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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让考古遗址博物馆更加有声有色
吴萌

上짏“国즫훐맺”程싃돌
鲍文炜

梅红、石绿、苏方、雄黄、银朱……念起来唇齿留香的
这些中国古色，究竟是何种色相，又从哪里得来这样风雅
美好的名字？

色彩是物体天然具备的外在特点，但不同地域、社会
环境和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色彩美学。中国传统色
彩，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独一
无二的色彩体系，来自古人观察天地自然时直观朴素的
感受，又将对色彩的认知纳入更加规范的礼制中，留刻在
服装、器物、绘画、建筑上，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至今
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表达。

让我们掬起满庭芳华，一同踏上“寻色中国”的旅程。
——编者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艺 · 见

青白黄赤黑：
五色幻化出的缤纷世界

在探索纷繁的色相前，我们也许首

先要问：为什么在歌曲《满庭芳 · 国色》

中，歌词要特别将“青白黄赤黑”这五种

看似普通的颜色单独摘出，它们在中国

色彩的谱系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孙子 ·势篇》中说：“色不过五，五色

之变，不可胜观也。”原来，九州大地的先

民们在观察自然风物和时序变换的过程

中，总结和构建出了基于“青、白、黄、赤、

黑”五种色彩的传统色彩谱系，并将这五

种颜色称为“正色”，将它们之间调和而

成的其他色彩称为“间色”。这套正色与

间色的色彩体系，其实与现代光学中的

“三原色”或彩色印刷术中的“四分色模

式”（CMYK）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它的

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将诸多方面的观

念和要素揉入其中，使其与中国人的政

治、宗教、文化乃至宇宙观密切交融成一

个庞大而复杂的观念性的色彩系统。它

们早已融入一代代炎黄子孙的基因与血

液，塑造着我们的思想与审美，影响着我

们的认知与喜好，也无怪乎能让这样一

首有关中国色彩的歌曲，在春晚的舞台

上引发强烈的回响。

在众多中国色中，笔者撷取其中分

别与赤黄青白黑五种正色相对较为相近

的色相：“胭脂”“缃叶”“天缥”“月白”“远

山黛”，一窥国色之瑰丽灿烂。

贵妃帕上落“胭脂”

胭脂既可指一种化妆品，又可指一

种娇艳的红色。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

中出土的乐舞陶俑面部均施有红色颜

料，说明在面部施红涂朱的传统早在战

国时期就已经萌芽了——千年来，人们

希望为面部增添血色、使容颜愈加妍丽

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古代制作化妆品胭脂的材料主要是

红花（又称红蓝草，非今人常谈及的藏红

花）、茜草等天然植物。汉时，焉支山一

带（今甘肃省山丹县与永昌县交界）盛产

红花；其原为匈奴领地，所以匈奴妇女常

利用红花制成可涂抹脸部的“燕支”。后

来西汉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攻克祁连

山，并越过焉支山千余里，溃逃的匈奴哀

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

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西河旧

事》），足见焉支山作为红花主产地对匈

奴的重要性。

后来，人们在红花制作的“燕支”中

加入了牛髓、猪胰等物，才使其进化成稠

密润滑的膏体“胭脂”。古代女性可以

利用其打造出纷繁的妆容：托名唐代

宇文士及的《妆台记》记载了唐及以

前的妇女妆发，提到：“美人妆面，

既傅粉，复以胭脂调匀掌中，施

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

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

为飞霞妆。”可见通过粉和胭

脂上妆的次序、胭脂使用的浓

淡等区别，可以营造出各种不

同风格的妆效，甚至还冠有

“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

等旖旎的名目。

《开元天宝遗事》载，唐代杨贵

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

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

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绝世美人拭于帕上的那抹胭脂的桃红之

色，成了大唐盛世靡丽浮华的注脚。

春日桑枝生“缃叶”

《豳风 ·七月》中写：“春日载阳，有鸣

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这是一个和煦又质朴的场景：春日里暖

意融融，鸣鸟声啼婉转；女子手提竹筐，

伸手采摘初生的桑叶。晨光熹微，透过

青黄树叶的间隙，落在女儿家的脸庞；略

微粗糙的双手，摘下那春天萌发的象

征。而桑叶嫩芽那一寸略带青色的浅黄

色，即称为缃色。

《释名》中说：“缃，桑也，如桑叶初

生之色也。”青中带黄的叶子，便被称为

“缃叶”，后来倒可不止用来形容桑叶，比

如唐代李峤的诗《荷》：“鱼戏排缃叶，龟

浮见绿池。”描写的其实就是池中的荷叶

之色。

《说文解字》则把“缃”释为“帛浅黄

色”，认为缃指浅黄色的织物，缃色也应

是古代布料中常见的色彩。乐府名篇

《陌上桑》中，主人公美女罗敷的衣着即

带缃色（“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浅黄色的布料也常被用来制作书囊书

套，因此“缃帖”“缃帙”成了书卷的代名

词，这种内敛、含蓄的色彩也渐渐带上了

文雅的气息。

天水染就“天缥”色

《说文解字》：“缥，帛青白色也。”和

“缃”一样，“缥”原指一种具体色相（青

白色）的织物，后来则用来代指这种颜

色本身。且缥色的布料也常用于书套

的制作，所以我们可以和“缃帙”的例子

一样，以“缥帙”代称书卷，或以并称“缥

缃”名之。

青瓷的色彩也可以用缥色来形容。

西晋文学家潘岳写：“倾缥瓷以酌酃”

（《笙赋》），指的就是用缥色的瓷酒杯来

斟酌美酒。南唐后主李煜有诗曰：“缥色

玉柔擎，醅浮盏面清”，此处的缥色或许

是指盛酒瓷器的碧色光润，又或许是指

盏中清冽酒面的醉人色彩；而我们更可

想象那双呈上美酒的美人玉手，因肌肤

柔嫩白皙已极而泛出浅浅青色，或可与

酒盏和盏中之酒光采呼应。

缥色又可根据其所取比拟对象的

不同，分出“碧缥”“天缥”“骨缥”等种种

名目来。其中“天缥”尤常见些，唐以后

也以“天水碧”呼之。这个美丽的名字也

与李煜有关：传说其宫中晾晒的练帛曾

经“为风所飘，凌空而去，经宿方坠”

（《古今类事》），衣料为天上的露水所

染，颜色浅碧可爱，一时风靡。因是“天

水”染就，非人工之可为，因此这种独特

的颜色被人们称为“天水碧”；而后人实

际常以梅雨水或井泉之水染之。天上露

水，染成了衣裳上难以言传、风华绝代的

青碧之色，成就了中国色彩的一段风雅

传奇。

玉阶怅望秋“月白”

农历七月末，当暑天的闷热渐趋尾

声，秋日的寒气渐强，空气中便有了肃杀

萧瑟之感。观花草之摇落，感木叶之飘

零，人难免“有动于中”，生出许多感慨与

伤感。许是天朗气清，清冷的月色往往

使人心神摇曳，益感伤怀，月夜的光景也

常常伴随晶莹的露水，出现在略带凄凉

的诗思之中。“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

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

《月夜忆舍弟》）戍鼓、秋雁、露水、故乡

月，此些意象一出，凉意似已在砭人肌

骨。李白有《玉阶怨》诗曰：“玉阶生白

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

秋月。”看似白描轻画，却传神地写出宫

怨之深——这是否是一位佳人白露之

时在宫中的幽怨写照？为何下帘之后，

又忍不住隔帘望向玲珑秋月？清冷的

月光，照见她多少寥寂心事；露侵罗袜

之冷，月照深宫之寒，在一片寂静无言

中呼之欲出。中国传统色相中有称“月

白”者，即指一种微微带蓝的白色，以形

容月色之清寒。若《玉阶怨》化诗成画，

亦应笼罩在一片含着淡淡青蓝的白色月

华中。

明代《天工开物》：“月白、草白二色，

俱靛水微染，今法用苋蓝煎水，半生半熟

染。”可见虽称“白”色，实际月白、草白的

色相都应呈现出浅蓝，正如月色并非是

全然纯白的。清《博物汇编 ·草木典》提

到一种叫做“月下白”的菊花：“月下白，

一名玉兔华。花青白色，如月下观之。”

以月色为花赋名，风雅不可名状；虽未可

亲见而已令人能极想花色之美，不得不

为古人的创意与诗情深深折服。

佳人眉间“远山黛”

你可曾眺望过溟濛的远山？层叠的

山峦在烟岚中仿佛画笔渲染，如墨的深

灰中泛着苍蓝。辽阔的群山一如女子精

心描画的眉峰，引人无限贪看。“遥看黛

色知何处”的山色，幻化成了想象中画着

如远山般“宛转双娥”的容颜。

可用来形容山色的“黛”，原指一种

黑色的矿物颜料，亦曾被用来当作描画

眉毛的化妆品。中国古代女性对眉妆极

为重视；造型别致、描画精细的眉毛往往

是妆容中着力表现的重点。《释名》中说：

“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

也。”可见古代女子喜欢剔去眉毛后用黛

来画眉；除了所用的材料略有不同，和今

天的做法别无二致。后来，人们开始开

发和制作各类不同的画眉材料，有“青

黛”“铜黛”“青雀头黛”“螺子黛”等等，不

少还是从域外传来；其原材料要么是靛

花，要么是含铜绿的矿石，因此总在深色

中泛有一点绿色。于是渐渐地，“黛”也

可指代略带青绿的黑色，更成为眉妆、甚

至女性的代名词（如白居易《长恨歌》：

“六宫粉黛无颜色”）。

那“远山黛”指的又是何种色彩呢？

旧题汉人伶元著《赵飞燕外传》中说：“合

德新沐……为薄眉，号远山黛。”认为“远

山黛”最初是汉成帝宠妃赵合德所创的

一种眉型。但在眉与远山的比喻中，应

也包含着色彩上的相似性，如汉代刘歆

著、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中描写

卓文君的美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

山，脸际常若芙蓉。”温庭筠《菩萨蛮》亦

写：“绣帘垂，眉黛远山绿。”“远山黛”之

色，大约脱不了黛色黑中泛青的色彩范

畴；更重要的是，它和其他许多中国的传

统色彩名称一样，在色彩与自然风物之

间建立起某种浪漫的联系，使得远方的

山岚与美人的眉峰，互相照见和叠加彼

此的缥缈与温柔。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馆员）

 青瓷的色

彩可以用缥色来

形容。图为故宫

博物院藏明冬青

釉兔形香薰

▲层叠的山峦在烟岚中仿佛画笔渲染，如墨的深灰中

泛着苍蓝。辽阔的群山一如女子精心描画的眉峰，引人无

限贪看。这便是中国色“远山黛”的由来（图源：视觉中国）

 浅黄色的布料常被用来制作

书囊书套，因此“缃帖”“缃帙”成了

书卷的代名词。图为古籍书套

▼胭脂既可指一种化妆品，又

可指一种娇艳的红色。图为故宫博

物院藏清雍正胭脂红釉碗

▲中国传统色相中

有称“月白”者。图为故

宫博物院藏宋月白釉瓶

日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立项名
单第四度“上新”。至此，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已建成55家，立项80家。其中不
少都有配套的博物馆。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深度推进，我国博物馆特别是考古遗址
类博物馆得到大力发展。随之而来对
考古遗址进行的展示和阐释被业内提
上日程，引人思考。例如，如何进一步
引导观众理解遗产价值、加强对遗产保
护的重视，如何将考古遗址建成国际一
流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如何以文旅融合推进文明的交流互
鉴。这些在数字时代，国内外博物馆都
有夺人眼球的案例给我们以启示，对于
活化考古遗址，完成社会效益转化，具
有借鉴作用。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尝试将遗址
进行数字建模，用透明屏幕与王宫遗址
相结合的方式对遗址进行阐释。参观
时，观众转动透明屏，即可看到遗址处
王宫的复原景象。并且，这家博物馆也
利用交互区让观众体验“虚拟考古”，寒

假期间吸引了很多小观众。这种展示
手段不仅直观而新颖，迅速拉近了悠久
历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一些遗址地围绕古城开展商业与
服务活动，在维护遗址地历史氛围的同
时，又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例如，在
商城遗址所在的郑州商城，依托文保工
程和博物馆，形成城市中心休闲场地；
屈家岭遗址所在的湖北屈家岭，整合农
业、林业等资源，打造农谷小镇；邛窑遗
址所在的成都邛窑，聚焦瓷业振兴，建
成文创产业基地等。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以考古物
证来叙述一段史实的遗址博物馆，肩负
着艰巨的阐释责任。考古遗址从其内
涵层次可以分为“自然层”“遗址层”“考
古层”“知识层”“展示层”和“阐释层”。
从遗址内涵的“空间”分析来看，又分为
遗址本体、遗址相关事件、遗址相关社
会以及遗址相关文化。作为遗址博物
馆，只有将这些复杂的因素逐一展示给
观众，对遗址内涵加以层层深入地阐
释，才能带给观众从知识的体验、情感

的共鸣到价值的认同。
对此，一些遗址博物馆不仅将阐释

构思得完整细致，而且生动活泼，每年
吸引了大量观众。

在丰富调动“五感”再现历史样貌
方面，早在1984年建成的约克维京中
心的探索颇具价值。

约克维京中心对遗址本体所用篇
幅不大，但少而精，涵盖“自然层”“遗址
层”和“考古层”等多方面内容，也为博
物馆奠定“讲述真实历史”的基调。尤
为值得称道的，得数第二展厅中“时光
车”的设计。乘坐“时光车”，观众将在
用布景和机器人搭建的维京人小镇上
游历，逐一走进不同的生活场景，实现
“知识层”和“阐释层”的作用。

这些场景既展现了维京人日常生
产生活，如纺织、渔猎、医疗、烹饪；又展
现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如文化、信仰等；
还有他们开展对外贸易的场景，全方位
展现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游乐车的
小屏幕配合图文和三维模型，进行语音
导览。其间综合运用的“五感”为观众

营造了多重感知体验。例如，视觉上灵
活运用光影，制造出夕阳、篝火、飞鸟、
人影等氛围，也用光影辅助一些重要场
景的解读。例如信仰场景中，利用光
影，既增加了神秘感，又帮助人们理解
古老神话。在听觉上，模拟各种环境音
掺杂在一起，嘈杂热闹。最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嗅觉部分，既有熊熊燃烧的炉火
产生的烧焦的气味，又有烤面包的香
气，而路过屠夫的铺子时，腐臭伴着动
物粪便的味道令人印象深刻。在阵阵
恶臭中，讲解器讲道：由于维京人卫生
知识不足，在屠宰场附近制作食物，很
多人因此染病。在考古研究中人们发
现很多人因患病死亡，造成整体寿命偏
低。观众纷纷发出恍然大悟的叹息。

约克维京中心在展示实物时，伴随
真人演出，展现了维京人的文化生活。
既有诗歌朗诵，又有歌唱演出。伴随演
出展示了考古发掘的乐器残片，使观众
在展厅中既能看到乐器的体量、演奏方
式，又能看到乐器精美的装饰细节。在
贸易单元，既展示了维京人使用的银

币，揭示了贸易流通情况，又请演员演
示硬币是如何锻造出来的，观众还可以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亲手尝试。湖南
省博物馆在展现马王堆汉墓陈列时也
曾经采用过解谜游戏+真人NPC的方
式。真人参与博物馆的展示和阐释，不
仅活化了观展氛围，也使参观过程增添
了很多人情味。

凭借“大片”般的声光电体验，密特
拉神庙项目遗址展示则提供了另一块
可供借鉴的“他山之石”。

近年开放的伦敦市博物馆密特拉
神庙遗址项目，因为位于彭博社大厦地
下，空间非常有限，因而在第一展厅用
一面墙密集展陈了遗址出土的硬币、陶
片、骨针等标本。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
标本，该馆使用iPad设备，让观众可以
点选了解这些标本的历史信息、使用情
况以及它们所揭示的古罗马人的生活
面貌等。而该遗址所在地的地理环境、
气候、动植物分布、古罗马时期的人口
情况、社会与文化情况等，则在伦敦市
博物馆进行详细介绍，所以仅在此聚焦

于神庙遗址相关信息。
走进密特拉神庙遗址时，观众感受

到一片漆黑。这模拟的是古罗马时期人
们在黑暗中进行崇拜仪式的环境。只有
微弱的指示灯，防止人们跌倒。待观众
全部就位，声光秀开始，运用灯光逐个
点亮遗址的局部，吸引众人目光随着光
效逐一观察。配合声音和喷雾，既模仿
了古代崇拜仪式的全过程，又通过多种
感官体验，塑造了神秘的氛围。当整场
声光秀体验结束，灯光打开，人们终于看
到遗址的全貌。这时观众可以自由移
动，沿着安全带逐一查看在光影秀中看
到的局部，观察遗址建筑的具体情况。

紧扣遗址内涵，以叠加的众多不同
手段，层层递进揭示遗址不同内涵层次，
可谓遗址类博物馆的核心。同时，此类
博物馆大可勇敢“破圈”，联合外部力量，
共同实现对考古遗址的立体化阐释。
期待我国的遗址类博物馆未来更加有
声有色，让文化遗产的价值深入人心。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