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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抽盲盒成为一种时
尚。最早抽盲盒只能抽娃娃，到了
后来，文物有盲盒，文创品有盲
盒，日常用品也有盲盒，就连书店
都推出了书籍盲盒，简直是万物皆
可盲盒。不过现代人先别太得意，
清朝的乾隆皇帝马上就要膨胀了：

“你们万物皆可盲盒，我们的盲盒里
有万物！”

作为历史上最会玩儿的皇帝之
一，乾隆皇帝可谓是盲盒的鼻祖。
在故宫博物院里，藏有一个来源于
清代的“压岁钱”荷包。这个荷包
看上去非常精美，它的中间有一宝
瓶，瓶子上有“安”字，旁边还有
几只鹌鹑在嬉戏，这一场景的寓意
为岁岁平安。据 《啸亭续录》 载：
乾嘉时期“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
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
荷包一”。

原来这清代的皇帝为了增进宗
族里的亲情，也为了拉拢朝中大
臣，在除夕之夜会派送礼物，并
且称之为“馈岁”。而这个礼物，
乾隆皇帝竟然以盲盒的形式送出
去。那么他究竟会在里面装什么
呢？

除了发明盲盒，乾隆皇帝居然
连盲盒的大小都已经设置好了。据

载，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那对大荷
包里，一般装有各色玉石八宝一
份；小荷包四对，内装金银八宝各
一份；又小荷包一个，内装金银钱
四枚，金银锞四枚。

这听上去很诱人，可这个盲盒
里横竖不过是金银珠宝，似乎又有
些单调。别急，乾隆皇帝曾经写过
一首诗：“刺绣新惊添几线，团团绣
得荷包面。就中各盛金豆儿，开匣
争看文采绚。亦有文房杂珍玩，《苕
溪》 紫颖端溪砚。易水松烟黑似
漆，倭笺蜀纸生东绢。红橘黄柑与
鹿兔，渴能生液饥堪咽。帝里豪华
固如此，三元令日人争羡。试想村
中老灌田，此景何缘一闻见。”

原来，这个荷包里不仅有金银
珠宝，还有各种文玩、诗集，甚至
还有特产，比如福橘、广柑、辽东
鹿尾、猪、鱼等食材……

不过，乾隆皇帝的盲盒可不是
为了抽着玩儿，这可是将盲盒融入
在了朝政当中呢。

无论什么时候，娱乐消费市场
都会有新鲜的事物在产出，但我们
如果能像古人那样，将这些娱乐消
费的商品做得有意义、有内涵，那
才是真正的欢乐。

据《北京青年报》

乾隆皇帝的“盲盒”

刺绣荷包和里面盛装的“压岁钱”。

崇尚“士”文化，是中国历
代文人墨客追求的最高境界，是
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士”文化
的成熟，在绘画尤其是人物画方
面的突出体现，就是高士绘画的
形成。

什么是“高士”呢？高士，指
博学多才、品行高尚、超脱世俗之
人，多指隐居山野田园之雅士。在
读书求仕的时代，高士的归隐与逸
致，开拓了中国山林文化、田园文
化，对中国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所以，高士题材历来也是
中国画家所青睐的创作内容之一，
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宋
代的《柳荫高士图》就是其中的代
表作之一。

《柳荫高士图》 为宋代王诜所
作。王诜，字晋卿，常与苏轼、黄
庭坚、米芾等人往来，能诗善画还
会填词，不仅山水画造诣颇高，人
物画也是自成风格，苏轼曾赞誉他
的诗画“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
与诗争妍”。

在这幅作品中，靠前的一棵
古柳，树干虬曲，枝叶繁茂。主
干向后歪曲，正适合人靠卧而

坐。果然，树干上靠坐一高士，
须发飘然，头戴葛巾，足穿草
履。双目眺望溪水对岸的栖鸟，
似凝神深思，又似神游天外。他
的拐杖上挂一葫芦，歪靠在一旁
的树干上。表面上看，高士双目
聚神，凝视手卷，实则已是眼饧
耳热，醺醺然不胜杯杓。画面虽
场景平淡，朴素自然，但却寄情
深长、托意高远，反映出归隐田
园后的高士怡然自得的心境和不
图名利、超尘脱俗的精神世界。

宋代之后，艺术审美向哲思性
转变，人们更加重视心灵自由的追
求和人文思想的表达，所以在人物
画中，出现了诸如 《柳荫高士图》
等这样的作品。

据史料，清乾隆皇帝对《柳荫
高士图》十分喜爱欣赏，在画上亲
笔题诗：“柳荫高士若为高，放浪形
骸意自豪。设问伊人何姓氏，于唐
为李晋为陶。”对这幅“高士图”上
的主人公姓甚名谁提出自己的看
法：如果这位高士是唐代人物，就
是李白，如果是晋代人物，便是陶
渊明。

据《广州日报》

■■名画欣赏名画欣赏

《柳荫高士图》局部。 王诜 作

““春困春困””来袭来袭，，也有人根本不想也有人根本不想
解困解困，，只想长睡不起只想长睡不起。。在这一点上在这一点上，，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很有发言权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很有发言权———他—他
对睡觉的热爱对睡觉的热爱，，令人意想不到令人意想不到。。

““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但
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苏东坡把苏东坡把
赖床赖到天荒地老的心愿写进了诗词赖床赖到天荒地老的心愿写进了诗词
里里，，一首一首《《试院煎茶试院煎茶》，》，大声向世界大声向世界
宣布宣布————““书我也不看了书我也不看了，，我就想睡我就想睡
觉觉，，就让我睡着吧就让我睡着吧！”！”

如果起得早了如果起得早了，，而且没啥事的而且没啥事的

话话，，苏东坡就梳头苏东坡就梳头、、洗脸洗脸、、穿戴整穿戴整
齐齐，，再找一张干净的小榻那么一躺再找一张干净的小榻那么一躺，，
闭目养神闭目养神，，睡个回笼觉睡个回笼觉。。这回笼觉感这回笼觉感
觉如何觉如何？？他兴致勃勃地说他兴致勃勃地说：“：“数刻之数刻之
味味，，其美无涯其美无涯。。通夕之味通夕之味，，殆非可殆非可
比比。”。”如果古代有睡觉大赛如果古代有睡觉大赛，，那冠军那冠军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关于苏东坡的关于苏东坡的““睡觉传奇睡觉传奇”，”，最最
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因为睡觉化险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因为睡觉化险
为夷的故事为夷的故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苏东坡站苏东坡站
出来反对出来反对，，得罪了全力支持变法的宋得罪了全力支持变法的宋

神宗神宗，，有了牢狱之灾有了牢狱之灾。。宋神宗派亲信宋神宗派亲信
去牢里一探究竟去牢里一探究竟，，结果发现他在那样结果发现他在那样
的环境下照样睡得呼呼的的环境下照样睡得呼呼的。。宋神宗于宋神宗于
是相信他心中无鬼是相信他心中无鬼，，没有要他的命没有要他的命，，
只将他贬职只将他贬职。。

在宦海沉浮的坎坷人生中在宦海沉浮的坎坷人生中，，很多很多
人可能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人可能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苏东但苏东
坡面临任何困境都睡得很好坡面临任何困境都睡得很好，，因为他因为他
心胸开阔心胸开阔，，洒脱自如洒脱自如，，面对生活的态面对生活的态
度是宠辱不惊度是宠辱不惊，“，“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任平生””
就是最好的写照就是最好的写照。。 据据《《金陵晚报金陵晚报》》

《柳荫高士图》

隐士的洒脱生活

饮茶饮茶 食疗食疗 游戏游戏

古人解决古人解决““春困春困””有方有方

古代的古代的““吐槽大会吐槽大会””

“春眠不觉晓，哈欠上门找。”又到了“春困”的季节，你
是不是整天觉得昏昏欲睡呢？“春困”一说，古已有之，这是人
体生理机能随着自然气候变化而发生的一种生理现象。古人解
决“春困”的法子十分有趣，在文人墨客看来，“春困”并不恼
人，还带着许多诗意，民间更是会通过饮茶、食疗、游戏等方
法缓解“春困”。

说到“春困”，最著名的当数唐
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这首诗人
人都会背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
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到现代，更是衍生出一首打油诗——

“春眠不觉晓，哈欠上门找。晚上睡
不着，白天醒不了。”

在古代文人墨客眼中，“春困”
是一件很有诗意和情趣的事儿，也是
作诗赋词的好题材，因此留下了许多
关于“春困”的佳作。

唐代的诗人们尤其爱写“春

困”，除了孟浩然的《春晓》，李涉在
《题鹤林寺僧舍》中写道：“终日昏昏
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描写了
春困导致整日昏昏沉沉、恍若梦中的
场景。王建的《宫词一百首》 也描
述了“春困”：“春来睡困不梳头，懒
逐君王苑北游。”白居易更是写了两
首《春眠》，一首为七言绝句，一首
为五言古诗，留下了“新浴肢体畅，
独寝神魂安。况因夜深坐，遂成日高
眠。”“枕低被暖身安稳，日照房门帐
未开。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

中来”等佳句。
到了宋代，大词人秦观为“春

困”写下《浣溪沙》：“香靥凝羞一笑
开，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长春困下楼
台。照水有情聊整鬓，倚栏无绪更兜
鞋。眼边牵系懒归来。”这首词写女
子笑靥如花、娇羞可人，因为“春
困”懒懒走下楼台的场景，十分有画
面感，让人心向往之。诗人范成大则
写下了《春困二绝》：“采花生菜又新
年，节物人情已可怜。不待春来呼我
困，四时何日不堪眠？”

现代人要解困一般会想到喝咖
啡，古人对缓解“春困”则有独特小
妙招。

第一招是饮茶。唐代孙淑有一首
《对茶》：“小阁烹香茗，疏帘下玉
沟。灯光翻出鼎，钗影倒沉瓯。婢捧
消春困，亲尝散暮愁。吟诗因坐久，
月转晚妆楼。”寥寥几句，写出了饮
茶解困之乐。秦观因为“春困”懒于
著书，好友李安派人送茶给他，于
是，秦观靠着泡茶喝解除了“春
困”，大大提高了效率，他还把这件
事写成了《次韵谢李安上惠茶》，感
叹饮茶之后“从此道山春困少，黄书
剩校两三家”。

第二招是食疗。根据唐《四时宝
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

菜，号‘菜盘’。”什么是“菜盘”？
也叫“五辛盘”，最早以葱、姜、
蒜、椒、芥5种蔬菜为主，是皇家和
贵族为解“春困”而做的食物，后来
渐渐流入民间，还演变出春饼、春卷
等更丰富的吃法。古时候，只有富贵
人家才吃得起春饼、春卷，穷人怎么
办呢？可以吃萝卜代替，清代富察敦
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载，吃萝卜

“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第三招是游戏。常见的是斗草和

掷钱，这些民间传统游戏不仅健身健
心，也能消解“春困”。斗草在女子
和儿童中最为盛行，这个游戏源自古
人的药草观念，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祛
病辟邪。宋代大词人柳永的 《斗百
花》中对斗草就有十分生动的描绘：

“春困厌厌，抛掷斗草工夫，冷落踏
青心绪。”斗草还分文武两种，“文斗
草”可以参看《红楼梦》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
榴裙”，小丫鬟们采了些花草来兜
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

“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
松”。“武斗草”则一直流传到如今，
两人持草相对，各持一端，用力拉
扯，草茎断者输。

掷钱又称簸钱。参与者各抓几枚
钱币在手中颠簸，然后掷在台阶或地
上，依次摊平，以钱币的正反面多寡
决定胜负。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
宝遗事》中有记载：“内庭嫔妃，每
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
掷金钱为戏。”

文人墨客眼中，“春困”别有一番诗意和情趣

饮茶、食疗、游戏，古人用这几招缓解“春困”

古代“睡觉大王”非苏东坡莫属

《东坡煮茶图》。 资料图片

壹

儿童斗草。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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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吐槽大会》热播，脱
口秀演员们的现场吐槽也越来越辛
辣，为了给自己所在的队伍抢夺冠
军，脱口秀演员们几乎拿出了自己的
绝技，吹拉弹唱都给用上了。其实，
这一幕早在古代就发生过。

汉代“吐槽大会”段子
高级

现代的《吐槽大会》为了节目效
果，脱口秀演员的表现方式也越来越
丰富。其中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最擅
长的是一边弹吉他一边吐槽，其实这
个表现形式在秦汉时期被称之为“说
唱”。早在秦汉时期，“说唱”也是一
个正规职业，即“俳优”。“俳”表示
诙谐滑稽的表演，“优”代表的是演
员。“俳优”主要是指以言语技能见
长、表演夸张滑稽的男性艺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东汉击
鼓说唱俑，他就是典型的俳优形象。
他打扮俏皮滑稽，左臂抱着一个圆
鼓，右臂高高扬起鼓槌，显然这是在
工作中的俳优。

秦汉时期有一个俳优叫优旃
（zhān），他的吐槽很有笑点，段子也
非常高级，甚至有的段子是现场发挥，
还能拉上群演。比如，早在秦始皇时
期，某天宫中设宴款待，不巧下起了暴
雨，而侍卫们却只能淋雨站岗，优旃灵
机一动，跑去跟侍卫们商量：“假如你
们不想淋雨站岗，一会儿我叫你们，一
定要大声回答我。”侍卫们自然是答应
了。随后，优旃就去了酒宴，见大臣们
都在给秦始皇祝酒，于是他靠近栏杆大
声喊道：“侍卫们！”侍卫们立刻答应

“有”。接着，优旃开始了他的吐槽：
“你们这些侍卫长得这么高大，但却没
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最多也就是有幸
露天淋雨。而我们这些天生身材短粗

的人却可以在大殿内休息，人生真是
一场戏……”此时秦始皇脸上挂不住
了，于是他准许侍卫们减半值班，从
此可以轮流换岗。

对于优旃如此高级且有内涵的吐
槽段子，司马迁在《史记》中赞他：

“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不是为了
吐槽而吐槽，而是在吐槽中蕴含大道
理，为他人解决问题。

宋代“吐槽大会”广告
植入够“硬”

说起宋代的“吐槽大会”，那表现
形式可真是多，舞台上不再是男性的
天下，许多女性也参与其中，他们被
称之为“说话伎艺”。有意思的是，这
些脱口秀演员们还不是专职，他们在
舞台之外，还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职
业，或是光鲜的社会地位。

不过再好笑的段子，听多了也会

麻木。这个时候，必须有广告植入。
宋代人也深谙此道。吴自牧在《梦粱
录》中曾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盛况：“且
借歌伎之演出，以促销货物”，“自
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
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
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
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
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宋代的“吐槽大会”内容如此
丰富，为当时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
素材，而戏剧中的一些表现手法也
被说话艺人吸收借鉴到了表演之
中。难怪王国维评：“此种说话，以叙
事为主，与滑稽戏之但托故事者迥异。
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
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
仿为之，所以资戏剧之发达者，实不少
也。”

明末清初的“吐槽大
王”柳敬亭一票难求

在宋代“说话”艺术的影响下，
明清两代的“吐槽大会”自然是越办越
红火。不过，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是
脱口秀演员，他的表演场场精彩，被当
时的文人墨客写在了不同的文学作品
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柳敬亭。

柳敬亭所处的时代是明末清初，
大概是青春痘太多留了疤，他有一个外
号叫“柳麻子”。据史料记载，其实柳
敬亭不姓柳，他是因为年少时刁钻古怪
不讲理，触犯了刑法，为了逃命，所以
改姓。这样的一个其貌不扬的叛逆少
年，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了一篇小
品文《柳敬亭说书》，阎尔梅写了《柳
麻子小说行》，余怀在《板桥杂记》中
也写到了他……由此看来，柳敬亭的确
够专业，也颇有观众缘。

据载，柳敬亭在南京爆火，他一

天只演一场，票价是一两银子，即使
再有身份地位的人，想看一场柳敬亭
的表演也得提前十天预约，可谓一票
难求。大概是一线脱口秀演员，柳敬
亭对观众要求很高，众人必须安静地
听他说，如果发现有人窃窃私语、打
哈欠、伸懒腰、脸上露出倦怠感，柳
敬亭立刻就会停止表演。脾气这么
大，为何还场场爆满呢？因为柳敬亭
的专场确实精彩，他说书能说得观众
犹如身临其境，特别有场景感，几乎
是沉浸式体验，而他吐槽起现实生活
来，也能做到针针见血。

最关键的是，柳敬亭虽然只是一
个艺人，但他足够有态度、有胆识。他
深爱着他的故国，对于很多事情都有着
他坚定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文
人士大夫都愿意与他交好，并写诗文
称赞他的原因。 据《北京青年报》

东汉击鼓说唱俑。

宋代著名女伎艺“丁都赛”雕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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