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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2020年导游讲解大赛选手风采展示

为全面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 着
力塑造首都历史名园文化品牌形象 ， 持
续提升北京市公园接待服务水平， 由北京市公
园管理中心主办、 北京市政法卫生文化工会支

持的2020年北京市公园导游讲解大赛决赛在中国园林
博物馆圆满举办 。 通过讲解大赛 ， 一线讲解员们不断
提升讲解园林文物故事的能力 ， 更好地以实际行动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让历史说话 ， 让文物说话 ，
让文化说话”， 为观众挖掘历史文化知识并带来精彩的
科普解说。

此次大赛 ， 经过激烈的角逐 ， 最终 ， 颐和园舒乃
光 、 香山公园陈思获得一等奖 ； 颐和园张成瑞 、 天坛
公园姚倩 、 园博馆张雨晴获得二等奖 ； 颐和园王萍 、
天坛公园党宏斌 、 颐和园揭硕 、 北海公园张萌 、 香山

公园张梦瑶获得三等奖 ； 天坛公园杨凯 、 陶然亭
公园魏莹 、 香山公园张紫莹 、 颐和园潘珊 、 北海

公园阎悠悠、 玉渊潭公园张晶、 香山公园
梁华 、 北京植物园乔锐 、 香山公园王艳 、
中山公园朱燕南荣获个人优秀奖。

清光绪黄色缎绣福寿万代纹马蹄底鞋
姚 倩 天坛公园

清光绪黄色缎绣福寿万代纹马蹄底鞋
的上半部分其实就是正常尺寸的女鞋，特别
的是，在鞋底的地方，额外接了一块木质增
高底。 而且这种增高底的形状也是多种多
样，有马蹄底、花盆底、元宝底、厚平底等等，
走路时留下的印痕也是马蹄形的。

当时为什么要加这种高跟呢？ 从实用
功能上讲， 满族先祖女真族是我国东北的
古老民族之一， 当时女真女子常要进入山
林采摘木耳、 蘑菇等食材， 树林里不仅湿
冷而且还有很多的昆虫和蛇， 为了防止脚
部冻伤以及被虫蛇叮咬， 女真女子巧妙地
在鞋底加上了厚厚的木屐 ， 起到了防湿 、
保暖、 防虫蛇的效果。

这双为慈禧量身定制的 “高跟鞋”， 做
工非常精美， 上面还有很多吉祥图案， 鞋
头部位的这个红色图案是一个 “寿 ” 字 ，
代表着 “长寿”； 寿字旁边的这个蓝色符号
是梵文， 读作千秋万世的 “万”， 代表的是
永恒和长久； 在万字纹的后方是一只蝙蝠，
蝙蝠的蝠和幸福的福同音， 所以它代表了
福气。 鞋身空白的地方还有很多的彩色飘
带。 把这几种图案连在一起就形成了 “福
寿万代” 的美好寓意。 除此之外， 古人还
在木底的周围也用彩色料石镶嵌了图案 。
一只蝙蝠 、 一个寿字 ， 代表着 “福寿双

至”， 而另一侧， 上面是一个蝙蝠， 下面的
图案却换成了乐器磬， 磬和喜庆的庆同音，
整个鞋上的图案都突出了福寿长久的美好
寓意。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 旗鞋已经不是
一种生活用品， 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特有的
一种文化产品。

神奇的瑞兽 “甪端”， 收藏于颐和园中
的明代铜制甪端形熏炉。 熏炉， 都不陌生，
古代用来焚香， 使屋子散发香气改善环境。

传说是秦始皇最先发现了一对儿这样
的异兽， 便随口问了一下看管的大臣： 此
兽叫什么？ 大臣想了想回答道： 因为它头
上有角， 所以叫角端。 秦始皇听了以后觉
得这名字不太准确， 便说道： “角的字头
有两个撇， 像两个角， 而这种神兽只有一
个角， 所以就叫甪端吧。” 从此这种神兽就
有了皇帝钦定的高大上名字———甪端。

颐和园这只甪端呈一种蹲坐的姿态 ，
头部微微后仰， 双目圆瞪， 昂首目视前方；
独角在上 ， 口型微张 ， 似乎在说着什么 。
甪端的头部可以掀开， 腹部中空， 用于储
存香料。 燃香时， 顶盖儿盖紧， 香烟就会
从甪端口中溢出、 慢慢升腾， 仿佛吞云吐
雾一般， 让人产生遐想。

甪端它不像龙、 狮子那些经常出现的
瑞兽， 给人们一种神圣威猛的感觉， 它有
犀角、 有狮身、 有龙背、 有牛尾、 有鱼鳞、
还有熊爪， 确切地说， 它集各种神兽威武
力量于一身。 据 《宋书·符瑞志》 记载， 甪

端的本事可大了： 首先是体育好， 它每天
能跑一万八千里； 另外学习好， 晓四夷之
语， 也就是说它懂四种外语呢， 能和四方
蛮夷沟通。

今天， 当走进故宫、 走进颐和园， 就
会发现在太和殿 、 养心殿 、 仁寿殿等地 ，
都能看到用甪端形象做成的熏炉。 甪端造
型如此美好， 寓意又如此深远。

颐和园这件明代铜制甪端形熏炉， 它
寄寓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和祈盼， 更彰显出
了中华民族祥瑞文化的独特价值。

提到蓝色，您能想到什么呢？ 在瓷器的
世界里，蓝色象征着自由与和平。 从唐三彩
略显生涩的蓝， 到青花瓷浓淡相宜的青，再
到纯粹无暇的霁蓝，在漫长的中国瓷器的发
展历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
络，那就是人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完
美的蓝色。

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梅瓶，被誉为
天下第一器型，自唐代出现以来，已有一千
多年的历史了。 它的特点是口小， 肩圆，腰
细，足部微微外撇。 有人说，它的瓶口刚好可
以插进一枝瘦骨嶙峋的梅花，因此有了这样
一个诗意的名字。

元朝的历史不足百年，瓷器存世数量极
少，而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如今全世界
仅存三件。 一件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一件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另一件原藏于
颐和园。

元代中期，景德镇的工匠们开始使用产
自中东地区的天然钴料来绘制瓷器上的花
纹，然后在坯体外部涂上透明的釉料，成功
烧制出了颜色更鲜亮的釉下彩青花瓷。 随着
工艺的成熟，匠人们开始尝试把钴料掺入到
石灰釉中， 并用这种被染色的釉料烧制瓷
器。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是先以白釉绘制云
龙纹，绘制完成后，再将图案保护起来，通体

施霁蓝釉，最后进入高温窑中一次烧成。 这
件瓷器，代表了元代景德镇同类器物中烧造
的最高水准，它开创了霁蓝釉的先河，为明
清两代蓝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霁蓝釉的诞生让我们看到了精益求精
的匠人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一体化的
雏形。 无论是优质钴料的进口，还是蓝釉瓷
器的出口，都是古代中国对外经贸与文化的
交流成果。 而这种蓝，已经成为了中国瓷器
的代表色。

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张 萌 北海公园

原藏于颐和园景福阁中晚清时期的柚
木花卉纹五腿拼桌， 造型典雅大气， 使用
了浮雕、 镂雕等多种雕刻技法， 并采取了
桌板拼合及五腿支撑的独特造型， 然而比
唯美做工更加吸引人的是， 这张五腿拼桌
还是亲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见证！

1949年1月， 担任着北平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的叶剑英， 按照毛泽
东同志 “力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的指
示 ， 全力投入到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中 。
经过三次艰难的国共谈判后， 华北 “剿总”
司令傅作义终于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和平
条件， 并于1月22日签订 《关于和平解决北
平问题的协议》。 就在当天， 叶剑英率领北
平市军管会正式迁入颐和园。

在清朝晚期， 景福阁曾是慈禧太后观
赏雨景的地方。 1949年1月29日， 这里已成
为国共双方筹备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 共
商和平解放的会议室。 国共双方的代表就
在这张五腿拼桌的两侧坐了下来。 在随后
几天的协商中， 国共双方在这张五腿拼桌
上签订了多项协议， 同时成立了 “北平联

合办事处”。
在北平联合办事处存在的3个月时间

里， 先后完成和平解放、 顺利接管和迁驻
北平等一系列工作。 不仅将北平完整无损
地交回到了人民手中， 而且创造了和平接
管大城市的 “北平模式”， 更为日后共和国
建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张承载 “和平” 的木桌， 见证了颐
和园从皇家禁苑向人民公园转变的沧桑
历程。

北平谈判桌
舒乃光 颐和园

颐和园中最有讲头儿的一块匾额———
宝云阁铜匾。 它悬挂于藏传佛教建筑宝云
阁的门额上方。

它与园中数量众多的横匾不同， 宝云
阁铜匾采用 “竖匾” 形式， 由匾心、 牌首、
牌带及牌舌四部分组成， 因外形如称量谷
物的 “斗 ” 且在匾框周围环绕九条飞龙 ，
所以又有 “九龙斗匾” 之称， 堪称颐和园
中规制等级最高的匾额之一。

宝云阁位于颐和园佛香阁西侧， 是一
座享誉中外的 “铜制建筑” ,俗称 “铜亭”。
与梁 、 柱 、 瓦 、 窗等其他建筑构件相同 ，
通体呈蟹青色的宝云阁匾额同样由古铜
铸造。

那么， 这块铜匾是怎么铸造而成的呢？
其实， 它使用的是传统的 “失蜡法”。 据考
证， 失蜡法最早始于春秋战国， 自唐宋以
后便成为我国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铸造技
术 。 在制作时 ， 工匠们首先要制作 “蜡
模”， 就是利用蜡的可塑性， 按照设计样式
雕刻出与匾额完全一致的蜡质模型。 之后
是制作 “型壳”， 在蜡模的表面反复涂上黏
土， 并在底部留出一个小孔。 随后将蜡模
放入火中烧制， 蜡会全部熔化并通过小孔
流出，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中空的泥塑外壳。
最后是浇铸铜水， 使铜水充满之前蜡模所

占据的空间。 等到铜水冷却后， 把表面的
泥壳全部敲碎 ， 匾额铸件就基本成型了 。
这套铸造工艺听起来简单， 但蜡油的调制、
黏土的涂抹都有着极为细致的要求， 操作
中还要经过打磨、 抛光等多道工序。 但也
正是因为失蜡法工艺的复杂精细， 才能铸
造出如此精致细密的宝云阁铜匾。

宝云阁铜匾
张成瑞 颐和园

瑞兽“甪端”
张雨晴 园博馆清代八仙庆寿纹沉香木寿字插屏，是慈

禧太后在颐和园过寿时收到的一件精美的
贺礼。

既然是祝寿的贺礼，肯定要围绕着“寿”
字，这件插屏将寿字从平面的书法变成立体
摆件，非常精美。 整件插屏由沉香木雕刻而
成， 自古以来沉香木就是很珍贵的木材，不
仅可以用来雕刻，还有抗菌的功能，它的香
气入脾，清神理气。 用沉香木制作成寿礼，慈
禧太后在欣赏时看着精美的雕刻，闻着阵阵
清香，心里十分满意。 整件插屏高98厘米，宽
17厘米，长59厘米，颜色深沉，质地密实，像
这样一块优质的沉香木，可要上百年才能形
成，非常珍贵。

除了材料难得，这件插屏的雕工更是技
艺超群。 从整体上看是镂空雕刻的一个楷书
寿字，但它不同于普通的寿字，这上面又精
雕细琢了很多人物和图案。 老寿星，他面容
慈祥，体态雍容，手拿如意，端坐在一棵高大
的松树下。 在寿星下面的还有各路神仙，其
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有吕洞宾、曹国舅、韩湘
子等仙人。 每个人物的造型飘逸潇洒、栩栩
如生。 他们面部的纹路清晰可见，衣袖无风
自舞。 仙人们拿着各自的法器，站立着迎拜
上方的寿星，这就是“群仙祝寿”的意思，寓
意吉祥长寿。 寿字上还雕刻了动物，蝙蝠和
仙鹿。 在中国的吉祥文化中，蝙蝠和仙鹿谐

音福禄，连起来就象征着“福禄双全”。 松柏
就象征着长寿，挺拔的竹子代表了旺盛的生
命力，还有兰芝、萱草等图案寓意长寿无忧、
子孙昌隆。 插屏的底托雕刻成两位侍者，单
膝跪地，双手抬起寿字，仿佛向我们展示着
这件传世珍品。

这件插屏不仅正面非常精美，在背面还
有一番巧妙的设计。 这些是以篆书为基础的
异形图案篆刻的寿字。 数一数，恰好是一百
个，这一百个寿字字体各异、无一雷同。 它们
排列得整整齐齐，形成了一幅百寿图。 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一百个寿字就是咱们中国文
字、书法史的演变图，也是华夏文明史的又
一个缩影。

八仙庆寿纹沉香木寿字插屏不仅是一
件珍贵的文物， 更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寿文
化。 它展示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底
蕴。 正是这件插屏向世人诉说着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

八仙庆寿纹沉香木寿字插屏
陈 思 香山公园

收藏在国家图书馆中的一级文物———
《京城内外河道全图》。 这张地图的方位是上
南下北左东右西，跟现在的地图整个就一反
拧，可以叫他“皇帝视角”。

如今地图，人为规定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的方位顺序。 但是在中国古代并非如此，大
部分情况下地图都会依照看图人的方位来
进行绘制，尤其是给皇帝绘制地图。 皇上在
自己书房办公，是坐北朝南，把地图的上作
为南，刚好可以顺着皇帝的方向，这样看起
来才是最为舒服的。 我们可以管这种上南下
北左东右西的地图叫做“皇帝视角”。

图中蓝色的部分就是河流或者湖泊，最
好找的就是京城的凸字形护城河以及城内
的前三海和后三海。 这前三海的官方名字叫
做太液池，包括了北海、中海和南海，那后三
海就是什刹海，是西海、前海和后海的总称，
要说西海现在可能知道的还真不多，其实就
是积水潭。 出得城去，离着最近的湖泊就是
清代用于泄水调洪的钓鱼台水泡和金代作
为水源的莲花池。 莲花池就不用多说了，那
这个钓鱼台水泡呢，其实就是三环边上的玉
渊潭。

从图中我们能找到清代的主要水源就
是玉泉山水系，玉泉山泉水蓄入西湖为京城
供水。 1680年玉泉山脚下修建了静明园，随
后畅春园、圆明园相继建成，大量园林的兴
建给京城的用水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乾隆皇帝下令广辟水源，从西
山引来了泉水补充到西湖当中，形成了北京
最早的集蓄水、灌溉功能为一体，既能通行

船只， 还风景优美的这样一座综合水利设
施。 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乾隆皇帝将
西湖更名 “昆明湖”，翁山更名 “万寿山”，如
此山水风景之下又怎能没有园林呢，所以当
年又动用了近450万两白银在昆明湖畔建造
了中国园林史上的巅峰之作———清漪园，为
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园林遗产。

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都与水紧密
相连，从金中都到元大都，从明清都城到首
都北京，兴修水利一直都是重点工程。 这张
小小的《京城内外河道全图》看似只是记录
了当时的地理环境，但图中每一个标注每一
个线条都作为一把展现先人治水、用水理念
的钥匙，让我们能够去窥探中国古人顺应环
境、改造环境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完美意境。

京城内外河道全图
党宏斌 天坛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