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俗世雅趣”分为“柴米油盐酱
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两个单元，从饮馔
之器、佩戴之饰、家居陈设等生活日用，以
及琴棋书画、诗酒香花，乃至修庭造园的
雅致情趣，展现明清两代士大夫阶层文化
追求的共同兴味与不同特质。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多项传统
技艺都达到历史的巅峰，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
民间艺术互相影响交融，遗存下来的各类文物珍
品集富丽、清雅、活泼于一体，形成独特的风
格和时代特色，传承着士大夫的生活哲学
与美学追求。古代陶瓷艺术于明清发展至
鼎盛，尤其是彩瓷的烧制获得巨大发展，
在宋元制瓷工艺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
烧造出青花、斗彩、五彩、粉彩等色彩斑斓
的瓷艺珍品，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斗彩莲池鸳鸯纹碗、盘（图1），主题纹饰
为荷花芦苇与戏水鸳鸯。至迟在南宋时期，莲池鸳
鸯图就有了“满池娇”的名称，以莲池鸳鸯或莲
池水禽为主体，配以芦苇、慈姑、浮萍等水
生植物，描绘生意盎然的池塘小景。

明清家居陈设中也不乏瓷器的身
影，明青花云龙纹鼓钉绣墩（图2）外壁
饰二周鼓钉纹，顶面绘狮子滚绣球图
案，腹部为云龙纹，整体纹饰布局饱
满，寓意吉祥。绣墩是古代的一种坐具，因人们
喜在上面盖一层织绣坐垫而名“绣墩”，造型
似鼓，又名“鼓墩”。绣墩作为兼具实用
性与装饰性的家居艺术品在明清大
受欢迎，成为士大夫家中常设之物，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薛蘅芜讽和螃
蟹咏”、第八十五回“贾存周报升郎中
任”的情节中就有关于绣墩的描写。

明清时期，历代玉雕技术被充分吸收并
进一步发展，琢玉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用质料
有白玉、碧玉、玛瑙、水晶等，所见器物小到各类饰件，大
到雕像与实用器，不一而足。展览展出的明代透雕花形
青玉佩（图3）、透雕松鹿纹青玉佩（图4），一件中部镂雕
七瓣花，花蕊上饰网格纹，向外饰十六连珠纹，最外缘为
八朵如意形云朵；一件镂雕十朵灵芝状云为边，中部透

雕古松、鹿、桃实主题纹饰。两件玉佩技艺精
湛，华美富丽。

陈设玩赏类玉器的制作工艺在明清
达到极致，集阳线、阴线、镂空、俏色等

传统技法创造出绚丽多姿、新颖别致的
各类形象。清人物亭台青玉山子（图5）雕琢

浮云环绕的古木苍松、亭台楼阁、小桥人物
等景色，呈现高低错落、深浅对比的特殊效

果，是陈设玉器中的精品。
士大夫阶层一方面和市井大众同样经

营着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讲求物质生活
的世俗化享受；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有着超
越寻常百姓的艺术化追求，营造了文人
士大夫独有的精神世界。观花、赏石、焚
香、挂画，搜罗金石古物，寄情园林山水，

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重要的休闲活动，在明
清成为一时风气。用于焚香的清镂雕花卉纹

玉熏炉（图6），由炉盖、炉身、炉座三部分组成，盖
壁、器身镂雕繁复的花卉纹，并镂雕有兽衔环

耳，器座为鼓形，浅浮雕兽面纹，整体造型
华丽非常。

清初名臣成克巩，直隶大名人
（今邯郸大名县），官至户部尚
书、吏部尚书、秘书院大学士
等，致仕后于河南浚县营建浮丘

山房为别墅。成克巩多次主持乡试、会试，杰出门
生众多，这幅《浮丘山房图卷》（图7）即是其门生

米汉雯所作。米汉雯为宛平人，晚明四大家
之一“石痴”米万钟之孙。图中山峦起伏，
延绵不断，滩路溪桥环于山下，树木房屋

隐于山间，马世俊小楷引首《浮丘山房记》，
拖尾胡世安、李霨、王崇简、梁清标、魏裔介

等跋，集一时名家，粲然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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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古代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

分子的统称，既包括指代读书人的“士”，也包括泛指官员的“大夫”，他们凭

借自身的学识和能力成为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国家政治活动的参与

者，以及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佼佼者。自孔子提出“士志于道”的思想内核后，这一

价值观念作为士大夫群体的理想追求恒久未变，其独特的内涵也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15日，河北博物院推出年度院藏文物特展“士志于道——明清士大夫

的理想人格”，精选院藏明清文物236件（套），包括日常器用、雅玩之物和名人

书画等品类，珍贵文物占比达95%，其中孙承宗画像卷、张之洞电稿等文物为

建院以来首次展出。展览通过“俗世雅趣”“兼济天下”两个篇章，阐述了明清士

大夫道不离器的美学追求、正己修身的文化理想和兼济天下的经世情怀，重点

呈现了明清畿辅地区士大夫群体清刚峻直的士气风貌。

1998年夏，江西九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留下了
一件又一件历史见证物，以九江抗洪为代表的“抗洪精神”成为第
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当年，九江市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在自身抗洪抢险任务重、紧
急转移馆藏文物保障文物安全的情况下，经上级组织批准还同时
开展了抗洪文物征集工作。短短的 40多天里，共征集“98抗洪”实
物500余件（套），后经江西省文物专家鉴定组认定，二级文物76件
（套），三级文物329件（套），资料100余件（套），主要分为以下几大
类：以日记、信函、流动墙报为代表的书籍文献类；以证章、服装、军
鞋等为代表的服装饰品类；以救生衣、测沙器等为代表的救援工具
类；以决心书、日记本等为代表的请战类文物；以及劳军和杂项类
文物等。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各类管理调度、护堤请战以及军民慰问所
用的旗帜类文物 50余件（套）。这其中，既有曾经飘扬在抗洪一线
的以某军签名旗为代表的各类英雄旗帜，也有堵口沉船船旗为代
表的组织调度旗帜，以及以抗美援朝老战士签名旗为代表的社会
各界支援旗帜，而党员、团员突击队旗就有20件。

1998年九江抗洪堵口沉船船旗（图1） 该文物纵长 58厘米，
横长 73厘米，由红、白、蓝三色条组合而成。此件藏品背后承载着
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乃至世界防洪史上的奇迹。

事件追溯到1998年的8月7日下午，九江城防大堤4至5号闸口
的堤脚突然塌陷溃决。瞬间，大堤被撕开5米多宽的决口，在不到40
分钟里决口由5米到30米再到60多米，滚滚长江水以每秒400立方
米的汹涌之势倾泻而出，冲向九江城区，如不及时堵住，全城42万群
众将陷入灭顶之灾。由于口子越撕越大，堵口物资和器材几乎都快
用完了，危在旦夕必须遏制决口的继续扩大。在这危急时刻，抢险指
挥部决定沉船堵口，当天下午抢险人员共沉船9艘、汽车2辆。九江
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三色旗，正是其中一艘沉船上的。

当时决口附近几乎所有的民船都被统一征用，民船是百姓的
私有财产，用于堵口对百姓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但所有的船主都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沉船堵口工作，简简单单的一
面旗帜，让我们永远铭记 1998年那一发千钧的时刻，也昭示了军
民一心、抗击洪灾的团结之情。

1998年九江抗洪“抗美援朝时期老战士”签名三角旗（图2）
精神力量的传承很神奇，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抗美援朝精
神”与“抗洪精神”同样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
大精神，两种精神在此件藏品中隔空共鸣。

此件藏品是长约 60厘米的红色三角旗，上面有醒目的黄色颜
料手写的“抗美援朝时期老战士慰问组”，仔细端详可发现上面还分
布着11名老战士的签名，右下角落款日期：1998.8.10。1998年8月10
日的江边大提是当时九江最惊心动魄的地方，这11位平均至少是知
天命年纪的老战士顶着烈日再次前往最危险的地方。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
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这面
三角旗正是伟大精神的传承、传奇历史的见证。

这些极具纪念价值的抗洪文物的征集收藏（图3），得益于当时
南京军区驻九江抗洪前线指挥部和武警驻九江抗洪部队的大力支
持，抗洪部队在完成使命凯旋之前专门组织了几次向九江市博物
馆捐赠抗洪文物的活动。

作为“抗洪精神”发源地的文博工作者，我们要以馆藏抗洪文
物为研究对象，加快抗洪文物的整理、研究、阐释和传播的步伐，其
征集范围应从初期的围绕抗洪事件本身产生的文物，扩展到反映
抗洪事件的音像制品、记录抗洪精神的历史文献及艺术品创作等，
在书籍文献的征集方面更应设立专门的口述史研究部门作为突破
口，以高度的使命感和专业性，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洪精神”，讲好
中国故事，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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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雅趣

第二部分“兼济天下”分为“五百名中第一先”“仕
路谁堪语肺肝”“不朽名垂天地间”三个单元，讲述明
清士人读书科举，宦海浮沉的人生旅程，展现明清士
大夫中的杰出代表，尤其是畿辅士大夫群体经世致
用、胸怀天下的理想抱负。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认为，士大夫的人生境界在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学而优则仕，既是传
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是士人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
途径。而将个人理想与天下国家紧密相连，胸怀天下，
明道济世，正是士大夫追求的道义所在。

登瀛，在清代是指进士及第的授官仪式。这幅《梁
清标登瀛洲图轴》（图8）中，主人公梁清标气宇轩昂，
身着红袍，头戴乌纱，身后侍从手执羽扇，前方白马待
行，描绘了一幅新官受命、走马上任的画面。梁清标是
河北正定县人，字玉立，号苍岩、蕉林等，官至兵部、礼
部、刑部、户部四部尚书，诗词修养甚高，精鉴藏，被后
世誉为收藏家中的“收藏家”。

这方出土于河北大城县刘汉儒墓的狮钮金印（图
9），不仅体现了士大夫阶层雄厚的经济实力，其铭文

“一品百龄”也反映了士大夫希图官居一品、寿享百
龄的祈愿。明清士大夫群体或身处治平之世，或历经
王朝鼎革，跻身时代的洪流中，在面对忠孝节义的两
难抉择时，消极者“逃禅”避世，而更加注重实学力
行、经世致用的畿辅士大夫往往以“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为担当。

朱耷的《芦雁图》（图10），以写意手法描绘两只
芦雁，并饰以浅绛，一动一静，俯仰呼应，画中部怪石
兀立，以芦草为点缀，气韵生动，构图巧妙。朱耷为明
王室后裔，明亡后一度为僧，又当道士，擅水墨花卉鱼
鸟，笔墨简括凝练，极富个性，署款“八大山人”，连缀
似“哭之”或“笑之”，寄寓亡国之痛。

孙奇逢，河北容城县，明末清初理学大家，与黄宗
羲、李颙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明清两朝征聘11次
而不就，人称“孙征君”。清初南迁河南辉县苏门山下
的夏峰村，讲学20余年，世称“夏峰先生”，有“北方孔
子”的美誉。孙奇逢《苏门记事卷》（图11）展示了孙奇
逢晚年论治学、交友等杂记。

张之洞，河北南皮县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
派代表人物。此次展出的张之洞电稿（图12），绝大部
分日期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至1898年（光绪
二十四年）3月之间，正是张之洞湖广总督任内，办洋务
最活跃的时期。电文涉及内容较广，包括对外交涉、督
办铁路，以及办报、办厂、办书院、开矿、修驿路、修电报
线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他务实兴业的诸多事迹。

本次展览结合河北博物院馆藏优势，通过大量珍
贵文物，回溯明清士大夫群体的品格追求与价值理
念，探求其中蕴含的道义精神，让广大观众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
发有为，在新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兼济天下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水木清华，钟灵毓秀。一部清华办学史，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科教强国奋斗史的缩影。在清华

110余年（始于1909年清政府设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的办学历程中，学校不断延揽各领域的优秀学者，荟萃了一大批学

术名家，为社会不断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老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

言，已经成为人们衡量一所大学好坏的重要标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前贤往矣，我辈已无缘一睹其风采，亲炙其教诲，但是“手泽存焉”，从他们留

下来的信札、讲义、诗文手稿中，我们仍可感受前贤风采。

“尺素”虽小，然则小中见大。在这纤薄的纸张里，在这或工整或飘逸的墨迹中，若隐若现、呼之欲出的是隐藏在背后的一

位又一位有个性、有喜怒、有情怀的人，是在“正襟危坐”的传记和正史中难得见到的另一种细微的丰满和真实。“前贤遗墨，片

羽吉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设展“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让我们有机会亲炙大师手泽，走近大师内心，“函绵邈于

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伟大精神的历史见证
两件九江市博物馆藏“98抗洪”文物

陈昱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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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园祭酒

祭酒者，古时主持国家祭祀大礼之有德长者。汉代有博士祭酒
之设，西晋改称“国子祭酒”，隋唐后皆沿用国子监祭酒，是国家最高
学府国子监的主政官员，相当于后世大校之校长。清园祭酒，此处代
指清华大学的校长们。无论何种事业，人，无疑是诸多要素中最为重
要的一个。校长作为一校之长，更是教育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要素。

清华大学百余年的办学历程，其每一阶段所取得的成功与发
展，皆凝聚着校长们的心血，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阶段：一是由
游美肄业馆到清华学堂创始，清华学堂首任监督周自齐、清华学
校首任校长唐国安，堪称代表；二是大学部与研究院肇始阶段，周
诒春与曹云祥贡献最多；三是国立清华大学之初，罗家伦功不可
没；四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传奇，梅贻琦居功至伟；五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的重大转型，叶企孙、蒋南翔最为卓著；六是改革开
放后新的综合性大学布局与重建，高景德、张孝文、王大中，继往
开来；七是稳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新百年开局，顾秉林、陈吉
宁、邱勇，再接再厉。限于展览体例，此单元止于蒋南翔校长，其致
邓小平同志函，开启了改革开放中国教育新局面。

国学传奇

在近代国学研究实践中，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
四大导师为代表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
果，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他们之所以能够领衔近百年
来的国学研究，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研究院所秉持的路线始终是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
方学研究联结在一起，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铸就了一个时代的
传奇。

由王国维实践、陈寅恪提出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
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古书和
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开辟了“清华学派”乃至整个近
代国学研究的学术方法。而多种语言的修养、多个现代社会学科
的训练、中西融通的学术视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自信
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人格，都成为促成这种国
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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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诒春致曹云祥信 1924年 梁启超致孔昭焱信 1926年

罗家伦赠江杓七言行书条幅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挽联 1927年

王国维致王潜明信 19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