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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行语“门当户对”较早地出现在元

代戏曲《西厢记》中，意为婚嫁的双方在社会、

经济等方面的地位互相匹配。由于门、户均为

建筑木构件用语，因而“门当户对”与古建筑大

门相关。

“门当”是指固定大门的石头，在民间中

又称为“门鼓石”或“抱鼓石”。民间门当由

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前部为门鼓，做成

鼓的外形，鼓上多刻有狮子造型或纹饰；中

间 部 分 为 固 定 门 槛 的 凹 槽 ，后 面 部 分 为 门

枕，体积较小，上面刻有凹形的海窝，用于支

承门轴，使得门轴在海窝内自由转动。“户

对”即指门。“户”在甲骨文就出现，其字形

表现为带有转轴的单扇门，因而“户对”实际

就是指双扇大门。

紫禁城是明清皇帝执政和生活的场所。

与古代普通民居类似，紫禁城里也有“门当户

对”，且通常有两种建筑做法。一种是与民间

宅院大门类似，在门口安放门鼓石一对，门鼓

上刻有狮纹造型，相应的门扇尺寸小、装饰普

通。这种门当户筑做法在紫禁城里较少，仅见

于建筑等级较低的小型院落。如紧靠紫禁城

东段城墙内侧的南十三排，为清代乾隆年间所

建，为卫士及宫廷服务人员居所。南十三排院

墙的南端大门就设有门鼓石一对，门扇装饰低

调。

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民宅，门当的前部改成

门枕做法，原有的门鼓及狮纹造型变成了独立

的铜狮陈设，立于宫门（门廊）的两侧，狮子胸

前挂铜铃、戴璎珞；相应的门扇尺寸大、且多安

装有九行九列铜鎏金门钉。这种建筑做法在

紫禁城内普遍存在。如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

门、位于西北部的养心门，其中乾清门内是乾

清宫，为明代皇帝及清顺治、康熙帝的寝宫；养

心门内为养心殿，为清代雍正及后世皇帝的寝

宫。上述建筑的“门当”中的铜狮造型立于大

门前，威武庄严；“户对”则为极为豪华的门扇，

上面布满门钉、上下侧均有铜鎏金的包叶，彰

显皇家的气派。

需要说明的是，民间传言“户对”是指大门

上方的门簪，门簪数量越多，则户主的地位越

高，这种观点是不妥的。所谓门簪，即门框上

面凸出来的类似销子的木构件，主要用于连接

门框与连楹（连楹位于门背面，用于固定门轴

的上部）。以紫禁城大门的门簪为例，其门簪

数量虽然为双数，但一般都不超过 4 个，就连

乾清门、养心门的门簪数量仅为 4 个。因此，

门簪数量不存在多少一说，且与“户对”的建筑

含义不匹配。

无论是紫禁城古建筑还是古代民宅，其门

当户对做法均有一定的科学性。对于门当而

言，它有利于门框的稳固。从杠杆的力学平衡

角度来讲，门槛位置相当于支点，门鼓重量大、

重心位置距离门槛支点的尺寸大，因而产生的

力矩大（力矩为上述力与距离的乘积）；门扇重

量通过门轴下部传到门枕海窝上的作用力虽

然比较大，但是门轴距离门槛支点的距离很

小，因而产生的力矩小于前者。这样一来，门

扇可在门枕上面反复自由开闭，不会产生倾斜

或歪闪。

对于户对而言，其门钉集科学性与实用性

于一体，以紫禁城里的宫门为例进行说明。作

为防卫性建筑的门庑，紫禁城的宫门由多块厚

重的木板平铺拼成。为避免各木板散开，木板

之间需穿带板连接，其中穿带板的功能犹如门

栓一样。为保持穿带与门板间的牢固连接，古

代工匠采用铆钉对二者进行固定。然而，钉入

木板内的铆钉往往会露出一截。为了防止长

期暴露在空气中的铆钉产生锈蚀，古代工匠又

在钉子头部做了个圆形的“帽子”，这样就形成

了门钉。由此可知，从建筑技艺角度来看，门

当和户对可反映我国古代工匠的智慧。

当然，门当与户对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寓

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狮子造型的镇宅内涵。无论是紫

禁城多座庭院门口的铜狮，还是普通民宅门鼓

石上的狮子纹饰，其主要目的均为驱邪镇宅。

狮子属于外来物种，最早在非洲地区生活。据

南朝史学家范晔等人所著《后汉书》卷三记载，

狮子于东汉章和元年由西域的月氏国国王派

使者由丝绸之路进献给汉章帝，这是我国有狮

子的较早记录。

其二是门鼓造型的驱邪内涵。分析认

为，普通民宅的门当前部做成鼓形，其主要原

因在于古人认为鼓声可以通神和辟邪。在古

代的祭祀相关民俗活动中，多用到鼓。如汉

代儒家经典《周礼·地官·鼓人》就记载了古

人敲打八面鼓来祭祀天神，通过击鼓，来向天

神传达崇敬信息，以获得天神护佑，并能够驱

赶邪魔。又如南宋诗人陆游在《村饮》中写有

“击鼓驱殇鬼”、北宋诗人任梅尧臣在《除夜

雪》中写有“击鼓人驱鬼”，说明击鼓可以震

慑妖魔。

其 三 是 封 建 等 级 的 匹 配 性 。“ 门 当 户

对”在社会文化的匹配含义，在古代建筑中

亦 有 体 现 。 对 于 门 当 而 言 ，紫 禁 城 里 的 门

当 上 的 狮 子 可 单 独 陈 设 在 门 外 ，且 狮 子 头

上 的 螺 髻 多 为 45 个 ；而 清 朝 初 期 宫 廷 规

定 ：一 品 官 员 府 门 的 狮 子 头 上 螺 髻 只 能 有

13 个 ，随 着 官 员 品 级 的 降 低 ，门 府 前 狮 子

头 上 的 螺 髻 逐 渐 减 少 ；到 七 品 官 以 下 及 民

间百姓，宅门前则不允许摆狮子，因而多用

门 鼓 造 型 替 代 ，狮 子 造 型 仅 能 通 过 纹 饰 方

式雕刻在门鼓石上。

紫禁城的“门当户对”既能体现古代建筑

科学，又能反映古代皇家封建礼制文化，并且

与古代民居的“门当户对”的含义各有异同，因

而有利于全面解读我国古代社会的科技、政

治、历史和文化。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里的“门当户对”

周 乾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自

1899 年以来，以罗振玉、王国维等为首的

文字学家纷纷进行考证并取得了相当的成

就。1925 年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就是其

代表作。但这一时期也有不足，那就是对

卜辞的时代缺乏了解。

“武丁以前的卜辞是否存在”是长期困

扰甲骨学界的老问题。近年以来，已有学

者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这其中就包括《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的

作者刘一曼。她在这部新著中，就这一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地层”仍然

是决定性的因素。

甲骨卜辞研究，主要包括文字考释、卜

辞内容研究等。以往的甲骨学家特别是古

文字学家，在进行考释时多根据历史文献，

很少与考古、尤其是殷墟考古进行联系。

而刘一曼则不同，她将殷墟考古与卜辞内

容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其构成主

要有象形、形声、会意、假借。而象形字由

于它“象形”，因而跟考古尤其是殷墟考古

关系十分密切。刘一曼书中列举了鼎、

鬲、甗、爵、斝、豆、皿、盾、矢、耒、鼓、戈等

25 个文字与相关器物，证明这些文字是

根据这些器物器形而作；又于马、牛、羊、

豕、犬等动物形体，也与甲骨文字形十分

相近；再如宫、门、车等字，书中列举考古

发掘中相关遗物和遗迹，证明这些字与遗

物、遗迹形状有关。这样的字，书中一共

列举了 60 个。

甲骨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会意字，如

宿、饮、沐、浴等，书中也同样用考古实物或遗

迹进行对比，这样解读的会意字有20个。书

中总共涉及的甲骨文字有80个，这在甲骨学

研究中还是第一次。这种创新不在于难度，

而是新意：它让普通的读者能够感受到，甲

骨文字的构成竟与殷墟考古如此密切的联

系，考古中的遗物、遗迹竟然是“文字之源”。

这是对中华古老汉字最好的解读。

历年殷墟考古中有许多极为重要的

发现，例如车马坑与车子的发现、小屯五

好墓（妇好墓）的发现、殷王室祭祀场所

（王陵区、宫殿宗庙区）的推定、洹北商城

一号宫殿基址的发现等等。而这些发现

都 与 甲 骨 文 研 究 有 联 系 。 甲 骨 文 中 的

“车”字与考古发现的“车子”结构十分逼

真；“妇好墓”的发现证实了卜辞中的“妇

好”记载确有其人。洹北商城宫殿基址的

发现，验证了甲骨卜辞中的宗、室、庭、阜、

宧、門、塾等字之结构的合理性。上举这

些殷墟考古中的遗物、遗迹，都能与甲骨

卜辞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甲骨文的讲

述形象而生动。

无论是殷墟考古，或是甲骨文研究，都

是史学领域中的前沿科学。将两者有机地

结合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刘一曼长期坚

持在殷墟进行考古发掘，1973 年后甲骨几

次重要的发掘与整理她都参与其中。这是

人生的机遇，难能可贵。1973 年小屯南地

甲骨有两大重要成果：一是以确切的地层

证据，证明“子、午组卜辞”应是武丁时代卜

辞；二是证明“历组卜辞”只能是武乙、文丁

卜辞。有关这两个成果，书中都有详细的

分析和明确的结论。可见 ，甲骨学的发展

离不开殷墟考古，殷墟考古是甲骨学发展

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本书是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密切结

合的力作，对数十年来殷墟考古与甲骨学

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并提出

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书中内容丰

富、资料详实，图文并茂，具有丰厚的学术

价值。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甲骨文、古

文字研究者与爱好者，均可参考使用，并从

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古老文字的秘密藏在哪里
——读《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

曹定云

因为疫情之故，除去上班，平时我都在

家中“闭关”。昨日闲坐，想起去年三月去

缙云采访，回来的时候打了个盹，听见隔壁

有人问：“桃花开了没有？”虽然她问的对象

不是我，但是乍闻“桃花”二字，我还是从瞌

睡中醒了过来。

凡俗如我辈，对于桃花有一种执念，仿

佛只有桃花开了，春天才算真正地降临人

间。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对于桃花总

是要较其他的草木多几分别样的期盼，更

何况，桃花开时，草木山川看起来是那么的

美丽。

如果春天是一首诗，桃花是诗人表

达意境必不可少的一个意象。从“春来

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到“山上

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从“桃花

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到“双飞

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作

诗者不同，诗中传达的意思也各不相同，

唯有桃花一物给人的明媚印象，从始至

终都不曾改变。

这不知该用“一抹”还是“一片”形容的

红色，仿佛开在空中，从无到有，从浅到深，

及至后来，将整个林子、整座山头都晕染透

了，美极了。翻开记忆的相册，似乎年年都

是如此。只是不知何故，今年开年之后，雨

水较往年来得多许多，整个正月几乎就没

有怎么停过，雨水困住了懒人的双脚，也束

缚了人们的视线。人在屋里躲着，自然也

就不知道山野间的景象：河里的鱼儿醒了

没有，山里的桃花开了没有……屋里的人

一无所知。

不知今夕何夕，也不知春天到是没到，

好在火车上这位女乘客的突然发问，倒将

我的思绪导正到它该有的关注上来。也许

在老家的屋门口，在故乡的山林里，桃花已

经盛开了吧！

这世间的事物，常常红绿相生，春天的

红桃和绿柳便是一对绝佳的组合。桃之夭

夭，柳之依依，它们单独出现在那儿，就已

称得上“可人”二字，相携登场时，更是美艳

不可方物。当然，也有些桃花喜欢与竹为

邻。当点点飞红，如少女的眼影，从竹子那

苍翠欲滴的绿意中透露出来的时候，江里

的水有了几分暖意，鸭子们在水中游过，瞬

间就捕捉到了春天的信息。

那点点飞红不独能招徕鸭子，也吸引

着人的眼球。“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因为在都城南庄偶然见了一面，

唐朝有个叫崔护的人从此便对那桃花，还

有与桃花一样美丽的女子念念不忘。第二

年，桃花开时，他刻意绕了一大圈，故地重

游，想要再遇旧时人，再看旧时花，然而结

局却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

风”，落满了遗憾。

不过，桃花的可爱之处在于，即使它落

下了，落到了水里，依然能自成风景。花落

流水中，鳜鱼肥美，令人垂涎，当落花随着

水流漂远，紧跟而来的是“别有天地非人

间”，是另一种更深远的美。

叩问桃花

潘玉毅

逛逛独立设计师的精品店，或是去创

意市集看看有什么好玩意儿，再去咖啡馆

坐坐……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园区，是人们

休闲旅游的常见打卡地。而今，春暖花开，

各地文创园也逐渐“升温”——北京首创郎

园、上海M50、长沙58小镇……一个个文化

创意园区，是各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地标。面

对疫情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各地文创园区运

营企业努力化危为机，转变商业模式。

近 年 来 ，“ 文 创 +”模 式 热 度 持 续 不

退。2019 年文创+出版社开始吸引越来越

多的“玩家”加入其中。然而，内容趋同、形

式单一、延伸不足等问题如同文创行业的

跗骨之蛆，如何从文创+走向大文化，成为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既有经验来看，无论文创“加持”到

哪个行业，倘若把它仅仅作为附属产品来

看待，未来的道路无疑会越走越窄。文化

创意本身就是一种根植于本国文化、以创

造力为核心竞争要素的产业形态。掰开来

说，“创”是物质基础，“文”则是灵魂核心。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人

们逐渐从物的依赖走向精神满足。超越物

化生存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与日俱增，这一需求是文创+模式赖

以生存的坚定基础和发展动力。

在形式上，用科技手段为文创产品赋

能是行之有效的做法。想要摆脱马克杯、

胶带这些同质化严重的“复制粘贴”模式，

理应抓住信息时代技术进步这一机遇。我

们亲眼见证了互联网对文化产业的巨大动

能，在人工智能、音视频等领域如何将文创

产业应用落地，值得从业者深思。

在价值取向上，弘扬主旋律、摒弃文化渣

滓的取向不可偏废。当今社会，整个文化产

业需要参与到世界文化的竞争当中。想要站

稳脚跟，就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文

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值得关注的

是，个别企业在产业化过程中出现了流量化、

眼球化的趋势，导致一些文化糟粕沉渣泛起。

这样的文创+在短时间内可以引来关注，但最

终无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说一千道一万，文创产业就是要讲好

中国故事。一个优秀的文化 IP 可以轻而

易举地带动周边大批量文创产品的销售，

吸引众多忠实的粉丝。何时能看到属于我

们自己的《功夫熊猫》《花木兰》，文化 IP 本

土化才算有了一点小成。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文创产业的源头活水，只能也

必须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我国传统

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诞生过

无数经典作品，文化资源看成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

义，也是文创产业发展困局的一把金钥匙。

守住文化内核，文创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杨 仑

1827 年生于纽约市的玛丽·伊丽莎白·沃

尔顿是很少有人听说过的美国发明家。她拥

有一家提供膳食的寄宿公寓。与多数女性不

同，她动手能力强，公寓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一

些机械维修方面的问题，她往往自己解决。

她生活的年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时

代。那时，纽约市有好多炼油厂、煤场、生产清

漆和化肥的工厂、氨水厂等厂家，每天排出大

量的黑烟，笼罩在曼哈顿区的上空。穿过纽约

市的火车也排放出大量黑烟。针对这个情况，

沃尔顿发明了烟囱除尘技术并获得了专利。

她的解决方案是在烟囱里安装水箱，使黑烟进

入水箱后再排放出去，从而拦截住烟里面的污

染物。水箱拦截污染物后的脏水则倾入城市

的下水道。1879 年 11 月，她获得了烟囱除尘

技术专利。

彼时英国的空气污染也十分严重，作家狄

更斯在 1852 年的一篇文章里描述了伦敦的烟

雾，说“大街上充斥着棕色的浓烟”。沃尔顿曾

去英国宣传推销这项技术，有英国官员称赞该

项技术是“本时代最伟大发明之一”。

她的另一个重要发明是减少噪声污染的

技术，用现在的话说也属于环保技术。当时，

有 9 英里长的铁轨穿过纽约市繁华区。她家

附近就有一个高架铁道，过往火车发出的噪声

使她忍无可忍，也使纽约广大居民忍无可忍。

于是，纽约市政府召集了一些机械能工巧匠和

发明家来寻求解决方案，召集对象包括大发明

家爱迪生。爱迪生花了半年时间未能找到解

决方案，此时沃尔顿出马了。为了找到噪声问

题的症结，她曾在三天时间里反复乘坐高架铁

道列车，在车上仔细谛听，仔细观察。乘客们

看到这位衣着得体的妇女将头伸出车窗俯向

铁轨，觉得很怪异，售票员曾将她赶下车去。

她发现，是由于高架铁轨支撑物的减震效果有

限，铁轨放大了火车的噪声。

于是，她在家中地下室里，采用各种降噪

方法和她制作的铁轨模型开展实验。实验之

一是，她将铁轨模型放在木头盒子里，盒外壁

涂上柏油，盒子里内衬棉花，填充以沙子。她

的实验发现，沙子吸收震动的效果最好。后

来，在纽约市高架铁道某路段的支撑物下安装

了沃尔顿设计的盒状减震系统，进行了一系列

实验，效果不错。于是，沃尔顿的铁轨减噪技

术在 1881 年获得了专利，她将该技术转让给

纽约市大都会铁路公司。

遗憾的是，关于这位了不起的发明家早

年经历的文字记载极少。幸好，肯塔基州列

克星敦出版的《每周记事》1884 年间发表过

沃尔顿的一句话：“我的父亲没有儿子，他坚

信几个女儿都应受教育。为此他不惜一切

代价。”

机械维修“达人”玛丽·沃尔顿

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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