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汉代造纸术发明之前，竹木简可谓
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文字载体。《尚书》中

《多土》篇有“唯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
载，甲骨文中有不少“册”字。册字本义
是系有两道编绳的竹简，很形象。

非一般的竹子不能做竹简。竹简得选
择生长期3年、枝干挺直纹理细致、节长而
皮薄的成竹。竹简做工精细：先将竹子剖
成等宽竹片，把毛茬磨光，放入加有防虫
蛀咬药物的锅里煮。取出冷却，再将竹片
置于火上烘烤，把原有的汁液蒸发，烘烤
过程中，竹片颜色由青色变为黄色，即

“杀青”。因竹片表层的青皮富含油脂，直
接用墨水写上，墨迹无法渗透，故还得

“刮青”，顺着竹片的纹理刮去表层的青
皮，如此，墨迹能往里渗透，字迹就不会
轻易被擦去。这“刮青”是“杀青”得名
的另一种说法。迄今未发现用刀具雕刻的
竹简，大概是考虑到用墨书写的好处，就
是可以随时修改——写错了，用平板刀具
刮下重写即可，很是方便。

“杀青”时，竹简不停冒水，凝结在表
面，如同出汗，是为“汗青”，指代书籍或

历史。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已成为
千古名句。而“杀青”，今意为定稿或完
成。之后进行二次裁竹，裁成宽窄合适、
长度一致的样式，再进行打眼和编册等工
序。单支竹简称“简”，将两支简排整齐后
用绳子连接起来叫“册”，很多册圈起来叫

“卷”，数卷内容合成一个单位成“篇”，把
篇摞在一起叫“束”。

竹简一般不大宽，常规在一厘米左
右，正好写一行字，此类简称之为“札”；
2 厘米宽的，可写两行字，就叫“两行”；
更宽的有6厘米，叫“牍”。

有个成语叫“韦编三绝”，形容学习勤
奋，故事说的是孔子晚年爱读《周易》，一
遍遍翻动卷册，把连穿竹简的牛皮带都断
了好几次。用以连接竹简的割成条状的熟
牛皮叫“韦”。为使竹简能被捆牢，竹简右
侧刻有三角形小口，韦从小口穿过，再绑
紧扎牢。简册一般用两根韦捆绑两端即
可，这叫“二道编”。不管采用多长多宽的
竹简，一本书得用很多竹简，沉重并浪费
资源。所以，纸的发明意义重大。

成排的册开头的两根竹简叫“赘简”，

正面不写字，而在背面写。第一根背面写
篇名，第二根背面写书名，正文从第三根
开始从右到左写，写完后，以最左侧一根
做轴向右卷成一个卷轴。这很巧妙，两根
赘简因为在背面写字，成卷后正好压住变
成正面，也就成了书的封面。

用竹简写字，最好先想好韦的位置，否
则先写后编，字会被遮住。著名的居延简

《永元器物簿》就是这样。先编后写，遇到
编绳就跳过去，即可避免此问题。当然，如
此一来，绳子腐朽之处显出了一道白，显眼
且漂亮，万黄丛中一点白。

竹简毛笔的使用，一改甲骨文的瘦长

形态，而宽简，更推动字体渐渐演变成矮
胖形“蚕头燕尾”的隶书。“隶乃篆之
捷”，隶书可说是书写者对篆书的简化。

公元404年，东晋权臣桓玄下令以纸代
简：“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
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竹简对中国文化
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
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
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
文化能流传至今。

作为我国传统的建筑材料，琉璃
瓦造型精美、富丽堂皇、流光溢彩、
坚固耐久，自古以来备受人们喜爱。

琉璃也称“瑠璃”，为古人冶炼青
铜时的“意外惊喜”——因冶炼青铜
需1080℃，其矿渣中出现了琉璃。后
来，古代匠人就用马牙石 （即方解
石），加入硝、铜铁、汞等烧制，得到
了琉璃。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人就掌握
了琉璃制作技术，到北魏时才开始用
琉璃制瓦。古建筑的屋顶材料一般包
括琉璃和陶瓦。普通陶质瓦，又称布
瓦，其质地粗糙，吸水性强。早期古
建筑屋顶一般使用布瓦，雨雪天气
时，容易大量吸水，增加屋顶的重
量，对于宫殿建筑而言，会直接危及
建筑物安全。在寻找替代布瓦的建筑
材料过程中，琉璃瓦应运而生。因为
琉璃瓦釉面光滑，不但不吸水，反倒
利于排水，也不增加屋顶重量，让建
筑安全有了保障。加之它厚实耐用，
抗折抗压，防酸防腐蚀性好，使用年
限相对较长。所以，琉璃瓦在古建筑
尤其是宫殿建筑屋顶得到了广泛应用。

到唐朝，琉璃釉突破技术关，产
生了闻名于世的唐三彩。李商隐诗
云：“碧瓦衔珠树，红轮结绮寮。”“碧
瓦”则指绿色琉璃瓦。大明宫出土的
琉璃瓦，绿色居多，色彩绚丽，瓦质
坚实，充分说明琉璃瓦为皇家建筑必
备之物。到宋代，琉璃瓦制作技术进
一步提高，对其制作制度和尺寸作了
规定。明清时期，琉璃瓦发展到登峰
造极的地步，以瓷土为胎，有白、浅
黄、深黄、棕绿、蓝、紫、黑等多种
色釉。北京的宫殿、坛庙与陵寝建
筑，构成了壮观的琉璃瓦阵。

纵观我国琉璃瓦发展，器型由粗
大到精巧，釉面由单调古朴到色彩光
亮多样。由于我国古代封建等级制，
屋顶用瓦也有等级：黄色琉璃瓦为最
尊，专门用于皇家和庙宇；绿色琉璃
瓦次之，用于亲王世子和群僚；一般
地方贵族使用布筒瓦，劳动平民只能
用布板瓦。因此，民间鲜见琉璃瓦的
身影。

琉璃瓦分筒瓦、板瓦、脊瓦、滴
水瓦、兽头、宝顶等多种。其中，筒
瓦断面呈半圆形，铺设时向下覆盖在
左右两块断面成弧形的板瓦上；当屋
顶铺成后，筒瓦搭接成隆起的棱，而
板瓦则搭接成凹陷的沟；铺在檐口处

的一块筒瓦有圆盖盖没，称为勾头；
铺在檐口处的一块板瓦前端下边连着
舌形板，称为滴水。不同规格的琉璃
瓦，彼此咬合，层层叠叠，一直延伸
到屋檐末端的勾头，连接成密不透风
的保护伞，为建筑遮风挡雨。应用于
宫殿、寺庙、凉亭、游廊、塔、门
楼、水榭等古建筑中，集实用、美
观、大气于一身，沿用至今。

琉璃瓦以黏土为主要原料，经过
原料处理、成型、干燥后，高温下烧
成，在瓦胎体表面施加釉料，并进行
第二次烧制以获得光亮而又黏接牢固
的釉面层。从化学原理看，其主要成
分有氧化铅、二氧化硅、氧化铜等。
其中，氧化铜是呈色剂，它采用铅丹
作助熔剂，主要着色剂是煤、铜、
锰、钴等金属氧化物，在氧化气氛中
烧成，铁使釉呈黄色，铜使釉呈美丽
的翠绿色，锰使釉呈紫色，钴使釉呈
蓝色等，以形成丰富的色彩。

其制作过程并不简单，一般需烧
两次，先素烧成型，再加釉烧上色。
素烧对温度控制非常严格，温度太
高，则瓦面板结瓷化，气孔太少，这
就加大了之后挂釉的难度，若釉的厚
度不够，成品的色泽就显得寡淡、不
庄重，且起伏不平。将素烧的坯胎施
釉，入窑色烧是最为变幻莫测的一

环，煅烧的温度哪怕稍有不同，出窑
的琉璃瓦便会显现出不同的色彩。

经过火的洗礼，被锤炼和雕琢的
黏土犹如凤凰涅槃，变成五光十色的
琉璃瓦，给原本略显灰暗的屋顶涂上

“彩妆”，令其形象顿时大为改观，散
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正如梁思成先
生所言：“历来欧洲的建筑师对于屋
顶，多是遮遮掩掩，仿佛取一种家丑
不可外扬的态度。中国人对于屋顶的
态度却不然。我们不但不把它遮掩，
而且特别标榜，骄傲地、直率地，将
它全部托起，使之成为建筑中最堂皇
最惹人注目之一部。除屋顶外，如门
窗墙壁，以至影壁牌楼等等，亦常用
琉璃建造。琉璃瓦之施用，遂成为中
国建筑特征之一。”

2008 年，琉璃烧制技艺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砖一瓦浸润工匠们的汗水，一
泥一火诠释匠心与敬畏。随着时代的
进步，这种昔日的皇家建筑专用建筑
材料，如今也在民房和仿古建筑上广
泛应用，使琉璃瓦这一古老建筑材料
又焕发了青春。

非遗文化之窗

“ 屋 顶 彩 妆 ” 琉 璃 瓦
□ 高桃芝

北京故宫博物院金黄色琉璃瓦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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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课进行时

一次性杯子已成为生活中的常用饮
具，很多人用它来喝水喝饮料喝酒。可最
近网上有一则视频称，纸杯子上有石蜡，
用它喝酒会致癌；塑料杯子也会喝进去不
少塑化剂。这是真的吗？一次性杯子还能
放心使用吗？

石蜡是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网上视频所称石蜡致癌，这有点儿夸
大其词。石蜡是我国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安全性也是可以放心的。我国食品添
加剂标准规定，石蜡可以作为食品加工助
剂使用于薯片、油脂、糖果及粮食加工
中，主要作消泡剂或者脱模剂使用，还可
以作为胶基糖果中的基础剂物质。此外，
石蜡也可以作为被膜剂用于鲜鸡蛋表面，
有防虫防灰的作用。在食品包装中，石蜡
可用于与食品接触的容器、包装材料的浸
渍用蜡，主要起防水的作用。

根据涂层的不同，一次性纸杯通常有

三种：涂蜡杯、直壁双层杯和聚乙烯涂膜
杯。涂蜡杯就是表面涂有一层蜡的纸杯；
直壁双层杯的杯壁有两层纸，纸之间是空
气，隔热性能好；聚乙烯涂膜杯则是在杯
壁覆盖有聚乙烯薄层。

由于石蜡的熔点比较低（一般不超过
60℃），如果用石蜡涂层的纸杯来盛装热
饮料或者热食物，石蜡就会熔化渗透到杯
子里，或者使纸杯变软、漏水，很容易烫
伤。因此，现在我们基本都不用涂蜡杯
了，而是用聚乙烯涂膜杯。

聚乙烯涂膜杯在铸造成型时会在纸质
表面镀一层薄薄的聚乙烯 （PE） 塑料涂
层，相当于一层塑料薄膜覆盖在纸杯上。
在食品工业中，它目前已是主流纸杯产
品，这种杯子冷热都可以，喝酒也没
问题。

塑料杯真会喝出塑化剂吗

网上视频说，塑料杯喝酒水会喝进去
很多塑化剂，其实这也是误导。

塑化剂，顾名思义，它就是让塑料变
柔软的一种物质。所以，它只在一些软的
塑料中才会用，比如塑料保鲜膜。硬的、

需要保持成型的塑料是不需要塑化剂的。
平时喝水用的塑料杯，常用的是5号塑料
PP、6号塑料PS，它们都不能太软，不然
难以保持杯子的形状。所以，大家不必担
心塑料杯会渗出塑化剂。

如何挑选一次性塑料杯

网上视频称，选择塑料杯时，看底部
数字，数字越大越安全，这种说法并不准
确。其实，只要是正规的合格塑料品，都
可以放心使用。

如果你将平时用的各种塑料容器翻转
过来看看，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底部或者靠
近底部的侧面，都有会有个数字图标，通
常是1―7。

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塑料分类，不同的
编号标识表示不同材料的塑料，图形中间
的1―7是不同类别的标号。

1 号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矿泉水、果汁、碳酸饮料的塑料瓶就是用
它做的；2号高密度聚乙烯 （HDPE），常
见桶装水的桶，就是用的它；3号聚氯乙烯
（PVC），一般塑料管道所用的塑料；4号低
密度聚乙烯 （LDPE），常见的电线电缆贴
胶、薄膜就是用的它；5号聚丙烯 （PP），
这是耐热最强的材料，微波炉加热的塑料
器具就常用到它；6号聚苯乙烯（PS），现
在很多奶茶的杯盖用的就是它；7号是其
他，常指聚碳酸酯（PC）等数种塑料，大
多数婴幼儿奶瓶就是使用PC作为原料。

4号PE能够耐受90℃左右的高温；5
号PP耐热性能最好，能耐200℃左右的高
温，可以用微波炉加热，反复加热也不会
有问题。1号、6号及7号的耐热性就相对
较差，最好不要直接加热，也不要装入太
热的食物，更不能反复使用。

（作者系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
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中国互联网联合
辟谣平台专家委员会成员）

科学看待食品添加剂

使 用 一 次 性 杯 子 有 损 健 康 吗
□ 阮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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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 不仅
有利于孩子的大脑和视觉发育，也
有利于成人的心血管健康。如果你
一周没法保证至少吃两次富含DHA
的鱼，比如三文鱼、挪威青花鱼、
鲈鱼、带鱼，那鱼油就是补充DHA
更现实的选择。

然而，很多人会觉得鱼油比
较腥，吃不下；也有人说鱼油吸收
率低；还有人说鱼油含有二十碳五
烯酸 （EPA），不适合孩子和孕产
妇；甚至有人认为鱼油就是鱼肝
油。那么，果真是这样吗？又如何
正确选择鱼油呢？

鱼油腥味可以避免

鱼油中的脂肪氧化产生小分子
的醛、酮、醇和挥发性有机酸，确
实会让鱼油有腥味。

但如果鱼油本身的新鲜度很
高，配料里还添加了减缓鱼油氧化
的抗氧化剂，用好闻的味道比如果
香，以及好吃的甜味来掩盖腥味，
再加上避光的独立包装隔绝氧气，
那真的就可以做到吃不出腥味了。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鱼油的新
鲜度，酸价、过氧化值这两项指标
可以反映鱼油的新鲜度。行业标准
规定鱼油的酸价和过氧化值要分别
≤1 毫克/克、5 毫摩尔/克。因此，
选择这两项指标含量更低的鱼油更
新鲜。

鱼油的生物利用度较高

鱼油中的脂肪结构一般分为三
种，乙酯型 （EE）、甘油三酯型
（TG） 和重构甘油三酯型 （rTG）。
目前有很多研究显示，无论是禁食
状态还是进食状态，rTG的生物利
用度都最高。比如禁食状态 TG 形
式的生物利用度比EE高3.5倍，而
rTG 形式又比 TG 形式高一些。吸
收了不一定被利用，所以，生物利
用度这个指标比吸收率更能反映鱼
油的品质。目前市面上鱼油的脂肪
结构大都是 EE 结构的，也有少量
TG 和 rTG 结构的，大家选购时可
以留意看看。

孩子和孕产妇可以吃鱼油

有人说 EPA 会影响孩子发育，
所以给孩子最好别选含有 EPA 的
鱼油。

要判断这个说法是否有道理，
还得从花生四烯酸 （ARA） 说起。
ARA 和 DHA 一样，也是大脑、神
经组织和视网膜中含量丰富的脂肪
酸 。 EPA 可 以 跟 ARA 竞 争 ， 而
ARA缺乏会影响婴儿发育。联合国
粮农组织建议婴儿配方奶粉EPA和
DHA 的比例要小于 1，所以给 1 岁
前婴儿选鱼油时可以参考这个标
准。大多数婴幼儿配方奶粉中DHA
的来源也是鱼油，所以孩子完全可以吃鱼油。

对于孕产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欧盟和
中国营养学会都是给的 EPA+DHA 的推荐摄入量，
不过同时强调了DHA的量。比如，欧盟建议EPA+
DHA 要补到 350―450 毫克，其中 DHA100―200
毫克。

举个例子，如果一粒鱼油的 EPA 含量是 320 毫
克、DHA是240毫克，那孕产妇吃完全没问题，因
为无论是 EPA+DHA 还是 DHA，它的含量都绰绰
有余。

鱼油不是鱼肝油

首先是来源不同。鱼油来自整个鱼体，也就是
鱼身上的脂肪都给提取出来了，鱼肝油则是从鱼肝
中提取出来的。

其次是成分不同。鱼油的主要成分是 EPA 和
DHA，鱼肝油的主要成分则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也会含有少量的EPA和DHA。如果误用鱼肝油
作为EPA和DHA的补充来源，就很容易导致维生素
A摄入过量中毒。

总之，只要不对海产品过敏，孩子、孕产妇也
可以选择鱼油补充DHA，选购时注意选酸价和过氧
化值低的。此外，挑选时要注意纯度、生物利用
度、包装形式，纯度高就意味着做成小颗粒也可以
补更多的DHA，独立密封包装就不易氧化发腥。

（作者系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理事、注册营
养师）

一种手工技艺，可以
从古诗词中寻到脉络。如
堆绣，唐代温庭筠描述：

“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
鸪。”其中“金鹧鸪”，便
是贴绣上去的。当时的衣
饰，用金线绣好花样，再
绣贴在衣服上，谓之“贴
金”。

而丝绫堆绣，则是用
各色棉布、绸、缎剪成所
设计的各种图案形状，精
心 堆 贴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画
面。用彩线绣制而成的技
艺，为我国古代流传的一
种传统民间工艺。《中国美
术史》 记载，堆绣最初是
由刺绣艺术发展而来，在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
织物中，就有用贴绢做成
的佛幡。

丝 绫 堆 绣 起 源 于 唐
朝，经过手工艺人的传承
和 发 展 ， 技 艺 成 熟 于 清
朝，至今故宫还收藏着用
堆绫拼贴工艺做装饰纹样
的袍、褂以及椅垫、荷包
等 物 品 。 据 历 史 学 家 考
证，乾隆母亲崇庆太后就
曾亲自带领宫女，用 4000
多块花色各异、大小不一
的锦缎，堆贴成藏传佛教
唐卡《绿度母补绣像》，工
艺精美，具有极高的文物
价值和艺术价值，为国家
一级文物，至今藏于北京
雍和宫。

古典文学作品中，也
不乏用丝绫堆绣来烘托气
氛、深化主旨。如 《红楼
梦》 第 49 回“黛玉换上掐
金 挖 云 红 香 羊 皮 小 靴 ”，

《官场现形记》第14回“只
见五颜六色的旗子迎风招
展，挖云镶边的号褂映日
争 辉 ”， 其 “ 掐 金 ”“ 挖
云”，就是堆绣中的专有名
词。掐金，用金线掐出边
缘；挖云，挖空云头形的
花边，再垫上其他颜色的

丝织品里子，构成装饰图案。
北京市延庆区丝绫堆绣非遗传承人延红在

延庆博物馆授课，培训小学生、农村妇女上千
人次。丝绫堆绣融合浮雕、编织、刺绣、缝
缀、堆贴、抽丝等多种工艺，而每一件作品又
分为图案设计、剪裁、堆贴、绣制、上色等流
程。所需拨针、剪刀、图稿纸、铅笔、纸板、
复写纸、布料 （凤尾纱、绸缎、旧布）、白乳
胶、蓬松棉等工具。

图案设计。“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
唐代诗人张祜道出了丝绫堆绣设计的重要、构
图的不易。先构思一幅图，在纸上画出底图，
再拓到硬纸板上，然后在硬纸板上沿着图案画
线，再一点点地剪下每个部分。剪下的图案贴
上棉花叫软拨，不贴棉花的叫硬拨。

堆贴。将布料按照纸板的形状剪裁好、上
浆 （用面糊将布浆一次），使其硬化。按颜
色、纹理裁剪，比上浆硬化的布料稍大约5毫
米的布料，留做边，用拨针拨到上浆硬化的布
料图样上。按照比例填充物料，使其与原型相
似，剪贴的边线要光滑明朗、干净整洁。

绣制。这一步是名副其实的“锦上添
花”。将剪裁好的各色布料图案，堆贴在设计
好的白布上。堆贴时，要严格按设计图案，分
清底色背景、装饰花纹，再用彩线绣边。这样
既有立体呈现，又有工笔重彩，具有国画
效果。

延红的丝绫堆绣作品，有十二生肖、花
鸟鱼虫、各类人物等，还有表现“孝”“法
律”“核心价值观”等主题的。作品色彩艳
丽、层次分明、神态逼真、生动活泼，富有
浓郁的地方特色。制作过程中，她将一些技
法进行创新，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和现代装
饰物相结合。比如，炭雕摆盘，把多彩的堆
绣和炭雕结合在一起，既充分发挥炭雕吸附
甲醛等有害气体的功能，又使之成为具有装
饰作用的艺术品。

丝绫堆绣，现已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技法上更加多元，做工更加精
细，画面更加栩栩如生。

“千枝乱、攒红堆绣。花无长好，更光阴
去骤。”丝绫堆绣的手工艺人，将大自然用巧
手匠心，移植、定格成花团锦簇的艺术品，让
春光不老、岁月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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