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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感受传统文化

“这座建筑名为绛雪轩，面阔五间，中间的叫
明间，有 4 扇隔扇门。两旁的次间和梢间有支摘
窗，上面能向上开启的叫做支窗，下面是方窗。支
窗中间部分是棂心。”在故宫御花园内，实习生张仲
倩向记者介绍绛雪轩的门窗结构，对于专业术语如
数家珍。

张仲倩是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专业的学生。
中学时，她曾探访母亲的故乡福建厦门，在有着

“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的鼓浪屿上，她被历史建筑
的魅力深深吸引，决定大学选择建筑相关专业。香
港的建筑遗产多为岭南特色的民间建筑，而故宫作
为明清皇家宫殿，建筑样式、风格与之有着显著差
别。刚来到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实习时，繁多复杂
的术语让张仲倩感觉一头雾水。在老师指导下，通
过研读专业书籍，再现场观察、比照实物，她对中
国传统建筑木作知识的了解逐渐深入。

绛雪轩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清顺治年间重建，
乾隆年间重修，如今被辟为文创商店，往来游客能
够近距离欣赏门窗与建筑立面的精美雕饰。“绛雪轩
的支窗主要由万字纹组成，其间穿插寿字纹样和蝙
蝠图案，所以叫福寿万字纹棂心支窗。寿字和蝙蝠
寓意福寿安康，万字纹则寓意福寿绵长，从这些装饰
图案能窥见古人对美的追寻和对幸福生活的冀望。”
张仲倩说。

同样在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实习的还有钟俊杰
和广东中山大学的梁希悦，他俩一起进行宫殿屋顶
的脊兽普查。“在整个过程中我了解到故宫建筑蕴
含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髓，许多建筑布局反映出

‘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屋顶
样式、脊兽数量等体现了礼制、等级观念。”钟俊
杰说。

在梁希悦看来，一座座承载着古代工匠智慧的
建筑仿佛是有生命的个体，向后人诉说着历史的沧
桑变迁。“行走在存留历史印迹的砖石路面，花木的
气息萦绕鼻尖，褪去了艳丽色彩的门窗、匾额、彩画
和斑驳的瓦片映入眼帘。眼前的景象、耳畔的声响
与触感、嗅觉交织，让我放下杂念，全身心感受历史
建筑的文化底蕴。”

实习期间，故宫博物院组织实习生参观“祥开
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观看数字所 VR 影
片《天子的宫殿》等，参观宝蕴楼了解故宫博物院早
期院史，在修缮技艺部体验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木
作斗拱拼装和彩画作天花绘制工艺，并安排宣传教
育部实习的同学带领大家参观故宫中轴路。

“通过故宫博物院组织的集体活动，我有幸参观
了故宫的各个角落，欣赏了数不清的珍贵文物和艺
术品。每一座殿堂、每一件文物都有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这让我体悟到，故宫不仅是
一个保存文物的地方，更是一个体现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场所。”澳门实习生梁志德感叹道。

一丝不苟呵护文物

每天上午 8 点半，陈彦蓓从神武门进入故宫，
穿过黄瓦红墙，越过内金水河上的小桥，到达实习
部门——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

陈彦蓓来自澳门，在南京大学考古学系学习，
对于历史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在查阅文物保护
相关资料时，发现由于文物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多样
性、病害的复杂性，前人只能根据经验来制定修复方
案，这种未经标准约束的修复工作不利于文物保
护。我认为文物保护标准体系的建立是非常必要
的，因此我在报名实习时选择了文物保护标准化研
究所。”陈彦蓓说。

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成立于2021
年，主要从事文物保护标准的研究和组织标准制
定、修订等工作。研究所老师告诉陈彦蓓，文物保
护的每一项标准必须有依有据，标准文件里短短的
一行字都要附带详细的注释。了解到标准制定的难
度后，陈彦蓓对从事这项工作的老师们肃然起敬，

“他们的工作在推动故宫乃至全球的文物保护与传
承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实验室里，陈彦蓓学会了对文物的“望闻问
切”。如果把文物修复比喻成治病疗伤，那么分析检
测便是诊断疾病的方法。“在实验员的指导下，我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出土的清代丝质文物样
品进行显微镜观察，其所用工艺和病害情况清晰可
见。”陈彦蓓说，全面了解文物信息、分析病害，然后
制定安全科学的修复方案，这便是“望闻问切”。

除了学习专业知识，陈彦蓓对文化遗产保护事
业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
故宫博物院与希腊有关机构合作建设中国—希腊文
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并在新疆、四川
三星堆建立工作站。陈彦蓓在实验室接触到的丝质
文物样品便是由新疆考古工作者发掘，再运送到故
宫进行科学检测的。“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打破地域、
国家边界，汇集多方力量，而‘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对
话、合作平台。”陈彦蓓说。

钟俊杰用“一丝不苟”来形容故宫世界遗产监测
部的工作。“遗产监测部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部
门，工作人员会对每一处需要保护修缮的地方进行
详细勘察，会把看到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

“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逐渐掌握一整套按照
顺序拍摄建筑记录信息、按照建筑编号整理照片、录
入数据的流程，如今我已经可以做到一眼分辨脊兽
的形制。”梁希悦笑着告诉记者。

让更多人爱上故宫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当过义工的黄君怡，来
到故宫博物院实习时感觉格外亲切。太和门广场是
她练习讲解路线的起点。看着太和门前的金水河，
黄君怡想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门前的广场上也
有一条用玻璃设计的金水河。两条金水河一南一北
遥相呼应，反映了两地文化血脉相连。

黄君怡在宣传教育部公众教育组实习，参与了
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博‘古’通今：在故宫邂逅古
文字”线下活动让她印象深刻。活动以甲骨文和零
废弃为主题，通过打卡、印章的方式，让公众了解甲
骨文。“我看见每个参与者离开时脸上都带着微笑，
有很多人为了这次活动特意走进故宫，在每个打卡
点收集印章。这让我认识到，好的教育活动要让公
众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同时又能有效地推
广知识文化。”

黄君怡还参与了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撰写工作。
把资料转化为有趣的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
她很享受写作的过程——通过文字的力量，令文物
变得可亲、可爱，拉近文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宣
教部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部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
文物‘活起来’，让故宫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黄君
怡说。

来自澳门的刘玳菱在文创事业部实习，她的工

作主要围绕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开。这是故宫内首
个以地域命名的主题空间，展示和销售香港设计创
意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港式文创产品、独具香港文
化特色的非遗类产品，并通过策划展览、研学、讲
座、沙龙等主题活动推进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

刘玳菱实习的第一周，便接待了一群来自香港
的青少年学生，带领他们认识故宫。“学生们对故宫
的点点滴滴都感到好奇，不断向我提问，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香港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喜爱。”

实习期间，刘玳菱还亲身体验沥粉、贴金等传
统工艺，与故宫各岗位的老师面对面交流，深深感
动于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和“以千万锤铸一
器”的工匠精神。“就像故宫前辈们跟我讲的那句话：
怎么可能不爱故宫呢？对呀，只要去接触、了解、学
习中华文化，怎么可能不被其折服，怎么可能不热
爱？”刘玳菱说，“实习中的经历增强了我对中华文化
的自信，也增强了我想要讲好中国故事的决心。”

故宫实习结束后，钟俊杰来到上海，开始在复
旦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这次实习让我了解到
故宫先进的文保技术、管理措施和创新的文博理
念。未来我希望以所学所思投身粤港澳大湾区的文
博展览事业，讲述更多关于‘我们’的故事。”

秦岭位处中国地理版图中心，和淮河一起构成中国南方与北方
的地理分界线。秦岭西起青海、甘肃两省边界，向东经甘肃进入陕
西，东到河南中部，包括西倾山、岷山、迭山、终南山、华山、崤
山、嵩山和伏牛山等，长约1600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其最
高峰为太白山，海拔3771米。

秦岭贯通东西、和合南北，在形塑地理格局、涵养生态系统、
绵延文化根脉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在秦岭汇
聚、交融，形成一条和合共生的文化过渡带。早在新石器时代，秦
岭以南的汉水上游地区不仅受到南方巴蜀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影响，
还受到北方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以及中原龙山文化的
影响。秦岭文化遗产众多，据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调查统计，仅
在陕西范围内的秦岭区域就有文化遗产1.5万余处，其中世界文化遗
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93处。

文化的交流离不开道路交通。秦岭古道是翻越秦岭、沟通南北
的重要通道，有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傥骆道、武关道等。古
道上的关址、栈道、栈孔、桥梁、石刻等遗迹，见证了各地文化的
交流融合。位于陕西境内的褒斜道，南起汉中褒谷口，北至眉县斜
谷口，全长近 250 公里，贯通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是关中通往汉
中、巴蜀的重要通道。栈道南段的石门是中国最早的人工山体隧
道，建成于东汉永平九年（66年），可两车并行。石门内外及附近山体
上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摩崖石刻。1961年，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
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因修建石门水库，其
中最珍贵的 13 件摩崖石刻被迁至汉中博物馆。这 13 件作品被称为

“石门十三品”，反映了中国文字由篆书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的演变
轨迹，在书法和金石领域颇具盛名。其中《石门铭》收录于国家文物
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石门铭》为北魏宣武帝永
平二年（509 年）所刻，记载了宣武帝时期重修褒斜道的事迹，歌颂
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诏遣左校令贾三德”复开褒斜道的盛举及其意
义，其中曰“导此中国，以宣四方”，说石门的开凿连通了四方文化，又
曰“西带汧陇，东控樊襄”，说这条栈道沟通了陕西、甘肃和湖北等地。

秦岭是儒释道文化的交汇之地。位于秦岭北麓的周至楼观台是
著名的道教祖庭，有说经台、会灵观等遗址。相传道教创始人老子于
此讲授《道德经》，认为万物由阴阳构成，和谐由阴阳产生。楼观台的
祭祀老子礼仪传承至今。眉县张载祠是北宋大儒张载的讲学之地。
张载在这里讲学立论，培养弟子，创立关学。他的著名学说“民胞物
与”，认为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载还提出
读书人应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这是儒家和合文化的重要体现。秦岭还是佛教圣地，中国佛教宗
派华严宗的祖庭至相寺、律宗的祖庭净业寺、净土宗的祖庭悟真寺等
均位于秦岭。杜顺、智俨在至相寺研习《华严经》，著述立论，被尊为华
严宗初祖、二祖。华严宗的核心思想是圆融，认为宇宙是统一的整体，
事物与事物之间圆融无碍，明显受到中国和合思想的影响。

秦岭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舞台。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有一处重要的遗产点——张骞墓，位于陕
西省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
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重要基础。丝绸之路从秦岭
山下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跨越陇山，穿过河西走廊，通往中
亚、西亚乃至欧洲。丝绸之路不仅是商旅贸易之路，也是思想文
化、宗教信仰、科学技术传播之路。距离秦岭不远处的陕西宝鸡法
门寺博物馆内，珍藏着多件唐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琉璃器，是丝绸之
路上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秦岭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区域。秦岭有着“生物基因库”
之称，汇聚了南北动植物区系的诸多物种。大熊猫、朱鹮、金丝
猴、羚牛被誉为“秦岭四宝”。因大熊猫而闻名的秦岭腹地陕西佛坪
县，森林覆盖率达91%，130余只野生大熊猫在此栖息。位于陕西省
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的凤堰古梯田，是秦巴山区考古发现的面积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梯田，距今有250余年历史，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凤堰古梯田拥有水田与旱地共存的独特农业景观，是秦
岭地区十分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秦岭作为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体现了兼容
并包、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等特点。近年来，秦岭文化
研究和遗产保护备受重视，西北大学成立秦岭研究院，陕西师范大
学成立秦岭研究中心，对秦岭及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更好地传承
中华文明、延续历史文脉。

（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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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秦岭 和合南北
景天星

在“粤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3”结
业礼上，澳门实习生钟俊杰看着手中的实习
证书和分享册，回想实习期间的点点滴滴，
心中感慨万千。“不知不觉间我们已成为‘故
宫人’，完成了一份内容扎实的学术报告。”
钟俊杰说，“在6周的实习中，我们三地青年
之间搭建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对故宫
有了深厚的感情，更加理解一代代故宫人的
热爱与坚守。”

“粤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始于2017
年，由故宫博物院、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澳门文化局、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
今年的实习计划共有来自粤港澳三地的38
名青年学子参与，其中香港学生16名、澳门
学生16名、广东学生6名，实习部门增加至
14个。学生们不仅在各自的岗位开展实习
工作，还参加了故宫博物院组织的一系列参
观、体验活动，多角度感受故宫所承载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图片说明：
图①：实习生刘玳菱（右）、黄君怡（中）、梁志德

（左）在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内交流。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图②：参与实习的学生们报到第一天在故宫神
武门前留影。 故宫博物院供图

图③：结业仪式后，在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实习
的钟俊杰（左一）、梁希悦（右二）、张仲倩（右一）与指
导老师李萌慧在故宫敬胜斋合影。

故宫博物院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秦岭终南山南五台景区 （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景区内的说经台。 景天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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