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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活起来”了
近200条宫廷金鱼与34件故宫金鱼题材文物共同展出，“实物+文物”相映成趣

酷暑之下的故宫博物院延禧宫

内 ，16 个传统木海排放在灵沼轩东 、

西、南三侧。 走近细观，只见每个木海

中都是姿态优美、色彩斑斓的金鱼，在

水藻与莲叶间悠然嬉戏， 它们是来自

全国 12 个地区 42 个品种的近 200 条

宫廷金鱼。与此同时，在延禧宫东配殿

一层，34 件精巧雅致的故宫院藏金鱼

题材文物， 正与这些灵动的宫廷金鱼

相映成趣……

由故宫博物院、 全国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

的 “观鱼知乐———宫廷金鱼文化与故

宫博物院藏金鱼题材文物联展” 日前

在延禧宫开幕。 展览分为金鱼展和金

鱼题材文物展两部分， 这是故宫博物

院创新展览形式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是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活起来”的

生动展示。

“木海观鱼”入故宫

紫禁城和金鱼的渊源十分久远。

明代宫廷中很多地方都有养金鱼的大

鱼缸，每年中秋节，各宫院都要举行赛

金鱼活动。 而宫廷金鱼则是几百年来

原始金鱼演化发展、变异选择、人为定

向繁养、培育的结果，也是千百年来文

化积淀和匠人心血的凝聚。

这次金鱼展共展出来自北京、上海、

天津、武汉、南京、福州、苏州等 12 个地

区 42 个品种的近 200 条宫廷金鱼，很多

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其中，鹅头红、王

字虎头、奶牛花兰寿、十二红龙睛蝶舞、

雪青望天球等品种更是金鱼界的 “翘

楚”，十分罕见。

据史料记载，清中期以后，皇帝及达

官贵人都把赏鱼作为一件乐事， 纷纷于

园林或府中凿池养鱼 。 鼎盛时期曾有

279 个宫廷金鱼品种争奇斗艳。 皇宫、王

府会雇请专业的养鱼技人， 唤之 “鱼把

式”。 从雍正帝起，北京的金鱼池有了交

皇鱼的贡例，每年要挑选一批品质优良、

品种新奇的金鱼送入宫中， 蓄养在御花

园内。 清朝灭亡后，宫廷金鱼流散民间，

在一代代金鱼养殖者的努力下， 延续了

金鱼的历史。

故宫文物中的“鱼之乐”

一幅长达 13 米的《金鱼百影图卷》，

由著名文物鉴赏家王世襄先生的母亲金

章女士于 1909 年所绘， 笔墨灵动秀润；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同治四朝的青花

云龙纹鱼缸， 使观众一窥宫廷鱼缸的发

展变化……为使观众在欣赏金鱼的同时

获得更加深刻的文化体验， 故宫博物院

从藏品中遴选出金鱼题材文物 34 件，与

庭院内游嬉的金鱼一同展出。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达微佳介

绍，文物展分为“鱼之乐”“鱼之意”“鱼之

器”三个单元。“鱼之乐”以带有生动金鱼

图案的瓷器与织绣类文物为主。 瓷器上

常用矾红彩来描绘金鱼灵动的身姿，有

的甚至加上金彩来表现金鳞游曳的效

果。 服饰上的金鱼图案或制成底纹或绣

成绦带， 更有设计成金鱼形状的女式棉

鞋，尤为别出心裁。

“鱼之意”着意表现金鱼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体现的吉祥寓意。金鱼与荷花，寓

意“连年有余”“金玉同贺”；金鱼与石榴，

寓意子孙兴旺；金鱼与紫藤，寓意显耀的

官爵。这些包含吉祥寓意的纹样用绘画、

缂丝、刺绣、嵌螺钿、套色玻璃、掐丝珐琅

等技法装饰在纨扇、瓷器、衣料、文具匣、

鼻烟壶等日常生活用品上， 体现古代工

匠杰出的智慧和高超的技术。

“鱼之器”则展示了清代宫廷使用过

的精美鱼缸。档案记载，清代宫廷所用鱼

缸材质有瓷、珐琅、玻璃、铜等，尺寸大小

不一，在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避暑山

庄均置缸养鱼。

金鱼展由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承

办，持续到 8 月 11 日；故宫博物院藏金

鱼题材文物展将持续到 8 月 30 日。此次

联展不单独售票， 观众凭故宫门票入院

后可免费参观。

（本报北京 8 月 5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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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以心换心医患同心书写“爱心指南”
上海一对高龄夫妇卖掉一套房，向华山、肿瘤两家医院分别捐赠100万元用于医学科研普及

7 月 31 日，为献礼“八一”建军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 位国家重点

学科的医学专家冒着酷暑前往上海警

备区开展健康义诊，为可爱的人民子弟

兵送医送药。

义诊期间，华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

师罗心平教授向部队赠送由心内科医

师编写的健康科普书《如何保养您的心

脏》。 这套书来之不易，不仅倾注了华山

医院心内科全体医生的心血，更与一对

上海高龄夫妇向华山医院捐赠的 100

万元善款有关。 这个美好故事要从三年

前说起。

90岁老先生捐出百万元，

还与老伴办理遗体捐献手续

这是一名普通上海老人。 2016 年，

华山医院庆祝建党 95 周年大会上 ，一

位身材瘦小的老先生走上主席台，声音

洪亮地对大家说 ： “我是 1927 年出生

的，今年虚岁九十；我是 1950 年 2 月入

党的，党龄 66 年。 我今天来，是代表我

和我的爱人 ， 向罗心平教授团队捐赠

100 万元研究经费……”

罗心平是华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内科二党支部书记，老先生是他的一名

老病人。 十多年前，老先生因急性心梗

被送进华山医院，经罗心平团队及时抢

救和精心治疗，老先生康复出院了。

因为这次急性心梗抢救，老先生认

识了罗心平及团队医生倪焕春 、 李剑

等。 罗心平把治疗急性心梗的方案详详

细细地告诉老先生，老先生选择了支架

手术；他又把支架的种类详详细细地告

诉老先生，老先生选择了药物支架……

出院后， 老先生就成了他的门诊病人，

十多年来病情稳定。

每次门诊随访，罗心平都细心地为

老先生量血压、听心率、问病史、写病历。

降脂药可能会伤肝， 他就配套给老人用

保肝药；抗凝药可能会伤胃，他就配套为

老人开护胃药。老先生原来就有胃溃疡，

十多年来反而一次也没有发作过。

这一切 ， 听起来是不是很稀松平

常？就为了这些，要捐 100 万元？继续深

入了解，故事更令人动容 ：因为医务人

员的及时救治、因为十几年如一日的细

致看病 ， 老人家不仅要捐出百万元存

款 ， 还与老伴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

续 ， 自愿在身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

业，由复旦大学遗体接受站接受。

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深情的医患

故事？

“我听说医患关系紧张，

但看到的是可敬的医务人员”

老先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1 岁

那年，父亲死于肺病 ，母亲独自挑起抚

养四个孩子的家庭重担。 为了践行在父

亲临终前许下的“要把这副家庭担子挑

起来”的诺言，尽管成绩优异，老先生在

读到初二、年仅 14 岁时，就决定辍学去

学生意。

勤快 、 好学的他在银行里一个部

门、一个部门地学技术 ，以同等学力考

取立信会计学校 ，获得大专文凭 ，随后

又考取财经学院，获得本科文凭。

就这样，一直奋斗到 62 岁，老先生

从某大型毛纺厂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总

经理的职位上退休。 随后，他以高级会

计师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资质干起了

第二职业———审计，直到 79 岁那年，因

为那次急性心梗，才停了下来。

因为这次生命转折，老先生注意到

医务人员这个可爱的群体。 说起捐赠的

事情，他说，真要感谢老爱人。 “在我眼

里，她境界比我更高。 ”老先生回忆，他

们结婚时是租房住， 后来自己攒了钱，

就在徐家汇以 31 万元买了一套 88 平

方米的小房子。

租住的房子动迁时，老夫妻分到了

钱，用这钱买了现在住的公寓 ，而后把

徐家汇的房子以 300 万元的价格卖掉

了。 “这钱怎么办？ ”老爱人直接回答：

“捐掉。 ”

原来，老爱人三年前患了乳腺癌，辗

转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

处就诊， 接受局麻和肿块局部切除。 后

来，复查发现有淋巴结转移，老爱人说，

不手术，也不化疗了，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吧，于是就在肿瘤医院接受放疗。

老先生说， 他们老两口已在 2005

年 7 月 30 日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并

在徐汇公证处做了遗嘱公证 ： 一方去

世，所有财产由另一方处理 ，不分给女

儿。 所以，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处

理省吃俭用留下的财产。

老两口有一女， 现住澳大利亚，每

年回国两周看望二老。 女儿在上海也有

房产，所以老两口商量下来 ，也没必要

把钱留给女儿了。

拿着这 300 万元，怎么用？ 二老也

有商有量：300 万元中的 100 万元捐给

肿瘤医院邵志敏的研究项目 ， 第二个

100 万元捐给华山医院罗心平的研究项

目，第三个 100 万元就留给老两口自己

看病用。

“我也听到社会上医患关系紧张的

传闻，但看到的是可敬的医务人员。他们

为了抢救病人加班加点，随叫随到；我也

听到社会上医生拿红包、取回扣的传闻，

但看到的是可敬的医务人员不计报酬，

日以继夜。 ”谈及捐款，老先生这样说。

专业爱“心”，著一本医学
科普书惠及更多患者

罗心平接到这笔巨额捐赠，既意外

又感动：“其实，我们也没给老先生什么

特殊待遇。 细致看病是我们的本分，病

人却因此对我们充满感激。 ”

怎么用好老夫妻执意捐赠的这 100

万元呢？ 罗心平与同事们想到了中华医

学会首任会长、上海医学院创建者颜福

庆先生倡导的医学要“为人群服务”，想

到了老先生希望他们多多造福病人的

嘱托，他与党支部委员施海明教授和李

剑教授商议，决定党支部和医护团队联

手，为心血管疾病患者编写一本简明扼

要、通俗易懂 、实用性强的医学科普书

籍。 作为心内科主任，施海明与罗心平

一起担任主编。

于是，少得可怜的节假日和深夜的

书桌前 ， 早已是业界知名专家的罗心

平、施海明、李剑等教授与其他 30 位医

护同仁端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句地码下

需要对常见心血管疾病人群关照的话。

去年，就在建党 97 周年之际，一本

包括心脏病急症家庭识别、与心脏病相

关的检查、心脏保健与冠心病、高血压、

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病、肺动脉高

压、心脏瓣膜疾病 、肺心病 、高脂血症 、

心脏性猝死等 10 种（类）心血管疾病共

13 个章节、350 项内容、148 页图文并茂

的《如何保养您的心脏 ：心脏病患者家

庭医疗指导 》科普书正式出版 ，成为心

血管病患者健康生活的参考指南。

该书扉页上 ， 这群医生郑重地印

上：“本书出版受上海市静安区汤慕伊

先生‘华山医院心血管基金’资助，特此

致谢！ ”

华山医院心内科是国家重点学科，

科室奠基人戴瑞鸿终身教授是麝香保

心丸的发明者。 在医生团队看来，面对

众多心血管疾病发病人群，光有先进仪

器设备和高超医术还不够，医者要成为

健康使者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 ，提高百

姓健康素养，防病治病一起使劲儿。

于是，一篇篇原创、专业的科普美文

见诸报端、App、微信公众号 ，一场场实

用、新颖的科普讲座在社区、门诊大厅、

义诊现场吸引着众人的目光。疾病日，他

们走出医院， 到老年人爱去的公园门口

开展健康咨询， 义诊的同时宣传防病知

识，并赠送这本爱“心”科普书籍。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 ）》

中有包括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在内的

15 项重要行动，这些事关人群健康和健

康中国战略的重要行动，无一不需要医

患同心 。 在治病救人 、细致看病的 “初

心”与关爱病人心脏的 “爱心 ”之间 ，亦

少不了“医患同心”。 唯有医患携手，才

能战胜疾患。

①

③②

③粉彩金鱼水藻图洗

（清雍正）。

（均资料照片）

②釉里红四鱼纹水丞

（清康熙）。

①在故宫延禧宫拍摄

的金鱼。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为了用好老夫妻的捐款，罗心平与同事们

合作编写健康科普书 《如何保养您的心脏》。

荨老先生捐款现场。 （均华山医院供图）

（上接第一版） 进一步加强构筑长三

角出版高地。 本届书展首次打造“长

三角出版精品馆”，聚焦“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将集中展销江

苏、浙江、安徽、上海等长三角三省一

市新近出版的优秀图书，凸显江南元

素。 书展期间，“名家七讲下江南”系

列活动将依托“长三角一体化阅读联

盟”， 由上海青浦区委宣传部和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举办， 邀请李天纲、阮

仪三、钱乃荣、王稼句、叶瑜荪、马尚

龙等学者开展七天七场名家讲座，从

江南名人家风、民俗、饮食、建筑、方

言等角度切入解读江南文化，读者听

众将重点覆盖上海市青浦区、浙江嘉

兴市嘉善县、江苏苏州市吴江区等。

一区一特色、书香满申城。 今年

上海书展主会场依然设在上海展览

中心， 将汇集全国 500 多家出版社、

16 万余种精品图书。 吸引全国新书

到上海首发， 再从上海推向全国市

场，“首发机制”成为上海书展服务全

国、服务全行业的重要举措， 今年书

展光是首发新书就有 500 种及相关

活动 200 场。 上海书展还将与全市

16 个区携手 ， 将遍布全市的图书

馆、 实体书店、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文化空间纳入

书展分会场体系 ， 在申城设立超

100 个分会场， 推动 “一区一特色”

全民阅读活动示范品牌进一步成熟、

定型 。 在业内人士看来 ， 这几年 ，

越来越多重量级嘉宾主动安排去更

能静下心来与读者从容交流的分会

场， 因此那儿的活动品质越来越高，

亮点多多。

除了首度新设全国分会场，今年

上海书展的“第一次”还包括但不限

于———首次推出手机端“移动书展”，

设置“上海书展”微信小程序，届时方

便用户便捷高效地了解书展信息，及

时参与线下活动。

（上接第一版）

科技， 将舞台拓展到前所
未有的辽阔与壮丽

利用当下最尖端科技增加舞台的“壮

丽景象”， 剧场工作者从古至今都在不断

探索。 从 16 世纪意大利舞台场景布置中

的创新角度绘画和机械设备，到气体效果

和之后的电力、灯光效果引进，再到计算

机对灯光、声效和场景变换的应用，技术

的发展创造了令人惊艳的视听效果 。 眼

下，新的科技催生了更多创作方式，进一

步扩展了舞台艺术的表达空间。

比如影像技术中的全息投影，让真人可

以和虚拟角色同台表演，如梦似幻的世界得

以被观众感知。以《镜·界》为例，当真人黄豆

豆在舞蹈时，屏幕上另外四个他本人的影

像也在共舞，高速摄影机放慢了幻影的动

作，从而产生超现实主义的舞台效果。 郎

朗和洛天依突破“次元壁”的合作，则得益

于全息投影和实时动作捕捉技术，虚实相

融且充满观赏性的舞台让观众耳目一新。

人工智能如今也与音乐舞台有着不

少融合与互动。 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数控技

术，能自由操控原本固定的舞台道具和软

景、硬景，使整体布景变化在视觉呈现上

更流畅自然。 由代晓蓉担任策划的跨界融

合剧场《东去西来》同样运用了人工智能，

屏幕上中国书法的水墨形状，随着钢琴家

演奏音乐的节奏和强弱变化而改变。 该程

序可以预判钢琴家下一秒的演奏动作，使

水墨实时变化更具连贯性。 整个表演过程

也在解构和重构音乐与影像的关系。

这些年钢琴家宋思衡热衷于尝试音

乐舞台的新鲜打开方式，比如让古典钢琴

与多媒体装置进行交互表演，演出中所运

用的多媒体介质有动画、影片，甚至还有

机器人。 “音乐家的任务其实跟科学家

很相似 ，都在不断探索人的新领域和新

极限，以及人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只是

我们跟科学家的角度不一样。 ”在宋思衡

看来，音乐家选择主动拥抱高新科技 ，不

仅仅是去呈现华美和新奇的舞台效果 ，

更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探索艺术之美背后

的原理。

高歌猛进的科技登场 ，别
忘了守护艺术的本质

“话剧中有‘打破第四面墙’的理念 ，

而现在已有很多表演不单纯局限在剧场

中，博物馆、仓库、油罐等等都可以成为舞

台。 ”宋思衡坦言，近年来海外有些音乐演

出以沉浸式方式呈现， 通过与科技结合让

观众获得独特的观赏体验。 在实验歌剧公

司推出的歌剧《看不见的城市》中，乐手、歌

手和舞者被分散到洛杉矶联合车站的各个

角落。 观众通过头戴式耳机一边实时聆听

歌剧，一边在车站里自由行走，遇见歌剧表

演者的同时难免撞见一头雾水的路人。

有越来越多的艺术从业者认识到，科

技可以帮助他们在创作中发掘更多可能

性，各种艺术的边界由此模糊，什么是艺术

之美也在被重新定义。 还有学者认为，随着

5G 技术的完善和大规模使用，舞台表演将

进一步不再局限于时间地域，与电影、游戏

等之间的界限也会越来越不清晰———“或

许将来只需要一块屏幕、一副眼镜，就足以

让观众有‘亲临’现场的观演感受。 ”

面对科技在舞台上的井喷式使用，代

晓蓉时常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守护艺术的

本质。 “传统艺术工作者在面临知识转型

问题时， 一定要充分了解技术的属性，对

技术语言进行深层次分析后，再将其转化

成艺术语言。 否则，对科技的运用将会流

于表面，无法真正展现出艺术的魅力。 ”

技术的革新和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音乐的产生方式。在程序中输入著名作

曲家已有作品的参数，人工智能作曲机器就

可以创作出与之风格相似的新曲子。不过有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核

心是数据和算法，只是对艺术门类进行风格

化和技术化处理，还没有涉及艺术本质中的

情感、想象等范畴，更不具备艺术象征性和

批判性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 说到底，科

技可以提升艺术的表现力， 而属于人类的

情感和想象才是艺术真正的源动力。

科技的进步固然不可抵挡，但音乐家

们坚信，未来的舞台不会在技术牵引下一

意孤行，相反会依靠艺术的力量和法则构

建出一个美好天地。

上海书展即将开启 首次在全国新增50个分会场5G来临，音乐会将呈现哪些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