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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合”贯穿中华历史时空，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和合之本义，为同心和睦、音声相应
或阴阳调和。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于是有“万物
各得其和以生”的宇宙之和；“礼之用，和为贵”的
天下之和；“养之以德则民合”的社会之和；“与人
和者，谓之人乐”的道德之和。和合与共，和合相
生，汇聚成九万里神州惠风和畅，五千年文明礼
乐和平。

近日由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策
划、共同主办的“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
联展”，以两馆丰厚典藏，探寻中国“和合”文化的
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弘扬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
和世界意义。重点文物介绍如下：

《御制月令七十二候诗》彩色墨（图1）清乾
隆，尺寸不一，故宫博物院藏。此墨一套两匣，每匣
6屉，每屉6锭，共计72锭，一锭墨对应一物候，大
小不同、形状各异，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六角形
及叶式、碑式、琴式、钟式等。墨色分绿、红、白、蓝、
黄五种，与中国传统五行色彩相对应：春（正月、二
月）为木，对应绿色；夏（四月、五月）为火，对应红
色；秋（七月、八月）为金，对应白色；冬（十月、十一
月）为水，对应蓝色；两季之交（三月、六月、九月、
十二月）为土，意为激活、生发，对应黄色。

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根据气
候、四时交替总结出自然变化规律，用以指导日
常生活、实现生产力进步。月令，即以四时为总
纲，十二月为细目，以时记述天文历法、自然物
候、物理时空，并以此安排生产、生活的政令，体
现了古代先民以社会节奏适应自然规律从而规
范国家政治体系的文化传统。

封泥（图2）西汉，边长2.2厘米，厚0.4厘米。
1938 年陕西省城固县张骞墓出土，中国国家博
物馆藏。近方形，正面有阳文四字“博望□造”，字
体在篆隶之间。背面有一不规则圆形的小凸凹，
原应有鼻钮类的附着物。

张骞（？-前 114），今陕西省城固县人，西汉
武帝时奉命出使西域，受封为博望侯，死后归葬
故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 30年，开拓了举
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墓葬备受后世人们的关
注。1938年，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对曾遭
多次盗掘的张骞墓进行发掘，获得了此枚封泥

（出于甬道）以及砖瓦数块、残陶罐 1个、汉五铢
钱14枚等物品。发掘时张骞墓封土呈馒头状，坐
落在一不规则的长方形台地上，由封土、墓道、第
一道封门、甬道、第二道封门、第三道封门和墓室
组成，此封泥出土于甬道内。墓南有二石兽和清
乾隆时毕沅所建的砖龛，砖龛后面有毕沅所立

“博望侯张公骞墓”隶书碑以及清光绪五年
（1879）“汉博望侯墓碑记”“张氏后裔碑”。有学者
据此封泥判断，史料记载中位于现陕西省城固县
博望镇饶家营村的这座墓葬确为张骞墓。

龙泉窑青釉刻划缠枝牡丹纹凤尾尊（图3）
元，高 70.5厘米，口径 21.4厘米，足径 19.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尊撇口，长颈，丰肩，腹部以下渐
收敛，近足处微撇，圈足。胎体厚重。内、外和圈足
内均施青釉，足端一周无釉露胎。釉层肥厚，釉面
开片。颈部刻划密集的弦纹。上腹部刻划缠枝牡
丹纹，下腹部刻菊瓣纹。

1975 年，在韩国新安海域内发现一艘元代
沉船，沉没位置与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所绘航路相符。1976至1984年，考古学者对该沉
船文物共进行了 11次发掘调查，出水陶瓷器多
达 2万余件，其中包含与此器造型、纹饰相似的
龙泉窑青釉缠枝牡丹纹凤尾尊，由此证实龙泉窑
青瓷在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
来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铜鎏金浑天合七政仪（图4） 18世纪，欧洲，
高71.3厘米，上盘径54.6厘米，下盘径28.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浑天合七政仪是用于演示太阳系
中金、木、水、火、土、地球、太阳七星（即“七政”）
运转的仪器。

17 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
（Nicolaus Copemicus，1473-1543）提出日心说。
18 世纪初，英国制作出太阳系仪，用以演示行
星、地球及月亮等绕日运行的情景。这件七政仪
是在乾隆时期传入清宫的。

此件仪器的外部圈环结构与中国古代的浑
天仪极为相似，可视为浑天仪和太阳系仪合一的
作品。清代宫廷将其定名为“浑天合七政仪”，也
表明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件仪器的基本认识。

《乾隆南巡图》卷之《驻跸姑苏》（图5） 清乾
隆，徐扬，纸本设色，纵68.6厘米，横2191.9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南巡图》是描绘乾隆十
六年（1751）清高宗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江浙的巨
幅历史画卷。这次南巡历时 112天，行程 5800余
里。徐扬奉命以“御制诗意为图”，共计 12卷。绘
制内容分别为：启跸京师、过德州、渡黄河、阅视
黄淮河工、金山放舟至焦山、驻跸姑苏、入浙江境
到嘉兴烟雨楼、驻跸杭州、绍兴祭大禹庙、江宁阅
兵、顺州集离舟登陆、回銮紫禁城。全图以中国画
传统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相结合，描绘了乾
隆初下江南，省方问俗、察吏安民、视察河工、检
阅师旅、祭祀禹陵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也描
绘了锦绣江山和士农工商、官民人等的风情世
态，真实反映了 18世纪中叶中国政治、经济、文
化的社会风貌。

第六卷以御制《驻跸姑苏》诗为题，描绘乾隆
帝在苏州胥门外舍舟登岸，经胥门进入苏州城
（当晚驻跸苏州织造署行宫），重点展现苏州阊门
到胥门一带的繁华景象。卷中屋宇纵布，河流纵
横，商铺林立，以大运河为整幅画主轴，一番江南
盛世气象。

《班禅额尔德尼奏书》（图6） 清乾隆四十五
年（1780），纵 22.5厘米，横 10 厘米，故宫博物院
藏。文书为六世班禅为乾隆皇帝祝寿时所献，分
为藏文文书和汉文文书两件。藏文字体为珠匝
体，文书没有题名，从内容和其他记载来看为《吉
祥赞辞》（shis brjod）。汉文文书题为《班禅额尔德
尼奏书》，故以此定名。

该汉文文书是对藏文的概述翻译，前半部
分采取了五言诗体的翻译方式，之后是散文和
礼品清单的简译。正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
分是颂文，依次表达了对释迦牟尼佛、文殊菩
萨、至尊宗喀巴以及本尊、尊胜佛母、度母、声
闻、缘觉、菩萨、空行等天众的赞叹；第二部分
是散文，是对乾隆皇帝的吉祥赞辞，赞颂文殊
菩萨大皇帝护佑众生、护持增盛佛教等；第三
部分是六世班禅为配合乾隆皇帝生日庆典而
进献的礼品清单。

根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和《六世班禅洛
桑巴丹益希传》，可以确知，该藏文文书是乾隆四
十五年（1780）八月七日六世班禅进献给乾隆皇
帝的，汉文文书则由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翻

译。该文书记录了清代各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相互
交融的具体内容，是研究清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
史料。

楷书《道德经》卷（图7）元，赵孟頫，纸本，纵
24.5 厘米，横 618.6 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楷书

《道德经》卷是元延祐三年（1316）赵孟頫 63 岁
时为友人进之所书，为其小楷代表作之一，卷
首有赵孟頫所绘老子肖像。全卷一气呵成，结
体严谨端庄，略参魏晋小楷之意，系作者晚年
得意之笔。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哲学家老子撰写，分
为上篇《德经》、下篇《道经》。老子在《道德经》
中论述了“道”“德”及二者的关系：在自然世
界，道先天固有，万物由道而生，万物有万德，
但都受道的统御；在人类社会，德是人的修
养、人的精神，是宇宙之道的投射。老子还认
为，人类社会“道”“德”的运作要秉持自然而
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法则。老子用仅仅 5000 余
字的《道德经》，阐释了对自然与人类社会运作
的深入思考。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吴兴
（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元代卓越的画家、书法家。
书学诸体兼善，尤以小楷、行书造诣最高。

霁青金彩海晏河清尊（图8） 清乾隆，高 31.3
厘米，口径25.1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器为
直口，卷唇，短颈，丰肩，鼓腹，腹下部内敛。肩颈
之间雕贴一对白色的展翅剪尾燕子作为耳。外壁
施霁青色釉，以金彩绘缠枝牡丹、蕉叶纹、如意云
纹等纹饰，近足部饰粉彩仰莲纹及联珠纹。外底
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瓷
尊是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陈设品，
需多次入窑和施彩，制作集雕、贴、凸压之大成，
工艺高超。

唐代郑锡的《日中有王字赋》中有“河清海
晏，时和岁丰”之说。元代洪希文的《朱千户自京
归》中亦有“海晏河清予日望，与君同作太平人”
句。河，即为黄河；晏，意为平静。“河清海晏”也作

“海晏河清”，意指黄河水流澄清，大海风平浪静，
此语用以歌颂天下太平。此尊霁青色象征河清，
燕子与“晏”谐音，整件器物蕴含海晏河清、四海
承平之意。 （山水）

2022年，正值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区建设的关键之年，为展示以三山五园为
核心的这片山水这片园的文化价值及其在当代
的转化、创新与发展，9月28日，“园说Ⅳ——这
片山水这片园”展在颐和园博物馆开展。

展览甄选展品 171 件/套（借展文物为 67
件/套），首次以文物为载体，系统讲述以三山
五园为核心的古典园林集群在选址、营建、造
园艺术、历史功能及保护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展示“这片园林”钟灵毓秀的山水环境、经年累
月的造园历程、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园居理
政的多元功能和方兴未艾的建设发展进程。展
览分为五个单元，“山水毓秀”单元通过文物展
示三山五园优越自然环境，“名园盛衰”单元展
现园林营建历程，“移天缩地”单元展示造园艺
术成就，“园居理政”单元展示多重园林历史功
能，“古园新生”单元展示古园的保护与发展。

山水毓秀 西山自南向北绵延不绝，拱列
京城西北，其东面的冲积扇平原，山岗突起，平
地涌泉、湖泊罗布，远山近水烘托映衬，宛若江
南水乡，为园林营建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
件。自辽至明，行宫、庙宇迭起，成为京城的游
赏胜地。

郭谌《西山漫兴图》（图1），绢本设色，明，
故宫博物院藏。款识：“此西山漫兴图也，岁嘉
靖乙酉夏卯月，直武英殿中书事，德平盘浒子
郭谌为龙石许老先生作。”郭谌（1488-1578）字
信夫，号盘浒居士，德平县（今山东德州临邑
县）郭家村人。正德三年（1508）在朝廷选试书
法中夺魁。嘉靖年间升任武英殿中书事。郭谌
书、画、诗俱佳，识者称以“三绝”，其书法尤为
有名，慕名者多自备纸、绢以求其作，公卿也无
不以得其作品为荣。南京吏部少监许龙石因欣
赏郭谌之才，特邀其同游西山，归来后郭谌为
许龙石作此图以记其事。图中集诗、书、画于一
体，被时人视为神品。

名园盛衰 清代康乾年间，国力强盛，三
山五园次第建成，与周边的赐园、衙署、兵营、
市镇、稻田、水系、道路等构成的皇家园林网络

连成一体，山水相望，台榭参差，功能互补，极
天下之盛。咸丰、光绪年间，这里的名园见证了
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

香山形势图（图2），纸本设色，清，首都博
物馆藏。纸本，设色。图左下角署：“京兆希之乌
景洛仿静宜园原迹谨绘。”此图绘制方式与玉
泉山风景图相类，以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法
结合界画方式全景表现香山静宜园风景，横向
大尺幅构图，所绘地域广阔。

此图近景绘香山静宜园二十八景中的部
分景观，远景描绘逶迤绵延的群山，画面饱满
且富立体感。全图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了细
致描绘，其中的重要景观和建筑皆以图记和图
注作标记，在静宜园、昭庙、碧云寺、香山寺、洪
光寺、森玉笏、香雾窟、重翠埯、玉华寺等代表
性景观旁用文字对其历史沿革和功能等方面
作以介绍。全图构图合理准确，符合香山静宜
园地理位置及景观概况，是研究香山建筑方位
和历史文化的可靠资料。

移天缩地 以三山五园为核心的皇家园
林群作为中国古典园林集大成的代表，模拟海
上仙山的大尺度空间架构，写仿天下胜景的集
锦式精华呈现，以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为主题
的祠庙殿宇建造，华美琳琅的陈设装饰与布
置，欧洲园林要素的引入与交融，继承了中国
三千多年的造园理念与技艺，具有深厚的哲学
底蕴与文化内涵。

颐和园地盘图样（图3），清，颐和园藏。此
为样式房绘制彩色颐和园。所绘颐和园建筑格
局较为粗略，部分建筑群及湖泊贴有相应的题
名图签。万寿山前建筑补贴黄色图纸两块，建
筑无名签，绘制较为粗糙。绕湖一周绘有红线，
旁有方格，写有“堆拨”，推测为颐和园内巡逻
人员的位置示意点。

园居理政 清代的三山五园，承担着政
治、军事、民族、外交、水利、文化等多元功能，
这里是帝后日常生活的主要居所，还是处理政
务、举行各种重要礼仪活动、塑造社会文化空
间的场所，是与紫禁城内外相维的政治中心，

堪称“园林紫禁城”。
刻御题翠云岩青金石山景（图4），清乾隆

时期（1736-1795），颐和园藏。青金石质，色泽
鲜艳，颜色湛蓝。此件山子根据石料纹理走向
雕琢成山形，山景造型逼真，山景之上浮雕山
石、松柏。正面刻有乾隆御题诗《御题翠云岩》，
诗文曰：“叶姿枝态锁层峰，织翠流青色正浓。
习习天风拂岩落，人间烦暑觅何从。”

古园新生 清末民国时期，国家动荡，国
力衰微，山水减色，园林破败。新中国成立前
夕，从颐和园益寿堂到香山双清别墅，这片山
水园林见证了新中国建立的伟大进程。新中国
成立后，古典园林在国家及政府的规划、保护
下，迸发出新的生机，迎来了建设发展的高峰，
在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霁蓝釉描金开光粉彩御制诗文兽耳扁瓶
（图5），清嘉庆时期（1796-1820），颐和园藏。
扁瓶盘口，细颈，双夔耳，溜肩，圆腹，圈足外撇，
造型周正挺拔。胎薄，胎质洁白细腻；釉面光亮
莹润。此瓶以霁蓝釉衬地，其上金彩满绘缠枝
莲、蝠、磬、寿等吉祥图案；双耳施珊瑚红釉，金
彩描夔龙，做攀附状。瓶身正中圆形开光内一
侧饰粉彩花卉；另一侧为墨书乾隆御制诗文：

“锦绣堂中开画屏，牡丹红间老松青。日烘始识
三春丽，岁暮犹看百尺亭。夭矫拏空欣得地，辉
煌散彩正当庭。一般都是生生意，坐对从知笔
有灵。”后附白文篆书“乾”、朱文篆书“隆”款。
瓶底罩松石绿釉并朱彩篆书“大清嘉庆年制”
款。此瓶为嘉庆官窑瓷器，融诗、书、画三者于一
身，典雅堂皇中流露书卷气息。 （整理：卢阳）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由北京市文
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承办的“山河日新——新
中国成立以来绘画作品展”于 10 月 1 日在首都
博物馆开幕，展品来自天津博物馆、北京画院、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等
多家单位。

展览分为“日月换新天”“建设新中国”“创造
新生活”“山河新气象”四个篇章，甄选 70余件名
家力作，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美术工作者
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扎根人民群众现实生
活，传承革新中国画传统，用匠心独运的艺术画
面记录了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艰苦岁月和辉煌历
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与国家建设
的时代图景。

日月换新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

东主席的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的笔法记录了人民军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所具
有的大无畏气概，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样的峥
嵘岁月，我们时时铭记在心，永怀崇敬和感念。而
画家们更为诗词的境界和气概所激励，以豪翰丹
青，绘下了那一个个瞬间，一幕幕场景，感人肺
腑，催人奋进。（图1）

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

人人都迸发出巨大的热情，精神饱满、朝气蓬
勃、忘我无私、团结一心。一条条公路铁路，连
接起一个个城市与乡村。一座座大坝与水库，
灌溉了一片片良田与沃土。一口口油井，推动
着历史前进的车轮。那一处处热火朝天的工
地，一张张爱岗敬业的面孔，奏响了时代的最
强之音。（图2）

创造新生活
生产、生活，工作、休息，紧张的集体劳动与

平静的家庭生活，都是和平时代的美好画面。人
民在努力奉献着，尽情创造着，无限畅想着。生活
充满希望，笑容飞上双颊，画家笔下各民族各行
业的人民那一张张纯真质朴的面孔上，都写满笃
定与从容。（图3）

山河新气象
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的砥砺奋斗下，经

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富足，国家繁荣进步，神州
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善的基础设
施，发达的商品经济，频繁的国际交流，整个国家
日新月异；强大的祖国，壮美的山河，温馨的家
园，惬意的生活，使画家们豪情满怀，欣然命笔，
抒写这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图4）

（整理：罗思琦）

“和合共生”联展中的那些文物

“山河日新”画展
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代图景

园说：文物讲述这片山水这片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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