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把始建于公元前 3 世

纪的埃及亚历 山 大 城 博 物 馆

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

该馆是为祭祀缪斯而建，因此

博 物 馆（Museum）一 词 也 被 认

为 来 自 于 希 腊 文

Mouseion，其 原 意

为“祭祀繆斯的地

方”。这一颇具学

术 意 义 的 追 本 溯

源，既给博物馆蒙

上 了 一 层 神 秘 的

面纱，更给博物馆

增 加 了 浓 厚 的 文

化 学 术 色 彩 。 不

过，那时的博物馆

并不对外开放，世

界 上 第 一 批 公 共

博 物 馆 的 出 现 则

是在 17 至 18 世纪

欧洲的启蒙时代。

从 张 謇 的 南

通博物苑算起，中

国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博 物 馆 事 业 只 有

百 余 年 的 历 史 。

到 2008 年，全国博

物 馆 总 数 已 达

2400 余 所 ，综 合

类 、社 会 历 史 类 、

艺 术 类 、科 技 类 、

民 俗 类 等 多 种 类

型 的 博 物 馆 交 相

辉映，并出现了集

体 和 个 人 修 建 的

博 物 馆 。 就 拿 北

京来说，这里有故宫博物院这

样面积大、藏品多的博物馆，也

有仅有数百件藏品的博物馆，

涉及几十个门类，像军事博物

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古动

物馆，以及许许多多的名人纪

念馆，应该说生活在北京的人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享受丰富

的博物馆资源。近日，北京首

都出租汽车集团 500 多名出租

车 司 机 集 体 参 观 了 首 都 博 物

馆，虽然几乎每天都在它旁边

经过，但他们中的

绝大部分人还是第

一次进来。首汽集

团的全国劳模于凯

曾经开过的出租车

已被首都博物馆收

藏，这次特意摆放

出 来 供 司 机 们 参

观。据了解，首汽

集团还将组织自己

的员工参观其他博

物馆。集团相关负

责人说，希望能以

这种形式使每一位

驾 驶 员 都 能 够 了

解 北 京 灿 烂 的 文

化、悠久的历史、多

彩的风土人情以及

城市发展进程，更

好 地 服 务 广 大 乘

客，使出租车这张

都 市 名 片 更 加 亮

丽。

但 是 ，像 首 汽

集团这样重视博物

馆 作 用 的 单 位 还

并不多，有很多北

京 市 民 从 未 走 进

过博物馆，有机会

走 进 博 物 馆 的 人

也大多是“ 匆匆一

瞥”。 因 此，要 让 更 多 的人包

括 企 业 员 工 走 进 博 物 馆 ，让

博 物 馆 发 挥 更 大 的 作 用 ，相

关 部 门 和 从 业 人 员 还 有 许 多

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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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锦洪，人称乔老爷，江苏无

锡留青竹刻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在乔老爷生命里有 3 个重要

的女性，那就是他的母亲、妻子和

女儿，她们不仅是乔老爷的至爱

亲人，也与无锡留青竹刻的传承、

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身受书画大师指点的张契之

说到无锡留青竹刻，就不得不

提乔锦洪的外祖父张瑞芝和他母

亲张契之创办的双契轩。张瑞芝

上世纪初曾在上海滩一家碑帖店

当学徒，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金

石篆刻方面的知识，掌握了刻印

名章的技巧，在圈内慢慢有了知

名度，并结识了张大千、吴昌硕等

一批书画名家。后来，张瑞芝又

拜苏州竹刻名家周之礼为师学习

竹刻技艺，成为江浙一带知名的

金石家、雕刻家。

张 契 之 9 岁 便 跟 父 亲 学 习

雕刻技艺，少年时代常跟随父亲

出入于书画大师的书斋画室，曾

数次到苏州造访张善子、张大千

兄弟，两位大师都很喜欢这位天

资聪颖的小姑娘，张大千还常挥

毫 在 竹 片 上 作 小 景 并 赋 诗 交 张

契之镌刻。所以，当时张契之的

许 多 竹 刻 作 品 都 是 大 千 先 生 起

的稿。

由于身受书画大师的指点，

张契之的竹刻作品便突显出更多

的文人气质，她也因此被吸纳为

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员。当时，该

会会员还包括何香凝、吴青霞等

女书画家。当年张契之曾刻有两

柄石鼓文扇骨，阳刻 500 余字，细

若蝇须，字字苍劲古朴，就连残缺

锈蚀痕迹亦处理得惟妙惟肖，观

者无不惊叹其神功。

上世纪 30 年代，张瑞芝一家

为避战乱举家搬回无锡，并开办

了一家名为双契轩的印社。双契

轩以雕刻实用印章为主业，金石

篆刻和竹木、碑石雕刻为副业，在

沪宁一带颇有声望。据乔锦洪介

绍，当时双契轩号称有两把半刀，

两 把 刀 是 指 他 的 母 亲 和 他 的 舅

公，外祖父年纪大了只能算半把

刀。张契之 1973 年创作的透雕精

品《梅 竹 扇 骨》是 她 最 精 美 的 作

品，该作品将留青、透雕、浮雕技

法融于一体，成为这一时期无锡

竹刻的代表作。“文革”期间，张契

之的许多作品被损毁，唯独这件

精品得以保存。

主攻留青的张英媛

乔锦洪 1966 年高中毕业后不

久就被下放到江苏盐城，他真正

跟母亲学竹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的，为的是将来能有一门手艺

养家糊口。每次返城，母亲总要

向他传授一些竹刻技艺，并从竹

器店买回新扁担锯成几截，让乔

锦洪带回去练习。每天收工后，

别人打牌聊天，乔锦洪就凑着昏

黄的油灯，一刀一刀地练习竹刻

技法。1972 年，他被招进江苏武

进县雕刻工艺厂，专门雕一些红

木小件，使他的雕刻技艺有了实

践和提高的机会。1974 年，享受

独生子女政策，乔锦洪调回无锡，

到 惠 山 泥 人 厂 当 搬 运 工 。 1978

年，乔锦洪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完成一件竹刻作品《梅竹》，入选

全国工艺美术展览。该作品继承

了张契之晚年的风格，格调高古、

雅致，富有诗画韵味。该作品不

仅是乔锦洪的代表作品，更重要

的意义在于，他从母亲手中接过

了无锡留青竹刻的传承重任。

其实，乔锦洪并不是张契之

亲生，由于没有生育，张契之夫妻

过 继 了 丈 夫 的 侄 儿 乔 锦 洪 为 嗣

子，后又将亲侄女张英媛许给乔

锦洪为妻。乔锦洪夫妻当年一同

下放到盐城，两人同甘共苦，相濡

以沫。在竹刻艺术上，夫妻双双

得到张契之的真传，成为双契轩

的第三代传人。

1979 年，夫妻二人一同调入

无锡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了提高

竹刻技艺，乔锦洪一方面钻研外

祖父和母亲传下来的技艺，一方

面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另外，

他一有空闲就外出写生，与名家

大师结为朋友。比如与故宫博物

院专家王世襄一直有书信交往，

也曾到北京拜望过他。弄清“俗”

与“雅”，这是王世襄对乔锦洪重

要的点化。

竹刻有许多技法，既有留青、

浮雕，还有圆雕、透雕。张英媛主

攻留青，乔锦洪着重在浮雕、透雕

上进行研究。张英媛的留青竹刻

挂屏、台屏和臂搁一直是研究所

的畅销产品。1981 年，乔锦洪与

妻子共同创作了大型竹刻《梁溪

古运河》，该作品由 1000 多个竹片

精雕细刻而成，画面上古运河穿

城而过，河两岸 100 多座江南小楼

鳞次栉比，6 条小船逆水行舟，船

上奋力摇橹的船工形神俱备。该

作品展示了无锡留青竹刻的高超

技艺，也记录着乔锦洪夫妻温馨

和睦的情感。1998 年，张英媛不

幸病逝，令乔锦洪痛心不已。

办起竹刻沙龙的乔瑜

乔瑜是乔锦洪的独生女，8 岁

就开始练习小楷。1992 年，乔瑜

高中毕业进入无锡工艺美术研究

所 跟 随 母 亲 学 竹 刻 。 她 白 天 练

竹刻技艺，晚上回家就习工笔花

鸟 和 书 法 。 为 了 丰 富 学 识 和 修

养，乔瑜又先后到南京师范大学

和 苏 州 大 学 进 修 学 习 。 乔 锦 洪

让乔瑜拜自己的 3 个好友为师，

这 三 人 在 书 法、绘 画、文 学 方 面

各 有 所 长 。 在 各 位 恩 师 的 指 点

下 ，乔 瑜 的 诗 、书 、画 均 有 建

树 。 后 来 不 论 是 在 外 资 企 业 工

作，还是应聘去无锡一家学校做

英语老师，闲暇时乔瑜都没忘记

拿 起 画 笔 和 刻 刀 。 乔 瑜 的 竹 刻

作品继承了母亲的传统，构图别

致，画面清秀。

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竹刻技

艺，乔瑜还在自己家里不定期地

举办竹刻沙龙，吸引了众多爱好

者。不久前，无锡消防支队还主

动与她联系，想请她到军营组织

一个竹刻沙龙，丰富官兵们的业

余文化生活。

成 为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后，乔锦洪经常参加在国内外举

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

今年 6 月，在上海世博会江苏活动

周期间，乔锦洪带着几件自己的

代 表 作 参 与 展 示 ，那 透 雕 的 荷

花、荷叶，古朴、雅致、高洁，令参

观者赞不绝口。对于留青竹刻的

未来，乔锦洪充满信心。他说，只

要有一批人怀着虔诚之心，在尊

重传统、尊重前人的基础上有所

创新，那么留青竹刻的前景还是

乐观的。

“乔老爷”和他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姚付祥

在萨满教田野调查中，笔者

感触最深的是，现在人们几乎在

萨满教和迷信之间划上了等号。

然而，萨满教真的只是迷信吗？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重视的今天，

我们对萨满教应该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近日，笔者有幸访问到内蒙

古哲里木盟远近闻名的色仁钦萨

满，并观看了一场祭天仪式。

如何看待萨满教

这是一次家庭规模的小型祭

天仪式，由色仁钦萨满主持，祭坛

上摆放着色仁钦萨满的老师良月

巫 都 干 的 照 片 、七 星 宝 剑 等 物

品。献牲仪式分为“阿密敦术色

额日古乎”（意为献活牲）和“勃拉

嘎 森 术 色 额 日 古 乎”（意 为 献 熟

牲）两个阶段。仪式结束时，色仁

钦萨满还要唱一段《脱神衣歌》，并

将请来的各路神灵一一送走。仪

式结束后，萨满的长子跪在父亲面

前敬一杯酒以表谢意，然后全家人

和亲属聚集在一起共同分享献牲

所用的羊肉。据色仁钦萨满介绍，

按规矩，献牲所用的羊肉当天必须

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都要拿到屋

外埋掉，不能留到第二天。

看完仪式后，笔者觉得这更

像是一场祭祖仪式，或者说是祭

天仪式和祭祖仪式的合并，带有

明显的强化家族观念和增强家族

内部凝聚力的功能。

研究表明，萨满教和北方少

数民族的文化艺术、道德法律、政

治哲学、民俗风情、医药卫生的关

系很密切，甚至有些民族的文化

传统就是建立在萨满教宇宙观和

哲学观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

必须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萨满教，

祛除其中封建迷信的糟粕，获取

其 中 民 族 文 化 和 民 间 科 学 的 精

华，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被后人称为迷信的一些民俗

知识所蕴含的科学成分往往是早

期科学萌芽的母胎。萨满教作为

一种古朴的自然宗教，毋庸置疑地

蕴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笔者认

为，在千百年来的人类生产和生活

实践中产生的萨满巫术蕴含着一

些古老的科学因素，对现代科学也

有借鉴作用。如萨满医术中固有

的心理疗法能和现代西方医学中

的心理咨询等精神医学进行跨时

代的对话。可以说，萨满医术是迷

信和科学相混合的文化复合体。

萨满教的主要仪式

萨满教的仪式主要有成巫仪

式、祭祀仪式、治病仪式、祈愿仪

式、除秽仪式等。男萨满被称为

“博”“博额”，女萨满被称为“亦都

罕”“巫都干”。学术界普遍认为萨

满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所以

最早的萨满教主持人是女性。

目前，萨满所用法具有神鼓、

鼓槌、神鞭、神刀、锣以及口琴、铜

镜等，萨满的法服由法冠、神裙、

神靴等组成。

萨满神偶蒙古语称“翁衮”或

“ 翁固德”。据研究，最早的“ 翁

衮”可能是“人们把自己认为最凶

恶的东西的形状用木头或石头仿

制出来……然后发展到人形的形

象”。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萨满的

“翁衮”中既有虎、熊、豹等凶猛动

物，也有萨满祖先神像。

据马可·波罗、普兰尼·加尔

宾等早期旅行家的游记记载，古

代 蒙 古 人 的“ 翁 衮”主 要 是 用 毡

子、皮革、木头等制作的。目前所

能看到的各地蒙古族萨满的“翁

衮”各式各样，形状不一。萨满举

行各种宗教仪式时往往呼请各种

“翁衮”，使其附身。根据附身的

“翁衮”不同，萨满会模仿各种不

同神灵和“翁衮”姿态舞蹈。每年

的农历七月初九或九月初九，蒙

古族萨满都要举行一次祭祀“翁

衮”的仪式。

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

如今，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

已进入了衰落阶段，但衰落并非

意味着消亡。受外来宗教以及社

会历史变动的影响，蒙古族萨满

教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也采取了

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我们

可以把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

归纳为以下几点：

复合化变容。萨满教以与其

他宗教相复合的方式存续下来。

如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

蒙 古 族 萨 满 教 发 生 了 较 大 的 变

化，队伍分化成了亲佛派和排佛

派。亲佛派萨满主动吸收了很多

藏传佛教的因素，甚至有些蒙古

族萨满还穿上喇嘛服，改用喇嘛

所用的法器；而排佛派萨满则固

执地保留了萨满教的古老传统。

科学化变容。萨满教在发展

演变的过程中吸收了一些科学因

素，使萨满医术得到了充实和完

善。以科尔沁蒙古族的整骨医术

为例，来源于萨满医术的蒙医整

骨学现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内

蒙古哲盟整骨医院院长包金山将

从其曾祖母——女萨满娜仁·阿

柏那里继承的具有 200 多年历史

的包氏萨满整骨术和现代医学接

轨，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写出了

《整骨知识》、《包氏祖传蒙医整骨

学》等医学专著。目前，他的整骨

医术虽然从萨满医术分离出来成

为纯粹的医学技术，但仍然保留

了一些萨满医术的神秘色彩。

艺术化变容。一些萨满教音

乐、舞蹈、神话传说等经过一段时

间的艺术化过程，变成了民间文

学和民间艺术，以民间艺术作品

的形式流传于后世。如蒙古族歌

舞“安代”，最早是萨满治病的跳

神仪式之一，几经变迁而成为独

立的艺术形式，但其音乐、舞蹈与

古 代 狩 猎 歌 舞 仍 有 许 多 相 似 之

处，而萨满音乐的最初来源就是

狩猎音乐。由此可见，古代歌舞

艺术被萨满吸收并保存下来，之

后又送还于民间。

民俗化变容。萨满教的部分

禁忌、祭祀、仪式等渗透到民间生

活中，成为民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类

似这种通过民俗化的途径保留下

来的萨满教遗俗并不罕见。如蒙

古族的祭敖包习俗就是从萨满教

的祭祀山神、地神的自然崇拜传

统演变过来的。笔者曾在蒙古国

乌兰巴托郊外观看了一次由萨满

主持的祭敖包仪式，参加仪式的大

多是普通市民和牧民，可见该宗教

仪式已带有明显的民俗仪式特征。

正是通过以上变容，古老的

萨满教信仰以多样的新形式延续

至今，并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

变迁中的蒙古族萨满教
色 音

本报讯 元旦期间，福建省

博物院的“ 福建古代文明之光”

“山水之间”等 5 个主题展同时开

展，所有展厅免费开放。

在本次展览中，最值得一看

的便是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的展

品《富春山居图》。据浙江省博物

馆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浙博共

有 49 幅元明清名家作品来福州展

出，全为名家真迹。另外，福建省

博物院还在主厅搭建了舞台进行

非遗展演，来自新疆的十二木卡

姆将会吸引许多观众前来观赏。

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集诗、歌、

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

式，已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练仁福 孔 瑜）

本报讯 由天津日报传媒集

团、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共同主办的“津沽春早”天津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春演出将于

1 月 14 日在天津拉开帷幕。

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种类繁多、风格独特，传统戏剧与

曲艺更以历史久远、群众基础深厚

而闻名全国。本次非物质文化遗

产新春演出将以闻名全国的京、

评、梆与传统相声的传承脉络为主

题，充分展示在保护单位的努力和

老艺术家们的扶持下，天津市非遗

传承工作结出的累累硕果。演出共

分为4场，分别是河北梆子“达子腔”

清唱会、优秀青年相声演员传统作

品专场、评剧白派清唱会和京剧流

派纷呈清唱会，包括李经文、黄长

明、王冠丽、裘英俊等在内的一批优

秀中青年演员，将携《断桥》、《牧羊

圈》、《珍珠衫》、《学小曲》等传统戏

剧、曲艺节目倾情献艺。 （吴 宏）

◀ 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藏戏被誉为“西藏文化活化石”，近日，西

藏自治区藏剧团举行了成立 50 周年庆祝活动。50 年来，西藏自治区藏

剧团的各族艺术家在继承传统八大藏戏剧目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反映

不同时期生活的优秀作品。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西藏自治区藏剧团

形成了老中青三代藏戏艺术演出队伍，他们活跃在农村牧区，每年演

出上百场，还先后出访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图为演员们在庆祝活动

上表演藏戏。 新华社记者 觉 果 摄

本报讯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有一家私人创办的

太阳鼓苗侗服饰博物馆，该博物

馆除了展示苗族、侗族等少数民

族 服 饰 外 ，还 全 力 传 承 苗 绣 技

艺 ，这 里 的 11 名 绣 工 和 周 边 的

300 多名农村妇女，与博物馆一

起构成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苗绣

传承基地。

2006 年，苗绣入选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

括雷山苗绣、花溪苗绣和剑河苗

绣。该馆馆长杨建红说，雷山苗

绣 属 于 典 型 的 苗 绣，包括皱绣、

破线绣等多种技法；花溪苗绣以

挑花为主；剑河苗绣就是锡绣，是

以金属锡为制作材料的一种刺绣

方法，目前已很少使用，只流传在

贵州剑河县的两三个村里。杨建

红说，她的博物馆拥有一位擅长

锡绣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两位

擅 长 其 他 苗 绣 绣 法 的 州 级 传 承

人，这三人都获得过贵州省举办

的能工巧匠大奖。但要想把苗绣

发扬光大，最好的办法还是让苗

家姑娘重拾绣花针。该馆有许多

技艺高超的老师傅，47 岁的吴老

巧蜡画和刺绣的手艺都很好，她

刺绣绘图都不用草稿，直接用蜡在

布上绘图，花鸟虫鱼信手拈来。目

前，该馆一方面通过招收学员的方

式传授苗绣技艺，另一方面通过接

一些订单让有这项手艺的苗家人

能够以此为生。 （石新荣）

民间博物馆成为苗绣传承基地

“津沽春早”虎年岁末开场

山西将启动5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王飞

航）记者从山西省文化厅了解到，

“十二五”期间，山西将启动 5 个文

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完善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十二五”期间，山西将在晋

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基础

上，启动雁同、河东、上党、佛教与

边塞 5 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通

过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主题公园等形式，逐步建立起比

较完备、有山西特色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体系，使非物质文化

遗产不仅得到有效保护，而且得

以传承和发扬。

“十一五”期间，山西组织10万

余人次开展了全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普查，获取线索 20 余万条、重大

发现 136 项，初步建成了全省非遗

数据库。山西省文化厅提供的统

计数字显示，山西省已初步建立

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体系，目前全省拥有国家级非遗

项目96个、省级非遗项目300个、市

级非遗项目 593 个、县级非遗项目

907 个。此外，还有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 72 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28 名。

十二木卡姆走进福建省博物院

近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些店铺在圣诞节过后开始布置农

历春节装饰，给当地带来了日渐浓厚的春节气息。图为一名女子在吉

隆坡一家春节装饰用品商店选购商品。 （新华社发）

乔锦洪 乔锦洪的竹刻作品《秋荷》

专家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