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江波

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包书纸开始在我国流
行起来，不少厂家专门生产包书纸销售，甚至在包
装袋上刊印包书纸的广告：“各项书籍，朝夕攻读，
苟不保护，则易沾尘埃，而损美观。此包书纸之所
以为莘莘学子之良伴，因任何书籍，一经用此纸保
护，可保长久整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上海等地的文具
商行印制了多款以“米老鼠”为主题的包书纸，颇
受消费者欢迎。当时，“米老鼠”这一动画形象刚诞
生不久，这类包书纸显得潮流又时尚。此外，这一
时期的包书纸，还会印上风景图案、人物图案、动
物图案，每一款都有其特点。

不同年代的包书纸，往往会在图案、文字等方
面存在一些差异，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20 世纪
60年代，交响乐《沙家浜》轰动一时，那时就有纸
品厂制作了印有“交响乐、沙家浜”字样及奏乐图
案的包书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连续剧《雪山飞狐》风靡
一时，纸品厂也紧跟时代潮流，印制了“雪山飞狐”
主题的包书纸，画面呈现了剧中主角胡斐舞刀的
场景。诸如此类，包书纸品种不少。

如今，市面上的成品包书材料往往是为课本
“量身定制”的，只要选对了款式，只需将书本封面
与封底插入夹层，包书皮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

（《海峡都市报》）

包书纸“印”着时代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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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新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李白《梦游天姥
吟留别》诗中提到的“谢公屐”，即指南北朝时期诗
人、旅行家谢灵运为登山而改制的登山鞋。

《南史·谢灵运传》记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
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谢公屐”改制的是
鞋底，而在北京市延庆区民间，有一种改制鞋尖的
登山鞋——牛鼻子鞋，因其坚硬叫“踢死牛鞋”，据
说由外传来的叫“侉鞋”。延庆（东南北）三面环山，
山高路陡，牛鼻子鞋主要是男人穿，从事打柴、放
牧、采药等农活，因增大鞋头的受力面积而安全、
耐磨。

笔者到延庆辖区张山营镇辛家堡村进行非遗
普查，看到80多岁王书恒老人做的女工活儿。她
从包袱里拿出自己做的牛鼻子鞋。

王书恒介绍，牛鼻子鞋是在鞋底前面多做出
一个三角形，上翻到鞋帮，用纳针缝上。再从鞋尖
到鞋口做两道沿口的绲边，上翻部分形状像收拢
的“八”字，更像牛鼻子，因此得名。做鞋的步骤与
普通布鞋基本一致，剪制底样、缝制衬里、剪裁鞋
帮、穿针纳线、绱帮连底、楦子正鞋等，但比做普通
布鞋复杂，费料费力，是做普通鞋工料的一倍。

做鞋关键一步鞋底绱鞋帮，普通布鞋是反绱，
即鞋底、鞋帮都是里面朝外，缝好后整体翻过来；牛
鼻子鞋绱鞋帮时需要正绱，因为鞋帮、鞋底特别硬，
反绱翻不过来。正绱鞋帮，最考验做鞋人的手艺，针
脚的大小、距离的长短、用线的松紧，都清清楚楚地
呈现在鞋面上，一针一线都特别用心。这样做出的
鞋，看上去美观，穿进去舒服。做成鞋后，将鞋楦子
塞进鞋里，撑起鞋帮，让鞋里面松软宽绰一些。

为什么牛鼻子鞋也叫“侉鞋”？侉，指口音不同
于当地通行语音。鲁迅《朝花夕拾·琐记》：“仍然自
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
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文中的侉饼，即指
不是绍兴本地而是安庆的饼。“侉鞋”，也属于这种
情形，是从外面传到本地的一种布艺。

为了秋冬季节穿着暖和结实，与牛鼻子鞋绝
配的还有高袎（yào）袜。高袎袜，是手工缝制的白
布袜。袜底用布包上袼褙纳线，做成鞋垫样子。再
用白布在鞋垫周围缝半尺高的腰，像现在高筒靴
模样。为了美观，在袜底向外的一面绣上如意等图
案。高袎袜厚底、高腰，穿在牛鼻子鞋里，纾缓了鞋
内里的硬邦，走路或劳作更加舒适、跟脚。

（《科普时报》）

因山赋形的登山鞋

□司马牛

不少旅游打卡地，去了一次就不
想再去，可太原的晋祠，我去了还想
去，它就像一本读不完的大书，每读
一次，就有一次感触、一次收获。

我很喜欢将晋祠与江南苏州园
林相比，这或许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
共同的建园理念，它们都以精致为
美，而不像颐和园那样，以大为美。
当然，晋祠与苏州园林也有明显的不
同。晋祠依悬瓮山而建，借着山势的
起伏，自东向西形成一条明显的中轴
线，智伯渠萦绕左右，层次更为分明，
大殿小阁，均极疏朗，整个布局从容
大度，虽仍强调精致，却没有苏州园
林的逼仄局促。而且它更为古朴苍
老，虽青翠仍在，却是老树逢春的气
息，即古人论画所说的“苍润”，这是
最让人动容的。其原因恐不全在建
筑，更在那些老树，如圣母殿前的两
棵周代柏树，树龄竟已超过三千年。

晋祠最壮观的古建筑是圣母殿，
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距今大约一千
年的时间。这座大殿，崇宏巍峨，壮
丽秀美，殿身周围设一圈宽阔的围
廊，其中前廊有两间之宽，显得特别
开敞通透，吸引人们在此驻足观景。
八根檐柱上雕有盘龙形象，昂首顾
盼，炯炯有神，檐下的斗栱疏密有致，
富有韵律感，好像一只只手掌承托着
悬挑的屋檐，又好像是绽放的花朵。
圣母殿的屋檐又呈现出一道优美的
弧线，屋角高高翘起，巍峨中显出宋
代特有的宛转秀美之风，既不同于唐
代的刚劲雄健，也不同于明清的拘谨
细腻。殿内供奉的圣母塑像和四十
多尊侍女像，除了两尊明代补塑之
外，都是宋代原塑，堪称中国艺术的
顶级精品，其姿态之活，表情之细，正
可谓“妙处难与君说”。

追根溯源，晋祠的前身是供奉周
成王的弟弟、晋国始封诸侯唐叔虞的
祠庙。但中国绝大多数的祠庙都采

用对称的布局，拥有严谨的中轴线，
显得肃穆有余，灵活不足。晋祠虽有
中轴线，但并非直线，而是一条微妙
的折线，两侧布局保持均衡又不强求
对称，于庄严之中蕴含自由灵动之
气，依山傍水，因势砌屋，或架于碧波
之上，或藏于浓阴之中，将理性秩序
和浪漫气质融为一体，给人错落有
致、曲径通幽的美感。

唐宋文学大家李白、白居易、范
仲淹、欧阳修都曾在晋祠流寓，留下
不朽诗篇，故后人将他们与春秋末年
的晋国死士豫让和明代名臣于谦、王
琼一起供奉于七贤祠中。

如今，当我们踩着往昔李白、欧
阳修的足迹，欣赏他们当年曾经看到
或没看到的景象，体会时光变迁所带
来的历史沧桑，领略其中难以言传的
历史之美、文化之美，我们不能只是
做游览者，更要成为历史的感受者、
文化的传承者和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今晚报》）

晋祠的晋风晋韵晋祠的晋风晋韵

□辛华旺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
上寒烟翠。”古代生活节奏慢，尤其
是文人雅士，强调享受生活，与天地
同乐。古人赏秋，赏的是一种风雅，
一种境界。让我们看看古人是如何
玩转秋天的。

观菊：秋丛绕舍似陶家

我国是菊的故乡，栽培菊花历
史悠久。古往今来，不少名人餐菊、
咏菊、画菊、养菊，并为此留下了许
多逸闻轶事。早在战国时代，屈原
在抒情长诗《离骚》中写下“朝饮木
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春
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的咏菊佳
句，流露了诗人的爱菊之情。

晋代陶渊明爱菊近痴，常常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秋
菊有佳色”的环境里怡然自乐。自
从陶渊明赞菊之后，菊花被人们称
为“花中隐士”，而他自己则被后人
冠之为菊花花神。唐代元稹在《菊
花》中如此描述“秋丛绕舍似陶家，
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
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赏红：数树深红出浅黄

红叶染树，黄叶铺地。只有在
这个金秋才能收获这种色彩的极致
之美。

唐代的刘禹锡在《秋词》中描述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秋叶一直是古人的宠儿，如果要找秋
日最迷人的风景，自然源于“最是橙黄
橘绿时”。

枫树、桦树、银杏、黄栌等，即便是
静静伫立在山林之中，凭借其天然好
颜色，就可“俘虏”一众游人。唐代诗
人杜牧在《山行》中写道：“远上寒山石
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岳麓山下由
此建起了“爱晚亭”，成为秋季观红叶
胜地之一。

登高：今日登高醉几人

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诗人们逢
秋必登高，登高必饮酒，饮酒必赋诗。

登高不是诗人们的小众游戏，作
为古人普及率较高的秋游活动，已经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燕京岁时记》记
载了昔日胜景：“提壶携磕，出郭登
高。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
事也。”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是登高远眺、
舒畅胸怀的好时光。

中国历代许多文人雅士，每当此
时，登上高处，一面饮菊花酒，一面吟
诗取乐，留下无数诗篇。杜甫在《登
高》中描述：“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
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
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

停浊酒杯。”

泡汤：温泉启蛰气氛氲

我国是世界上温泉最多的国家之
一，又是温泉利用最早的国家之一。
对于古人来说，温泉沐浴不仅能洁身
净体，而且可以保持身心健康，是一种
集卫生、保健、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
性活动。对于古代文人士大夫来说，
沐浴温泉除洁身净体外，也是一种进
行品行磨炼、使身心保持纯洁的活动。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
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
时。”白居易这一著名诗句使骊山温泉
闻名天下。

品蟹：蟹肥暂擘馋涎堕

金秋送爽，正是吃螃蟹的大好时
节。吃蟹的历史悠久，在千百年的流传
中，文人雅士被其美味折服，写下了不
少诗词歌赋，比如南宋诗人方岳有“草
卧夕阳牛犊健，菊留秋色蟹螯肥”之句。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数次被流放
偏远之地，但乐观的他，将品尝流放之
地的美食当作精神慰藉。其中，吃螃
蟹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快乐。苏轼曾
在多地任职，走南闯北，吃过不少地方
美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食也很多，
但他从未用过“馋”字，唯对螃蟹，竟自
称馋太守，可见，苏轼对螃蟹喜爱有
加。

（《漯河日报》）

看古人如何玩转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