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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展厅会发现，接近一个书房空间的展品只有
五经萃室匾额、《五经萃室记》围屏和炕几。五经萃室位
于紫禁城昭仁殿西暖阁，是乾隆皇帝的一间书房。整个
书房另外置放一对花几，仅此而已。整个空间只有一张
炕和落脚的地方，不足5平方米。

展览筹备过程中，策展团队考察了紫禁城里现存
的几乎所有书房。意外发现，乾隆时期的书房都很小，
其中最小的是位于养心殿的长春书屋，只有 3.8 平方
米，与偌大的紫禁城形成强烈的反差。

紫禁城的书房不仅出乎意料地小，而且还藏着“装
置艺术作品”。最惊艳的空间当属香雪，室内遍布假山
石，假山石间隐约可见松竹梅的绘画，在方窗、松竹梅冰

裂纹的槛窗之外，又可见栽植的松竹梅。然而，最让策展
团队感慨的还是如雪、如云、如香雪海的假山石，乾隆皇
帝亲自设计营造的香雪，其中包含的超越时空的当代艺
术理念，借由堆叠有法的假山石实现。在 300年后的今
天，当我们置身其中，仿佛换了另一个时空，想象着乾隆
皇帝曾在这里遥想香雪海，抑或在烟云供养中修行。

多媒体形式的“香雪”在展览第三单元“结契霜雪”
中呈现。紫禁城中由乾隆皇帝亲自营造的充满艺术性
的书房，不止香雪，还有长春书屋、倦勤斋、符望阁、竹
香馆，提供给策展团队太多研究素材和创意灵感。这些
无法开放的书房，这一次可以在纪录片《因为书房》中
得见。

北京艺术博物馆所在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
（1577），是明清两代皇家祝寿的重要场所。2018 年至
2022年，北京艺术博物馆对馆址万寿寺的古代建筑进
行大修并对博物馆功能进行调整，对展厅布局和展览
全面改陈。

长期以来万寿寺与北京艺术博物馆之间“身份”界
限模糊，很多观众都是来逛万寿寺，常常忽略这里还是
一座博物馆。展览策划的初衷是希望借重新开馆的机
会，利用博物馆藏品策划一个与原历史建筑风貌相映
衬的展览，使二者形成有机的关联。展览策划者觉得

“寿文化”是万寿寺与北京艺术博物馆最重要也是契合
最自然的纽带，并且可以办出独具特点的展览，最终展
览定位要突出万寿寺的“寿”元素，遴选馆藏品中带有
祈福祝寿吉祥寓意的藏品，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给
观众。

9 月 16日，“吉物咏寿——吉寿文物专题展”作为
改陈的重点展览亮相，未来作为常设展览开放。该展
览设在万寿寺中路的万寿阁，原古建筑名称与展览
主题相映衬也是策展的缘起之一。“寿文化”的边
界非常模糊，所以此次展览并未从学术角度进行
探讨，而是通过器皿、穿戴配饰、文房用品、书画
等藏品展示人们生活中的“寿文化”，拉近与观众
的距离。

展览中从“寿文化”的展示方式看，一是祝寿仪式，
主要是动态的表现方式，在展览的第一单元；另一个是
寿文化的实物化的体现，即以寿为题材在不同材质器
物上符号化的传达，主要是静态的表现方式，在展览的
二至六单元。

第一单元“吉寿列彰”，用播放视频动画的形式展
现了庆寿仪式，分别用《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及《崇
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的场景引出万寿寺在皇家祈寿
祝寿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总述举办庆祝活动是中国传
统的重要习俗，但“庆寿”的年纪必须是五十或六十岁
以上的长者。尽管庆寿仪式的主要目的均为恭贺祝
愿，但不同身份、性别和地位的人其祝寿的形式和意
义仍千差万别。帝王祝寿，普天同庆，除了祈祝统治者
寿龄无边之外，还有体现皇权威严以及保佑国运永
昌、社稷长存之意；帝后祝寿，除祝颂年寿绵长无疆之

外，还有尊老敬贤、“孝”治天下之意；普通百姓家祝
寿，庆寿仪式流程和场面虽各有风采，但主要为晚辈
向长辈表达尊敬，践行孝道，是中国家庭美满幸福观
念的重要体现。

帝王之家的庆寿仪式，无疑最铺张盛大，最具代表
性和规格最高，从《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和《崇庆皇太
后八旬万寿图》可略见一斑。《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记
录了康熙皇帝六十大寿（1713）时的盛大场面。描绘了
万寿节前一天，康熙帝从京城西郊畅春园回宫的情景，
皇帝及诸妃乘步辇在庞大的仪仗队护卫下，经由西直
门回皇宫。长街通达，结彩张灯；百戏列陈，千乐共奏；
龙棚、经棚逶迤相衔；王公大臣、耄老庶民夹道跪迎。场
面隆重宏大，蔚为壮观。《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描绘
了崇庆皇太后八十大寿（1771）在慈宁宫庆寿的场景。
殿内正中身穿朝服、头戴凤冠、耳饰金龙衔珠珥的高龄
妇人即为崇庆皇太后，王公、满汉大臣、侍卫、外藩、回
部于东配殿，王妃、公主、命妇于西配殿，各以次列坐观
戏，恩赐酒肴果实。

普通百姓家祝寿，就要简单得多，习俗上要准备
庆寿当天所穿的新衣、寿堂、寿酒、寿面等。寿堂以
红色为主，在主墙面上贴上大写寿字烘托喜庆气
氛。寿宴后要全家人一起吃寿面，有条件的人家在
宴席结束之后往往还会请戏班表演贺寿戏曲等节
目来助兴和渲染寿诞气氛。在此部分中，也同样用
视频展示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老教授一家祝
寿的过程及场景。

第二单元“聚物续永年”展现的是人们生活器物中
的寿，主要展示了瓷器以及陈设品。仪式的寿通过行为
表达，生活器物的寿则是通过吉祥寓意的图案呈现。在
这些吉祥纹样中，用来作为符号的对象非常广泛：有
动物，如仙鹤、鹿；有植物，如灵芝、萱草、松树；有器
物，如八仙用的法器；有文字，如寿、万字纹；有人物，
如寿星、东方朔、麻姑、八仙。这些符号通过汉语中的
文学修辞方式向人们传达长寿寓意。如寓意法：以比
喻方式来联想。用仙人比喻长寿，如寿星、麻姑、东方
朔、八仙等。附会法：以形似关系来比方。比如把寿字
拉长代表长寿。象征法：以一种转变的方式来联系两
个事物。前后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经过启发

之后能够生成暗示而被人们理解。比如松、鹿、灵芝都
可以象征长寿。谐音法：通过读音的相似来比附。比如

“猫蝶”以音来比附“耄耋”等。除此之外，还有表号法。
表号法是特殊形象的简略化表示方式，比如“万”字、

“八仙的法器”等。
第三单元“雅意绵延”的展品是文房器物，本单

元用场景展示了文人书房条案上常用的笔、墨、纸、
砚等带有吉“寿”寓意的文房用具。正是因为文人阶
层融入了自己的审美需求和价值取向，为寿文化融
入了道德、情操、品格等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码。
由于文房用具使用者多为文人士大夫，他们也常常
参与制作过程，在材质、样式以及图案的选择上更追
求精巧雅致、清新脱俗的审美倾向，使其呈现出更为
丰富的雅致意蕴。

第四章“锦绣华章”和第五章“祈寿随身”两个单
元，展示了服饰穿戴上的祈寿元素。服饰作为民族文化
中最具温情的东西，又凝聚成最家常的风景。古诗有：

“月明人静漏声稀，千丝万缕相萦系。”在祝寿场合中，
穿上寿字纹样的袍服和配饰，最能体现寿主人的尊崇。
寿字和万字纹是服饰配饰中常见的底纹和纹饰，常常
寓意福寿绵长、久远无极。

第六单元的“笔下有南山”展示了书法、绘画作为
载体的祝寿题材作品。书画中寿的最直接表达方式就
是书写“寿”字。例如，慈禧的这幅“颐寿”。在中国古代
百岁期颐，因此“颐寿”就是一百岁，寓意健康长寿、颐
养天年。除此之外，在祝寿的书画作品中还可以通过画
上的题识看出文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文人祝寿，除了像
普通人一样举办寿宴、赠送礼物，还要吟诗作对、共谱
丹青、相互题咏，这种聚会类似于文人的雅集，往往还
可以留下很好的艺术作品。

展厅之内，万寿寺的院落里，还可以看到很多与
寿文化相关的吉祥符号。比如，在天王殿两侧的楸树、
槐树、西洋门前的银杏树；大雄宝殿两侧有乾隆皇帝
为其母崇庆皇太后六十、七十祝寿的两块石碑，无量
寿佛殿后有光绪为慈禧六十大寿做的祝寿石碑；万寿
寺内建筑上的彩画、屋檐椽子头上的寿字装饰等。可
以说，观众走出展厅，眼前的万寿寺同时也是这个展览
最大的展品。

从一期，到二期，从暑天
大热，到秋风渐起，广东省博
物馆“大音希声——古琴艺
术与文化展”圆满落幕。有人
说，这是个神仙展览；也有人
说，因为读绘本《高山流水》
而认识了古琴，又幸福地在
古琴展上流连。策展人知道，
古琴这门从名字来看就很

“古”的艺术，跟现代生活还
是有些距离的。如何让展览
吸引走进博物馆的普通观
众，策展团队花了很多心思。

第一期的展品主要是
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
藏琴为主，包括宋元明清的
22 张古琴，配合广东省博物
馆珍藏的书画。第一期展示
了古物，第二期策展思路做
了调整，希望做成一个古今
结合的展览，引入了浙江省
博物馆馆藏的唐琴彩凤鸣
岐，它曾出现在“国家宝藏”
节目上，非常受欢迎。我们
把唐琴请过来，同时又展出
了广东的一些名琴，比如天
蠁琴，还有广东省博物馆馆
藏的戛玉、沧海龙吟。

展厅入口以“镜花水月”
的概念做设计，首先用颜值
让观众驻足。走进展厅，仿佛走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园林。竹影丛丛，帷幔影
影绰绰，画与琴在光影交迭的空间中错落有致地排布。隐隐约约，能听到某
处传来的琴声和锤子敲击凿刀的卟卟声。

展厅中的投影，播放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王者荣耀》合作的《知音流
水》动画。从“三次元”到“二次元”，从古典艺术到现代游戏，古琴距离我们其
实也没有那么远。展览还跟《旅行青蛙》合作，为来到展厅旅行的“蛙崽们”，
准备了扫码打卡的礼物。

展厅里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项目。策展团队用一个屏风隔开了两个背对
背的位置，一边放着古琴，一边放着古筝，这是大众认知里最容易被混淆的
两种乐器。在这里，不仅能直观地看到它们长得不一样，还能上手弹。从不同
的音色里，记住它们各自的模样。

展览还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观众，如何制作一把琴。斫琴，是古时流传至
今的指代“古琴制作”的专有词汇。琴是一种乐器，声音是它的特色，也是它
的生命。在行家眼里，制琴的木料、斫琴的工艺、手中揉捻的琴弦，都是影响
琴音的关键。一张好琴应该有什么样的声音，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每个斫
琴师所坚持和追求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当代斫琴名家发展出各自不同的
风格。在展厅一角，一位斫琴师为观众现场演示“一张古琴的诞生”。大部分
观众都说是第一次看到琴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近距离观看接触古琴制作很
开心。

古琴是在当代仍然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古老艺术，它一直在不断地发
展，甚至还有所创新。2003年 11月，古琴艺术以其独特的记谱法、三千余首
琴曲、一百五十余种琴谱、做工精良的琴器、难以数计的琴论、风格各异的
琴派以及内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世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
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 年 5 月，古琴艺术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琴为心声，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借琴乐以抒怀的传统。在当下，欣赏古琴
音乐，领略古琴文化，博物畅怀，观古怡情正是文化的承续。一曲知音，可以
获得内心的滋养与宁静。

（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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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互动

现场斫琴

“大音希声”展览现场

入口“镜花水月”设计

聚物续永年 笔下有南山

近期，“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在

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展出。参观过展览的观众不难发

现，本次展览展示的并非是简单的书房空间，而是将目

光聚焦于中国书房的“意”与“象”。怎样理解这些看似

抽象的概念？展览策划中又藏着哪些一般人难以发现

的巧思？让我们跟随策展团队，来一场展览灵感“大揭

秘”，真正走进这间“中国书房”。

宣纸成为氛围担当

午门的红柱子被隐去、天花板的光被调暗，换上了一张张
或飘落或铺开的宣纸。展览设计的核心语言是宣纸。不仅因为
纸是书房必备品，更因为纸作为媒介材料深远地影响着我们
的艺术形式和文明传承。笔墨纸砚和书写人共同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笔和墨相互交融，墨和纸相互浸染，用
笔的人也由此创造了独属于中国的艺术形式——水墨。观众
留言中有一条写道：“一层层的宣纸仿佛让我走进了时空的缝
隙，全然忘记自己是在展厅，像是在宣纸打开的时空隧道。”

策展的幕后故事

作为故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始终在思考当代
如何传承传统。在讲述文物和历史故事之外，我们还应该做
点什么把古和今连在一起。这些问题在纪录片《因为书房》
中得以解答。传统和当代并不是对立的存在，而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这场策划近两年的展览，从一开始就有纪录片团队跟
随记录，截至目前的素材多达近 100TB，时长近 1000小时。
虽然展览存在于展厅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展览的策划、展厅
搭建等整个过程都以数字影像的形式得以保留，由故宫博
物院和腾讯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因为书房》是对展览策划过
程的真实记录。策展的难点、转折点都尽量完整地表现在片
中，从中可见策展团队面对挑战所做的思考和转变。

古代文人留下灿若星辰的瑰宝，构建起一个不断生长
的、时空中的中国书房。当代人还在追溯和继承的，在技艺
之上，还有独属于我们民族的精神。策展团队希望在展览
中，观众可以找到先贤名作与自己心灵共鸣的时刻，那一定
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图片制作：李然）

没有展出具象书房的“书房展”

很多观展的朋友问到，书房主题展为什么没有展
出一间书房？在策展过程中，我们一直在追问：要呈现
的到底是书房的什么？一定不是尺度之小，不是设计之
奇，更不是藏物之贵，这些都不是中国文人书房的共
性。书房因主人的才学、器识而气质各异。因此，着力去
呈现一个具象的书房空间实难代表书房的精神意趣，
也成为不了展览的核心。

我们以解构的方式去呈现一个有文人共性的中国
书房，其实是更想和观众一起通过书房中的物，去探索
其中的“意”。进入展览开篇单元“委怀琴书”，古书、笔

墨纸砚、琴、赏器，还有先贤的书画大作依次铺展开来，
这是一个书房，但它是一个被解构的书房。书房之物脱
离具象的书房空间展示出来，每一件物背后都蕴含着
主人的精神追求。

看过书房之物象，书房的意涵在第二单元“正谊明
道”昭然若揭。郭熙、文天祥、米友仁、文徵明、石涛等名
家对天地的理解尽在他们经典的作品中抒发。书房的
意义是人，丰富浪漫的思想本身就是移动的书房，因而
在展览的第三单元“结契霜雪”，策展背后的脉络是人
与自然的交流。

和观众一起思考书房的意义

古代文人的书写绘画大多发生在三尺条案之上，
不论坐于椅上或者站定执笔，作品大多小尺幅，观赏时
也是独自或者三两知己，是一种近距离、私密的观看方
式。当代人的创作空间自由度大，作品也更多展示在大
空间，近观远观都自由。我们的视觉习惯和感受也不断
被大场景、大尺幅的作品影响着。所以，当我们再回看
古代书画，尤其是当古代书画置于大展厅，以公共的方
式观看，也许就存在难以诠释的距离感。当我们以当代
语境去转化运用古人的作品，尝试以更大的尺度去表
现古代书法绘画的内容，是否能在古代与当代之间连
起一个纽带？

落下的宣纸上写着“山光满几”，这四个字正来源
于展厅中倪瓒的行楷书作品《淡室诗》轴，字由故宫人
仿写并做了些许改变。山光满几，只四个字就把理想的
书房和文人的心境说尽了：沐山光而静坐于书几之前，
殊有幽兴。展厅中另一幅“搜尽奇峰”，来源于石涛的

《搜尽奇峰打草稿》，“搜尽奇峰”是对石涛一生阅历的
形容。石涛是奇人，这件作品是他一生的庄重且奇绝之
作，也堪为美术史上重要之作。以当代人的书写理解石
涛的“搜尽奇峰”，应可拉近观众与这幅名作的距离。此
次展览展言全部由故宫的老师手写，让观众看到传统
在当代的承继。

古为今用的文人书法

山光满几

五经萃室

搜尽奇峰

手写展览说明
“委怀琴书”

展厅中的“香雪”

“吉物咏寿”前言

宣纸曲水流觞

■策展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