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白城市博物馆，一丝鲜红十分显眼，散发着不一样的
光芒，它就是白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清代珊瑚龙头银
簪，虽已穿越百年，但仍独具魅力。

这根银簪，长13.5厘米，顶部为珊瑚做的红色龙头，下
部以银为主要材质。

在清代，珊瑚被视为珍贵的宝石，具有吉祥、富贵的象
征意义；银作为一种常见的贵金属，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和光
泽，适合制作各种精美的饰品，也代表着尊贵与典雅；龙在
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皇权、尊贵和力量的象征。

这根珊瑚龙头银簪上，珊瑚的红色，如同古代女子的娇羞，
赋予发簪独特的东方韵味，还增添了几分奢华与活力。簪头部
分设计成龙头形状，线条流畅，优雅而不失端庄；镶嵌的珊瑚，
犹如朵朵盛开的花朵，既展现了女性的柔美，又彰显了皇家的
尊贵，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吉祥的渴望。

簪子，作为一种固发和装饰用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
现，最初以骨簪为主；商朝、春秋战国时期，簪子造型趋于多样
化，开始出现花鸟图案；唐朝时，做工精细的金银簪子已十分流
行，在形制、款式和戴法上也更加丰富，随着民间银楼的兴起，
银簪走向民间，其作用也由实用为主转变为实用与装饰并重；
宋朝是发簪的鼎盛时期，发簪的制作技术进一步提升，制作出
的发簪更加精致美丽，装饰花样增多，形状更加优美，装饰更加
精细，有的镶嵌着各种宝石和珠子，十分豪华；明代簪子形状比
较稳重，多为直线条，装饰相对简单；清代簪子更加注重造型的
流畅感和线条的曲度，有的采用双头设计，寓意团结和谐，整体
造型逐渐朝着简洁大方的方向发展。

珊瑚龙头银簪，就是清朝簪子发展的一个代表。清朝
初期，社会逐渐稳定，金银首饰制作工艺在继承明代的基础
上有所发展，银铸造和錾刻等工艺成熟，这一时期珊瑚龙头
银簪为宫廷和贵族阶层的专属发饰；清朝中期，商业活动频
繁，城市发展迅速，发簪造型更加多样化，錾刻和镶嵌等技
术更加精湛，细节处理更加细腻，除了宫廷和贵族，一些富

裕的民间女性也开始拥有珊瑚龙头银簪；清朝晚期，西方文
化逐渐传入，一些女性开始尝试新的发型和发饰，珊瑚龙头
银簪的佩戴场合和人群逐渐减少，但在传统婚礼等重要场
合，仍然是重要的装饰品之一。

在制作珊瑚龙头银簪时，工匠会根据需求和创意设计
出珊瑚龙头银簪的样式和图案，确定整体的造型和尺寸；
选择优质的银材和色泽鲜艳、质地良好的珊瑚，通过熔炼、
铸造或捶打等方法，将银材制成簪身和龙头的大致形状，
然后使用錾刻和浮雕等工艺，在银件上雕刻出细腻的纹理
和图案，再将珊瑚进行切割、打磨，使其形状与银簪的设计
相匹配，并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使用焊接和镶嵌等技术，
将加工好的珊瑚牢固镶嵌在银簪的特定位置，形成完整的
珊瑚龙头造型；再进行打磨和抛光，对整个发簪进行细致
打磨，去除表面的瑕疵和粗糙部分，进行抛光，使银簪表面
呈现出亮丽的光泽。可能还会添加宝石和珍珠等额外的
装饰，增强发簪的美观度；最后对一些细微之处进行修整
完善，才打造出精美的珊瑚龙头银簪。

在清代，富裕家庭中流传的珊瑚龙头银簪，可通过宫廷赏
赐获得，家族中有人在朝为官，政绩出色或得到皇帝特别恩
宠，从而获得宫廷赏赐的珊瑚龙头银簪；可委托工匠定制获
得，富裕家庭有足够财力，委托技艺精湛的工匠按照自己的要
求和喜好，专门定制珊瑚龙头银簪；可从知名银楼购买，一些
知名的银楼会制作并出售此类精美首饰，富裕家庭通过购买
获得；可由家族传承获得，可能是家族先辈在以往的经营和仕
途等活动中获取，并作为珍贵物品传给后世子孙；还可通过礼
品馈赠、拍卖会和古董市场等地点和方式获得。

清代珊瑚龙头银簪，会被女性用来固定和装饰发髻，使
其发型更加美观、整齐；会被在宫廷宴会和重要祭祀活动等
特殊场合佩戴；会被作为礼物在家族内部或社交场合中相
互馈赠，传递情谊和祝福；会被在宫廷宴会中佩戴，展现其
高贵的身份和优雅的气质；会被在春节和中秋节等传统节

日中佩戴，增添喜庆氛围；会被在婚礼仪式上佩戴，象征着
幸福美满和高贵吉祥；会被在社交聚会上佩戴，彰显自己的
身份地位。

民间流传的珊瑚龙头银簪，在造型上与宫廷所用银簪
也是有所区别的。在工艺精细程度上，宫廷的珊瑚龙头银
簪工艺极其精细，龙头的雕刻栩栩如生，鳞片和龙须等细节
处理得非常精致；民间的相对较为粗糙，线条不够流畅，细
节表现较为简略。在材质品质上，宫廷所用的银纯度更高，
色泽更亮白，珊瑚品质更好，颜色更鲜艳、质地更纯净；民间
的银纯度略低，珊瑚的品质和色泽也稍逊一筹。在尺寸大
小上，宫廷的往往尺寸较大，更显庄重和威严；民间的通常
尺寸较小巧，更适合日常佩戴。在装饰复杂度上，宫廷的银
簪装饰通常更为复杂，会镶嵌更多种类和数量的宝石；民间
的则相对简洁，装饰元素较少。在风格特点上，宫廷的风格
更趋于华丽、庄重，强调皇家的气派；民间的则更偏向于朴
实、自然，体现民间的审美情趣。

一根珊瑚龙头银簪，述说着百年的故事，仿佛使人们看
到了百年前女性戴上簪子后的窈窕倩影，让人们的思绪跟
随这根簪子，回到那些已经远去的悠悠岁月。

清代珊瑚龙头银簪，是研究清代社会风貌、审美观念和
女性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款式风格，
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手工艺发展水平、社会阶层差异及时尚
潮流演变。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饰品，更是承载着历史、文
化和艺术的珍贵遗产，对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

这根珊瑚龙头银簪，它或许曾在一位名门闺秀的发髻
上闪耀，见证了深宅大院中的繁华与寂寞；或许伴随着一位
民间女子，走过风雨兼程的平凡日子。穿越岁月的洗礼，它
身上或许留下了斑驳的痕迹，那是时光的雕刻，是历史的印
记。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工艺和珍贵的材料，更是
无数个故事、无数段情感，以及一个时代的审美与风尚。
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辉煌
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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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穿越历史长河，
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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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男人停泊的湾
妻是男人梳理的滩
奔波操劳放心靠岸
一身疲惫平稳舒缓
满腹牢骚唯家感言
不尽委屈唯妻敢坦
家是男人生命的起点
妻是男人生命的蔓延
家是男人的故园
妻是男人的眷恋
回家是万物最原始的打算
思妻是世上最长情的陪伴
东方红日落西山
南国红豆北疆甜
我时常在品读人世间
也曾游离于相思两端
我不只是一次对着天空在呐喊
就想知道南下的候鸟是否叫大雁
我不止是一次对着大地去倾诉
就想知道北归的游子是否如从前
人间烟火一生平安
青丝白发牵手余年

花开花落小溪潺潺
云卷云舒霞光漫天
岁月书写亲情冷暖
时光描绘今夜无眠
家是品不完的四季三餐
妻是耳语间的共枕缠绵
家是用不尽的柴米油盐
妻是厅堂里的倚门期盼
红月亮引出繁星点点
思乡曲弹奏滴滴泪眼
都说一封家书抵万金
都说一件信物泪湿巾
你在他乡还好吗这是家的叮咛万千
你在他乡还好吗这是妻的思念万般
几十年风风雨雨磕磕绊绊
多少载朝朝暮暮沟沟坎坎
爱家是世上存在的亘古不变
宠妻是人间缔造的前世姻缘
阳光下我们相依杨柳花团
村路上你我远眺老屋门前
宁静的湖边那艘涟漪的小船自在悠闲
喧嚣的人群我在温馨的床前思索童年

家·妻
●郝明月

海派书画大师吴昌硕不仅在丹青翰墨、金
石篆刻上开宗立派，成就卓越，他还工于诗文，
喜好京剧，熟稔昆曲。特别是1912年定居上海
之后，吴昌硕的京昆之好更加方便得到满足。
当时上海已经出现了新兴的演出舞台，吸引了
各地伶人前来献艺。这让吴昌硕与梅兰芳结下
一段令人难忘的“书画京剧缘”。

1913年10月31日，年仅20岁的梅兰芳专
程从北京来到上海黄浦江畔，在丹桂第一舞台
演出“打炮戏”（指演员到外地第一天演出的拿
手好戏）《彩楼配》。梅兰芳刚到上海时，他就在
海上名人刘山农的陪同下，去吉庆里缶庐拜望
吴昌硕，诚邀吴昌硕出席他的首演。望着儒雅
有礼的梅兰芳，吴昌硕一口答应。当得知梅兰
芳也喜好丹青绘画时，吴昌硕很高兴。他说，演
京剧，特别是小生、青衣一类，若能懂些书画，可
增加表演时的书卷气。

演出当天，吴昌硕坐镇二楼包厢中。大幕
徐徐拉开，梅兰芳扮相靓丽，唱腔婉转，做表（指
做派、表情）细腻，可谓风情万种、绝代芳华。吴
昌硕连连喝彩。演出后梅兰芳又专程拜望吴昌
硕。吴昌硕对梅兰芳的唱腔、身段、舞姿等均给
予好评。他们从京剧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昆曲，
梅兰芳即兴清唱了《游园惊梦》中的片段。吴昌
硕拍手称好。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
结为忘年交。

吴昌硕的孙子吴长邺曾如此回忆：“爷爷在
画画之后，常会对着窗口唱几句‘我站在城楼观
山景……’，还会拿着木剑和我一起比画戏段。
而王一亭伯伯也时常请爷爷出去看京剧。有时
爷爷也带我一起去看，我看不懂，就是喜欢看机
关布景。”

梅兰芳第二次来上海是1914年秋冬之际，
继续在丹桂第一舞台演出。在这期间，梅兰芳
特邀名票袁克文一起拜望吴昌硕，并拿出自己
的花鸟画作请吴昌硕指教。他们还共同探讨了
绘画中的虚与实、工与放等绘画技巧与艺术理
念。吴昌硕认为，梅兰芳的运笔、构图、章法，与
舞台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得益彰之趣。自
此，梅兰芳虽未列吴昌硕门下，却执弟子礼甚恭
甚勤，每次来沪演出，必到缶庐拜望请教，邀请
吴昌硕观戏赏剧。

吴昌硕之子吴东迈1921年4月赴京，梅兰

芳盛情设宴，并将自己精心绘制的一把折扇（如
图）相赠。画面上是站立枝头的绶带鸟，寓意健
康长寿。吴昌硕在沪见梅兰芳赠扇后，十分喜
欢，即兴在扇面上题了长跋：“客岁春夏间，畹华
（梅兰芳字）来沪，有过从之雅，尝作画奉贻，别
去匆匆逾年矣。迈儿归自京师，出画扇，则畹华
之贻画尤美妙……”

1922年11月初，梅兰芳从京抵沪，吴昌硕对
梅兰芳这次演出的《天女散花》评价甚高。他对
《霸王别姬》中虞姬之裙用真金丝所绣很感兴趣，
说漂亮得很，犹如画中用的金粉，有富丽堂皇之
感。吴昌硕还以笔法苍劲的《墨梅图》相赠，并题
诗二首：“翾风舞袖翠云翘，嘘气如兰堕碧霄。寄
语词仙听仔细，导源乐府试听箫。”“画堂崔九依
稀认，宝树吴刚约略谙。梅影一枝初写罢，陪君禅
语立香南。”吴昌硕对梅兰芳精妙的演技给予高
度赞誉，把他比作唐代的乐圣李龟年。

1923年8月1日，正值吴昌硕八十大寿，海
上艺界相聚华商别墅庆贺，梅兰芳、荀慧生专程
来上海祝寿。当二人询问吴昌硕想看什么剧目
时，吴昌硕莞尔一笑道：“今天请你们反串一下
如何？请畹华演慧声（荀慧生字）的《拾玉镯》，
请慧声演畹华的《审头刺汤》。”二位名旦反串十
分出色，赢得满堂彩。吴昌硕极有深意地对二

人说道：“生能出新，熟极而‘油’。今天你俩演
得各有新意，出人意料，才有如此效果。”梅兰芳
在多年后回忆此事时说道：“当初原以为缶翁
（吴昌硕）素性诙谐，做此安排，后来学画学到
‘画到生时是熟时’一语时，方始理解先生的用
意深长。这和咱们戏班里说的‘常常几分生，保
持场场新’一样。两句话是不谋而合的。”

吴 昌 硕 的 京 昆 之 好
●王琪森

这 块 珊 瑚 有 点“ 靓 ”

图为清代珊瑚龙头银簪

“从1号线‘陈塘庄’地铁站出来，到附近
电影院沉浸式看个电影，再找家天津本地饭
馆，点上一道‘干煸鱿鱼须’！”这是网友在社
交 媒 体 平 台 上 分 享 的 天 津“ 哪 吒 ”主 题
CityWalk（城市漫步）攻略。哪吒的“风火轮”
不仅划过大银幕，更点燃了文旅市场。

“跟着吒儿去旅游”的火热不是个例。从
影视到游戏，从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诗与
远方，到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里的山
西古建，现象级IP正以强大的生命力赋能文
旅产业。

为什么热门IP可以？答案在于，它为人
们提供了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在现实场景
中找到了与精神世界的连接点。“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人们喜欢有
故事的地方，哪怕是日常景色、寻常巷陌，有
了故事，便有了与人的连接。人们看过电影、

影视剧，玩过游戏，对故事的发生地自然有了
兴趣，想去一探究竟。

细细看去，这些被现象级IP带火的城市
或景点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即善于将作品中
的“此人”“此景”“此事”和在地文化有机结
合，并赋予其生命力和吸引力，创造出独特的
文化体验。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中“有风
小院”的恬静治愈，离不开大理“慢生活”的田
园气质。剧中取景地后来被改造成咖啡店和
民宿，游客可以到小院喝下午茶，品尝同款美
食，拍同款照片，体验剧中生活；上海市黄浦
区将电视剧《繁花》打卡地纳入“一街一路”示
范区建设，将原本放于弄堂墙根的空调外机
移至二楼悬空，小巷也从两米拓宽至三米。
老街、弄堂、青砖，游客打卡拍出的照片更有
韵味了。上海和平饭店第一时间更新乐团曲
谱，每天循环演奏《繁花》插曲，让游客获得沉

浸式体验。可以说，善于借助IP讲故事，让发
展文旅产业有了抓手。

如何讲好故事？对于地方而言，要在保
护好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挖掘、开发独有的文
化魅力，善于借力打力，把更多文化资源转化
成IP，激发发展动力，形成正循环。“当你问我
为什么在山西总是仰着头”，一个热门话题，
让人们看到了山西恢宏壮丽的东方美学。通
过社交媒体话题的转化与传播，更多Z 世代
感受到了千年瑰宝的传统魅力。有数据统
计，2024年前11个月，山西66个重点监测景
区累计接待游客 9863.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94%。

因 IP 吸引游客，也要回答“流量”变“留
量”之问。有城市正在思考如何有更多机会

“被看见”。2023年年初，电视剧《狂飙》让广
东宝藏小城江门被人们熟知。利用世界文化
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骑楼、洋楼、墟街等
特色建筑等优势，江门加强文旅资源整合，打
造旅游路线，将拍摄地附近的旅游资源串珠
成链。IP开发过后，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文
化深耕。

期待更多宝藏城市和现象级IP的惊艳联
动，用好文化IP，讲好地方故事，在双向奔赴
中创造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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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 IP 讲好地方故事
●何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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