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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
炉……这些如雷贯耳的文物都有一个
共同的出处，那就是位于河北省保定
市满城区陵山的满城汉墓。除了这
些，这里还出土了一口2000多年前的

“高压锅”——熊足铜鼎。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

其妻窦绾之墓，有“天下第一崖墓”
之称。河北博物院社教部李雅雯介
绍，满城汉墓出土大量与饮食、烹饪
有关器物，如鼎、釜、镬等炊器；
壶、杯、罍等酒器等，不仅造型精
美，制作精良，而且设计科学，其中
就包括一件构思巧妙的熊足铜鼎，被
称为“古代的高压锅”。

熊足铜鼎通高 18.1 厘米，口径
17.2厘米，腹径20厘米，出土于满城
汉墓1号墓，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
中。器身呈椭圆球形，鼎的三足为蹲
立状的小熊。小熊作蹲立状，双眼圆
睁，咧口微笑，模样十分娇憨可爱。
鼎腹两侧各附一长方形竖耳，鼎耳上
各有一只伏卧的兽。鼎耳穿轴，轴穿

过伏兽的臀部，使它可以绕轴翻转。
鼎盖则像一只倒扣的钵，顶盖微鼓，
上面等间距地环立着四个小兽。合盖
前，先将鼎耳上的小兽掀开；合盖
后，将它翻过来扣在盖上，再旋动鼎
盖，使伏兽的背正卡在立兽颔下，鼎
盖随之被闭锁起来,与现代高压锅极为
类似。

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说：“铜
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铜
鼎最原始的作用，是炖煮和盛放肉
类，相当于现在的锅。

李雅雯介绍，2000多年前的古人
凭借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设计
出的这种闭锁结构类似于现代的高压
锅，设计之科学、构思之精巧，着实
令人赞叹。

据史料记载，汉代皇帝拥有庞大
的饮食服务管理体系，除了专门管理
不同门类食物的官吏之外，当然还有
大量奢华富丽的饮食器，这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会设计出如此构思精巧的熊
足铜鼎了。 据新华社

2000多年前的“高压锅”长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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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春图》现存最古的画卷

中国绘画史上有关“游春图”最
经典的作品，隋朝画家展子虔《游春
图》无疑是其中之一。这幅中国现存
最古的卷轴山水画，画上并无作者的
名款和印章，因宋徽宗赵佶在隔水处
题有“展子虔游春图”而得名。《游春
图》描绘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贵
人仕女外出春游踏青。江南早春，树
叶吐绿桃杏争芳，水面宽阔微波皱
起，有游艇轻泛。两岸游人三两成
群，沿途观赏春景，或步行伫立，或
主骑马而仆随后。小桥连岸，坡后有
农舍，而山谷中则寺庙隐现。画家运
用细而有力的线条勾画出物象的轮
廓，人物虽然小如豆粒，但一丝不
苟，形态毕现。作品色彩浓丽厚重，
山石树木均以矿物制成的石青、石绿
颜料赋色，以青绿色彩为主调。整幅

画作亮丽的色彩，充分衬托出祖国大
好河山盎然勃发的春天气息。这幅流
传有序、著录翔实的珍贵古画，充分
展示了中国唐代早期山水画的面貌，
不仅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
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虢国夫人游春图》绘盛唐风貌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唐代画家张
萱的经典代表作，现藏于辽宁省博物
馆。此画描绘了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
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携其侍从春
游的场景。画作着重人物内心刻画，
通过劲细线描和色调敷设，浓艳而不
失其秀雅，精工而不板滞。全画构图
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与马的动势
舒缓从容，正应游春主题。画家不著
背景，只以湿笔点出斑斑草色以突出
人物，意境空潆清新。图中用线纤
细，圆润秀劲，在劲力中透着妩媚。

设色典雅富丽，具装饰意味，格调活
泼明快。画面上洋溢着雍容、自信、
乐观的盛唐风貌。

《八达游春图》骑骏马踏青景象

《八达游春图》 是五代时期赵喦
（yán）的作品，描绘八名衣冠华贵的
男子，身穿唐代红、紫、绿色之官服
骑着骏马春游的场景。他们或回首召
唤，或挥鞭促行，人物神态和动作各
不相同，相互间又顾盼联系。马蹄急
促，好似踏着春风，欢快轻灵。苑林
中垂柳依依，草木新绿旺盛，一灵石
玲珑剔透直插天空。据考证，《八达游
春图》 画面中这八位骑马的达官贵
人，身着红、紫、绿三色衣物，符合
唐代流传下来的衣冠制度，而梁代正
是依循唐制。由于梁太祖正好有八个
儿子，因此可以推断，身为驸马的赵
嵒有可能描绘的就是这八个皇室子弟。

《春耕草堂图》乡村春耕一片繁忙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
晴。”这是清代文学家姚鼐 （nài）
《山行》中的诗句，描写了乡村春耕时
节一派繁忙景象。民以食为天，食从
耕中来。春耕对农耕社会的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至天子大臣，
下至平常百姓，都把春耕生产当成一
年当中头等的大事。湖南博物馆珍藏

的清代康熙年间著名画家禹之鼎的
《春耕草堂图》，就给世人呈现了一幅
春暖花开、春意盎然、农事正忙的景
象。画面中的远处是连片的桃林，众
多桃花开满枝头，像是挂上一层粉红
彩霞，绚丽灿烂。近处左右两株垂柳
缀着嫩绿叶子，微风吹来婆娑起舞。
画卷左侧城墙脚下，两株葱茏古树掩
映着三间乡村农舍，舍前一位老翁头
戴斗笠，身着蓝衫，右手捻须，人物
形态极为传神。旁有两童侍立，一童
持杖，一童背书卷，正面对面窃窃私
语。右侧远处，一农夫在田中赶牛辛
勤耕作，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
整幅画面充满着乡间田野的生活气
息。该画敷色清新明亮，构图严谨，
疏密有致，笔法飘逸流畅，人物神情
颇为生动传神。画家无论是在构图、
笔墨技法，还是敷色染彩上都体现出
极深的造诣。 据《西安晚报》

香车与丝骑 风静亦生尘

中国画中的游春人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

明朝卖杏花。”“江碧鸟逾白，
山青花欲燃。”……春天，是
万物复苏的季节，令人遐想无
限。在浩瀚的中国文学艺术史
中，处处可见吟咏和赞美春天
的经典诗句。古人游春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观赏山川风
光、游览各地名胜古迹、骑马
狩猎、泛舟游湖、秋千蹴鞠、
沐风采花……无不表现出对大
自然的热爱。而中国画作为具
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国
民族传统绘画，无疑也记录和
描绘了这些对春天的遐想。那
么在古代的中国绘画里，那些
优秀的经典作品是怎样描绘和
记录春天的景象呢？

■■名画欣赏名画欣赏

《游春图》 展子虔 作 《八达游春图》 赵 喦 作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张 萱 作

《春耕草堂图》 禹之鼎 作

早在《周易·系辞下》中，就产
生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
而不忘乱”的基本认识。孔子更明确
地提出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
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卷四
十七《孔子世家》）的安全主张。自
此以降，“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便
成为历代统治者安邦治国的中心命
题，如明代永乐皇帝就一再强调

“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而豫防之”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三）。而谋
划国家安全的构想，确定国家安全的
方针，制定并落实国家安全的措施，
即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

采取严密措施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第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以皇帝为
最高主宰的专制集权体制，这就是所
谓的“尊天子，一制度”。其基本内
容是由皇帝独揽国家最高权力，并建
立起自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完备的官僚
办事机构，如秦汉的三公九卿体制，
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与中央官僚体
制相一致，在地方也先后设立郡县
（州县）二级或道（省）府（州）县
三级的行政体制，以确保权力的高度
集中与统一，政令军令的畅通无阻。

第二是控制军权，以文制武。自
战国起，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相呼

应，军权也开始高度集中，君主对军
权的控制大大加强，出现了人事上的
文武殊途、将相分职制，决策上的廷
议制，军队调动上的兵符制，赏罚上
的军功爵制等，以保证政治上的安全。

第三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为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创造条件。经济是
一切问题的基础，要保持政治上的安
全局面，巩固国防，离不开以雄厚的
经济实力作后盾，对此历史上的明君
贤相都有明确的认识，“仓廪空虚，
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管
子·重令》）。有鉴于此，他们都致
力于发展经济，扩充实力，或与民

“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为从事再生
产创造条件；或实行盐铁官营，由国
家牢牢控制重要的经济命脉；或重农
抑商、重本轻末，以确立切合当时实
际情况的经济活动导向。通过这些措
施，使国家经济实力较快地得到恢复
和发展，造就著名的“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
世”。有此为后盾，则政治安全、国
防建设方可落到实处。

第四是抑制权臣，打击豪强，消弭
潜在的分裂动乱因素。历史上有作为的
君主，通常能清醒意识到强藩、权臣、
贵戚乃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是
天子“大一统”的对立面，稍加纵容，
就容易引发政局的动乱，若此，则政治
安全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总采取各种
措施，“弱臣势”，以防止权臣秉政、皇
权旁落的情况发生。汉武帝实施“推恩

令”，武则天打击
关陇军功贵族，
宋太祖推行“杯

酒释兵权”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事例。
另外，对地方豪强势力，统治者也处处
予以抑制、打击，通常采取的做法，是
将其迁徙到京都一带就近加以控制，像
秦始皇迁徙关东六国贵族至咸阳，汉高
祖、汉武帝等迁徙“郡国豪杰”于关中
地区，都属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
举措。

重视军队建设
保障统治者的权益

第一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巩固
统治秩序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支富
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军队是国家专
政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国家
安全的坚强柱石，古人认为：“库无
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墨
子·七患》）。所以明智的统治者始
终重视军队的建设，使之能够抗御外
敌，平息内乱，维护安全，巩固统
治。如汉武帝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
从而为夺取全面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
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第二是按照确保国家安全的原
则，制定和落实军事发展的战略方
针，使军队建设更好地服从于政治安
全的要求。在武装力量构成方面，是
确立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位一
体，各司其职的基本格局，同时致力
于贯彻优先发展中央军与正规武装的
方针。在军事布局方面，是实行强本
弱枝、“居重驭轻”和互相维系的原
则，把驻防重心放置在京畿等政治中
心地区。唐初的折冲府主要驻扎于关
中，清代的八旗兵重点布防于京师，
均是明证。

第三是有重点地加强军事领域的
“软”“硬”件建设，以最大限度地满
足国家安全所提出的各种需求。为了
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有意识地改善
军事交通状况，兴修驰道 （直道），
这在秦汉与隋唐时期均有切实的举
措。如秦始皇在位期间，由大将蒙恬

“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

谷，千八百里”（《史记》卷六《秦
始皇本纪》）。它的开辟，使京师咸
阳和北部边关联结在一起，平时边地
军民屯垦耕作；一旦有警，长城戍卒
点燃烽火，将领便可根据敌情作出部
署，且可沿直道征调内地部队驰援，
这样就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第四是着力于边地军事建设，屯
田实边，拒敌于边关，确保国家的安
全和平。保持边境地区的安全，是国
防中的要务之一，唐代陆贽对此的论
述，反映了人们的共识：“边陲之戍，
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
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
于此”（《陆宣公奏议》卷二）。所以
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将加强边地军事
建设列为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屯
田实边，健全边防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

统一思想认识
营造安全稳定氛围

思想的统一，文化的认同对于维
护国家安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
为唯有思想文化的一致，才能牢固地
建立起凝聚全民的精神纽带，共同致
力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大业，消弭异
端，根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历史上
的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普遍在
统一思想方面进行努力，把它作为制
定和实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有机组成
部分。秦始皇禁止诸子百家之学，提
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武帝
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明清统治者鼓吹理学，颁行

“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钦定读物
等等，均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应该
说，这种统一思想的举措，其意义是
正负参半的：它使人们思想定于一
尊，在一定时间内是利于国家的稳定
与安全的，但它的文化专制实质，同
时也起到了钳制思想、窒息学术的副
作用，从长远看，对国家的真正安全
也不无弊端。 据《山西农民报》

古代如何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古代如何制定国家安全战略

在中国，天平很早就出现了。其中
比较多出土的，包括战国时期的不少天
平，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楚国的范围内，
数量更是不小。据考古学家高至喜的统
计，仅现在湖南的长沙、常德、衡阳等
地区，从1949年到1972年，就在101
座楚墓中出土过天平和砝码，由此可见
当时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
使用非常普遍的工具了。

算盘也是古人出门谈生意需要带
的工具之一。大商号、大银号交易数
量很大，会用到特制的长算盘，或通
常放置于钱庄柜台，一分为二供店小
二使用。而当店家出门谈个小生意，
以便携为主，也出现了与戥子大小相
近的小算盘。

算盘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还不算
久，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算账还
是习惯拨拉算盘珠。今天在很多店铺
中，收银台也会摆巨大的算盘珠作为
装饰品，寓意财源滚滚、分毫不差。

学校里也有些开设了算盘兴趣班或者
小课程。从日用的角度来说，进行加
减乘除运算，算盘快且准，的确是伟
大的发明。

据《广州日报》

古人怎样称金银

今天，人们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曾几何时，出门在
外，要各种费心思看护随身盘缠，还要用到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兑换钱钞，达成交易，这也就催生了种种专门的工具。那
么，古人究竟是如何称金银呢？

戥子 专门用来称银子的小秤

戥 （děng） 子，是中国古代的
一种称重计量工具。清人钱大昕谓：

“等子所以称物者, 俗作‘戥’”。在
广州岭南金融博物馆收藏的戥子由两
部分组成：戥称和外封装。戥子的木
质封装，呈长葫芦状，尖端有活结，
方便开启以取用内部的戥称。内部的戥
称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戥杆、戥盘、
戥砣（或叫戥锤），其实就是一个小巧
的杆秤。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戥子，戥杆
材质是动物骨，推测为骆驼骨或象牙，
刻有标尺；戥盘为铜质，薄厚不等，盘
边沿均匀地开了三个洞，用以系绳；戥
砣（或叫戥锤）为铜质，初步推测为黄
铜。看似简单的设计，其实讲究颇多。
戥子称量东西，首要准确精密，所以戥
杆必须纤细、轻盈又平直、均匀，骆驼
腿骨质地坚实而气孔少，成为旧时制
杆材料的首选之一。

直至清代，很多地方还是银锭和
铜钱两种货币通用，所以商业人士一
般会随身携带一个装着戥子的小盒，
收到碎银子用戥子来称量，等攒到一
定分量再熔铸成银锭。《红楼梦》里有
一段讲到晴雯偶感风寒，请了大夫诊
治。因平日里管账的大丫头袭人不

在，轮到麝月给钱时遇到了麻烦，“于
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笸箩，内
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
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哪
是一两的星儿？’”从中可以看出，没
有戥子的帮助，要给一两银子的诊
金，也是麻烦的。

古代戥秤保存下来较早的，有明
代万历年间的实物体，造型与现代戥
秤接近。这两支戥秤的分度数都格外
多，这是相对精度高的一种体现。但
分度过多也会降低秤的分辨力。明代
白银已成为法定的流通货币，戥子和
其他不同大小的杆秤构成了商品交易
的成套称量体系。

天平和算盘 做“大买卖”必不可少的工具

戥子

天平和砝码

算盘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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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是国家安全日，国家安全和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在中国古
代，虽然没有“安全战略”这一名词或概念，但是却具有这方面的实际内容。历代统治者及其智囊团
从其长期根本利益出发，都十分注重维护国家的安全，致力于追求并实现天下长治久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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