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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交流

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流行仿木构砖雕壁
画墓，墓葬装饰常见“二十四孝”题材，“陆绩怀
橘”是其中的著名一则。《三国志·吴书·陆绩传》
中记有“陆绩怀橘”的典故。东汉末年，六岁的陆
绩在九江拜见袁术。袁术让人招待他吃橘子，陆
绩偷偷在怀里藏了三个。临走时，陆绩弯腰告辞
袁术，橘子掉落在地上。袁术问：“陆绩，你是来
做客的，怀里怎么藏着橘子？”陆绩跪在地上，回
答道：“这是我留给母亲吃的。”袁术深感陆绩与
众不同，以后必成大器。

《三国志》记载陆绩出身世家大族，容貌雄
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概览，曾作《浑天
图》，注《易经》，撰写《太玄经注》。陆绩虽才学卓
然，但在三十二岁时英年早逝，其最为后世所知
的便是这段童年孝行故事。

隋唐时期，陆绩怀橘的典故开始通过史书
与类书广泛流传，流行范围超出了江南地域。怀
橘故事作为类书资料，分别以“孝”和“瓜果”词
条录于《初学记》中，与“殷挥持瓜”是成对典故。
随着“陆绩怀橘”进一步传播，陆绩形象逐渐扁
平化，其中“孝”的含义被不断强调放大，最终进
入“二十四孝”中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后
世围绕这一典故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与
衍生文本。相关的名人胜迹、墓室图像、历史文
献、小说话本等展现的都是“孝子”陆绩的人物
形象，这一过程也折射着佛教中国化、儒学复兴
的文化进程。

在陆绩当过太守的郁林郡（今广西玉林），
“陆绩怀橘”的典故被用来塑造井、社稷坛、街
区、山城等。吴国时期陆绩被孙权派往郁林郡任
太守，当时这里环境恶劣，陆绩开展了初步的治
理和防疫，去世后也葬在这里。南汉贵州判史刘
博古念陆绩怀橘孝母之孝道，在井边栽橘一株，
称“陆公井”“橘井”，当地居民直接将此井叫作

“怀橘井”，将此地命名为“怀橘坊”。直到清光绪
三十四年（1908），时任贵县知县的蒋航还将布
山故城一带定名为“橘井名区”，至今牌楼尚存。

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有大量墓室壁画、雕
砖表现陆绩怀橘的典故。中原地区自汉代以来
就有表现孝子故事的传统，而直到宋元时期，才
在这一地区看到陆绩怀橘的题材，这从侧面佐
证了陆绩怀橘故事是后来逐步进入二十四孝故
事之中的。陆绩怀橘故事最开始与二十四孝故
事合流并非由于文献的合流，而是始于宋元时
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中的孝子题材统合。

据王玉楼在《汉魏六朝孝子传研究》中的统
计，从三国到西晋流传的诸多孝子故事中并没
有陆绩。而将孝子故事提炼为“二十四孝”，最早
很可能产生于佛教系统。《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
押座文》中言道：“目连已救青提母，我佛肩舁净
悲王。万代史书歌舜主，千年人口赞王祥。慈乌
返哺犹怀感，鸿雁纔飞便着行。郭巨愿埋亲子
息，老莱欢着彩衣裳。最难诳惑谩衷恳，不易轻
欺对上苍。泣竹笋生名最重，卧冰鱼跃义难量。”
这是至今可见的最早的佛教文献记录，提及释
迦、目连、舜、王祥、郭巨、老莱子、孟宗、黄香八
人。这些故事有的从东汉就开始流传，有的涉及
感应现象，也有很多与佛教背景有关，但其中并
未包含陆绩。

目前已在 19 座纪年明确的墓葬中发现了
与“陆绩怀橘”相关的壁画或雕塑，其中两宋时
期的 12座、金代 5座、蒙元 2座。孝子故事在进
入到地下墓葬之前有鲜明的佛教背景，是佛教
渗入中国日常生活与丧葬观念的重要表现。宋
代儒学复兴，南宋时期朱熹注意到了佛教结合
孝道形成的广泛影响，并且意识到了需要利用
这些佛教孝子故事进行再度整合，去佛教化，以
加强儒学正统。朱熹谓“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

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
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
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
类。”（《朱子全书》第 1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434页）元代郭居敬将“陆绩怀橘”作
为蒙童常识纳入类书之中。明代王圻撰《续文献
通考》中记载：“郭居敬，尤溪人。性至孝，事亲左
右，承顺得其欢心。尝摭虞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
之概，序而诗之，名二十四孝诗，以训童蒙。”经
过宋元类书对“陆绩怀橘”的再度统合，这一故
事作为二十四孝故事之一流传愈加广泛。

具体来说，中原地区宋金元墓葬中“陆绩怀
橘”画面大多由两个人物，再加一颗橘子来表
现。还可细分为有两类人物关系：第一类再现陆
绩与袁术，第二类再现陆绩与母亲。有的在榜题
中明确提到“陆绩”。

故宫藏北宋二十四孝砖雕表现的就是袁术
与陆绩（图1）。砖雕为长方形，高 19厘米、宽 26
厘米、厚 3厘米，砖面内凹成壸门状，上刻陆绩
两字。右侧树下端坐者为袁术，低头躬身者是六
龄童陆绩，一颗橘子滚落在地上。图中的场景发
生在树下，并非通常的室内环境。一棵树下一个
人，是南朝绘画的典型构图。竹林七贤的题材就
大量使用了这种构图。在这里，用树下人物图的
构图表现三国时期“陆绩怀橘”的典故，也是一
种构图上的复古，还原了六朝时期的绘画结构
与风格。图2也是类似的表现。

河南焦作白庄宋代壁画墓中则表现了陆绩
与母亲。画面右侧绘一老妇人，头挽发髻，身着
长裙，坐于石鼓之上，右手前伸；左绘一人身着
圆领窄袖过膝长衫，双手似捧一物，躬身面向老
妇人，上方绘一树木，树木左侧墨书“陆绩□
□”，后两字不清。发掘简报将其解读为“陆绩怀
橘遗亲”的故事。类似构图的还有洛阳洛龙区关
林庙宋代砖雕墓（图3）、甘肃清水县白沙乡箭
峡村砖雕墓（图4）、山西沁县西林东庄金代八
角形砖雕墓（图5）。

有趣的是，品德高贵的“孝子陆绩”并不是
陆绩怀橘故事的终点。在明末清初的小说《三国
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中，也使用
了陆绩的“孝子”形象；但罗贯中并非是称颂陆
绩之孝，而是用怀橘有偷盗之嫌、是比较低价的
孝行的观念来塑造陆绩的小儿之见，反衬诸葛
亮的睿智。如文中所述，“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

‘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
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
是织席贩履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孔明
视之，乃陆绩也。孔明笑曰：‘公非袁术座间怀橘
之陆郎乎？汝安坐，听吾一言。’”接着孔明对陆
绩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斥之为“陆公小儿之
见，不足与高士共语”。可以想见，陆绩怀橘的故
事，作为一种文化常识，已经产生了褒扬流传和
陪衬等不同的作用。它还将随着文化的不断变
迁而具有更大的演绎空间。

总的来说，“陆绩怀橘”的典故不仅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也以多种物质形态
文化遗产的形式保留下来，譬如名人胜迹、墓
室壁画、小说话本等。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形
成的“陆绩怀橘”典故超出史书、类书的流行
范畴，与中原地区流行的二十四孝主题合流，
进入北方墓室系统中，以壁画、砖雕等形式再
现。又经过理学家朱熹的推崇和郭居敬的统
合，最终作为二十四孝中的固定组成流传下
来，成为全国性的共同知识。“陆绩怀橘”的流
传过程以及相关文物古迹背后也蕴含着佛教
中国化、儒学复兴的文化进程，有助于了解我
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历史上是如何变
化、形成的。

黎族服饰包括上衣、筒裙、头巾、胸饰、骨
簪等物件。文献记录黎族服饰由来已久，据《尚
书·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汉书·地
理志》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
本文以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下称海南民博）黎
族妇女头巾（下称黎族头巾）藏品和专题调研
中的绣字头巾为研究对象，从其图案纹样特
征、审美价值等不同的层面进行解读，旨在加
深对黎锦文化的探究，希望得到各方专家学者
指正。

黎族因生活地区、习俗、服饰等差异，被划
分为哈、杞、润、美孚、赛五个方言区。从五个方
言区妇女头饰的分类看，哈方言、杞方言、赛方
言、美孚方言都有缠带、装饰头巾的习俗，而润
方言妇女则有使用骨簪固定头发的惯俗。黎族
头巾按图案形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图案
纹样没有文字的头巾，另一种是既有图案纹样
又有文字的绣字头巾。形式多样的黎族头巾具
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方言特征、审美价值。

黎族头巾图案

从海南民博馆藏黎族头巾图案纹样看，图
案内容丰富，纹样造型生动，具有较高的审美价
值。“图案是在实用美术、装饰美术、建筑美术等
方面，关于形式、色彩、结构的预先设计。在工艺
材料、用途、经济、生产等条件制约下，制成图样，
装饰纹样等方案的通称。”（雷圭元：《图案基
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7页）

图案内容特征
黎族头巾图案内容特征基于黎锦织绣图

案的多样性，有人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
万字纹、汉字纹等图案纹样。以海南民博藏品
为例，同样是黎族头巾，哈方言妇女头巾以黑
色或深蓝色为底，棉线织造而成，或绣有粉色、
褐色的动植物纹、几何纹等纹样；或以无数白
色、褐色的动物纹组成几何图案，饰有流苏。杞
方言女子头巾以深黑色为底，棉线织造而成，
绣有红色、白色、黄色的鱼纹、万字纹、几何纹
等图案，饰有流苏（图1）。润方言女子头巾以棉
线织造双面绣而成，两端绣有黑白双色的人
纹、花卉纹、几何纹等纹样，饰有流苏。赛方言
妇女头巾由黑色棉线织绣而成，两端绣有黄色
菱形纹、动物纹等装饰纹样，饰有流苏。美孚方
言女子头巾由黑色或深蓝色棉线织绣而成，头
巾主体图案或以蓝黑、黑白色长形条状相间为
主；或两端绣有黄、白色汉字及几何装饰纹样，
饰有流苏；或头巾中央织绣汉字、两端织绣精
美的民族花纹图案，这类绣字头巾受到汉文化
的影响。

黎族头巾图案纹样在某些方面作为一种
浓缩了黎族服饰视觉表现的图案类别，具有直
观性、形象性、指示性的特征。比如杞方言头巾
图案纹样以人纹、鱼纹、万字纹、几何纹、水波
纹为主，看见黎族妇女的头巾、服装有这些图
案纹样、特征，即可直观辨别出是黎族杞方言
妇女，杞方言头巾中的鱼纹蕴含年年有余之
意。黎族头巾图案上万字纹，其纹样最早是佛
教的图案，也是一个象征吉祥的图案。万字纹
是一种受外来文化影响且特色明显的装饰纹
样，“从宋代起源，明清流行后，就一直沿用这
种外来的宗教符号标志，作为织锦艺术装饰上
的主题花纹图案。”（王海昌：《黎族织锦图谱》，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第82页）在黎族各大
方言区织锦的图案纹样上，特别是在杞方言头
巾图案纹样中，直线组成的万字纹二方连续图

案的规则，逐步构成杞方言妇女头巾符号文化
特有的表现形式。

图案形式特征
黎族头巾按图案纹样形式类型区分，一般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图案纹样没有文字，另
一种既有图案纹样又有文字。相比之下，后者
更具有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黎族头巾规格一
般长约50厘米至200厘米、宽约20厘米至45厘
米不等。色彩多为黑、红、黄、绿、白五种颜色。
以黎族杞方言头巾为例，巧妙地将五种颜色相
互配搭，织绣成特定意义的点线、块、格、角、
波、条等“五彩斑斓”图案纹样。如图 1-2所示，
图案花纹上万字纹，经过巧妙的组合相互伸
展，演变成多个连续的万字形图案，象征着吉
祥、平安、长寿的理念。黎族把宗教的万字形符
号吸纳在本民族织锦品上，是文化交流融合的
具体表现。

精美的绣字头巾

绣字头巾的内容特征
黎族的绣字头巾多见于美孚方言（图2）、

哈方言和杞方言，而润方言和赛方言较为少
见。据《海南黎族传统工艺》所载：明清时期“居
住于海南岛西部的黎族美孚方言，其头巾和筒
裙上开始引入汉字做图案。”绣字头巾作为黎
族织锦文化遗产的一种形态，具有鲜明的审美
价值。每件绣字头巾的文字内容、书法形式、价
值取向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黎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历
史上，在海南岛西部汉、黎族杂居的地区，由于
美孚方言与汉族经济文化交往密切，不少黎族
美孚方言百姓都能说汉语（海南方言），熟练使
用汉字。精心织绣的绣字头巾可谓是百年前黎
族美孚方言妇女留下的黎汉文化交融的历史
遗存。需要说明的是，以海南民博黎锦藏品为
例，在一些黎锦中也能够看到“囍”“寿”“福”等
汉字。可见黎族妇女善于将织绣品同日常生活
联系在一起，汉字的符号化和象征性为黎族织
锦图案增加了新的元素，并在薪火相传中被逐
步融合，这体现了民族文化间的相互融合。

美孚方言绣字头巾，集黎族织锦技艺、诗
词格言、书法艺术、母训家教于一体，是美孚方
言妇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孚方言早期绣字
头巾，使用了黎族传统的纺、染、织、绣技艺，用
海岛棉经压籽机去籽，脚踏纺机纺线或手捻
线、绕线，采用植物、矿物染色，用踞腰织机织
造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水波纹等图案纹
样的半成品。有女定亲或出嫁作嫁妆用时，由
父母确认诗词、格言、训教内容，酬请村里或村
外的文墨之人题写内容，然后按照字体规格一
针一线织绣完成。绣字头巾不但与上衣、筒裙
组成一套完整的服饰，而且承载着亲人无声的
训教与祈福。

绣字头巾的审美价值
绣字头巾是美孚方言妇女生活实践中实

用与审美的统一。以海南民博藏品绣字头巾为
例，织绣品年代多在清代晚期至民国初期，颜
色大多为黑色、深蓝色，也有红色、黄色。从绣
字内容来看，类似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赋、比、兴
手法在其绣字头巾中运用得普遍，语言形象、
比喻生动，使得绣字头巾的内涵丰富多彩，有
礼义廉耻道德观、男耕女织的劳动价值观、崇
尚诚信尊礼等内容。

2020年 5月，笔者在专题文物摸底调研中

了解到，民间
收藏黎族传统
绣字头巾多为
清代与民国时
期美孚方言绣
字头巾，其长
约为 50 至 190
厘米，宽约为
20至30厘米不
等。解读有些
绣字头巾上的
格言家训字义
并非易事，有
些错字、别字、
草 字 难 以 辨
别，要有一定
的书法功底，
在熟悉文字的
基础上理解其
含义，才能朗
读出来。以图3
的绣字头巾为
例，头巾中央
绣上鸟纹，鸟
纹 的 四 周 绣
字，其内容为：

“巧出奇花朵
朵红，专贞四
德並三从 ；有
德 有 才 有 贞
节，似龙似凤
似牡丹。”再以
图4为例，图中绣字内容为：“闺门何所事，巧绣
百花枝。四维龙凤躍，书贤圣表中。”“天地清宁
兮，淑女负性奇。非无怀春日，吉士岂诱之。”

美孚方言绣字头巾上的诗词、格言种类繁
多，很多是对偶句，有五言、七言、十言诗等，书
法字体也有多样。美孚妇女通过把审美、愿望、
交流思想的语言有意识地织绣在头巾上，形成
了传情达意与审美的有机融合。

黎族头巾的时代价值

黎族头巾体现了黎族人民的生活情感态
度，细心品读和鉴赏黎族头巾，特别是绣字头
巾上的诗词、格言、字里行间所浮现的历史文
化，能感受到隐藏的真、善、美内涵。对于民族
博物馆而言，要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
示、教育等职能，加强对黎族头巾多重价值的
挖掘，传播更多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符
号。通过举办线上线下头巾专题展览、研学讲
座、征文比赛、书法比赛、沉浸式展演等社会教
育推广形式，连接起黎族头巾古往今来的时代
空间，以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的形式，奉献多元
化、趣味化的文化餐宴，让黎族优秀传统文化
遗产焕发新时代活力。

综上所述，黎族头巾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
息，对黎族头巾做系统性、原真性记录整理，从
工艺传承方式、演变规律以及与社会环境的相
互关系上做审美性、多样性的探究，可以有效
揭示黎族头巾同服饰图案纹样在文化寓意上
的关联性，从而进一步阐释黎族头巾纹样的构
成与表现形式，营造活态传承、活态保护的良
好氛围，使黎族织锦文化和传统手工艺在现代
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

出土文物中的
“陆绩怀橘”形象浅析

祁姿妤

解读黎族头巾
赵家彪

近日我在阅读《胡适全集》时，读到胡适与
丁文江、徐新六关系特别友好的相关记载，令
人感动。胡适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我失去
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人世去了一个最可爱的
人！”此人就是徐新六（1890～1938）。

多年来，我一直在精心整理粤籍学人罗原
觉的往来信函，意外地发现《徐新六致罗原觉
函》一封，令人欣喜若狂。该函共有两页信纸，
款式尺寸一致，每页横 15.3厘米、纵 23.4厘米，
有文字14行。为保持信函原貌，每行结束时，以

“/”为标识，现释文如下：
原觉仁兄先生：/从者来都，得親/丰采，惜

弟行色匆匆，未克多暇常叙，殊为/耿耿，适奉/
手示并端砚一方。/君子之盼，敢不拜嘉，惟过于
隆重，殊不/敢当，祗以/拳拳之情，溢于言表，权
当领受，容侯后/报。弟至英，必见鼎甫兄，当以/
近状语之。我/公何日出都，以后通讯可寄何处，
还乞/示知，倚装草复，幸/恕其率，敬请/台安。
弟徐新六顿首。一月二十三日。/

该函未署年份，只留下“一月二十三日”。
信中明确写明写信人是徐新六，收信人是“原
觉”即罗原觉。徐新六，字振飞，祖籍浙江余杭，
1890 年出生在杭州，曾留学英法等国，学习冶
金、经济、国家财政等专业；1917年夏任财政总
长梁启超秘书；1918年12月随梁启超赴欧洲考
察，并被委任为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国代表
和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

信中提及的“从者来都”“我公何日出都”
之“都”，应指北京。表明此时徐新六正在北京
工作。据《民国人物大辞典》“徐新六”条目介
绍，“1914 年回国，经高等文官考试录取，以
第一名授上士，分发北京政府财政部任佥事，
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17 年夏，任财政总长

梁启超秘书；同年
11月，入中国银行，
初任金库佥事，后
任北京分行协理；
同 年 代 表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华 人 纳 税
市 民 参 加 工 部 局
分 组 委 员 会 担 任
卫 生 、警 备 、防 务
委 员 。”表 明 该 函
写 于 徐 新 六 在 北
京工作期间。1918 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到访
北京时，于 6月 29 日专程拜访了徐新六。（《张
元济全集》第 6 卷“日记”，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376页）

信中还承诺，“弟至英，必见鼎甫兄，当以
近状语之”。“鼎甫”当指1926年7月进入北京图
书馆工作的杨鼎甫。“至英”一事是指1918年12
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刘崇杰、
徐新六、杨鼎甫等7人赴欧洲考察一事。此行徐
新六、杨鼎甫均有参加考察。由此表明该函应
写于1918年1月23日。

信中主要内容是书信人想表达谢意，因
为罗向徐赠送了一方端砚。信中写道，“君子
之盼，敢不拜嘉，惟过于隆重，殊不敢当，祗以
拳拳之情，溢于言表，权当领受，容侯后报。”
这寥寥数语，尽显徐是一位热情好客、感情丰
富的人。胡适即认为“新六的性情最忠厚，心思
最细密，天资最聪明，在朋友之中，最不可多
得”（《胡适全集》第24卷）。1924 年胡适在《我
的年谱（民国十二年 1923）》中提到一件事：

“自去年底以来，上海的朋友与在君们极力劝
我到南方休息一些时，徐新六并且为我借得西

湖金沙港吴姓的庄子。我不愿南下，后来只好
把庄子退了。”

1938年夏，国民政府计划派一代表团赴美
国争取美援，内定徐新六为首席代表；8 月 24
日，徐新六由香港应电召乘飞机赴渝，途中为
日机截击遇难。当胡适从伦敦前往瑞士参加国
际史学会途中获悉徐新六遇难时，异常悲痛。
他在1938年8月27日致妻子江冬秀函中写道：

“我这三天（廿五，廿六，廿七）真不好过。自从
志摩死后，在君、新六相继而去，真使人感觉孤
凄寂寞……我最敬爱的朋友之中，在君、新六
为最相投，不料这两个最可爱的朋友偏偏最先
死了！”（《胡适全集》第24卷）1938年9月24日，
胡适再次致函妻子：“‘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一切一切为国家’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
（《胡适全集》第24卷）

徐新六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举足轻重，与
诸多名人交往颇深，见证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
事件，其“一切一切为国家”的爱国情怀令人感
动钦佩。此次新发现的《徐新六致罗原觉函》，
是难得的手稿遗物，对加深徐新六研究、丰富
徐新六人格提供了新材料。

一切一切为国家
——新见徐新六函考释

程存洁

徐新六致罗原觉函

图1 故宫博物院藏“陆绩怀橘”砖雕 图2 山西屯留宋村墓“陆绩怀橘”壁画

图3 洛阳洛龙区
关林庙宋墓
“陆绩怀橘”砖雕

图4 甘肃清水县白沙乡箭峡村墓“陆绩怀橘”砖雕 图5 山西沁县西林东庄金墓“陆绩怀橘”砖雕

图1 黎族杞方言妇女头巾及局部

图2 黎族美孚方言绣字头巾

图3 黎族美孚方言绣字妇女头巾

图4 黎族美孚方言绣字妇女头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