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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子摄

近日，一条只有 8 秒钟的视频引起了

大家的关注。视频中，河南郑州一位公交

车司机开车行至斑马线前，停车礼让两名

穿汉服的女孩通过。女孩施“万福”礼以

表感谢，司机见此，也连忙站起来回了个

抱拳礼。从这看似“穿越”的举动中，我们

感受到了文化释放的独特暖意。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渴望生活中的文

化获得感。而文化不仅是看的、听的，也

不仅靠文化名家、艺术大师来传播，更要

融入社会成员的日常言行之中。有时候，

我们品读古人的信札，会为一个称呼、一

字敬语而感慨，因为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

化密码；我们与人交往，会被对方处事的

气度、言谈的雅致打动，也是因为感受到

了文化拂面的气息。

文化如一条河流，从远古流到今天，

滋润又改变着当下的生活。礼仪是文化

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礼仪更是被赋予

了格外重要的文化地位。是否知礼，不

但被视为文化高低的标准，而且可以作

为一种衡量道德水平的尺度。古人描绘

文 化 变 迁 时 说“ 承 百 代 之 流 ，会 当 今 之

变”。礼仪的深处是人心。社会的正常

运 转 ，需 要 礼 仪 来 维 系 ；而 在 日 常 生 活

中，人们也愿意与守礼之人相交。今天，

当“ 万 福 ”“ 抱 拳 礼 ”重 现 街 头 ，我 们 点

赞，是因为它们体现出传统与现实的合

流，让人对社会风尚的不断革新充满期

盼。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违背现代文

明的基本守则，假设若有人当街下跪磕

头，就不值得提倡。

有人可能会说，视频中的“万福”和

“抱拳礼”不够“规范”，并举出古代文献、

图像来论证。确实，古代礼仪是专门之

学，考证“万福”或“抱拳礼”，可以洋洋洒

洒写一本专著。这能增进我们对古代社

会生活的精准认知和理解，学术意义十分

重要。不过，现代人这些可能不太规范的

礼仪动作，文明的意义同样重要。因为这

从侧面说明，在芸芸众生的心中，古代礼

仪并不只存在于典籍作品中，也不只记载

于典籍文献，更不只是“活”在大学的课

题、学者的书斋、教授的课堂，而正在当代

中国人生活中渐渐复苏。

礼仪是一种动作，也是一种态度，这

就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当这

样的态度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便会酿成一

种新的气象，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正确认

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并以之滋养当下

的人生。传统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

当代的模子，而是因为它给不可知的未来

提供了一种参考，让我们面对前方时，产

生信心和底气，敢于坚定地在自己的路上

走下去。

正因为如此，面对穿汉服、行老礼的

人，我们即便不照做，也应给予理解的赞

许、善意的微笑，而不应投去嗤笑或冷眼，

更不宜作深文周纳的解读。其实，现代生

活中穿汉服的年轻人，脱下汉服可能就会

去蹦迪、习练跆拳道、打王者荣耀；而那些

行老礼的大叔，也没准儿恰是咖啡、牛排

的拥趸。

汉服、老礼仪只是一种审美偏好和生

活习惯。在现代社会，汉服是美的，西装

也很帅，它不是也不应是习俗的强制，而

是文化多元。也只有如此，传统文化之美

也才能尽情地被人们享受。

“万福”“抱拳礼”重现街头，老礼仪亦是新时尚

胡一峰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是世界上

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木结构

古代宫殿建筑群，代表了我国优秀传统建

筑技艺和文化的精华。紫禁城古建筑的

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很多大门上设有行列

有序的门钉。

门钉较早地被记录在战国时期的哲

学著作《墨子·备城门》中，其功能主要为

防御，其外形为尖圆形。随着历史的发

展 ，门 钉 装 饰 功 能 增 强 ，外 形 亦 发 生 改

变。如从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的

门钉，到现存明清古建筑的门钉，其外形

多为圆泡形。紫禁城是明清帝王执政与

生活的场所，其古建筑的门钉集实用与美

学功能于一体，并反映出浓厚的古代社会

文化。

从建筑技术角度来看，紫禁城古建筑

门钉巧妙地实现了门板的牢固和稳定，反

映了我国古代工匠精湛的技艺和卓越的智

慧。门钉用于实榻门，这是紫禁城古建筑

大门的一种，其特点是体量大、防御性强，

门板厚度可达 20 厘米，常用于紫禁城的 4

个城门和各个宫殿的宫门。实榻门的门板

由原木锯成，一块块门板由穿带连接成整

体，具体做法为，在各个门板侧面开通孔，

然后用穿带将各个门板连接起来。

然而，在实榻门的长期开合中，穿带与

门板的连接容易松动，使得穿带从门板的孔

洞中脱落，造成门板散架。门钉材料为铁

质，体积小、强度高，通过钉入门板与穿带的

连接位置后，约束了门板与穿带的错动，因

而有利于实榻门的稳固。此外，钉帽（门钉

露出门板外的部分）被做成圆泡状，便于门

钉的维修和替换。由此可知，紫禁城古建筑

门钉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科学运用。

从建筑艺术来看，紫禁城古建筑门钉

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优秀的装饰艺术。

门钉的钉帽全部采用圆形水泡形状，一方

面，凸出的钉帽增加了大门的厚实度和人

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圆本身就是一个闭

合完美的造型，钉帽的圆泡形状给人以柔

和、圆润之美。

门钉的排列多为九行（行为上下方

向）九列（列为左右方向），门钉的尺寸一

致，外观一致，色彩一致，排列方式一致，

行列间距一致，各行列的数量一致，在整

体上形成秩序之美。门钉整齐排列，行列

有秩，以门中缝为对称轴而均匀布置，门

缝两侧的门钉在造型、数量、布局方式等

方面完全对称一致，形成对称之美。

紫禁城古建筑大门被饰以红色，门钉

则饰以金黄色。红色和黄色是紫禁城的

主要色调，红色寓意刚强炽热，而黄色在

古代为皇家宫殿庙宇的专用颜色，寓意雍

容华贵。金黄色的门钉与红色的门板形

成色彩之美，映衬出紫禁城的华丽和大

气。门钉在外侧、采用圆形，门板在内侧，

采用方形，这种“外圆内方”“天圆地方”的

造型特征又形成和谐统一之美。

从建筑文化角度来看，紫禁城古建筑

门钉还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门钉可反映我国古代的民俗文化。

在古代，人们认为门钉是“镇物”，摸门钉、

数门钉可以驱灾辟邪。如明末清初文学

家褚人获所著《坚瓠集》之《补集卷四》记

载，在元宵夜，京城的妇女们都会去正阳

门摸门钉，以希望去晦气，赶走病魔。另

据清代学者李鼎元所著《师竹斋集》记载，

在元宵节前后 3天，百姓都会去数门钉，以

驱邪祛病。分析认为，门钉具有重要的防

御功能，可抵御外敌入侵；相应的，古人认

为摸了门钉后，会抵御外病入侵。另古建

筑门钉数量多为阳数（单数），而邪魔之气

多为“阴气”，因而古人认为数门钉有利于

增加“阳气”，达到驱邪、祈愿目的。紫禁

城古建筑大门上采用门钉，亦包括上述文

化含义。

门钉可反映我国古代礼制文化。在

古代，大门上的门钉使用有着严格的要

求。如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规定：皇宫

各大门门钉数量为九行九列，且采用铜

钉；亲王府的门钉为九行七列；世子府、郡

王府、贝勒府、镇国公府、辅国公府的门钉

数量为九行五列；其余王公府的门钉数量

为七行七列、侯及以下门钉数量为五行五

列，且仅能用铁质门钉。对于民间百姓而

言，其大门上是不允许设门钉的。因而紫

禁城古建筑门钉的设置是封建礼制文化

的体现。

门钉还可反映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

文化。我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世界上的

万事万物均由两种既对立又联系的力量，

即“阴”“阳”组成，而宇宙运行离不开“金、

木、水、火、土”这 5种基本元素，且 5种元素

存在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关系。紫禁城

古建筑门钉的数量多为九行九列，而数字

“9”为古代最大的阳数，寓意“天”，即寓意

皇宫建筑的至高无上性。

另外，紫禁城东华门的门钉是九行八

列，而数字“8”为阴数。有人认为古代皇

帝灵柩出宫会通过东华门，有“阴气”，因

而门钉列数为阴数。其实不然，因为十三

陵、清东陵为明清帝王陵寝，其门钉亦多

用九行九列。东华门门钉数量之所以用

阴数，主要与五行相克相关。

古人认为，紫禁城的东部在五行上属

于木，皇帝执政的核心区域位于紫禁城中

部，在五行上属于土，而“木”克“土”，有威

胁皇权之意；把“阳木”变成“阴木”，便可

消除此隐患，且“8”为最大的阴数，亦包含

“大”的含义；因而把东华门门钉的列数由

“9”改为“8”，既避免了五行相克，又体现了

皇宫建筑的等级之高。

紫禁城古建筑门钉实用、美观，是我

国古代优秀的建筑技术、精美的建筑艺术

的体现，并反映出我国古代社会丰富浓厚

的历史文化。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紫禁城古建筑门钉的运用智慧紫禁城古建筑门钉的运用智慧

科学史话

周 乾

“提灯天使”、英国人南丁格尔是世界上

第一位真正的女护士。护士节定在 5 月 12 日

这 一 天 ，就 是 因 为 这 一 天 是 南 丁 格 尔 的 生

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还是善用统计

数据的大师。

说起南丁格尔，人们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伤病员竭诚服务的白衣

天使的形象。2008 年面世的英国故事片《弗

洛伦斯·南丁格尔》更是使这位伟大护士的美

好形象深入人心。其实，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分析数据，为英国军队和政府提供决策支

撑。她所做的工作与现代数据科学家所做的

事差不多，只不过她拥有的数据样本量较小，

而且只能依赖手工计算。

南丁格尔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在英国长

大。她父亲非常在意她和姐姐的教育，她俩不

仅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等多种语言文字，学习绘画、钢琴和女红等传

统的女性必学科目，也学习当时供男生学习的

科目，如数学。

没想到，南丁格尔喜欢数学，对统计学发

生了兴趣。9 岁的时候，她就将园里的各种水

果和蔬菜的相关数据组织在一些表格里。在

收集贝壳时，她会使用表格和清单将贝壳记录

得清清楚楚。她还阅读过比利时统计学家凯

特勒的著作并加以评论。日后管理医院时，她

经常收集病例和数据，这都与她早年对统计学

的兴趣有关。

她曾与家人和朋友多次去欧洲大陆长期

旅行。她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郊外的凯瑟斯沃

斯女执事学院接受过几个月的护理培训，这

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提供全面护理培训的地方

之一。

在她执意坚持下，父母终于同意十几岁的

南丁格尔去伦敦的一家淑女疗养院做了护

士。那时，医院护士一般是未受过正规培训的

老年妇女。1853 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南丁

格尔去伦敦的一家小型慈善医院担任护士长，

该医院接收了一些伤病员。从此，她逐渐在护

理和医学数据统计分析上大显身手。

1854 年，南丁格尔来到克里米亚野战医

院工作，担任护士长。从前线返回后，她开展

了较多的数据分析工作。她注意到，驻扎在

英国本土的士兵的死亡率比英国男性的总体

死亡率要高，而这些年轻人当年因为身体健

康才有资格入伍，这是甚为奇怪的事。她利

用数据找原因，发现一是军营的居住状况比

较拥挤，卫生状况不好；二是住进医院的患者

士兵更易被交叉感染。她用很多张形象的图

来说明自己的意思，有很强的说服力。有人

认为，在统计数据的图形显示方法上，她是一

个真正的先驱。她开发了极座标图饼图的形

式，或称为“南丁格尔玫瑰图”，相当于现代

的圆形直方图。

此后，她预测了一下假定英国士兵的健康

状况达到英国男性的平均水平，部队的效能会

是如何。同样，她也是用图形说话。当时，英

国的统计学家几乎完全不习惯使用图形，而欧

洲大陆的统计学家采用图形较多，尤其是极区

图。南丁格尔也是善用极区图的好手。

与此同时，南丁格尔对统计数据的误用有

不少批评。她对数据集的不一致非常有意见，

她曾说：“我仔细比较了来自 6 个不同官方数

据源的统计数字，结果没有一组数据能同其余

数据对得上。”

数据相互对不上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记录

数据的方式不一致。她曾经在 1856 年 6 月给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军事改革的倡导者、地磁

研究专家约翰·亨利·勒弗罗伊写信说：来自英

国陆路运输军团的数据“极度混乱”，因为他们

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法（或者说是根本

没有方法）来记录统计数据”，一会儿把本地人

统计进来，一会儿将其排除出去。

南丁格尔对统计的细节非常在意。她说，

如果医院只在每周的固定某一天进行统计，那

么在两次统计日期之间入院并在入院后死亡

的人数就丢失了。因此她估计，克里米亚战争

期间，医院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是真实死亡人数

的七分之一左右。

她对当时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十分

恼怒，以致于她对某些官员的诚信度表示怀

疑，她说，这些官员要么无能，该懂的都不懂，

要么有罪，有意识地掩盖真相。

南丁格尔对英国部队医学数据和数据收

集过程的批评，以及采用更严格的数据搜集方

法的建议，对于军方改进数据统计工作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由于她在这方面的业绩，她当选

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会员，是该学会有史以

来第一位女会员。后来，她也成为美国统计学

会的名誉会员。

数据利用大师南丁格尔

武夷山

“良人朝早半夜起，樱桃如珠露如水。”暮

春初夏，街头巷尾，樱桃常见。那些玲珑小果，

带着田间晨露，携着树梢清风，个头饱满，晶莹

剔透，黄中泛红，绿中染霞。更喜人的是一树

樱桃带雨红，有山川灵秀之气韵。

“樱桃好吃树难栽”是句民间俗语。其实，

樱桃树抗旱、耐寒，对生存的土壤也不挑剔，成

活率很高。樱桃皮薄、汁多，采摘时需格外小

心，否则会损耗很大。因此，樱桃好吃果难摘，

才是正理。

樱桃有许多别名，如莺桃、楔、荆桃、牛桃、

英桃、朱桃、麦英等。

“味重不容轻众口，独于寝庙荐先尝”“海

国尚闻歌蔓草，山陵谁与荐樱桃”……早在周

代，樱桃是祭献给祖宗的佳品。当时的人们，

以果实的状貌来划分，个大深红者称朱樱，果

紫布细黄点者称紫樱，果正黄者称蜡樱，果小

而红者称樱珠。朱樱和紫樱，味道最为甜美。

东汉宫廷宴会，樱桃是主角。“明帝月夜宴

群臣于照园，诏太官进樱桃，以赤瑛为盘，赐群

臣。月下视之，盘与桃一色。群臣皆笑云是空

盘。”瑛是似玉的美石。月光朦胧，人们眼光迷

离，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多的是众人同乐的快意。

唐朝历代君主，均喜食洛阳樱桃，将其钦

定为贡果。“流莺春晓唤樱桃，花外传呼殿影

高”“城里万家闻不见，君王试舞郑樱桃”“含笑

试弹红蕊调，君王宣赐酪樱桃”，说的都是它的

身价。

皇家禁苑里的樱桃，往往最先成熟，皇帝

荐祖后会遍赐群臣。王维在《敕赐百官樱桃》

中说：“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才

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竞带青

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太

官还有蔗浆寒。”有一次，宫中御花园樱桃大

熟，李显“与侍臣树下摘樱桃，恣其食。末后，

大陈宴席，奏宫乐至暝。人赐朱樱二笼”。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出现樱桃宴。

“新进士尤重樱桃宴……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

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蛮

榼一小盎，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霑足。”

自此直至清代，进士及第者特别重视樱桃宴。

唐代樱桃宴，在每年四月初一举行。这一

天，皇帝率百官千骑，来到长安南郊芙蓉园赐

宴，“尝酙玉卮更献，含桃丝笼交驰。芳草落花

无限，金张许史相随”。丹珠累累、色满香来的

樱桃，位列宴席雅会之首，成为馈赠的佳品。

樱桃宴，指文士雅集。“典却珠钗，高楼特

启樱桃宴。”文人自风流，吃樱桃，喝花酒，赏花

容，这样的生活，何等惬意！杜甫在成都时，曾

接受农夫送的朱樱：“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

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

同。忆昨赐霑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

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

樱桃，不知曾带来几多情趣！“香浮乳酪玻

璃流，年年醉里尝新惯。何物比春风？歌唇一

点红。江湖清梦断，翠笼明光殿。万颗写轻

匀，低头愧野人。”唐人吃樱桃时，喜欢伴以奶

酪。李显在两仪殿设宴食樱桃，招来近臣，樱

桃盛在琉璃盏中，调以杏酪，并饮酴醾酒。在

唐传奇《昆仑奴》里，勋臣招待崔生，“以金瓯贮

含桃而掰之，沃以甘酪而进”。史思明曾以樱

桃分赐史朝义和周贽。不识字的他，却附庸风

雅赋诗曰：“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

怀王，一半与周贽。”令人捧腹大笑。

到了宋代，流行吃“樱桃煎”。樱桃煮烂去

核，放到有花纹的模子里捣实，压为极薄的小

饼，再加蜜食用。“何人弄好手，万颗捣虚脆。

印成花钿薄，染作冰澌紫……”杨万里对此念

念不忘，因“北果非不多，此味良独美”。

樱桃是美容佳品，营养丰富。樱桃中铁的

含量，居水果之首。樱桃，味甘而性热，全身皆

可入药，益气，健脾，和胃，祛风湿气。

樱桃不仅象征着爱情、幸福和甜蜜，更蕴

含着珍惜。“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樱桃红时，一个热烈的季节，就要拉开

帷幕了。

樱桃的樱桃的““食食””光流年光流年

任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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