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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宁市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
元青花缠枝瓜果纹玉壶春瓶。玉壶春瓶的造
型是由唐代寺庙当中的净水瓶演变而来的。
基本形制为撇口、细颈、圆腹、圈足。玉壶春
瓶的造型定型于北宋时期，在当时是一种装
酒的器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观赏性的陈设
瓷，是中国瓷器造型中一种典型器型。

济宁市博物馆这件玉壶春瓶瓶高28.3厘
米，口径8.3厘米，底径8.05厘米，腹径14.2厘
米，重810克。瓶子口饰有缠枝花纹，颈部饰
蕉叶纹及变形莲瓣纹，腹部以两圈缠枝花纹

间隔，中间饰缠枝瓜果纹，近底部饰一圈变形莲瓣纹，圈
足外饰缠枝花纹。

“这件玉壶春瓶身上的缠枝花卉，以荷花瓣、蕉叶、下
垂如意云纹等组成，均是元代青花中较为流行的装饰纹
样，说明此瓶应为元代成熟期的代表。由于山东地区发
现元青花颇为少见，而这件玉壶春瓶瓶口内卷枝纹后世
也很少效仿制作，故而十分珍贵。”市博物馆宣教部讲解
员李金灿说。

元青花缠枝瓜果纹玉壶春瓶，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保存完好，其发现过程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呢！

记者从市博物馆了解到，1984年的一天，任城区
二十里铺镇刘大门口村村民秋善实在自家的菜地整
地浇水。在浇水过程中，发现地里有一块地方，水
流急速下漏，按照经验这里肯定是有田鼠洞，秋善
实跑过去，用铁锨将其挖开，却发现洞口越挖越大，
竟挖出一座被盗的石棺墓。惊奇之余，秋善实小心
翼翼地挖下去，在石棺墓的门口找到了一件精美的
瓷瓶。看到瓷瓶好像是个花瓶，干完活后的秋善实
顺手把它带回了家。妻子问他瓷瓶是从哪里来的，
秋善实说是从菜地的坟墓中发现的。妻子觉得墓中
出土的东西不吉利，便让秋善实将其扔掉。但是他
拿着瓶子走到门口，看着上面精美的图案，没舍得
扔，于是就随手放在了自家院中的猪圈里。殊不
知，他的这一行为却挽救了一件“国宝”的命运。

1984年，恰逢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济宁地区文
物普查小组对境内进行拉网式的文物普查。到了刘
大门口村，秋善实听说工作人员前来查文物，就说自
家的猪圈里还留着个瓷瓶子，普查队员仔细一看，知
道这是难得的元青花，于是将其收到了博物馆。

自从这件器物入住博物馆，便与馆内所藏的青铜重
器——列鼎，共同成为济宁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著
名的美学家，他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所形成的美学体
系融合了西方美学和中国
传统美学，沟通了中国现代
美学和当代美学。阅读他
的文字，就像与一位智慧的
长者对话，让人受益匪浅。

《我在春天里看到的：
万事尽头，终将美好》从现
实生活出发，探讨了美的本
质、美感的产生以及艺术与
人生的关系等问题，既有对
美学原理的深入探讨，又有
对艺术欣赏和创作的独到
见解，还有对人生态度和价
值的深刻思考，能够全方位
地启发读者的思维，提升读
者的审美素养和人生境界。

读朱光潜的书，不仅给
人一种美的享受，也是心灵
的升华，如书中“人生苦恼
起于演，人生解脱在看”。
告知人们如何做人，做个正
直善良、生活幸福、健康快
乐的人。艺术源于生活，生
活就是最好的艺术品，值得
你认真、细致、慢慢地品味，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有
情趣。

本书以通俗易懂、深入浅
出为原则，从作者的美学著作
中精选了30篇文章，按照美
学原理、审美趣味、艺术欣赏、
艺术创作、美与人生的顺序组
织成集，引导读者用美的眼光
看世界，在艺术与生活中发现
美、领略美、创造美。深入探
讨了美学、艺术、文学中的美
和美感、审美范畴、形象思维、
文学创作及人性论等一系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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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将上衣称为“衣”，将下衣
称为“裳”（cháng）。“裳”指的是古
时候男女都穿的下裙，是一种用来
遮蔽下身的衣裙。

“裳”既不是我们现在穿的裤
子，也不是现在女孩子穿的裙子。
它由两片布组成，这两片布并不是
连在一起的，而是一片在前，一片在
后，用布带将它们系在腰上。“裳”很
长，一般都会垂到地上。

趣味小知识

古人的衣和裳
一样吗

古代南北朝的时候，北朝的北
周和南朝的陈的国界一段以长江为
界。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将皇位
禅让给大丞相杨坚。杨坚登基称
帝，建立了隋朝。

建立隋朝后，隋文帝杨坚决心
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他说：“我是
全国百姓的父母，难道能因为有一
条像衣带一样窄的长江隔着，就看
着南方百姓受苦而不拯救他们吗？”

后来，人们就用“一衣带水”来
比喻像一条衣带那样窄的水面，形
容一水之隔，往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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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字的奥秘》（第二辑）
邳艳春/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衣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物品，你知道“衣”的本义是什么
吗？让我们先来看看古时候“衣”字
是怎样写的吧！

“衣”的甲骨文就像简化了的上
衣的轮廓，“上衣”的衣襟是一个斜
长的三角形。金文“衣”与甲骨文

“衣”的字形相似，“上衣”的两襟分
别从前胸斜向左边和右边绕到背
后，扎在腰间。

“衣”的本义是上衣，现在泛指
衣服，如毛衣等,也引申为包在物体
外面的一层东西，如花生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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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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