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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单霁翔讲述“故宫那些事儿”

相关链接

刚刚出炉的《我是故宫“看
门人”》，由故宫博物院第六任
院长单霁翔亲述“故宫那些事
儿”。这是单霁翔院长首次完整
记述自己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点滴
的代表之作，也是作为紫禁城建
成600周年的献礼之作。

从故宫“看门人”的角度，
单霁翔讲述了自己在故宫博物院
担任院长期间，深入贯彻“活起
来”的理念，带领全体“故宫
人”通过不懈努力，让故宫文化

走近人们的生活，让故宫博物院
成为“活起来”的博物馆，实现

“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
交给下一个600年”庄严承诺的
故事。书中内容涉及故宫博物院
的文化传承、文物保护、管理改
革、学术与教育、品牌建设、文
化传播与交流等各个方面，值得
故宫爱好者和文物爱好者仔细研
读。

书中，单霁翔用他丰富的人
生积淀、独特的叙事视角、流畅
的语言和珍贵的图片，解读了故
宫博物院的社会形象转变。

首先是本书的视角独特：他
是“第一个走遍故宫 9371间古
建筑房屋的院长”，是“第一个
将故宫藏品数量精确到个位数的
院长”，但他说，我是故宫“看
门人”。通过阅读该书，故宫博
物院从此前深宅大院的“高冷
范”变得“既专业，又可爱”，
具有了温暖体验。

其次，阅读新书可以深入解
读故宫博物院。书中单霁翔对故
宫的收藏文物非常熟悉，如数家
珍——藏品数量精确到个位，
90%以上是珍贵文物；在他的任
期内，故宫扩大开放，开放区域
从 30%扩展到 80%以上，寿康

宫、延禧宫次第打开，一年四季
都有好看的展览；故宫利用网络
有了更多互动，故宫猫、故宫
跑、故宫的初雪和红月亮，微
博、微信上永远有关于故宫的热
点话题；《我在故宫修文物》等
纪录片受到热捧，对工匠精神的
赞扬令故宫的文物修复感动了年
轻的一代人……

再次，台前幕后，关于故
宫，你可能不知道的事，都可以
在书中一览。歇马不歇人，闭馆
日的故宫博物院在做什么？故宫
里有多少井盖？故宫男女洗手间
比例为何不是 1:1？更有 《国家
宝藏》节目、故宫百年大修、故
宫文创开发等台前幕后的真实故
事。

全书贯穿着作者从“文物保
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理
念，渗透着守正创新的博物馆人
深耕力行、润物无声的朴素和真
挚，也呼应了新时代赋予我们

“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使命。
紫禁城过去是皇家的，现在

是人民的。单霁翔院长用人们喜
闻乐见的方式展示和解读传统文
化，故宫需要这样一代代守正创
新的“看门人”。

据《广州日报》

《我是故宫“看门人”》
单霁翔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山海经》中有《山经》五
卷，又称《五臧山经》。《五臧山
经》中有一百多处记录治疗疾病
和疫情防治的资料，其中有不少
预防手段在今天看来依然可信。

《五臧山经》 分为 《南山
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
经》 和 《中山经》 五个部分。

《西山经》说：“英水出焉，南流
注于即翼之泽。其中多赤鱬，其
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
之不疥。”大意是说，英水向南
流入即翼泽，泽中有很多赤鱬
（rú），形状像普通的鱼却有一副
人的面孔，发出的声音如同鸳鸯
鸟在叫，吃了它的肉就能使人不
生疥疮。这种鱼学名大鲵，也就
是娃娃鱼。不少中医典籍里记载
大鲵对贫血、霍乱、疟疾等有显
著疗效，食用大鲵就不会生疥疮
应该可信。不过，娃娃鱼现在是
濒危物种，不能食用。

《西山经》还记载，“华山之
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其
下多洗石。有兽焉，其状如羊而
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
腊。”大意是说，西方山系的第
一列山系是华山山系，首座山叫
钱来山，山上有很多松树，山下
有很多洗石。山中有一种野兽，
它的形状像羊，长着马的尾巴，
名字叫羬 （qián） 羊，其油脂可
以用来治疗皮肤皲裂。这是有实
际生活经验的，如今草原上人们
防护皮肤还是用这个办法。

《西山经》 还记载了一种
草：“有草焉，名曰薲草，其状
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
大意是说，有一种薲 （pín） 草
形状很像葵菜，但味道与葱相
似，吃了它就能使人解除烦恼忧

愁。薲草现在叫田字草，是多年
生水生蕨类植物，全草可入药，
人可以吃，但是现在主要是做猪
饲料。

《东山经》 说：“其中多箴
鱼，其状如儵 （shū），其喙如
箴，食之无疫疾。”箴鱼，主要
分布于黄海、东海及长江等各大
河口。在后来一些的中医著作
中，也提到箴鱼有解毒之功效。
由此可见，《山海经》的记载符
合实际情况。

《东山经》记载：“又东北二
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桢木。
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
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
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大
意是说，有一种怪兽，外形像
牛，头部为白色，但是却长着蛇
的尾巴，而且只有一只眼睛。它
一出现天下就会出现大疫。虽然
用了比较夸张的说法，但是蜚这
种动物是存在的，《左传·隐公
元年》就这样记载：“有蜚，不

为灾，亦不书。”这说明古人已
经看到蜚制造瘟疫的或然性。那
么蜚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蟑
螂，它是霍乱、肺炎以及结核等
病菌的宿主，说它“见则天下大
疫”，也有一定的道理。

《中山经》说：“又西北一百
里，曰堇理之山……有鸟焉，其
状如鹊，青身白喙，白目白尾，
名曰青耕，可以御疫，其鸣自
叫。”大意是说，在堇理山中，
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鹊，
却是青色的身子白色的嘴巴，白
色的眼睛白色的尾巴，名为青
耕，它可以抵御瘟疫，它发出的
叫声便是自身名称的读音。

鹊能抵御瘟疫并不是神话传
说，《易经》有云：“鹊者，阳鸟，先
物而动，先事而应。”就是说鹊喜
欢晴天，属于阳性，和瘟疫的瘟相
对，能够事先对瘟疫有感应，因此
可以通过鹊的变化了解有无疫
情。正是因为鹊的这个习性，久
而久之，鹊就代表了喜庆。汉代

《西京杂记》卷三记载：“乾鹊噪而
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在汉
代，喜鹊叫乾鹊，它和蜘蛛一样代
表喜庆吉祥。 据《北京日报》

读《山海经》看古人如何防疫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新
书《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
妈妈送行》最近与读者见面。
在这本书里，她回望妈妈的人
生经历，倾诉至亲离别之痛，
并深情地说：“在妈妈在时，我
看到最远的地方是夕阳；妈妈
不在，我一眼就看到了尽头，
看到了月光……”

临近母亲节，这本书也
是敬一丹对母亲节的一种特
别的表达。她说：“在这一
天，我们思考母亲给我们留
下的这些人生话题，这个母
亲节就会有着特别的意味。”

2017年 10月，敬一丹的
妈妈被确诊为癌症，敬一丹
陪伴在妈妈的病床边，那是
她工作以后陪伴妈妈最长的
一段时间，也是她与妈妈慢
慢告别的过程。这段时光伴
随着病床边的焦虑和忧愁，
伴随着病情起伏带来的困惑
与纠结，同时也留下了妈妈
与子女最后的温情。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敬
一丹生日这一天，妈妈永远
离开了人世。女儿的生日，
妈 妈 的 忌 日 ， 竟 然 是 同 一
天。忍着悲痛，敬一丹开始
写作这本书。

在写作过程中，敬一丹
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失亲之
痛不能分担，但生命的体验
可以共鸣。这本书不仅仅是
述说哀伤，更是记录了她在
生命过程中的体验，抉择面
前的惶惑、情感交流中的感
悟，希望能够与关注生命的
读者交流。

敬一丹写作时总是思考
着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比
如，人老时以怎样的姿态生

活 ？ 面 对 生 死 持 怎 样 的 态
度？我们能为至亲带来怎样
的精神慰藉？

这是一代又一代人都要
面对的，而处于当今老龄化
时代的中老年群体，这种关
注 更 为 热 切 。 在 敬 一 丹 眼
里，妈妈就是从容变老的榜
样。妈妈怎样成为微信控？
妈妈留下怎样的精神遗产？
点点滴滴，都传递着积极通
达的人生态度。将要变老、
正在变老、已经变老——不
同年龄段的读者会在书中与
岁月交汇。

她真诚地把这些思索书
写在新书里。她在新书后记
中写道：“逝者渐远，留给我
们的一切都将保持着生命的
温度。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
会帮助我们获得心灵深处的
宁静。擦去眼泪，我要在阳
台上种花了，用我妈妈给我
留的种子。” 晚综

敬一丹新书怀念母亲

《床前明月光——为亲爱
的妈妈送行》

敬一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山海经》 是我国古代一本
富于神话传说色彩的地理名著，
它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大约是
先秦年间的人所记述。内容包括
各地山川、民族、物产、祭祀
等，记录了大量异物和神灵鬼
怪。全书现存 18 篇，分为 《山
经》 5 篇、《海外经》 4 篇、《海
内经》5篇、《大荒经》4篇，其
余篇章内容早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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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
人的阅读史》

在本书中，唐小兵围绕传统
中国知识人的价值观念，从传统
士大夫到新式知识人的转型、启
蒙与革命之间的选择、知识人的
共同世界如何重建等议题，从历
史中探照现实道路的可能性。

《猛犸爷爷：写给孩子的人
类简史》

《猛犸爷爷》站在孩子的视
角，所有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历
史，都变成了“我爷爷的爷爷的
爷爷……”或者“我奶奶的奶奶
的奶奶……”的故事，历史因此
变得平易近人。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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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繁荒录》
徐风长居江南，遍访江南

乡野，爬梳典籍方志，用翔实
的勘查与资料描摹隐藏于民间
的风土人情。《江南繁荒录》一
步步拆解江南的文化基因，梳
理出水乡江南的文化脉络。

好书荐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