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7.3星期三
责编/张琳 美编/鲁璐 文检/孙小华 A11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文化视点·广告

这件威风凛凛的北燕虎形青铜器，
学名叫“虎子”。“虎子”是溺器，通俗点
说，就是尿壶。哎呀，用老虎做尿壶，估
计这只老虎如果有灵，上翘的尾巴会瞬
间耷拉下来，低下头——羞煞虎也。

这件“虎子”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
冯素弗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确切
历史纪年的大墓。冯素弗是北燕皇帝
冯跋之弟，当年和哥哥冯跋一起打天
下，出生入死，居功甚伟。北燕建国，冯
跋称帝，这个有勇有谋的弟弟，又辅佐
了哥哥6年。

史料记载，公元415年，冯素弗病
故，归葬北票墓地，冯跋破例“七临

之”。在弟弟的墓前，他涕泪长
流，哭之甚恸，这在历史上是非

常少见的。这件威风凛
凛的“虎子”，出自冯素弗墓中，算
是多少挽回了点面子。

到了唐代，“虎子”继续使用。
只是它不能再叫“虎子”了，因为要
避唐太祖李虎的名讳，“虎子”改叫

“马子”。我们今天用的“马桶”一
词，即源于此。

在唐代，不仅“虎子”不能叫
“虎子”了，连老虎都改叫“大
虫”。洛阳东边门户和重要关
隘“虎牢关”改为“武牢关”；成语“管中
窥虎”变成了“管中窥豹”……

在今天的博物馆里，不管是威风凛
凛的青铜虎子，还是调皮可爱的陶瓷虎
子，它们静卧于一隅，等你走近。

历史无情，江河浩荡；历史深情，玉
石留止。博物馆是一本打开的百科全
书，在这里，可学可看的实在太多。

赵颖(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复旦
大学博士后)

““马踏飞燕马踏飞燕””为啥不拍正面照为啥不拍正面照？？

文物里的神兽文物里的神兽，，其实并不其实并不““凶猛凶猛””
十余年磨一剑
《临终关怀学词典》“面世”

当下，临
终关怀服务
需求日益增
加 ，安 宁 疗
护 备 受 关
注。记者近
日 获 悉，历
时近14年打
磨，《临终关
怀 学词典》

“面世”。
这 是 中

国临终关怀
领域的一部辞书，兼具专业性、实用性
强，结构完整且新颖等特点。本书共收
入1118个词条，按内容分为25类，总
计80万字。

《临终关怀学词典》由卷首，包括
编委会、序、前言、范例、目录；正文，即
词条阐述；卷尾，即附录，包括临终关怀
相关评价表和词目三大版块组成。重
点梳理了国内长期存在的临终关怀名
词术语，对临终关怀领域中一词多义、
一义多词、词义不统一、歧义较大的临
终关怀和安宁疗护名词规范化新模式，
包括定义、基本概念、含义、概念间相互
关系等进行解读。

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
因老年慢性病和恶性疾病死亡的人数
不断增加，开展临终关怀服务是社会的
急迫需求。《临终关怀学词典》在理念普
及、专业教学、规范服务及国内外学术
交流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临终关怀学词典》主编施永兴介
绍，这本“词典”的出版发行是中国临终
关怀事业发展进程中一项重大基础工
程，不仅填补了国内临终关怀学理论与
实践领域大型工具书的空白，在全球临
终关怀学界亦是一个新突破。该书为
人们了解中国临终关怀政策及文化提
供了一个窗口。

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介
绍了《临终关怀学词典》编审过程。他
指出，《临终关怀学词典》的出版发行凝
聚了各界专家学者的艰辛努力，体现了
各位编审者的高度责任感。在近14年
的编纂过程中，编者与出版者严把质量
关，进行了几十遍修改，才最终完成《临
终关怀学词典》。 据中新网

你见过“马踏飞燕”的正面照吗？两千多年前的看门狗是什么样的？
用“老虎”做尿壶，考虑过老虎的感受吗？《动物不凶猛——叫醒文物里的
神兽》从文物上的各种动物入手，有时讲解动物的趣事，有时还原真实的
历史，有时解读器物的功用，有时描述作者的感悟。

古代工匠，在一琢一磨、一凿一刻、一揉一捏、一笔一画中，把龙、虎、
熊、马、骆驼、猪、狗等各种动物的形象留在了历史深处；同时，也把当时的
社会、社会中的人、人的情感、信仰、审美都融入到了他们的匠心之作。

汉代，马的雕塑和绘画很多，这跟
马的历史地位有关。那时不管是交通
还是战争，都离不开马。雄才大略的汉
武帝要建立丰功伟绩，更要有马来成
全。然而，那么多马的雕像与绘画，人们
却很少能看到马的正面像，为什么呢？
让我们在博物馆里，一起找寻答案吧！

甘肃省博物馆的青铜“马踏飞
燕”，是镇馆之宝。这件文物出土于甘
肃武威的东汉将军墓，也就是大名鼎
鼎的雷台汉墓。

“马踏飞燕”从侧面看，真是一匹

雄健、灵动的骏马，它的每一个细节都
那么完美，腾空而起的四足、脚下回望
的鸟儿，这鸟儿仿佛在看，那匹马有没
有追上我呀？

这么完美的一匹骏马，当你慢慢
绕到前面时，却是“三观尽毁”——你
确定要成为这样的天马吗？这马如果
不是来搞笑的，那就一定是内心住着
一个顽皮的小孩。只见它侧歪着头，
瞪着大眼张嘴大笑，露出一口雪白的
大牙，仿佛得意地对脚下的鸟儿说：嘿
嘿，受我一脚！

“马踏飞燕”，是中国人独有的天
马表现形式。西方的天马，一定要有
翅膀，而我们只需要在马的脚下放上
一只鸟，就很好地解决了天马的问
题。鸟在空中飞，而马在鸟上，根据显
而易见的空间关系，马当然是在天上
了。我们的天马，是在鸟与马的关系

中呈现的。
“马踏飞燕”其优美的造型，神奇

的想象力，成就了它的辉煌。现在，
它已成为中国旅游城市的标志。它
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跑来，从天边呼啸
而过，告诉你无限的远方有无尽的梦
想与希望。

告别了战国的兵荒马乱，大汉盛
世，一派祥和。就连狗狗也变得蠢萌
蠢萌的，一副打不还“爪”、骂不还“汪”
的谦卑样儿。

一件河南省博物院汉代绿釉陶
狗，嘴角向下，尾巴卷曲上扬，紧贴后
背，怎么看，都像一个小受气包。是怎
样的似曾相识，让这只两千多年前的
小陶狗毫无违和地穿越到了现代？仅
仅是因为“怂”吗？不！那是一个时代
的艺术气息——那样的质朴、纯真，如
新生儿般的赤子之心，像极了现代的
宠物狗，岁月静好，与世无争。

汉代这种狗的用途，已不再是狩
猎，而是看家护院，和如今很多地方农
村养的中华田园犬一样。所以，当我
们看到两千多年前一样的看家狗时，
会有莫名的亲切感。在汉代，养狗主

要是为了守门，尤其是守粮仓。彼时
农耕经济迅猛发展，出现了很多真正
意义上的“大户人家”。地主家余粮很
多，这些余粮放入粮仓，而狗狗就是粮
仓的“门将”。

汉代人坚信“事死如事生”的观
念，流行厚葬。这种釉陶器是陪葬的
冥器，也称为“明器”——“神明之
器”。人类早期驯养的“六畜”，除了
狗，其他“五畜”——猪、鸡、牛、羊、马，
也都大量出现在明器里，尤其是猪和
羊，更是成群结队地出现。

汉代人相信，人死之后，会到另一
个世界。而在另一个世界，富贵之家
依然想享受这无尽的荣华。所以，他
们会把人世间的一切享用，以各种方
式带入另一个世界，釉陶器就是其中
一种。

甘肃省博物馆的青铜“马踏飞
燕”正面照。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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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陶狗为何像极了今天的宠物狗

你见过“马踏飞燕”的正面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