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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正

《观看之外：博物馆展览

中的历史与人》收录的9篇观

展评述文章，聚焦9场以“史”

与“人”为题材的博物馆展览，

采用第三方评论和对话策展

人、艺术家的形式，把展览的

表现手法、内在逻辑、暗藏深

意等内容娓娓道来，兼具学术

性与可读性，让观展的视角更

加清晰、开阔。

编者首先把笔触放在了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

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上。

编者认为这并非普通的书画

展示，而是旨在挖掘历史中的

个体，以及个体背后的历史。

60件（套）与苏轼相关的书画、

碑帖，辅以部分器物和古籍善

本，从苏轼的文学创作、书法

艺术、生活情趣、人生态度等

不同角度，为观众塑造了一个

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畅

游历史长河，我们一眼便会窥

见那些如雷贯耳的名人，但这

并不代表历史只能如此理解，

由物而得见其人，由人而得见

其身边人、所处时代，延展的

过程，无疑也是探索的过程。

以实物为载体的展览，要

如何实现透物见人且见精

神？在编者看来，杭州工艺美

术博物馆的“永远有多远”艺

术展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供

参考的答案。从展览中可以

看出，官吏陶俑、跽坐女陶俑、

绕襟衣舞者陶俑等丧葬用品，

为墓主人建造了具体而微的

死后世界；而影像、装置艺术

作品“失乐园”，则呈现了一个

由3D技术打印的各种虚拟形

象组合而成的空间，透过镜

头，可以窥探它们从“生”到

“死”，从“简单”到“复杂”的

“成、蛀、败、空”的过程。

展览，不一定非得要“高

大上”，也可以很“草根”。书

中还讲述了史家胡同博物馆

的常设展览，作者认为，这是

一种让社区自主发声、自我表

达的独特方式。胡同生活是

老北京的一个缩影，展览陈列

着胡同居民们捐赠的家中老

物什，如家具、小人书、唱片、

老相机、钟表等。此外，墙上

的老照片重现了老北京曾经

的生活场景。展厅旁边的小

房子中保存着各种胡同的声

音，包括卖豆汁、卖糖葫芦等

70多种声音，仿佛让人回到了

过去。

想要办好一场让文物走

出库房的展览，“物”的陈列，

只是一种浅层表象，其实质在

于对“史”与“人”的深度挖掘

与释读。文物本不会说话，但

经由策展人、艺术家的元素聚

合和艺术表达，便能以“在场

者”的身份，讲述一段历史、一

群人的故事，此中真味，值得

好好琢磨。

林颐

“训诂学”这个词儿挺陌

生的，先解释下。训诂学是中

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组

成部分，讲究“形音义互求”，

追溯汉字和古代汉语词义的

变迁，从中发现文化发展的细

微轨迹。咱们中国人擅长烹

饪，有很多有趣的传说、故

事。要了解这些故事，就要去

读古文，而训诂学，就是帮助

我们准确读懂古书的桥梁。

这本《餐桌上的训诂》，原

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语言

文字学家王宁在《中国烹饪》

上的专栏作品，现在结集出

版。这些文章篇幅从千余字

至两三千字，文字表达力求浅

显易懂、生动朴素，以唤起读

者对训诂学的兴趣，更了解古

代文献在这方面的记载，这样

就达到了知识普及的目的了。

虽说是零散的专栏文章，

编排和写作却都是花了心思

的。《饮与食》《说烹》《说饪》，

起头三篇提纲挈领，先让读者

对中国烹饪体系有整体的了

解；中间是《说羊》《说白菜》

《说鼎》《说蒸馏》，各种“说”不

一而足，讨论饮食成品的名称

由来，夹杂各种典故逸闻，也

包括炊具和食具、烹饪的方

法、厨艺的细节、饮酒的生理

等文化常识的解说；末尾三篇

是《和与调》《节与精》《齐与

范》，这是上升到中国人的生

活哲学和精神境界的归纳。

全书 37 篇文章，“总-分-总”

的结构安排，符合我们的阅读

顺序和思维逻辑。

这些小文章丰富活泼，甚

是有趣。比如，很多人都知道

鸡的别名叫“司晨”，而另外一

个别名“烛夜”，恐怕鲜有人

知。“烛夜”的叫法不仅诗意，

还包含了鸣声和动作形态。

比如，葱是因中空而贯通的形

状特点而得名的。“窗”和“窻”

是“葱”的同源字，它们都是房

屋的通风孔。耳听通彻叫

“聪”，引申为聪明。古人认为

人的聪明即是脑洞或心窍的

通彻，所以，“聪”也和“窗”

“窻”“葱”同源。现在还流传

着“吃葱的人会变聪明”的说

法，根源是这么来的呀！

阅读这部作品时，自豪感

油然而生。我们的祖先真是

聪明啊，我们的文化真是包罗

万象啊。我们的汉字是全世界

独一份的。作为表意文字，汉

字构字法天生就包含着各种

意义，指向它所代指的事物或

名称。越具象，越现实，就越

有机会被装入一些情感、心思

以及想象。说羊、说鱼、说炙，

有好多“说”都是先从字形切

入的。而且汉字不局限于形

象的表达力，还具有形象性与

抽象性、哲理性与艺术性统一

的特征，并且因为各种地域、

文化的交流和文艺作品的流

传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内涵，不

断创造各种新名词和新说法，

一个词又牵连起其他词，从而

打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

作者以徐缓的笔调，结合

生动的叙事，讲述中文字词知

识，也尽量广博地梳理词汇系

统，涉猎与饮食有关的各种掌

故。正如作者所说的，发展到

今天，中国烹饪的食材和中国人

的口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

是，“和与调”的理念、“节与精”

的品位、“齐与范”的方法不但

没有过时，反而被更多的人理

解和奉行，继续发扬光大。

这部作品也可谓是将这

种精神发扬光大。从训诂学

角度去讲述中国饮食文化，是

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新奇的

也是合理的，是基于扎实的学

问的，也是走向大众的一种好

的尝试。

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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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与无限——技术时

代的哲学问题》的作者认为所

谓的“技术时代”，指的不只是

技术发达的时代，而且是技术

在根本上支配了我们的感知方

式、信念系统以及周遭世界的

时代。借用阿伦特的话来说，

技术时代关乎“人的条件”，是

技术发展在改变“人的条件”的

时代。人在追求主体性的过程

中丧失了主体地位。

面对这一历史性难题，本

书对技术时代的内在系统及其

运转逻辑进行了结构性分析，

揭示了技术工具论看似中立的

欺骗性伪装；也对技术时代论

的思想谱系做了简要梳理，对

相关经典文本做了当下化解

读，探讨了诸如笛卡尔、尼采、

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以及福山、

韩炳哲等当代思想家的相关作

品，以期透过历史的纵深与当

前的表象，剖析技术时代的生

存实情和人性危机，回应一个

时代的根本忧虑、困惑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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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训诂学角度
讲述中国饮食文化

Appreciative Reading 品质书评

中华饮食文化
源远流长，介绍烹
饪、美食的书籍浩
如烟海。但结合训
诂学讲美食的，却
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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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镌刻着爱与善意的

灵魂，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

摆渡人。

——克莱儿·麦克福尔
《摆渡人》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

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

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

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

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

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杨绛《将饮茶》

探索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艰

险，会有劳苦，更会有博击，但绝

不会有迷茫，不会有浪费，不会

有摸索。等到时机成熟，积存

的幸运便会像青梅那样落下。

——托马斯·沃尔夫
《天使，望故乡》

随
手
摘

每一件文物，
都可被视为开启历
史大门的钥匙。门
内花开正盛，人影
浮动。透过一场精
彩的展览，观众似
乎拥有了与古人进
行跨时空对话的机
会，去了解关于一个
人、一个群体、一个
时代的故事。

Reading Notes 读书札记

去博物馆，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
——读《观看之外：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