以场景营造演
绎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比如上海市奉贤区的

“焕光森林·东方曦望”项目，以中央公园现状为基础、
以 《山海经》 和五行为灵感，沿途规划了金、木、水、
火、土等 5 个主题。该项目巧妙结合原创音乐、视觉灯
光和图像投影，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森林远古的神话
传说，塑造出更逼真、更沉浸的游览体验。

一段段代码、一个个程序，让文旅产业搭上了数字
技术发展的快速列车。列车上的旅客，已不再是单纯的
观光客，也决定着列车的行驶方向。只有真正把消费体
验作为考量标准，才能让这趟快速列车驶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

元代诗人高克恭年轻时，曾在香港荃湾帽
山脚下耕读，并留下诗作《怡然观沧海》，其中
有句：“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
克恭后来官至刑部尚书，更以诗画名世，算是
人生赢家。

能闲之人，必胸怀目标。边耕作边苦读，
对于年轻的高克恭来说，生活自然是难了点、
苦了点，但从他能够“怡然”观沧海来看，其内
心无疑是安定而闲适的，因为他有努力的方
向。这和《大学》上说的，人只有明确了目标，
才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去实现目标，道理
是一样的。经典幼儿寓言故事《小猫钓鱼》众
所周知，起初小猫目标不明确，钓鱼时一会儿
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结果一无所获不说，还
弄得身心俱疲、心灰意冷；而经过妈妈开导后，
小猫专心垂钓，鱼儿便一条接一条地上钩了。
曾国藩在其《治心经》中说：“试观古今来能胜
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
致。”“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
机常活。”就是说古往今来干大事成大事的人，
都是大忙人，也是大闲人，他们善于忙里偷闲、
休养生息，以不断涵养自己的性情和精神，因
为他们懂得闲能生慧、宁静致远的道理。

能闲之人，必胸有成竹。《列子·汤问》中有

这么一段话：“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
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说的是一位
御马高手，驾着六匹马拉着的车，不用眼，不用
鞭，只安闲地端坐车上就行了。这里也诞生了
一个成语“心闲体正”，意思是对自己有把握的
事情心里不慌。成语“心闲手敏”和这意思差
不多，嵇康在他的《琴赋》中谈琴艺的时候，用
了这个词，形容技艺娴熟，心中从容，手上敏
捷。北宋画家文与可画墨竹的故事更是经
典。文与可首创了画竹叶时以深墨为面，淡墨
为背的写意画法，开创了墨竹画派，对后世画
坛影响深远。文与可画竹下了一番苦功，为了
画好竹子，他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各种各样
的竹子，并一年四季进行观察，因为有长时间
的积累，所以每次画竹，他都从容自若，而画出
的竹子，无不栩栩如生。诗人晁补之有诗：“与

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成语“胸有成竹”便是
这么来的。

能闲之人，必胸怀澄明。譬如王阳明，年
少时别人读八股文章一心应考，他却看理学

“闲书”想当圣人；被贬蛮荒毒瘴之地不但活了
下来，还潜心心学涅槃重生，史称“龙场悟道”；
因不屑于攀附和权力争斗，平定宁王叛乱后竟
称病辞官走人，连皇上都眼红的平叛大功都弃
之如敝屣；而在广西戡乱也是其第三次平乱
后，因病重申请告老还乡，竟不等朝廷批复便
望乡而归，遗憾的是病死在返乡途中，年仅57
岁。死前学生问其遗言，他说：“我心光明，亦
复何言？”庄子在他的《逍遥游》中通过三个寓
言故事，提出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
就是说做人做到极致或最高境界，名利、事功
都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要超越自我、超越世

俗，而回归生命的本真或本位，张扬生命的价
值和尊严，追求生命本来的意义。“卷舒开合任
天真”，这是李商隐对荷花的赞美。真正能闲
大闲之人，必有荷花的品质，世事纷扰，我心独
静；红尘如晦，我自天真。

能闲之人，必胸有丘壑。内心丰富、有思
想、有情趣的人，自我就是一个世界，可以实现
自我调适、完善和超越，正如北宋邵雍诗云：

“只恐身闲心未闲，心闲何必住云山。”所以，下
雨天清闲，李清照是“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
景雨来佳”；结伴同游的朋友未到，苏东坡是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被贬后的柳宗元写
出了《捕蛇者说》和《黔之驴》等经典名作，更是
怀着一颗冷峻而孤傲的心“独钓寒江雪”；归隐
后的陶渊明不仅自得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还为世人描绘出“桃花源”这个令人神
往的美好世界；当然还有王维的“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甚至还有当下所谓“有一种旅
行，叫去丽江发呆”。真正的闲，是心灵上的闲
适、自在和安定，是精神上的自给自足和快乐
自由。正如程颢《秋日》诗云：“闲来无事不从
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
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
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清折扇：“ 出袂而轻 飏自动 ”
●周岩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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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闲 之 人 不 一 般
●周振国

祖孙两廉吏 一脉为 民情
●武利芳 靳 深

我
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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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书香门第中祖孙皆为官十分寻常，但两人先后
在同一地为官且都留下清名却不常见。

四百多年前，姚如松、姚诚立祖孙从老家山西先后来到
陕西洋县为官，接力书写了一段勤政爱民的官场佳话。

姚如松是明嘉靖年间的一名岁贡生。明代从地方学校
推荐进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贡生，贡生种类颇多，有常规的
岁贡，也有逢国家发生喜事而特别在岁贡之外加开的恩贡
等。著有《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生也只是岁贡生。

嘉靖十八年（1539），姚如松到洋县担任县丞一职。县
丞仅次于县令或知县，是县里的“二把手”。史书中对姚如
松不吝赞美，称他在洋县任职期间“黎庶饱食，民心悦服”。

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要确保丰收，就要抵御旱涝
灾害，这就必须兴修水利。在陕南民间，有“一君命，二堰
命；军务事大，堰务事大”的说法。在任的十一年里，姚如松
相继辅佐了五任县令。除了料理县衙的事务外，他尤其重
视对水利工程的筹划。

县里的溢水堰紧邻山崖，每当遇到山洪，就容易被冲
毁。嘉靖中期，姚如松组织当地见多识广的老人实地勘察，
听取他们的意见，寻求改善堰坝的方法。他事必躬亲，画了
三十余张施工图。在姚如松的主持规划下，科学实用的溢
水三堰修筑而成。《汉南续修郡志》中记载，溢水三堰累计灌

溉良田两千四百余亩。
后来，姚如松因政绩优秀升任甘肃通渭县令，洋县百姓

“夹道送别，为之泣下”。
姚如松之后，经过一代代人的维修加固，溢水堰相沿不

废，恩泽黎民。一代代洋县百姓对这座堰坝的记忆，除了有
鱼肥、稻香，也有对姚如松的感念。

在泣别姚如松半个世纪后，洋县迎来了一位名叫姚诚
立的新知县。《洋县县志》中这样记载他上任时的情景，当县
民得知姚诚立就是姚如松之孙，百位已经白头的父老拄着
拐杖去迎接他，姚诚立见到此情此景，感激涕零。

这一幕必将长久留存在这位新知县的记忆中，祖父的
业绩给了他莫大的荣耀，也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要对
得起祖父，更要对得起一县百姓的期待。

和祖父一样，姚诚立也把修堰作为“一号工程”。
当他得知土门堰常因贾峪河水冲决，渠道淤积，稻田无

水灌溉时，忧心忡忡前往现场察看。为长远打算，姚诚立确
定了加固堤堰的施工方案，并把自己的俸银捐出来用作修
堰经费。堰成之日，“诸父老欢呼踊跃”。往后数年间，洋县
谷丰足，仓廪实，既庶且富。

庶，即人口多；富，即生活好。《论语》中记载，孔子到卫
国，冉有为他驾车，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既庶矣，又

何加焉？”孔子回答：“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
焉？”孔子回答：“教之。”姚诚立治理洋县，正是遵循这样的
步骤。

在洋县洋州九年制学校门口，镶嵌着一通石碑，上书
“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这里是洋县文庙旧
址，这通下马碑可以说是进士出身的姚诚立在洋县崇文重
教的见证。

到任不久，姚诚立就在县文庙创建了一座尊经阁，用来
珍藏朝廷颁赐的典章书籍。姚诚立还亲自撰写了《洋民家
训》等，交由乡里贤达传诵。

姚诚立虽然在洋县工作仅五年，却让原本“好气勇”“信
鬼巫”“性拙朴”的洋县“风物为之一变，守礼让而重廉耻，崇
耕读而弃陋俗，物阜民丰，文教昌盛，如汉上大郡矣”。

离开洋县时，姚诚立不扰军民，天还没亮就离开了。
我们的传统认为“有功烈于民者”应该被纪念。洋县百

姓修建了一座继美亭，用来感念姚如松、姚诚立祖孙二人的
美政。

继美亭落成后的三百余年间，前来此处缅怀二人功绩
者络绎不绝。虽然近代亭子毁于战火，但很快就由当地人
捐银修缮如初。民意是朴素而简单的，如姚氏祖孙一样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者，自然有着穿越时空的人格魅力。

滴翠亭宝钗戏粉蝶 王叔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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