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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用度历来是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它
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衣、食、住、行
一应俱全。以清内务府为经理机构的一应生产
供应、开支报销，反映当时的宫廷生活状态，保
存到今天的史料为我们展现了琳琅满目的宫廷
生活图景。

在无所不包的内务府对清宫的供应中，如
果要寻找一些和“环保”沾边的内容，其实是非
常不容易的。大到建筑材料，小到衣服扣子，全
天下的精工美料都流向了宫廷，即便有康熙皇
帝这样不断标榜简省的帝王，有“不贵异物贱用
物”这样的古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宫廷生活的
铺张。

虽然“环保”是一个现代词汇，不过，稍加对
比，还是可以在一些宫廷生活的规矩和作法中，
发现那么一点点和“环保”有关的信息。下面择
要做一简单介绍。

“不施丹雘”的宫殿

宫殿上美轮美奂的建筑彩绘和耀眼的沥粉
贴金，让紫禁城变得金碧辉煌，我们也早已习惯
了这样的皇宫。不过，皇家建筑里还有一类被称
作“不施丹雘”的宫殿，它们的室外梁枋没有太
和殿那样璀璨斑斓的彩绘，室内天花更没有奉
先殿那样踵事增华的雕琢，有的仅仅是油饰地
仗后仍旧保持的木材本色，这在流光溢彩的皇
家建筑中显得独树一帜。不过，要想看到这些宫
殿，就要离开紫禁城，放眼皇帝在宫外的生活空
间——皇家园林。

康熙皇帝在热河上营开辟的避暑山庄是清
政府在北京以外的又一个政治中心。皇帝走遍
了塞北江南，觉得距离北京仅五百里的这片荒
野之地大有可为之处。于是，他命人“度高平远
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建造了一座贴近自
然的山地园林——避暑山庄。这里“自天地之
生成，归造化之品汇……依松为斋则窍崖润
色，引水在亭则榛烟出谷”。康熙皇帝为了配合
这片朴野的山水，就像曾经要求畅春园“茅屋
涂茨，略无藻饰”一样，特意让避暑山庄“无刻

桷丹楹之费”，言下之意便是不做雕琢和彩绘。
不仅如此，避暑山庄建材的选取也颇为俭省。
木材，取自木兰围场的油松、落叶松；石材，取
自热河当地的山石；就连砖瓦也要在本地五窑
沟制作供应。所以，比起紫禁城的金碧辉煌，避
暑山庄的“泉林抱素”在今天看来，说它很“环
保”应该不为过吧。

体现等级的红箩炭

往日的宫廷，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从皇帝
后妃到太监宫女，从宗室王公到大臣侍卫，上千
人的生活离不开烧水、做饭、取暖，这就决定了宫
廷有着非常巨大的燃料需求。清内务府营造司有

“七库”之设，其中的“薪库”“炭库”就是负责宫廷

薪、煤、炭一类燃料的供应机构。在这些燃料中，
依照价值高低，可分为煤、木柴、黑炭、红箩炭等，
其中尤以产自易州的红箩炭最为名贵。

所谓红箩炭，就是以硬木烧成后，运到今天
北京西安门大红箩厂锯截成长尺许、径二三寸的
小段，再用红土刷过的小圆荆筐装盛送进大内，
故得名。因为烧制的木料质量好，所以在使用时
热效率高、出烟少，颇受欢迎。红箩炭不仅是宫廷
里的名贵燃料，还是区别使用人等级的一个重要
考量，我们举出清代后宫各等级妃嫔下红箩炭的
每日供应标准就可一目了然。（详见左表）

如表所示，红箩炭的使用仅到贵人一级，而
且还是只有冬天供应，下面的常在和答应是没有
资格使用的，她们的冬夏燃料是黑炭。如果还不
能直观了解红箩炭的价值，可再以它的时价做
比。乾隆元年（1736），当每斤煤售价二厘七丝白
银时（约 0.002两），每斤红箩炭则要卖到一分六
毫白银（约0.01两），超过了煤价的五倍。要知道，
雍正乾隆之际，一两库银可以买到一石左右的大
米，如果一石大米以古制一百二十斤计，那么一
斤红箩炭几乎与一点二斤大米等价。如上表，皇
太后冬日一天的红箩炭消耗就相当于四十八斤
大米的价值。这样来看，清宫使用红箩炭将是一
笔极大的开支，着实无关“环保”宏旨，说它“环
保”，仅仅是热效率高、出烟少而已。

四季恒温的花窖

乾隆皇帝曾在他的一首御制诗中有过这样
的歌咏：“栗里孤山缩大地，渊明和靖友忘年。”乍
一看，不明就里。为什么陶渊明、林和靖这对地点
时间都对不上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诗里却变成了
忘年之友？其实，答案就在诗题中：花窖早梅恰与
盆中晚菊并荣漫与写生兼题以句。原来，是因为
在隆冬腊月里，菊花与梅花竞相开放的反常景象
让皇帝新奇不已，仿佛独爱菊的陶渊明和以梅为
妻的林和靖穿越了六百年而相聚在一起。是什么
原因造成了这种反常景象的发生？答案还是在诗
题中：花窖。

花窖也作花洞，是清宫的育花温室。在紫禁

城北小花园（旧址在神武门内迤东，专司培灌花
树，今不存）、慈宁宫花园、圆明园、畅春园均见花
洞的记载。在清宫传教士绘本《中华花卉温室栽
培与园艺》中，可以看到清宫温室在乾隆四十二
年（1777）的写实风貌。这是圆明园里一座半地下
的温室，房顶因采光需要不全敷瓦，朝阳一面有
带草帘贴高丽纸的窗栅，室内周环布置花台，地
面掀开毡垫可露出青砖墁地，下面铺设烟道用以
熏养花卉。在花窖之外，还有白天开敞，夜间用草
席覆盖的室外苗圃……这些画面与乾隆皇帝对
长春园恒春圃花窖的描述如出一辙：“布置花台
与竹籞，一室之中宛琼圃”“屋中略结构，篱落花
台绕”“㸐蕴底更藉，芳菲信常睹”。这说明在冬
日里，清宫以花窖培育反季节花卉是司空见惯
的事情。1773年 1月，法国人蒋友仁曾在紫禁城
养心殿里看到了下面的景象：“凹室和房间里其
他地方都有种着各色鲜花的大花瓶，因为此间
人们掌握着一个秘密：在整个冬季，甚至在最严
寒的日子里，他们都能以比法国同行低得多的
代价使各种植物和树木开花。我在 1 月份见过
桃树和石榴树开出了重瓣花，随后又结出了硕
大的桃子和石榴；若不是多次亲眼目睹这些树
开花、结果的过程，我真难以相信人们作为礼品
送我的这些桃子、石榴是来自这些重瓣花的。”
在《中华花卉温室栽培与园艺》中看到玉簪、佛
手、菊花、兰花、紫藤、玉兰等不同花期的品种在
一室之中竞相开放的画面，也就可以明了前文乾
隆诗中将陶渊明与林和靖比附为“友忘年”的意
旨所在。

所以，站在充分利用阳光、地暖等手段培育
反季节花卉的角度来看清宫花窖，其目的是改善
宫廷环境，其手段又相对友好，故以今日的“环
保”要求统而观之，差强尚可。

综上，不论是体现等级的红箩炭还是四季
恒温的花窖，这些所谓的清宫“环保”手段，都是
以庞大的内府开支为前提，实在算不上绿色环
保。唯有从不雕不绘的建筑中体现出的那份朴
野与自然，才切中了“环保”主题。至于大兴土
木、构建园林的花费，那就让乾隆皇帝的《知过
论》去解释吧。

1568年，王世贞为父平反成功的第二年，
他在苏州写下《求志园记》。事实上，自1560年，
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惨遭严嵩陷害后，他逐渐淡
出政治圈，丁忧期满后留在家乡苏州，从事著
述、鉴赏、游历、交友等活动，而《求志园记》正是
他为友人张凤翼的庭院所撰写的小记。

在吴文化博物馆临时展览“山水舟行远
——江南的景观”的展厅里，有一张来自故宫
博物院的晚明园林图卷平铺在展柜中。这张画
心将近2米长的手卷，是画家钱穀应庭院主人
张凤翼的邀请，绘制了家宅求志园春夏之交的
景色，而王世贞写的《求志园记》，和画心装裱
成一幅手卷，紧邻画心与后隔水。

张凤翼其人

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晚明戏曲
家，与弟弟张献翼、张燕翼并称“三张”，文献里
曾记载张氏“家所蓄三代敦鼎尊彝古图话书籍
器玩，即代称膏华者莫敢抗”，世代的积累，殷
实的家底，渊源的家学，也让张氏兄弟在苏州
文人交际圈中声名鹊起。至今还能在流传有序
的诗文、书画题跋中找到他们与士僚文人交往
的唱和，这其中不乏名士，从文徵明到王世贞，
从汤显祖到周天球、钱穀，真可谓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文人的雅集结社活动需要场地。明代中晚
期社会交往下移，官僚文人、乡绅、商人、画家
等都成为活动的主体，而活动的场所也从以往
的社会公共空间（如佛寺、书院），转移到城市
园林及家宅庭院等更为便利及私密的场所。随
着文人需求及审美品位的提高，晚明的治园也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手卷上的落款

在这幅手卷里，依次可以看到文徵明题
“文鱼馆”、王穀祥题“求志园”、钱穀绘图、王世
贞撰园记及友人的手书，他们与庭院的主人张
凤翼都有密切的交往。依年龄排序依次为：文
徵明（1470-1559）、王穀祥（1501-1568）、钱穀
（1508-约1572）、王世贞（1526-1590）、张凤翼
（1527-1613）。

钱穀在手卷的尾部落款：嘉靖甲子夏四月
钱穀作求志园图。可以推断出嘉靖四十三年
（1564）画家完成了画卷，又四年，王世贞写下
园记，这些都是庭院落成后的创作，应当是在
张凤翼组织的雅集结社活动中，友人为求志园
所作。很难判断文徵明是否游览过求志园，因
为他在1559年已经过世。更为可信的说法是，
他和张凤翼素有往来，或许早就题下“文鱼
馆”，等一切准备就绪，园主将题跋与画心装裱
在一起。名人效应不仅能抬高手卷的价值，更
能彰显园主在苏州文坛交际的地位。

求志园的造景

不同于卷轴、册页，手卷的观看方式更内
敛含蓄。观者在看图时，会从右向左徐徐展开，
这种连续的视角可以提供类似于游园的体验，
从入景的园门开始：园外有起伏平缓的山丘，
种植松树、梧桐，老松遒劲，青桐佳荫，隔绝了
市井与庭院，营造出大隐隐于市的氛围；在步
入正厅之前，先穿过玫瑰花屏，两位高士站在
花屏前对谈，童子侍立。根据园记，花屏名为采
芳径，居中的是怡旷轩，右三为风木堂，奉先人
画像，右侧还有尚友斋。庭院内建筑格局清晰，
前为庭，后有园，按照空间顺序分别是文鱼馆、
方塘、种满梅树的香雪廊。

关于求志园的造景，许多文献中都能找到
对照，我们不妨多关注造园的花木。结花木为
屏是中晚明时期盛行的造园手法，通常用玫
瑰、蔷薇、木香、荼靡这类善攀援的植物编织成
屏，既能分割空间，又能带来视觉和嗅觉的双
重愉悦。

王世贞这样描述：“入门而香发。则杂荼
蘼，玫瑰屏焉，名其径曰采芳，示吴旧也。”明确
了求志园的花屏用荼靡和玫瑰编织而成。无独
有偶，他的胞弟王世懋也关注花木屏，记录得
更为细致：“玫瑰非奇卉也，然色媚而香甚旖
旎，可食可佩，园林中宜多种。又有红黄刺梅二
种绝似玫瑰而无香，色瓣胜之。黄者出京师蔓
花。五色蔷薇俱可种，而黄蔷薇为最贵，易蕃亦
易败，余圃中特盛。木香惟紫心小白者为佳，圃
中亦有架。宋人绝重荼靡香，而今竟不知何物。
疑即是白木香耳。所谓荼靡，白而不香，定非宋

人所珍也。”
依王世懋所言，明代园林中多种植玫瑰、

红黄刺梅、五色蔷薇，黄蔷薇要价最高，赏花期
限短又易败，大抵是太过喜欢，他在自家花圃
中种了许多黄蔷薇。宋人喜欢荼蘼花的香味，
但明代已经没有带着香味的荼靡花，推测可能
是白色的木香，被宋人称为荼靡。现在所种植
的没有香味的白色荼蘼花，定当不是宋人珍视
的荼靡。有意思的是，许多文献中都提到黄蔷
薇身价不菲，文震亨也在《长物志》中讲：“尝见
人家园林中，必以竹为屏，牵五色蔷薇于上。木
香架木为轩，名木香棚。花时杂坐其下，此何异
酒食肆中？……别有一种名黄蔷薇，最贵，花亦
烂漫悦目。”

弄花一岁，看花十日。图里的花屏红黄相
间，色彩斑斓，很快就能将观众带入游览的视
角，仿佛看客也在花屏下虚晃度日，享受春光。
再者，之所以界定这幅图描绘的是春夏之交的
景色，除了落款，也是通过时令花卉做出判断。
或许可以大胆想象，求志园是否也曾有过“水
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的场景。

在图卷的后半段，一条清溪旁种了十余株
梅树，正是园内盛景“香雪廊”。现已无法追溯
吴地何时兴起在庭院中种植梅花的风气，但早
在唐诗中就有迹可循，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后，
就在郡圃种梅：“池边新种七株梅，欲到花时点
检来。莫怕长洲桃李妒，今年好为使君开。”

到了宋代，范成大曾在苏州石湖种下大片
梅林，并于1186年撰写了第一本《梅谱》，写下

“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尽得之，随所
得为之谱，以遗好事者”。苏州也成为植梅、赏
梅的佳地。

梅花被宋人所喜爱，南宋宋伯仁作《梅花
喜神谱》，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种种情
态的木刻画谱，记录了梅花由蓓蕾萌发到开花
结果的过程，其宋景定二年（1261）的刻本也是
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画谱。

与求志园几乎同时期，文震亨在《长物志》
中提及“幽人花伴，梅实专房。取苔护藓封，枝
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际，最古。另种数亩，花
时坐卧其中，令神骨俱清。”图像与文献相互对
照，疏影横斜水清浅，数亩梅树，一望成林，确
为庭院增加不少逸趣。

近期，宁波博物院举办“食礼中华——中国
古代饮食文化展”，以炊烟初起、食以体政、乐舞
侑宴、食尚交融、韵致之境五个部分全面呈现中
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变迁，再现不同历史时期
的饮食文化特色。高朋满座，亲友欢聚，宴饮间必
有娱乐项目助兴。乐舞百戏娱情，曲水流觞风雅，
投壶、六博、酒令益智愉心，古人席间的游戏可谓
丰富多彩。

百戏 形成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汉代社会。
汉代时，不论是国家庆典，还是民间宴饮、节日、
祭祀甚至丧葬都能见到百戏表演。又称作“角抵
戏”“大角抵”，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包括角
抵、俳优、驯兽、杂技、幻术、象人戏、马戏等多种
艺术形式，具有很高的技巧性和欣赏性。其中“角
抵”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摔跤运动。秦汉时期的角
抵集竞技、娱乐、表演为一体，魏晋南北朝时发展
为摔跤。唐代一般称角抵，宋代习惯称为“相扑”，
在民间十分盛行，且出现了相扑组织与各类比赛
活动。

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出现一些身材粗短、上
身赤裸、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有此类陶
俑出土（图1）。这类表演者被称为“俳优”，他们通
常边击鼓、边唱跳，是汉代宴会场合中常见的助
兴演员。

投壶 投者站在一定的距离外，将矢投入特
制的壶中，以投中数量以及投者与壶的距离决定
胜负，负者饮酒。春秋时期，投壶作为诸侯宴饮的
正式礼节出现，由六艺中的射礼演化而来。自晋
代开始，投壶的形制基本定型，在壶口旁边有两
个略小的耳（图2）。投壶的规则不断改进，流行范
围越来越广，其蕴含的规则意识、谦让精神等中
华传统礼仪文化流传至今。

曲水流觞 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上
巳节，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 42 人在会稽山阴
（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祓禊，在宛转曲折的小溪
上泛着羽觞（漆制耳杯），饮酒赋诗。王羲之把这
些诗集在一起，并作《兰亭集序》。此后，三月三日

的“曲水流觞”“兰亭雅集”成为了一种风尚，历代
文人都有效仿。

耳杯（图3）为汉晋时期流行的一种饮酒器，
也作食器。因其形状呈椭圆形，两侧各附一半月
形耳，就像一双羽翼，故又名羽觞。

行酒令 酒令是古代酒筵间常见的游戏，因
为具有游戏佐兴的性质,也被称为“酒戏”。盛唐
以后，普遍采用以曲伴歌舞的形式，形成了独具
一格的抛打令。行抛打令时，身子被彩球投中，
罚酒一杯，碰到香球飘带，罚酒半杯。到了明代，
酒牌（亦称叶子戏）兴起，多用纸牌，内容以历史
人物为主，行令时抽牌按图解意而饮。清代酒令
种类多样，角色扮演类酒令一般需要借助工具，
如酒筹、酒牌等。此外也有博戏类酒令，以骰子作
工具。

酒筹是酒宴中活跃气氛、联络感情的助兴娱
乐用具，盛行于明清时期。酒筹通常一筒为一套
（图4），每一套酒筹都各具特色，时人常从经书、
诗词、词句、名著、典故中取材作为酒令镌刻在酒
筹上，抽到酒筹的人依照筹上酒令的规定敬酒、
劝酒、罚酒。酒筹包含很深的文化内涵，参与者须
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

清代《红楼梦》第 63回中有一段怡红院群芳
夜宴的场景。书中描写，宝玉生日那天，怡红院丫
鬟们凑份为宝玉祝寿，请来黛玉、宝钗、探春、湘
云等人，大家一同饮酒行令作乐。所行酒令为“占
花名令”，令筹上写有花名及一句诗词，下面标明
饮酒之法，掣到筹者只需按筹上所言行事即可。
这种酒令简单易行，为宴饮活动增加了趣味性。

六博 六博也叫“博戏”“陆博”，是历史上最
早出现的棋类游戏之一（图5）。六博棋具包括棋
局、棋子和棋箸，另有用于记录输赢的博筹。因投
掷的棋箸多为六根而得名。六博在秦汉时期已经
风靡全国，频繁出现在各类酒宴上，极大地活跃
了酒宴的欢乐气氛。魏晋之后，六博开始衰落，逐
渐消失在宴饮娱乐项目中。

（宁波博物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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