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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璐明

一段好春藏不住 故宫发布赏花图
网友点赞惊叹之余，也在评论中留下诗词佳句

“红花初绽雪花繁。 杏花， 未开时

色纯红， 开时色白微红。 这几日 ‘粉薄

红轻’， 正是杏花最动人的时候！” 初春

已至， 近日故宫博物院的官方微博应景

地发出邀请大家赏花的帖子， 并配发了

一组宫廷花卉图。 只见娇俏的花朵掩映

在红墙、 琉璃瓦下， 真是 “一段好春藏

不住， 粉墙斜露杏花梢”。
网友点赞惊叹之余， 也在评论中留

下关于花卉的诗词佳句 ： “江 南 无 所

有， 聊赠一枝春” “杏花疏影里， 吹笛

到天明”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

杨柳风”。
从来美景惹人醉， 这组宫廷花卉图

片引起了人们前去赏花的意趣， 紧接着

故宫博物院便在微博上发布故宫赏花地

图 。 每年 3 月至 6 月 ， 正是紫 禁 城 的

“花季 ”， 几乎每座殿宇中都有芳菲相

伴， 为故宫更添一份韵味。

春色满园意无尽，世界变
成一幅画

事实上， 在发布杏花美照之前， 故

宫已有玉兰出镜。 仲春， 紫禁城里难觅

迎春花的踪影 ， 所以玉兰担起 了 “迎

春” 的职责。 “霓裳片片晚妆新， 束素

亭亭玉殿春”， 玉兰率先唤醒了冬日里

沉睡已久的宫殿， 也意味着百花次第盛

开的时节即将来临 。 随着杏花 开 始 盛

放， 故宫博物院微博又一次迎来了粉丝

的热烈回应。
有粉丝亲自手绘一幅故宫杏花图，

将其唤作《朝花夕拾》，并留言“回赠故宫

君”，故宫博物院同样不吝点赞，也有粉

丝兴致勃勃地分享来自全国各地的春日

即景图。 “太好看了！ 用这种方式宣扬传

统文化和身边的美景真的很不错。 ”“这
些照片总有种‘猛虎嗅蔷薇’的美感。”表
达喜爱之情以外， 不少网友留言：“世界

似乎变成了一幅画，古中国画风的。街头

是折纸花卉，拂面是二月春风，枝头是啁

啾鸟鸣”“故宫的美配上几枝恰到好处的

点缀，戳透人心，不可方物”“杏花，春雨，
少年笑”。

还有网友联 想 起 了 电 视 剧 《甄 嬛

传》 中的台词。 “那年杏花微雨， 你说

你是果郡王 ， 或许从一开始便 都 是 错

的。” 巧合的是， 故宫博物院发布的杏

花照片中有不少就在寿康宫拍摄， 这里

正是甄嬛一角的原型、 乾隆皇帝生母孝

圣宪皇后当年的寝宫。

春夏花事未曾了 ， 紫禁
城里好热闹

故宫博物院发布的 “寻花图” 中，
列出了春夏时节不同的主打花朵， 它们

分布在宫殿的各个角落。 本月除了主打

的玉兰和杏花， 还有榆叶梅与碧桃。 玉

兰主要分布在钟粹宫和御花园。 杏花也

能在上述两处被发现， 此外还可至寿康

宫与静憩斋观赏 。 钟粹宫是东 六 宫 之

一， 明代为妃嫔所居， 曾一度为皇太子

宫， 清代为后妃居所， 末代皇帝溥仪也

曾在此住过。 御花园、 禊赏亭、 武英门

中的榆叶梅， 东大房附近的碧桃， 同样

为初春里的紫禁城勾画出迷人的倩影。
到了人间四月天， 花儿将继续点亮

故宫的朱墙绿瓦。 承乾宫与寿康宫中，
尽是 “白锦无纹香烂漫” 的梨花， “虽
艳无俗姿， 太皇真富贵” 的海棠分布在

文 华 殿 、 寿 康 宫 、 永 寿 宫 和 古 华 轩 。
“疏花披素艳” 的丁香在慈宁花园、 寿

康宫、 宁寿宫开放， 御花园和慈宁花园

里的牡丹彰显着真国色 。 值得 一 提 的

是 ， 3 月 至 4 月 的 寿 康 宫 中 杏 花 、 梨

花、 海棠、 丁香竞相盛放， 这座清代太

皇太后、 皇太后的居所内种植的花卉可

谓琳琅满目。
5 月天气转热， 紫禁城迎来了百般

红紫斗芳菲的时节。 芍药和凌霄在御花

园里争奇斗艳，慈宁花园中也有芍药。有
意思的是， 自古中国文人喜欢将芍药与

牡丹并称为 “花中二绝 ”，有 “牡丹为花

王，芍药为花相”的说法，二者花形极为

相似。四五月间，它们将有一阵子同时出

现在慈宁花园，如何分辨这对“姐妹花”
亦是颇为有趣。 6 月，御花园的萱草和文

华门南的蜀葵以鲜艳的亮色带来夏日气

息， 御花园和慈宁花园水中随着微波荡

漾的睡莲将为故宫送来清凉。

展现出划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面貌

海外学者眼中的秦汉艺术———
不少海外学者都对中国的秦汉艺术

有过研究， 并且给予高度评价。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康柏堂说 ：

“秦汉文明” 特展向人们展示的是艺术
的重要作用， 是创造出划时代的中国文
化的精神面貌 。 这些珍贵 、 罕见的展
品， 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文化和思想 。
展品既有高贵典雅的礼器， 也有精致华
美的漆器， 呈现了古代帝王的奢华生活
和无上权力， 也生动地揭示了宫廷的生
活。 很多的文物出土于帝王陵墓， 显示

了他们祈求永生的愿望。 这一时期的艺
术文化影响中国后世历朝历代， 绵延近
2000 年。

大英博物馆用以串起世界史的 100
件文物中， 就有中国秦汉时期的文物 ，
那是一只汉代的漆杯。 在大英博物馆馆
长尼尔·麦格雷戈看来， 这类文物的价
值一方面在于其登峰造极的制作工艺所

流露出的优雅、 时髦与自信， 另一方面
则在于其作为外交礼物的特别身份， 代
表着一种荣耀。

在英国艺术史家 、 汉学家迈克尔·
苏立文所著的 《中国艺术史 》 一书中 ，
“秦汉艺术” 是单列的章节 ， 占去全书
不小的篇幅。 苏立文指出， 秦始皇陵的
陶俑和秦始皇陵的发现， 是最伟大的考

古发现之一， 数量众多的陶俑达到了这
种艺术形式的顶峰。 汉代艺术则更令苏
立文惊叹 。 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人物形
象， 是他眼中汉代艺术中最具震撼力的
文物之一。 他认为汉代艺术中蕴含丰富
多彩甚至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元素———本
土的和外来的、 儒家的和道家的、 宫廷
的和民间的———都赋予这类汉代艺术以
活力。 比如 1987 年在洛阳东郊汉墓中
发现的一个镶嵌金丝的青铜羽人跪像 ，
这种神异人物形象与汉代艺术中的自然
主义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暗示了关注超
自然人物形象的传统的存在。

登峰造极的制作工艺，流露出优雅与自信

164件(组)中国文物走出国门，4月亮相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秦汉文明”特展

4 月 3 日至 7 月 16 日 ， “秦 汉 文

明 ” 特展将 登 陆 美 国 纽 约 大 都 会 艺 术

博 物 馆 。 来 自 河 北 博 物 院 、 湖 南 省 博

物 馆 等 中 国 13 个 省 市 32 家 博 物 馆 的

164 件 (组 ) 秦汉时期艺术珍品集结亮

相， 其中包括秦始皇陵跪射兵马俑、 汉

代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金缕玉衣在内的

一大批国宝级文物， 近半数参展文物是

首度走出国门。 此次展览是纽约大都会

艺 术 博 物 馆 继 2004 年 举 办 “走 向 盛

唐 ”、 2010 年举办 “中国元代艺 术 展 ”
之后的又一次中 国 文 化 艺 术 大 展 ， 亦

将 是 今 年 全 美 国 规 模 最 大 的 中 国 文 化

艺 术 展 览 。 引 用 历 史 学 者 、 大 英 博 物

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的评价 ， 那段时

期 中 国 的 艺 术 以 其 登 峰 造 极 的 制 作 工

艺 ， 流 露 出 优 雅 、 时 髦 与 自 信 ， 代 表

着一种文明的荣耀。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研

究员孙志新看来， 秦汉两朝之于中华文

明， 相当于古希腊罗马对于西方文明的

重要意义。 此次展览将向全世界观众展

示中华文明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 以或

大或小的文物折射出秦汉时期人们的生

活。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康柏堂更是

指出， 展览将带领人们回到 2000 年前，
身临其境地去体验并感受中华文明的根

基。 有学者认为， 秦汉文明甚至对世界

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比如中外文化

交流在汉朝空前频繁， 丝绸之路就起源

于那个时期。 此次展览还将让人们看到

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秦汉 两 朝 长 达 4 个 多 世 纪 ，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至 关 重 要 的 时 期 ， 有 了 统 一

的 国 家 ， 建 立 的 思 想 文 化 体 系 对 此 后

两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此 次 展 览 的 展 品 包 括 陶 瓷 、 青 铜 、 金

银 、 玻 璃 、 漆 木 及 纺 织 品 等 多 个 艺 术

门 类 ， 吸 收 了 过 去 50 年 来 的 学 术 成

就 ， 同 时 也 采 用 了 最 新 的 考 古 发 掘 成

果 。 这 些 珍 稀 文 物 体 现 的 不 仅 仅 是 文

物本身恢宏的气势与壮观的艺术审美 ，
同 时 呈 现 给 观 众 的 是 这 段 时 期 中 国 政

治 、 经 济 、 思 想 、 文 化 等 各 个 方 面 的

深刻历史意蕴。
此次展出的秦始皇陵跪射兵马俑 ，

1977 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兵马俑二号坑，
被认为是兵马俑的精华、 中国古代雕塑

艺术的杰作。 跪射俑身穿战袍， 外披铠

甲， 左腿蹲曲， 右膝跪地， 双目炯炯凝

视前方。 这是较为少见的彩色俑， 陶俑

的盔甲上仍带有红色颜料， 脖子上的领

巾则是黑色。 相比其他兵马俑， 跪射俑

保存得相当完整， 就连衣纹、 发丝都还

清晰可见。 据说这得益于它只有 1.2 米

高 的 低 姿 态 ， 偏 下 的 重 心 增 强 了 稳 定

性， 而普通立姿兵马俑的身高都在 1.8
至 l.97 米之间。

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金缕玉衣

也将令观众大开眼界。 西汉中山靖王刘

胜及其妻窦绾墓 1968 年发现于河北省

满城县， 两墓内随葬品 6000 多件 (组)，
品种齐全， 放置有序。 其中， 窦绾玉衣

全长 1.72 米， 共用玉片 2160 片， 金丝

约 700 克， 头下有鎏金镶玉铜枕。 玉片

为岫岩玉， 多数呈纯绿色 ， 夹有灰白 、
黄褐色。 整件玉衣严密贴合人体线条 ，
展 现 了 汉 代 高 超 的 玉 石 及 金 属 加 工 技

巧。 如此精致的汉代贵族墓葬， 也反映

出当时帝室生活的优雅以及人们对于长

生的向往。
此外， 秦代的青铜宝剑、 盔甲和汉

代的九枝灯、 博山炉等文物都将是难得

一见的展品。

纸书“逆袭”对抗“电子疲劳”
英美调查数据显示，纸质图书销量连续多年上升，电子书销量下降

“我喜欢捧着书本的感觉”， 年轻

人的纸质书刊阅读风潮， 正在让纸书

在英国和美国等地上演 “逆袭”。 刚刚

落下帷幕的伦敦书展上， 英国尼尔森

图书研究公司公布了一组数据： 由于

年轻人读书习惯的改变， 电子书的销

量连续两年下降， 而纸质图书的销量

则呈现上升趋势。
这样的变化 在 几 年 前 无 法 想 象 。

随着手机、 平板电脑以及电子阅读器

的普及， 数字阅读已经成功在出版行

业占据一席之地。 早在 2010 年， 就曾

有人预言， 纸质图书将在 5 年内消亡。
然而 7 年过去 ， “剧情 ” 开始 反 转 。
调查显示， 更多年轻人正在将阅读纸

质图书作为对抗 “电子疲劳”、 远离电

子设备和社交媒体的一种生活方式。

“网生代 ”的父母 ，在教
育时更多选择实体阅读

尼 尔 森 的 这 份 调 查 报 告 显 示 ，
2016 年英国图书 （包括电子书和纸质

图书 ） 销量为 3.6 亿册 ， 其中纸质图

书销量上涨 6%， 电子书的销量 却 下

降 4%。 这是自英国出版商协会 十 年

前开始监控电子书销量以来， 电子书

年度销量第二次出现下滑。 英国五大

出版商， 企鹅兰登、 阿歇特、 哈珀·柯

林斯、 麦克米伦、 西蒙与舒斯特发布

的调查报告中也出现了相似的 结 果 ，
五大出版商的电子书销量整体下降了

2.4%。
同样， 纸质图书在美国市场也上

演 “逆袭”。 去年， 美国纸质图书的销

售额增长 3.3％， 连续第三年上涨。 与

英国相似的是， 《哈利·波特》 系列以

450 万册的出色表现带动了纸质图书

的持续反弹。 据统计， 由于阅读需求

不减和部分电子书读者的回归， 美国

纸 质 图 书 销 售 量 在 2016 年 达 到 6.74
亿册。

根据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的统计，
引领纸质图书销量反弹的主要是成人

非虚构作品和青少年虚构类图书。 成

人 非 虚 构 作 品 销 量 在 去 年 增 长 了

6.9%， 2015 年风靡全球的填色绘本去

年的销量依然十分可观 ， 调查 认 为 ，
这种 “体验式” 阅读是电子书所不具

备的。 同时， 调查发现， 售出的小说

中有 50%是电子书， 但售出的儿童文

学中电子书只占 4%。 这也说明 ， 大

部分年轻家长更希望培养孩子阅读纸

质图书的习惯。 “尽管父母已经习惯

于 阅 读 电 子 版 图 书 ， 不 过 ， 在 教 育

‘网生代 ’ 孩子上 ， 他们反而 趋 于 传

统———更多父母希望孩子们阅读纸质

图书。”
同样， 纸质图书的阅读习惯也并

未在日常生活中中断 。 有媒体 报 道 ，

在欧美一些大城市的地铁里、 火车上，
确实有人在看手机或阅读电子书， 但

更多的人则是捧着纸质书， 甚至有伦

敦市民表示， “读电子书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阅读”。

相比电子屏幕， 实体书
上的信息给人更深印象

面对电子产 品 和 电 子 书 的 冲 击 ，
纸质书仍保持相对坚挺， 似乎并不是

几本 “网红 ” 填色绘本或 “哈 利·波

特” 的热卖就能概括的。根据美国一家

研究中心去年 9 月发布的 2016 年图书

阅读报告显示， 电子书的快速发展，并
未削弱人们阅读纸质图书的意愿。约有

73%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年里至少读了

一本纸质书，这一数据在过去 4 年里基

本持平。 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显

示，相较于更为便捷的电子书，16 至 24
岁的英国年轻人中， 有 62%更爱读纸

质书而非电子书，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我喜欢捧着书本的感觉。 ”

有学者指出， 几乎所有的调查都

指向一个终点： “电子疲劳” 是电子

书的疲软和纸质书复苏的一个重要原

因。 与音像制品相比， 电子设备是阅

读的补充， 而非必需品。 一方面， 当

前的电子书阅读设备在长阅读体验方

面难以与纸质书媲美。 另一方面， 有

研究表明 ， 从纸质书中获取的 信 息 ，

相比从屏幕上获取的信息， 给人留下

的印象更深 。 通过电子屏幕阅 读 时 ，
人们不得不经常花时间定位文本， 而

且读的时间长了会产生视觉疲劳。 更

不 用 说 在 手 机 上 的 阅 读 时 常 会 被 其

“多功能” 打断： 一条信息一个电话，
或者是其他应用的提示， 都让人无法

静心读书。
这些数字阅读的种种 “不便”， 或

许正是其市场占有率下降的原因。 英

国从事阅读习惯研究的史蒂夫·伯梅表

示， 不少年轻人已经完成了从纸质书

到电子书， 再回归到纸质书的阅读习

惯转变———随着电子产品 越 来 越 多 ，
功 能 也 越 来 越 全 ， 年 轻 读 者 却 在 阅

读 时 选 择 远 离 电 子 产 品 ， 甚 至 为 了

专 心 阅 读 纸 质 图 书 暂 停 网 络 社 交 。
“我们调查发现 ， 阅读纸质书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应 对 网 络 社 交 疲 劳 的 放 松 方

式， 特别是那些印象中电子产品不离

手的年轻人， 他们正在成为纸质图书

阅读的主力。”
史蒂夫·伯梅表示，预计 2017 年英

国电子书销量会继续下滑。 不过，数字

出版业也无需感到恐慌。虽然电子书销

售进入瓶颈， 但 2016 年电子书总体销

量仍然比 5 年前高。 2012 年，电子书占

仅 18%的出版市场份额，而 2016 年的

数字为 25%。 “我们可以预见，当纸质

书销量上涨， 整个行业的信心也会上

涨，出版行业才会良性发展。 ”

电子阅读器的进化方向之一， 就是尽可能地模拟纸质实体图书的阅读体验。 不过， 随着电子设备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被 “电子疲劳” 所困扰， 许

多年轻读者在阅读时选择远离电子产品， 甚至为了专心阅读纸质图书暂停网络社交。 （资料图片）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初 春 已 至 ，
近 日 故 宫 博 物 院

的 官 方 微 博 应 景

地 发 布 了 一 组 宫

廷 花 卉 图 ， 得 到

了 网 友 的 热 烈 回

应。
（故宫博物院

供图）

■本报记者 范昕

即将亮相 “秦汉文明” 特展的西汉鎏金羊形铜灯。

即将亮相 “秦汉文明” 特展的汉舞俑。 （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