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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诗的物与作为物的诗与扬之水初识于探访福建窑址的路途中。
沿途聊些身边人物，考古故事。
感觉她为人真挚，博闻，好问，图画得好，笔记精徽。
回来发现她写作速度惊人，每次见面送给我一叠新作，说的都是古人生活中的寻常物用，文字间流露
出一种纯粹的古典韵味，淡雅，深致。
后来她让我为她的新文集作序，理由是，每篇都认真读过了，而且能坦率的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是作研究生常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但从没听说是写序的理由。
我珍惜这份浓厚的友情，也知道她是一个性格坚决的人，就答应下来这件自知不可能做好的事情。
书里的篇章考证古诗文名物，内容从先秦到明清，而多宋人故事，或从文到物，或从物到文，或是风
俗故实。
文笔是她一贯的风格，行云流水般，气韵淡远，好像更无我。
偶尔幽默一下，意趣横生，令人惊喜。
视野广博，考证精深，又举重若轻，了无痕迹。
所述好像随机拍摄的平凡的生活特写，但镜头又总是落在这个文明恬静从容的瞬间。
读来仿佛走入一间文人的书房，主人刚离开。
想到这种雅致的场景在古今的干戈不息中总是那么短暂，就觉得她精心描述的是一种蕴于物中的理想
，是这个文明一直怀想的生活。
因为美，所以近乎静止。
习惯了演绎推理，总是认为，大概在寻常物用后面有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看法贯穿始终。
于是仔细研究，欲寻找树叶后面的“枝干”。
但扬之水自己说，写这些题目，好像低头拣起一片树叶，然后就开始琢磨，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最终
抬头找到树，也可能没找着。
我想，这意象很美，因为拾起的片片落叶皆是诗。
明亡的时代，常见一种青花碟子，只画一片写意的秋叶，边上写着“落叶无声”，或者“一叶知秋”
，我一直都没弄明白它的来历，有时就是这样，叶子还在，树没了。
书中对文房清玩细致的描述里，蕴涵着一个长时段的物质文化变局对生活体验和审美趋向带来的微妙
而深远的影响。
这大树的主干便是生活姿态与家具的变化，——居室陈设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
。
从跪坐向高坐具的转变，宋人已有自觉，。
而扬之水通过对寻常器物的追本溯源，探究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牵动了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由此枝
繁叶茂，导致文化传统的变迁。
回头再看，“明窗净几，罗列布置”，“乌篆蜗书，奇峰远水”，“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赵希
鹄《洞天清禄》序)，宋人笔下的人间清趣是在历史舒缓的潜流中悄然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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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入书中的二十一题，时代从秦汉直到明清，皆是由名物研究人手，而在文献、实物、图像三者的碰
合处复原起历史场景中的若干细节。
它以考证为底色，而用了叙事的方式，意在历史、文物与文学的结合中，使语言成为一种亲切的媒介
。
借助考古发现而复原的古典记忆，应有它独特的鲜明，虽然相对原初的丰厚，它只是星星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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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扬之水，原名赵丽雅，醉心文史，博学多识。
开过卡车，卖过西瓜。
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
1996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
作品，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名物或物象考据精彩杰出，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
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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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唐宋时代的床和桌行障与挂轴宋代花瓶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图雷峰塔地宫出土光流素月镜线刻画考
宋代茶角笔筒、诗筒与香筒提匣与行具名刺、拜帖与拜匣砚山与砚屏熏笼与手炉摺叠扇十八子剔牙杖
领边秀三清茶与三清茶瓯春盘五月故事寻微纸被、纸衣及纸帐杨柳岸晓风残月一花一世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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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唐宋时代的床和桌小引由席坐而转为高坐具上的垂足坐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中的一次大变革，虽
只是家具的增高，但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变化却很大，比如观念，比如生活习俗乃至礼俗种种，甚至
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一番变革并非成于一朝一夕，而是经过了一个持久的过渡。
中国古代建筑以框架结构体系为主，且以此贯穿始终。
在框架结构中，任何作为空间分隔的构造和设施都不与房屋的结构发生力学上的关系，因而在材料的
选择，形式和构造等方面都有完全的自由。
先秦时代的室内布置便是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下完成。
其时家具简质，却极有灵活布置之便，也因此而临时性的设施为多，支撑室内陈设的，下为几与席与
床；上为幄，帘，幕，帐；中为戾。
日常活动，在室内便以坐席为中心。
王及诸侯临时的听政与休憩之所，则根据需要，用这些可以随时移易的设施布置于上下左右前后，而
用“扆”隔出一个“尊位”来。
可以说，家具的灵活是和建筑结构亦即室内空间分隔的灵活一致的，当日生活习俗和礼仪的框架与主
干，也便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汉承先秦，基本原则没有很大的改变，只是使席坐时代的家具不断完备与成熟。
比如几案之类。
有置于帷帐之前的长案，时或延续先秦已有的名称而呼作裎。
裎的上面可以更置食案。
食案也还可以细分，如无足而方者曰棜，有足而圆者曰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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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副题“古名物寻微”原是这本集子的正题，但朋友说要有一个软性一点的名字才好，于是从《诗》中
拈来这样一句。
十乙年前有一本小书名作《终朝采绿》，那么《终朝采蓝》可以算作它的呼应了。
“采绿”，“采蓝”，皆是“寻徽”，虽然所“寻”之“微”有异，但“寻微”中所具有的发现的快
乐却是相同的。
收在这里的《唐宋时代的床和襄》，原来题作《家具发畏史中若干细节的考证——以唐五代两宋为中
心》，发表于《故宫学刊》二○○五年第二期。
这篇文章的搜集资料以及写怍过程使我想到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
由席坐转向高坐具的垂足坐，观念、习俗的影响竟是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家具不必说，居室的格局，服饰的样式，各种新器具的出现，等等，甚至有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
情，比如古琴的演奏。
——郭平《古琴丛炎》曰：“古琴指法的变化有这样一种倾向：早期琴谱更注重右手的丰富，而明清
琴谱更重左手取韵的变化。
琴界将此特点归纳为早期‘声多韵少’，而明清则‘韵多声少’。
因为早期琴曲具体弹奏的效果我们目前很难确证，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困难。
但明清琴乐戏曲音乐的影响，注重左手吟猱的韵味变化，则是可以肯定的。
”(页178，山东画报出版社二○○六年)这里揭示的应该是变化的主要原因，不过是否还有一个物质的
原因呢，即它是由于琴桌的出现，使得琴可以平稳放置，双手于是完全解放出来，因而才有了指法、
尤其是左手指法的前所未有的丰富。
当然这只是随想而已。
而收在集子里的《行障与挂轴》，《宋代花瓶》，便都是由类似的一些随想而引发。
本来还计划对文房清玩作一番细致的梳理，考校一器一物的始末源流，从而揭示背后所隐含的共同的
历史因卡，《砚山与砚屏》，《笔筒、诗筒和香筒》，《提匣与行具》，《名剌、拜帖与拜匣》，由
此系列题目中的几则。
只是尚未完成设想，中途又把兴趣转到了别的方面。
兴趣之一，是工艺品纹样的变化，即由唐而宋元，装饰纹样全面中土化的完成，促使这一变化的各种
因素究竟是什么。
原来也可一个规模不算小的计划，《工艺品中的人物故事图》，《毛女故事》，即此计划中的可则(今
已合为一篇)，却依然是尚未完成设想，又有了新的兴趣转移，便是转到了宋元金银器，未完成的设想
于是放到了目前正在做的题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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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唐宋时代的床和桌，宋代花瓶与茶角，砚山与砚屏，熏笼与手炉，摺叠扇、剔牙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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