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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钟楼附近惊现“变脸”兵马俑——

看到网上图片，第一反应是欢乐。这其实

类似于把商业街大屏幕投影游客的手法搬

到兵马俑脸上，尽管制作工艺有点糙、脸部

亮度有点高，浓浓淘宝“买家秀”风之余还

有点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恐怖片的既视

感，但仍不失为一个脑洞清奇的土味创意。

争议随之而来。有人现场体验后觉得

好玩，有人觉得会吓坏路人。也有人慕名

来到现场，哪知这个兵马俑的大脸已经不

再发光发亮，只剩一尊古铜色的巨像杵在

那，不远处还有吊车工程车在路边待命，不

少游客只得悻悻拍个合影后离开。显然，

这是要“强拆”，但除了表示遗憾，也不知说

什么好。

作为一个西安人民的“后裔”，个人认

为，这个或许有点山寨、有点雷人的“变脸”

兵马俑，出现在“最中国”的西安年味里，挺

热闹、挺喜庆。大过年的，网友吐槽就让他

们吐好了，恰说明咱推出的这个“大块头”

受关注度高不是。如果连这点抗“黑”能力

都没有，总揣着一颗玻璃心，何以将大西安

的网红事业发扬光大？

要说兵马俑被“玩坏”，早就不是新

闻。据说在西安，万物皆可成兵马俑——

有兵马俑巧克力、兵马俑骑摩托、兵马俑弹

贝斯、兵马俑餐桌雕花……前段时间看了

个试睡兵马俑酒店的视频：床前、床底、窗

帘后、马桶旁，到处都有兵马俑盯着你！来

一个周星驰式“哈哈哈哈”，权当一乐。特

别是兵马俑陪睡这事，没法较真，人家本来

就是墓葬陶俑；但如果有人开店，有人消

费，那我们吃瓜群众还真管不着。

自打出土以来，兵马俑就成为一个给

西安、陕西乃至中国代言的文化符号，驰

名中外。作为这一符号的载体，个人印象

最深的是工艺礼品铜车马。而近年来随

着网络文化的渗透，被“玩坏”的兵马俑形

象内涵越来越卡通化，有了多面“人格”，

比如骑摩托、弹贝斯的很潮，“变脸”的很

土，但都不影响人们对兵马俑的符号认

同 。 不 难 预 见 ，兵 马 俑 还 会 被“ 越 玩 越

坏”，不妨接受这沙雕文化里自嘲、自黑的

精髓，与众同乐。

兵马俑被“玩坏”，你怎么看

他一生传世著作极少，却培养人才无

数。其中不乏名满天下者——陈省身将自

己从事几何研究归因为他的教导；杨振宁

获得诺贝尔奖后回国专程拜会他，因为在

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就喜欢听他的课，更钦

佩他高尚的人格。他就是著名数学家和数

学教育家姜立夫。

姜立夫 1890 年生于浙江省平阳县（今

属苍南县）的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因

为家庭的影响，他自幼便对数学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1910 年，姜立夫在杭州高等学

堂尚未毕业，便考取了难度极高的第二期

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同榜之中，胡适、赵

元任、竺可桢、胡明复等日后都成为学术界

极富盛名的大师。在美国期间，姜立夫的

学术之路走得顺风顺水，他先后在加州大

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数学，1916 年便在我国

历史上第一本综合性的现代科学期刊《科

学》第 2 卷第 5 期上发表了《形学歧义》，首

次向国内介绍了射影几何学。1918 年，姜

立夫受聘为哈佛大学助教，担任 W.F.奥斯

古德教授的助手。1919年，年仅 29岁的他

获得哈佛的数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二

位数学博士。

如果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前行，姜立

夫也许会成为一名著作等身的数学大家。

但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姜立夫的人生

注定要与祖国的数学教育事业休戚与共。

1919年 10月，养育姜立夫成人的大哥英年

早逝，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需要抚养，在事

业与亲情之间，姜立夫选择了后者。

早在回国前夕，姜立夫就接受了南开

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担任南开大学算

学系主任。当时的南开大学数学系只是一

个空壳，既无讲师又无助教，是名副其实的

“一人系”。作为唯一的教授，姜立夫一个

人承担了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高等

微积分、高等代数、复变函数论、高等几何

（包括 n 维几何）、微分几何等所有课程的

教学工作。同时，他还兼任理学院的公共

数学课教师。直到 1925 年，学校才增聘数

学史研究者钱宝琼为教授。即使这样，姜

立夫一人讲授七八门主要课程的状况也没

有多大改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南开大

学还是私立学校，办学经费少，教职人员更

少，姜立夫拿到的薪金也比其他学校微薄，

但他却毫不在意，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

教学之中。

1925 年，南开大学算学系已初具规

模，经学校同意，姜立夫接受了厦门大学邀

请，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一年。在厦门大

学算学系期间，他精心安排教学计划，并指

导购置大量书籍。他为厦大算学系播洒的

汗水日后也得到了丰厚的收获——厦门大

学数学系渐渐成为南方的数学教学和科研

中心，并走出了陈景润等著名的数学家。

追根溯源，姜立夫劳苦功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北大因教育经

费拖欠，教育质量受到影响，数学系连学期

考试都形同虚设。1931 年，姜立夫推荐自

己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生江泽涵赴北京大

学任教。他对江泽涵的教学工作悉心指

导，并要求他务必严格训练学生，“等到有

了经过严格训练的高年级学生，你才可以

教一些拓扑学。”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北大

数学系渐有起色。

姜立夫不仅数学功底深厚，国学底蕴

同样过人。正因为这样，他的授课风格既

有传统文化中“庖丁解牛”的精细，又有西

方课堂中的自由活泼。据他的学生回忆，

姜立夫上课，只带一张写了提纲的日历

纸。他讲课条理清晰，板书整齐。讲到极

有意思的地方，会忽然双脚并拢，喊出一声

“All right！”学生们被这样的课堂氛围感

染，学习数学的热情极大提高。他的学生、

后来曾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吴大任原本

在物理系就读，因为喜欢姜立夫的课而专

攻数学，后来成为了数学大师。据吴大任

回忆：“他就像熟悉地理的向导，引导着学

生寻幽探胜……听姜先生讲课是一种少有

的享受。”

解放后，姜立夫又担任了中山大学筹

备委员会委员和数学系筹备小组成员。他

认为数学研究工作注重思维与演绎，需要

更多从文献资料中借鉴他人的方法与成

果。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中山大学数学

系建起了当时较为完备的资料室。

教学工作之外，他还作为主要参与人

参加了“新中国数学会”和“中央研究院数

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这两个团体的成立

对团结数学工作者、改变中国数学界学术

研究的落后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姜立夫的一生，不波澜壮阔也不石破

天惊，却为中国数学教育和数学发展事业

鞠躬尽瘁。他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九大

圣人”之一，也被《中国大百科全书》誉为现

代数学在我国最早和最富有成效的播种

人。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

他没有著作等身，却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播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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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抒壮志情怀，唱天地万物，也有

春节诗那别有一番洞天的气象。

“太阳开物象，霈泽及生灵。”在司空曙的

笔下，春节是一个万象更新、生灵起舞的时

节。孟浩然则说，“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田野里生长着葱茏

的喜悦，满满的希望，在他的心野上早已是五

谷丰登了。李世民呢？“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

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

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霄中。”此番

盛世，怎能不让他雄峙四海俯视天下呢？

诗言志，亦言景、言情。因而，诗人笔下的

春节诗，就有着风色万千的情调。

杜审言 35岁进士，位洛阳丞职，自然是意

指远山心生宏愿。所以，他的《除夜有怀》就有

了盎然的情趣，如炽的欢乐。“故节当歌守，新

年把烛迎。冬氛恋虬箭，春色候鸡鸣。兴尽闻

壶覆，宵阑见斗横。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

城。”迎新之悦翩于平仄，间事射覆游戏，足见

诗人心神。他的《守岁》又云：“季冬除夜接新

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

灯烛上熏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钧柏酒

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那谈

笑风生、灯红酒绿、鼓乐笙歌，无不描写得淋漓

尽致声色俱丽。诗人呢，自然是目生葱蕤而心

野花发了。

不同境遇，定有不同的音律意象。但诗之

品质，还在诗人襟怀。

白居易高寿，缘于淡然超脱，他 60岁时作

《除夕》云：“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

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虽有

生命流逝的感慨，但依旧神思怡然。春节于

他，是阅历的丰富、生活的享受，笑看世事里是

他从容逍遥的人生。白居易的挚友刘禹锡亦

有诗云：“渐入有年数，喜逢新岁来。震方天籁

动，寅位帝车回。门巷扫残雪，林园惊早梅。

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平常的心态中，凝

聚着他的豪气。正是有了这种豪气，他才能逆

境中不堕青云之志。诗人襟怀，即使千年之

后，也令我们身随诗意飞，魂与情思舞，也让我

们回望来途，彩植明天之花径。

春节是民俗文化的展示，但于诗人莫如说

一种心境的裸露。因时感怀，借时寄情，自然

是心悦则景丽，神哀则情忧，无不印证着诗人

的履痕和心迹。

高适少不得志，40 岁才封丘县尉。才之

不遇，寂苦成垒，更因独在异乡，春节时的思乡

之情，就凝作了浓浓的愁绪。他的《除夕作》

云：“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

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元稹与亡妻情

深，一首《遣悲怀》更是千年传诵，而那“诚知此

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诗句，又使多少

人垂泪。故，元稹的春节就成了悼念亡妻的日

子。“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今宵祝文上，

重叠叙新年。闲处低声哭，空堂背月眠。伤心

小儿女，撩乱火堆边。”《除夜》这满纸的伤心

泪，在千年之后依然如昨的缠绵和晶莹……

唐朝诗人的春节诗，记事、抒怀、言情，或

托寄心迹描摹民俗，虽有伤感之句，但更多的

是激扬之律，当是唐诗的又一高峰。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愁心随斗柄，

东北望春回。”言其星随斗移，新旧交替，充满对

明天的渴望。“旧国当千里，新年隔数更。寒犹

近北峭，风渐向东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

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

送一宵中。”此乃对新年的憧憬与期待。而王湾

的《次北固山下》更为佼然，“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分明是一

幅阔大雄奇的除夕图，蕴含着万象更新的哲理

和蓬勃，升腾着盛唐诗坛磅礴的气象。

唐朝诗人的春节咏怀唐朝诗人的春节咏怀
听说《白蛇：缘起》口碑爆表，抱着验证

的心态勉强去了影院。国产动画本就在鄙

视链底端，再加上 80后心中的永恒经典白

蛇传 IP，如此组合目测是插翅也难飞的。

可能正因带有偏见的超低预期，观影中被

频频打脸，惊喜不断。

当天地、山水、青白蛇划过开头，惊艳亮

相，我小声问同伴：现在的国产动画有这水

平了？是的，影片画风质感清雅，画面有着

整体的精致和柔和感，以及诗意的东方审

美。特别是阿宣和小白泛舟唱晚那段，水墨

山河迷人醉，尽显国画之动人。当然，中国

风不等于唯中国，画面也揉进了一些典型的

西方魔幻动画元素，比如男蛇妖和国师的

脸，还有单身狗肚兜的诙谐“狗设”。一切都

交融得刚刚好，不单调也不生硬。

打斗场面亦是用西式表现手法，承载高

端中国元素。镇妖塔一役，华丽宫廷风下光

箭乱飞、群鹤乱舞，打出一片“花开富贵”的感

觉；小白变身巨蟒，运用中国龙的形象来修

饰，昂首前进气壮山河，但脸部又保留了卡通Q

版风格，即使怒吼张大嘴也显得可爱；最后三方

势力纠缠的大boss之战，震天盖地的法阵、诡异

的双头蛇、偶然因素驱使的制敌法门，一环扣

一环，感觉还没看够就结束了。也可能正因

为做出了好莱坞级的视听效果，打戏从叙事

上就显得弱了，才会有不过瘾的感觉。

《白蛇》称得上国产动画的翻身之作，

技术层面从一开始就妥妥打动了我。但对

于白蛇传 IP 的认同，则经历了一波三折的

心路历程，直到影片末了才接受。

叙事设定在晚唐年间，皇帝痴迷修仙，

国师当道，民不聊生，永州城外有个捕蛇村，

村民捕蛇可抵税。Excuse me？这不是《捕

蛇者说》吗？还能这样玩？接着，小白和阿

宣初相识，攀山越林撑伞飞，从造型看像极

了小龙女和杨过，但从 CP感上更像赵灵儿

和李逍遥。小白是蛇族众妖里的优秀选手，

奉师命刺杀捕蛇狂魔国师，相当于一场蛇族

与人类的较量；也有一座带有地下密道的镇

妖塔；小白失忆，阿宣豁达，一个温婉，一个

热血，这些明明都是仙剑 IP 好不好！还有

小白的腹黑双头蛇师傅，把徒儿们作为成就

自我的工具，这不是《倩女幽魂》里的黑山老

妖姥姥吗！最后二人身陷镇妖阵，阿宣冻成

冰雕，小白绝望，我和同伴同时侧头：“泰坦

尼克号啊！”是的，乱入 IP很多，但总体融入

了情节的自然发生，毫无违和感。

最后说说阿宣。“许宣”是白蛇传 IP 在

《三言二拍》里的男主。当然，千百年来，不

管是许宣还是许仙，名字或许传变了音，人

物性格是几乎没有变的——文弱书生、耳

根软、少担当。可以说白蛇传 IP 更多是歌

颂甘于奉献和敢于斗争的女性形象。所以

整个观影过程中，对阿宣主导的感情线很

不适应。直到尾声，小白恢复了记忆，决定

去寻找转世的阿宣，我的困惑好像解开

了。缘起上一世的恩，远不是小牧童从捕

蛇老人手里救下一条小白蛇那么简单。

发簪、油纸伞牵线，断桥上的回眸，《新

白娘子传奇》经典音乐响起，《白蛇：缘起》

放出催泪弹来结尾。同时也给观众留下念

想，期待着未完待续的下一部，是不是可以

用我们熟悉的那个白蛇传 IP。

《白蛇》：原来是这样的缘起

影像空间
阿兔兔

紫禁城古建筑群建造于明永乐十八年

（1420年）。近 600年来，它们历经各种自然灾

害而基本无恙，是我国古代建筑工匠的智慧结

晶。而紫禁城古建筑营建智慧的一个重要体

现，就是合理有效的建筑基础做法。其中，又

以“一块玉”基础和“糯米”基础值得称道。

所谓“一块玉”基础，是指基础做法为一个

整体，专业上又称之为“满堂红”基础。这种做

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原有地基被全部挖去，

然后重新由人工回填。

为什么要挖去原有地基，而不是利用原始

土层的基础呢？这与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密

切相关。我们知道，现存紫禁城是明朝永乐皇

帝朱棣建造的。他建造的紫禁城，是在元朝紫

禁城的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说，在明朝之

前，紫禁城这个位置是元朝皇宫所在地。在中

国古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任何一个朝

代取代前朝时，都会灭前朝的“王气”，其做法

之一，就是把前朝的建筑从底到顶都给毁了，

包括基础，尔后从头再来盖自己的宫殿。因

此，明朝建立紫禁城时，把元朝所有的建筑连

根毁掉，这样一来，明紫禁城的基础都得重新

再做一遍，这就是紫禁城古建筑基础为“满堂

红”做法的主要原因。

在进行人工回填土时，具体做法为：一层

三七灰土、一层碎砖，反复交替。所谓三七灰

土，是一种以生石灰、粘土按 3:7的质量比例配

制而成具有较高强度的建筑材料，在我国具有

悠久的使用历史。比如南北朝时，南京西善桥

的南朝大墓封门前的地面即是灰土夯成的。

这种灰土基础的优点在于，生石灰遇水生成熟

石灰，强度增大，吸水性很强，有利于在潮湿的

环境中使用。灰土基础本身的粘结强度比较

高，适合于承受上部建筑传来的重量，而不会

产生土体松散。

石灰是一种易于获得的建筑材料，我国在

公元前 7 世纪就开始使用石灰。《本草图经》

有：“石灰，今所在近山处皆有之，此烧青石为

灰也。又名石锻，有两种：风化、水化。”由此可

知，生石灰取材方便，加工简单，使用效果好，

因而在古建筑基础中大量使用。

那么，为什么紫禁城古建筑的基础不是全

部做灰土分层，而非得“一层灰土、一层碎砖交

替”呢？其实，这主要出于减小建筑物发生沉降

的考量。我们知道，灰土材料一般比较松软，但

柔性强就意味着硬度低，当上部建筑的重量较

大时，尽管建筑在自重作用下会均匀下沉，但下

沉量过大就会影响建筑的有效使用。相比而

言，碎砖的硬度远大于灰土，且大部分属于烧窑

或砌墙用的残余料。把它们过筛子后得到尺寸

相近的颗粒，就可用于代替灰土层。

关于“糯米”基础，我国古建筑专家刘大可

先生在《明、清古建筑土作技术（二）》中认为，

古建基础中有灌江米汁(糯米浆)的做法。就

是将煮好的糯米汁掺上水和白矾以后，泼洒在

打好的灰土上。江米和白矾的用量为：每平方

丈（10.24 平方米）用江米 225 克，白矾 18.75

克。在清代，官方对小夯灰土的做法也有这样

的描述：“第二步须在此步上趁湿打流星拐眼

一次，泼江米汁（糯米汁）一层。水先七成为好

掺江米汁，再洒水三成，为之催江米汁下行，再

上虚，为之第二步土，其打法同前”。此外，张

秉坚等学者对西安明代城墙灰浆进行了试验，

证明了其中含有糯米成分。尽管西安城墙与

故宫古建筑基础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辅证这种

施工工艺确为古建的传统做法。

糯米具有很好的粘性，掺入灰土基础中，可

使基础具有很好的整体性和柔韧性，类似于硬

度较高的均匀面糊团。这使得紫禁城古建筑的

基础成为一个整体，建筑物上部传来的重量使

得基础产生整体均匀的下沉，几乎不产生破坏，

保证了上部建筑的稳定性。即便是地震发生之

时，基础产生整体均匀变形，可延长建筑的晃动

周期，错开地震波的峰值，减小基础及上部建筑

的破坏，甚至有日本学者将这种柔性人工地基

称之为建筑结构地基隔震应用的先例。

对于有淤泥层或地下水的地基层，古人则

考虑在填土层之下埋设木桩。木桩可穿透淤

泥层，并使得桩尖抵达坚硬的岩石层，木桩之

上再为分层夯土。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基础

的不均匀沉降了。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古建基础里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