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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颖琦 文图

中国吉祥文化源远流长，在艺术展现
上更是兼具宏大与精妙。纵观中国吉祥图
案的演进，从仰韶时期刻在红陶上的动物
纹样，到明清时期渗透在民众日常生活中
的各式物件，都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具有纳福祈祥与禳灾
避祸的寓意的纹样，集中围绕着“福、禄、
寿、喜、财”五大主题。

在运城博物馆馆藏的清“冯伯母李太
孺人八旬荣庆”红缎绣百寿图，正是河东
先民为我们留下的美好画卷。这件红缎绣
百寿图以红缎打底，再用宝蓝色的纱线绣
出 100 个不同字体的寿字，色彩明艳，画
面饱满，100 个小寿字各有千秋，没有一
模一样的，其中楷、隶、篆、行、草等字体更
是无所不包，即使相隔百年依然可以感受
到当时送出百寿图的人们的美好祝愿和
心意。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字，不
仅单音多义，还具有音、形、意的特征，不
仅创造出无数无与伦比的美丽诗篇，还为
民间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元素，其中使
用最为普遍的就是寿字和福字。

在《尚书·洪范》中曾记载了古人对
“五福”的定义：“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
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长命、富
贵、健康宁静、道德良心得到满足、得善终

这五点，是古人对一生福气的终极追求，
作为祝贺寿诞的“百寿图”，则代表了人们
对益寿延年的普遍向往。

据专家考证，我国的百寿图在宋朝之
前就已出现，在《读书敏求记·字学百寿
图》里就对其进行了记载：“南宋绍定时静
江令史谓于夫子岩刻百寿字。”到明朝的
时候，百寿图已经十分流行了。明朝正德
年间赵壁就编写过《百寿字》一书，书中记
载了24种百寿书；明朝朱国桢的《涌幢小
品》则记载了一件家藏的百寿图：“御史张
之，家藏大寿字一幅，自其始祖所遗。字高
四尺有七寸，楷书黑文，其点画中，皆小寿
字，白文作别法，满百无一同者。”由此可
知，百寿字在我国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
而且深受人们的喜爱。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除了象形字、钟
鼎文、鸟文、小篆等各种字体外，百寿图还
辅以太极图、蝌蚪文、桑叶形、花瓷罐、古
彩陶以及垂柳、荷花、寿桃、葫芦、绿竹、祥
云、蛟龙、博古文玩等组成“寿”字形，成为
传统“寿”字吉祥样式的集中展示。在“寿”
字构图形式中，以单个“寿”字构图的，字
形长的称“长寿”，圆的称“圆寿”“团寿”或

“花寿”。这些与其说是字，更像是被图案
化了的字符，兼具艺术属性。另外，在圆形
寿纹边围饰如意图案，称为“如意寿字”；
绘五只蝙蝠围成圆圈，当中一个圆形寿
纹，称为“五福捧寿”；由团寿纹和盘长、蝙

蝠组成的图案，称为“福寿绵长”等。这些
寿字图纹多用于祝寿场面，贴在门上、墙
上及各种用具上，甚至印在老人的衣服、
被子、枕头等上面，以祈福纳寿。

一个小小的“寿”字，体现了中国人对
生命和生活的热爱，承载了人们的美好愿
望。“寿”是一种祝愿，也是一种态度，更是
一种文化，在老人的“寿辰”之日，为老人
送上一幅百寿图，表达对老人的敬意和感
恩，岂不美哉！

清红缎绣百寿图：

吉祥图案 寄托祝福

文物名片

主角：清红缎绣百寿图

出生时间：清（公元1616年~公元1912年）

尺寸：通长205厘米、通宽91厘米
藏宝地：运城博物馆

□记者 王捷 文图

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乐器可以说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誉为“古乐之
祖”的石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和
印记。

在运城博物馆，有这样一组来自东周
时期的石磬，尽管静默无声，但却在历史
岁月的深处低吟回响，发出空灵悠扬的天
籁之声。

单说“磬”，早在甲骨文中就已有此
字，左半像悬石，右半像手执槌敲击。在字
典的释义中，磬指古代打击乐器，用石、金
属等制成，形似曲尺，用绳索悬挂。石磬，
顾名思义，是以石头制成的打击乐器。之
所以被誉为“古乐之祖”，是因为它是我国
历史上最早的打击乐器之一。

石磬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新石
器时代。相传，远古人类在打磨石头制作工
具时，发现一些石片敲击后能发出清脆美妙
的声响，于是便把这些石片打磨成简单的乐
器，就这样最古老的音乐诞生了。《尚书·尧
典》也有记载“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生动
描写了人们劳作之后敲击石头，装扮成各种
野兽跳舞的情形。1974年，夏县东下冯遗址
曾出土了一件大石磬，经考古测定，这很有
可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磬，其年代相当于
夏末商初。

石磬与中国礼仪之邦的称谓也有着密
切联系，被认为是“安邦定民”的重要工具。早
在黄帝时期，中国就开创了礼乐教化制度，包
括礼仪和音乐。当时的音乐称为雅乐，石磬是
最早用来演奏雅乐的乐器。

随着时间推移，石磬的制作工艺不断
提高，形状也逐渐变得规整。商周时期，石
磬成了重要的礼乐器，被广泛应用于祭祀、
宴享等场合。它不仅是音乐的载体，更一度
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可以说，石磬的形
制、制作工艺、音律系统、使用场合和文化
意义等，都有着丰富的内涵。

石磬除了单个以外，还有成套的。若
干个磬编成一组，挂在木架上演奏，称为
编磬。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对编磬的使
用十分严格、规范，是象征权力和等级的
重器，不同等级和身份悬挂方式不同，石
磬的大小也不同。

经历过商代中晚期不断完善发展，周
代的“金石之乐”（也就是礼乐）已占据主
导地位，金、石分别对应钟、磬。考古中人
们发现，古代石磬常常会与编钟、鼓等其
他乐器共同配合演奏。石磬的音色清脆悠
扬，能够起到稳定节奏、增强音乐表现力
的作用。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作为春秋五霸之

一的晋国，地位可以说非常重要，也必然
在礼乐方面十分重视，仅从山西出土的大
量文物中就可见一斑。

用来制作石磬的石头，常见的是青石、
玉石等，有矩形、圆形、弧形等多个形状。不
同的材质和形状，音色自然不同。据研究显
示，青石制作的石磬音色更加清脆，玉石则
柔和一些；矩形石磬音色浑厚，圆形石磬音
色明亮。再经过匠人的精心切割、打磨、调音
等，完整的石磬才得以问世。

再看运城博物馆这组石磬，一组有
10件，由页岩制成，表面呈青灰色，质
地较细腻，通体磨制，单孔，弓背形。
这应是一组编磬，音色应该相对清亮一
些。依托上面的小孔，彼时人们应该会
将其悬挂起来敲击，继而发出清脆悦
耳、古朴典雅、萧瑟飘逸的声音，人们
在惬意之中得以放松身心……

虽然如今的我们很难再听到它曾演奏
的悠扬曲调，但那节奏仿佛不曾走远，仍然
在我们脑海中无限回响。从一块普通的石
头，到形制规整的乐器，凝聚着古代工匠精
湛技艺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石磬，在人
类发展史、音乐史、生活史等方面都占据了
重要地位。独特音色演奏的空灵乐曲，似乎
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铿锵步履声，声声引
人入胜，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时人们对生
活的热爱，至今依旧历久弥新。

东周石磬：

“古乐之祖”天籁回响 □张汉东

日历已被你一页页地揭薄了，
岁月却被你一日日地积厚了。
春夏秋冬的步履总不会停歇，
粗壮的茧花手还常忙乎着
春播夏种迎金秋的丰硕。

日历已被你一页页地揭薄了，
时光竟被你一天天地叠厚了。
三百六十五道光阴镌刻在日历上，
春华秋实的景致总是那样美好。

日历中浸染着辛劳的滴滴热汗，
日历中铭记着跋涉过的山川道道。
家中的老父在春日耕耘着沃野，
让垄垄泥土上生长粗壮的绿苗。
家中的老母节俭持家，
额头上的褶子又不知增添了多少。
孩儿们个个茁壮成长，
每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们的身高。

人们在一岁中总难忘耕耘的四季，
在那厚厚的日历里有经历过的

旧故事，
在那厚厚的日历上映现着几度

花开和花落。

日历哟，日历，
你像一幅图画儿将四个季节细描。
日历哟，日历，
你像一册曲谱咏唱着岁月的美好。
图画中早已装满了三百六十五

个旧故事，
曲谱里正韵律着

蜡梅花和迎春花的
欢笑。

日历

运城晚报讯 河津第二届“锦
浩杯”文学作品征文大赛结果近日
揭晓，12 月 22 日举行了颁奖仪
式，共有45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
奖 2 件、二等奖 7 件、三等奖 10
件、优秀奖26件。

此次文学作品征文大赛由河津
市作家协会、《龙门》 杂志编辑部
主办，旨在进一步激发广大文学爱
好者的创作热情，扶持培育文学新
人，推动该市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征文活动期间，共收到本地各类征
文稿件101件，其中小说9件、散
文59件、诗歌33件。经过认真评
选，侯蔷韵的小说 《陌上花开》、
卢静的散文《千古中条一池雪》脱
颖而出，分别获得一等奖。

近年来，河津市作家协会多次
举办文学作品有奖征文活动，以赛
代培，全面提高会员创作质量，部
分作品被 《海外文摘》《散文选
刊》《山西日报》《运城日报》《运
城晚报》 等 20 多家媒体采用，对
推动当地文旅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 （乔娜娜）

河津市第二届“锦浩杯”
文学作品征文大赛结果揭晓

文物名片

主角：石磬
出生时间：东周（公元前
770年~公元前256年）
尺寸：长14厘米~50厘米、
宽 10 厘米~12.5 厘米、厚 2
厘米~3厘米
藏宝地：运城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