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1月8日， 美国
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 开始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 特朗普总统的第一站是
故宫博物院。 在故宫， 特朗普前往独
树一帜的宝蕴楼进行参观 。 一时间 ，
宝蕴楼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宝蕴楼 ，顾名思义 ，即 “蕴藏珍宝
之所 ”，单单听其华丽的名称 ，就令人
浮想联翩。 这里到底收藏过哪些稀世
珍宝？ 又曾经历了怎样的世事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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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秘不示人的宝蕴楼

■■人人间间万万象象
在微信圈， 也有 “人如其名” 的

说法。 天津62岁的李国森、 湖北武汉
71岁的曹新植几天前都遭遇了同一烦
恼， 因为微信名 “李大爷” “黑老大”
引发群友集体骂战， 被踢出了群。

记者发现， 作为社交名片， 微信
取名确实有讲究， 好的微信名不仅给
人好印象， 还能帮着融入集体。

取名“李大爷”遭嘲笑

李国森的微信名叫 “李大爷”， 因
为在社区大家都这样称呼他。

今年春节， 李国森加入一个全国
退休交流群， 作为新人他发了进群红
包 ： “我是 ‘李大爷 ’， 给大家发红
包 ！” 大家纷纷调戏他 ： “你大爷来
了。” “大爷发红包， 领红包的是孙子
吗？” 李国森气不打一处来， 和群友发
生了争吵， 结果被群主踢出了群。

曹新植是个老实的退休高工， 因
为微信名“黑老大”被骂“流氓黑社会”。
前不久， 曹新植在微信群探讨待遇问
题， 他和几位群友意见相左， 发言语
气稍显强硬， 没想到对方直接回 怼 ：
“果然是流氓黑社会， 口气这么大！”

湖南长沙微友 “常青树” 管理着
30多个微信群， 他见过很多令人反感
的微信名———有易产生误解的 ， 如
“爱妃” “白色狼” “护花使者”； 有
的带有不礼貌或寓意不好的词语， 如
“洁癖金阿姨” “老可怜” 等； 有的名
字太长不讨喜， 如 “垂钓四方鱼水为
伴的孤单钓者”； 有的名字带有辈分，
群友看了或不服气 ， 如 “矮老子 ”
“大姐” 等； 另外， 还有一些人取名喜
欢用很多奇怪符号。

微信名中深藏爱与怀念

记者调查发现， 其实大部分中老
年人对于微信取名都有过情感考量。

“萧儿的妈妈 ” 说 ， 2013年7月 ，

她的儿子意外去世后 ， 她就将QQ和
微信名都改成这个名字， “虽然我已
走出伤痛， 但我还想继续用这个名字，
是为了纪念”。

79岁张坤发的微信名叫 “忆春
莲”， 是为了怀念去世的老伴， “她照
顾我50年， 走得比我早， 只好用这种
方式来回忆她”。

湖南长沙微友 “涵涵奶奶” 表示，
取这个名字更多是期待， “孙子一出
生就由我带， 如今他已念中学， 我不
能陪在身边， 期待他好好学习， 茁壮
成长 ”。 在记者调查的众多微信名字
中， 取名为“某某奶奶/外婆” 的好友
就有几十位。 同名的更是很多， 如叫
“开心” 的有88人， 叫 “快乐” 的有67

人 ， 叫 “幸福人生 ” 的有 55人 ， 叫
“平安是福” 的有42人， 叫 “夕阳红”
的有36人。 带有美好寓意字眼的微信
名非常多， 不过也极易混淆。

好名字能带来高人气

记者在30多个微信群里调查时还
发现， 好名字能带来高人气。

“秋叶晚来香” 在相亲群中人气很
高， 之前她的名字叫 “秋叶”， 当时并
没有什么人注意她。 半年前她改名后，
立即有群友发现了并称赞： “这个名
字有诗意！”

记者通过微信群友的推荐， 搜罗
到一些好的名字 。 有人用歌词取名 ，
如 “你我皆凡人” 取自李宗盛 《凡人
歌》； 有人的名字很有诗意， 如 “伴我
安” “梁间燕子”； 有人的名字包含正
能量， 如 “乐夕阳” “自开怀”； 还有
在职业前加上亲切前缀就能拉近与他
人的距离， “追梦肖医生” 说， 自己
这个名字比之前的 “肖医生” 热情多
了；“爱国老兵”也说，取“老兵”的人很
多，前面加个“爱国”就有“鹤立鸡群”的
感觉了。 摘自 《快乐老人报》

建宝蕴楼用以存放宝物

在紫禁城的西华门内， 坐落着一
座十分特别的西式洋楼建筑， 分别由
东、 西、 北三座砖木结构的单体楼房
连接而成， 楼房的屋顶是高耸的四坡
式， 上覆鱼鳞状的牛舌瓦。 位于北部
的楼房建有一处阁楼， 阁楼的山墙上
嵌有一块石质匾额 ， 上书 “宝蕴楼 ”
三字， 匾额两侧装饰浮雕花纹， 并在
阁楼柱、 雨棚、 女儿墙端等处设有四
对卧狮。

宝蕴楼建成于1915年， 为古物陈
列所收藏珍贵文物的库房， 至今已有
逾百年的历史 。 在宝蕴楼建成之前 ，
这里曾是咸安宫的旧址 ， 后来成为
清代八旗大臣子弟学习的地方， 其主
体建筑毁于清末的火灾， 仅存咸安门
一座。

辛亥革命后， 退位的宣统皇帝溥
仪暂居紫禁城的后廷， 前朝的所有宫
殿全部由北洋政府接管 。 1913年初 ，
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呈报总统袁世凯 ，
建议 “默察国民崇古之心理， 搜集累
世尊秘之宝藏， 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
列所一区， 以为博物院之先导”， 以此
为宗旨筹设古物陈列所， 并要求将当
时奉天行宫及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物

运到北京保管展览。
自1913年11月18日起， 热河避暑

山庄近十二万件文物和奉天行宫十一
万余件文物分批运至北京。起初，热河、
奉天两行宫的23万余件文物暂存于太
和殿、文华殿、体仁阁等宫殿。为更好地
展示这批清室文物，内务部决定以武
英殿为馆舍成立古物陈列所 。 1914
年2月4日， “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章”
启用， 古物陈列所正式成立。 3月， 内
务部总长朱启钤拟请将西华门内原咸
安宫教习衙门房屋及咸安门交由古物
陈列所， 以作改建文物库房之用。

故宫唯一现存的西式小楼

1914年6月2日， “咸安宫门并宝
蕴楼东西配楼等工程” 正式开工， 及
至1915年6月工程竣工。 除南面咸安门
的整体建筑保留了中国传统官式木结
构风格外， 新建的宝蕴楼大体采用的
是西洋建筑风格， 是故宫唯一现存的
西式小楼。

由于这座楼是专为存放文物而建
造的， 而且楼内藏品都是 “历代文物
之所萃 ， 品类最宏 ， 举凡金石书画 、
陶瓷珠玉 ， 罔不至珍且奇 ， 极美且
备。” 据史料记载， 1915年入藏该楼的
文物有3150箱， 达23万件之多。

1933年1月初， 国民政府决定将古
物陈列所文物与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同
南运， 租借六国饭店地窖及在所中挖
建地窖计划随之告停， 文物装箱工作
迅速筹谋 。 当时 ， 古物陈列所决定
“择最精华物品先行迁移”， 但其最精
华物品多数陈列于武英殿中。 2月15日
至5月16日， 古物陈列所文物分批随同
故宫文物南迁， 第一批为200箱， 第二
批为840箱， 第三批为1400箱， 第四批
为3000箱， 共计4批5440箱， 所有古物
陈列所南迁文物存放于上海法租界天
主堂街26号库房内。 南迁古物前后装
运四批， 共111549件。 留在北平的古
物种类有字画、图籍、金银器、漆器、插
挂屏、 如意、 戏衣、 瓷器、 珐琅、 扇
子、 经卷、珍物、玉器 、木器 、钟表 、绸
缎、铜佛像、洋瓷、铜珐琅等九万余件。

百年时间内秘不示人

宝蕴楼从1915年建成后在百年时
间内秘不示人。

抗战胜利后， 古物陈列所归并故
宫博物院。 1948年3月1日， 古物陈列
所归正式并入故宫博物院， 皇家禁御
渐次开放， 皇室收藏逐步公开， 宝蕴
楼见证了清宫藏品的离散聚合， 也记
录了古物陈列所的肇建归并。

1949年2月， 北平和平解放， 故宫
博物院改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
1958年， 革命博物馆搬迁天安门新址
后， 宝蕴楼成为办公处所和仓库。 自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 故宫
博物院多次提出收回宝蕴楼， 一直悬
而未决。

2001年11月， 时任副总理李岚清
视察故宫， 提出 “完整保护、 整体维
修” 的指示。 随后， 故宫博物院组织
编制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 获得
国家文物局批准， 宝蕴楼作为抢救保
护项目列入武英殿修缮试点工程。 当
时， 宝蕴楼及午门等库房存放着国家
文物局所管辖的四十余万件文物， 因
文物搬迁工作十分困难， 宝蕴楼修缮
一再迁延。 及至2010年底， 宝蕴楼内
所存文物全部迁出。 自2011年起， 故
宫博物院筹备宝蕴楼库房的交接与
修缮。 2013年12月，宝蕴楼修缮保护工
程正式开工。2015年5月，宝蕴楼修缮工
程竣工。 2015年10月，在故宫博物院迎
来90岁生日的时候， 百岁宝蕴楼首次
对外开放。 10月， “故宫博物院早期
院史展” 在宝蕴楼北主楼向公众开放。
目前， 宝蕴楼已被辟为故宫博物院院
史陈列馆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摘自京报网

引烦恼

微信名没取好

李大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