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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斯金叶 记

者 濮玉慧 吴一静 ）这个春天，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的策展团队，

翻阅了宋人的史料笔记，从中撷取

宋人在一年四季岁时节气中的生

活片段，来说一个宋韵故事，题为：

宋都四序——南宋临安城的节俗

风物。

走进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的

临时展厅，首先看到的是正中的一

面硕大铜锣。这件来自南宋时期

的文物展品，是第一次走出它的娘

家——桐庐县博物馆，自富春江来

到西子湖畔和观众见面。

那么这件宋代的铜锣，有何特

别之处呢？

这件铜锣 1975年出土于桐庐

县分水镇小源行政村陈家自然

村。锣为青铜质圆盘形，布满铜锈

斑，锣边有两个直径为 0.7厘米的

圆形钻孔，用作穿系锣绳，两孔间

距 6.8厘米。在锣边沿刻有一条点

状笔划的楷书铭文“据长安乡父宿

朱□□□□置□□铜锣一面祈求

公用之镌凿淳祐五年六月日官

办”，铭文字径大小不一。从铭文

看，这是一面南宋淳祐五年（1245）
铸造的铜锣，当时桐庐长安乡的朱

某向官方申请，由官方出面，置办

了这一面锣作为公用。

区区一面锣，还需要如此郑重

地向官方申请才能置办？

这不得不说到宋朝的铜器铸

造制度。在古代，铜属于战略性物

资，因是不可再生资源，又是铸钱

的主要原材料，历朝历代都对铜有

严格管理，南宋亦是。绍兴年间，

南宋朝廷就规定：“命取公私铜器

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南

宋的法律文献《庆元条法事类》中

有载：“诸私有铜及鍮石者，一两杖

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

配邻州本城。”

在铜禁的大背景下，民间铸造

铜锣这样的大器具就必须通过官

方途径。铜锣除了是打击乐器，还

是一件军事用品。小说里说的“鸣

金收兵”，用的就是铜锣。《庆元条

法事类》中规定：“诸造铜锣及弩牙

发之类，阙铜及无工匠者，转运司

就近使州造成支付。”

所以，在南宋时期，造一个铜

锣是一件大事。展出的这件铜锣

并不是平时敲着玩的，而是年节活

动、祭祀活动中用于仪仗的，比如

龙灯出行、官员下乡、生员中榜报

喜等等，它见的都是“大场面”。

根据《梦粱录》记载，这种官府

给民间置办铜锣的“福利”，似乎只

有“杭郡”（当时的临安府）才有，铜

锣出土的长安乡，当时属临安府辖

下的於潜县。

如今，看见这件铜锣，不由得

想象到临安城郊逢年过节或遇见

大事，人们喜气洋洋地抬着铜锣，

一路热闹吹打的场面。

除了这件铜锣，本次展览共展

出了86件（套）展品，有些反映了宋

代各阶层的生活意趣和审美情趣，

有些反映了杭州城市在发展过程

中民风民俗的有趣变迁。

展览以四季为纲，以节气节俗

为线，以风俗习惯为点，让我们走

进展览，在春暖花开的时节重回一

次南宋临安，和临安人一起感受一

次季节流转。

春暖花开的时节
我们去南宋临安城“探花”

1947 年 11 月 30 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

骧先生在《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演讲稿中指出，

“杭州都市的发展，至宋室南渡而登峰造极。”

一方面，南宋将行都定在杭州，是这座城市

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杭州首次成为一个全国性

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另一方面，随着南宋的建立，南渡的赵宋皇

室和北方民众带来了北宋汴京丰富的节俗文化，

“大皆中原旧俗也”，南北文化在此后一个半世纪

的时间里，逐渐交流融合，市井文化克臻繁荣。

两宋时期，是中国史料笔记的井喷期，《武林

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等

宋代笔记中记载了诸多南宋时的生活片段，其

中，对节俗风物的记载尤其让人着迷，南宋临安

城中，春有“深巷明朝卖杏花”，夏有“映日荷花别

样红”，秋有“月待圆时花正好”，冬有“琼楼玉宇

总无尘”，四季风物不一，习俗各异。

南北交融的语言、南北荟萃的饮食、精致丰

富的物产和秀美深厚的西湖，孕育了临安生活化

和社会化的独特习俗，且传承至今。

开放和包容的城市特质，造就了临安人精

致、安逸、休闲、品质的生活方式，并融入至今日

杭州人的观念，更为杭州打造生活品质之城、东

方休闲之都奠定了深厚基础。

——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

中国瓷器艺术博大精深，装饰纹样种类丰富，其中以女性人物为

题材的装饰图像也常见于瓷器之上。这些女性图像不仅有很强的装

饰性和艺术观赏性，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着女性多彩

风姿，寄寓着对美好的追求。

“瓷器上的女性图像”是“丽人行”系列展览之一，共展出80件

（组）绘有女性图像的瓷器，其中既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特定的女

性形象，也有日常生活中非特定的女性形象。通过不同器型、不同风

格的瓷器，让观众在品味艺术中获得美的熏陶，也带领观众走近各类

女性的百态人生，感受多样的女性力量。

翩若惊鸿“丽人行”浙博展瓷器上的女性图像

走近百态人生 感受女性力量

神话来源于古代人们对于世界的原始想象，

女神则是其中尤为美好的憧憬。她们静则皎若

明月，颜若春华；动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她们

是天上仙子，人间难得惊鸿一瞥；她们遗世独立，

为世间女子所羡所盼。

本单元展出绘有嫦娥、洛神、麻姑、何仙姑等

神话形象的瓷器，表现古人的美好寓意与寄愿。

云阶青鸾
神话里的女性

当神话成为口耳相传的传说，历经民间集体

智慧的沉淀，故事就此出现。在民间故事中，女

神走出神格，步入凡尘，她们开始有了人的色彩，

有了更丰富饱满的人生历练；平凡女子亦可跃然

纸上，她们追求自由，不随世俗，即便未有神光加

持，却依然明媚灿烂。

本单元展出的瓷器上，绘有白娘子、崔莺莺、

花木兰、王昭君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生动再

现了民间故事的片段。

灿如初阳
故事中的女性

看罢一段神话，听毕一折戏曲，于闺阁花窗

里探出眼眸，庭园花草间摘折光阴，织机飞梭中

生来锦绣，一颦一笑，一言一语，皆是平凡女子最

真实的百态人生。她们如春华，若松竹，是鲜活

而坚韧的存在，有内敛而温和的力量。何惧韶华

不似旧，亦吹南风满庭香。

本单元展出瓷器上绘制的女性形象虽然都

没有姓名，却呈现了古代女性最平凡而又真实的

生活图景。

南风萱香
生活中的女性

九天之上的神女，

话本故事里的佳人，

世俗百态中的女子。

这里，

关于“她”的故事告一段落。

流光长，岁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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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截至5月7日
展览地点：浙江省博物馆

孤山馆区精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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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粉彩十二金钗图长颈瓶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
2.民国·粉彩吹箫引凤图象耳瓶 江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藏
3.清光绪·青花牛郎织女人物图盘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
4.民国·王大凡绘粉彩描金木兰从军图碗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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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濮玉慧 通讯

员 李恬怡）女性的力量，是博物

馆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2023年
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落脚在

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缔造，在

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女性的参与

和贡献。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一

波波涌起，在博物馆和美术馆中，

女性的声音和身影以各种方式出

现在观众面前，其中，女性博物馆

和以女性为主题的展览无疑是最

重要的部分。

去年，浙江博物馆策划的“丽

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展”，

为博物馆女性展览打开了独特局

面（详见本报 2022 年 4 月 21 日 8

版）。一幅幅精美的图卷，打开了

了解中国古代女性生活状态与内

心情感世界的大门，也折射出各

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的特点

及其演变轨迹。

今年，浙江省博物馆又推出

了“丽人行——瓷器上的女性图

像”，意在增进观众对古代女性外

在形象、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的

了解，引发观众对当代女性主义

的困境与突围以及两性真正平等

的思考。

集“丽人行”展览之精华的大

型画册《丽人行——中国古代女

性图像》也于近期正式出版。160
件古代女性题材画作，解读跨越

2500年的“美人史”，也希望通过

古代女性的生存境遇为当代性别

关系带来有益的反思。

在人类历史上，女性角色、女

性力量从未缺失。望这一系列的

展览和图册，能让观者轻松捕捉

作品多维信息，探讨当代女性的

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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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将至，出一道宋代岁时节俗的问答挑战。请猜一猜下面哪项

不是宋代清明节的风俗习惯？

A.登高 B.扫墓 C.踏青 D.上头

解析：所谓“上头”，是指女子出嫁前更改头饰的一种仪式。这种

风俗当沿袭古代，至宋犹存。据《梦粱录》记载，“凡官民不论小大家，

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小贩们当然不肯放过这赚钱的大好时

光，便在清明贩起鲜花来。扫墓、踏青、上头都是宋代清明节的风俗习

惯，而登高是重阳节习俗，故答案为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