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香山革命纪念馆不断征集革命文物，并
深入挖掘文物背后感人至深的革命历史故事，为认识
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全中国、
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物史料。在一
批新征文物中，华北大学第三部出版的《人民胜利万
岁》节目单、光未然为《人民胜利万岁》所作幕前献词
与节目内容说明，《人民胜利万岁》剧照共同架构起了
这场开国大歌舞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得以从协商建国
和新中国成立的宏大叙事中捕捉到当时人民文艺事
业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

1949 年 1 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同年 7 月中华全
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把“文艺为人民服务、首
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确定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
提出面向人民革命胜利的新的现实，为建设新中国
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任务。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并商定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正式举行开国大典。为了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9月 26日，由
戴爱莲、徐胡沙（又名胡沙）担任总导演的大歌舞《人
民胜利万岁》在中南海怀仁堂迎来首演，整场歌舞雄健
活泼、自信自强，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气派与风格。
29日，在怀仁堂进行第二场演出时，歌词适时地根据政
协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更改：“北平”改为“北京”，演
出剧情中出现五星红旗。10月2日，《人民胜利万岁》迎
来了第三场演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以及全体政协委员均位列观众席中。

华北大学第三部出版的《人民胜利万岁》大歌舞
节目册（图1） 节目册封面由罗工柳设计，纸张虽已
泛黄，但仍能看出色调红绿相衬、明亮夺目，封面上方
绘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会徽之下印有“献

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字样，封面中部偏下位置的标题《人民
胜利万岁》十分醒目，底部印“华北大学第三部出版”字样。

1948年5月，华北大学由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而成，
下设四部，其中三部系文艺学院性质，由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和北
方大学艺术学院合并而成，着力于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干
部，沙可夫任主任，下设工学团、文工团、美术工厂及乐器工厂。华
大三部师生也是该歌舞演出的主力军。

《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文学评论家光未然为节目册代序《祝
贺人民的胜利》，序中写道：“人民政协会议开幕了，新中国诞生
了！”“新中国如红日出海，放出万道霞光……这是不可阻挡的力
量，这是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指望。”新中国的光辉火焰将普照
大地，温暖着每一位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也鼓舞着一切被压
迫民族争取自由独立与解放。

节目册列出了《人民胜利万岁》的节目目录，并记录了 9段歌
舞的曲谱和歌词。包括《庆祝人民政协会》（歌舞序曲）、《肃清反动
派》（花鼓舞）、《红旗飘扬》（进军舞）、《支援前线打胜仗》（歌表演
——四姐妹夸夫）、《庆祝胜利》（腰鼓舞）、《献花祝捷》（走花灯、献
花舞）、《人民的祝贺》（工农舞、边疆舞）、《团结有力量》（团结舞）、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歌舞），其中《人民的祝贺》分
为10个小曲目，有回族曲、苗族曲、藏族曲等少数民族舞曲。《人民
日报》（1949年9月27日）记载：“节目中演员们穿着汉、蒙、回、苗、
彝、藏及台湾人民的民族服装，和工、农、兵、学、商一起舞蹈，唱着

‘汉蒙回苗彝藏，团结一心不分离’的歌”，彰显了大歌舞的民族性
和集体性。最后一曲《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演出时，解放
军手持红旗先导，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紧紧跟随，回旋舞蹈。乐队奏
起《东方红》之歌，演员和观众热情横溢全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
党在人民心中崇高伟大的形象，以及热情有力、坚强智慧的广大
劳动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追随与拥护。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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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汝州张公巷窑不见于文献，也没有明确的实物传
世。自2000年在张公巷发现一处青瓷窑址以后，关于其时
代及性质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与清凉寺汝窑瓷器相比，汝州张公巷窑瓷器以薄胎薄
釉为主。胎质细腻坚实，为汝窑所不及；胎色有粉白、灰白、
洁白与少量灰色，几乎不见汝窑的香灰色；釉色浅淡、玻璃
质感较强、透明度高于汝窑，感觉比较清亮，极少见到清凉
寺汝窑的天青色釉，釉面开片大而稀，与清凉寺汝窑釉面
细碎的小开片明显不同；在器物造型上，汝州张公巷产品
的器形中大件的比例相对较多，器型中多见的花口折腹
盘、葵口平底盘、四方平底盘等为清凉寺汝窑所不见；底足
的处理工艺方面，张公巷碗盘类基本上是足底平切、有垫
烧和支烧，支钉痕多为非常规整的小圆点；而汝窑则多为
满釉支烧，支钉痕多为典型的“芝麻钉”。随着清凉寺汝窑
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汝窑的面貌已经十分清楚，遗址出土
标本与传世实物也能一一对应。而张公巷窑遗址出土的标
本却难寻传世实物，目前能够与张公巷窑标本相比比较相
似的只有两例，一是上海博物馆旧藏传 1940年代河南开
封出土的 4件青瓷标本，二是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
历山大碗”。目前发现汝州张公巷窑的窑址范围比清凉寺
汝窑要小、遗存也比较有限，说明其生产规模不大，时间也
不长。从张公巷窑产品制作极为规整、讲究，工艺精湛来
看，显然不是一般的民用瓷器，其性质应属官窑。

清凉寺汝窑的时代和性质都已经确认：即北宋晚期专
门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窑场。对于汝州张公巷窑的时代
和性质则引起了众多讨论，有认为其烧造于北宋，也有认
为其年代是金代甚至元代；有认为它是与清凉寺汝窑相类
的产品，可以归入汝窑，也有认为它完全是与汝窑不同的
另外一类产品。

我们对 7件张公巷窑遗址出土标本、5件宝丰清凉寺
汝窑遗址出土标本和4件传20世纪40年代在开封出土的
标本用EDAX公司的EagleⅢ能谱仪进行无损成分分析，
结果如右表——张公巷青釉标本、开封青釉标本与清凉寺
青釉标本胎釉主量及部分微量化学组成。

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从整体上看，张公巷、开封与清凉寺三处共 16

件青釉标本的胎釉组成都比较接近，胎中氧化铝（Al2O3）
含量均值 29.45%（在 25.85～31.48%之间）。釉中氧化钾
（K2O）含量为 3.19～5.03%，氧化钙（CaO）含量为 6.93～
13%，体现了北方陶瓷高铝胎、高钙釉的特征。

第二，5件清凉寺标本、7件张公巷标本、4件开封标本
成分并不完全相同。从胎的化学组成来看，主量元素中氧
化铁含量稍有差异。清凉寺标本胎中氧化铁（Fe2O3）含量
为 2.34～3.13%，平均值为 2.63%；而张公巷标本胎中氧化
铁（Fe2O3）含量为 1.62～1.96%，平均值为 1.80%；开封标本
胎中氧化铁（Fe2O3）含量为 1.52～2.23%，平均值为 1.87%。
可见开封标本接近于张公巷标本。

由于铁是重要的着色元素,张公巷窑及开封青瓷胎胎
色都呈灰白色或白色，而清凉寺窑汝瓷胎呈香灰色，主要
原因应该是清凉寺窑汝瓷的Fe2O3含量（平均值为 2.63%）
明显高于张公巷窑青瓷胎里的 Fe2O3 含量（平均值为

1.80%），也高于开封青标本胎里的 Fe2O3含量（平均值为
1.87%）。

微量元素中，锶（Sr）含量差异明显，清凉寺标本胎中
锶（Sr）含量为 99～142μg/g，而张公巷标本胎中锶（Sr）含
量为 393～525μg/g，开封标本胎中锶（Sr）含量为 344～
435μg/g。同样张公巷标本胎中锶（Sr）含量与开封标本接
近。微量元素的差异可推断清凉寺与张公巷、开封标本应
该采用了不同的制胎原料；

第三，从釉的化学组成来看，清凉寺汝窑产品釉中氧
化锰（MnO）含量在 0.11～0.18之间，均大于 0.1%；而张公
巷和开封标本氧化锰在含量在 0.05～0.07 之间。两者相
差 2.5 倍。由于锰也是重要的着色元素，因此这可能是张
公巷、开封标本的釉色普遍比清凉寺瓷釉釉色浅淡、清亮
的原因之一。

采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
（Pre-dose technique）对5件张公巷和3件清凉寺的标本进
行年代测试，结果如左表——张公巷青釉标本、清凉寺青釉
标本年代测试。

5 件张公巷标本的年代范围在距今 1107～1194 年之
间，平均为 1140 年；3 件清凉寺标本的年代范围在距今
1045～1148年之间，平均为 1112年。两者相差无几。由于
没有足够量的清凉寺及张公巷窑的标本作α、β年剂量测
试，也没有在当地窑址采集土样作环境剂量分析，因此年

剂量采用北方窑址的典型值，这样会给热释光年代结果
带来一定误差。数据约偏早100年左右。

从以上测试结果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第一，无论是胎还是釉，张公巷与清凉寺出土标本的

化学组成是有明显差别的，这些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外观上
的不同。虽然两地相距约 40公里，但产品有明显的差别，
严格地说还不能归为同一类；热释光测试也表明，张公巷
窑标本的灵敏度要明显高于清凉寺窑，这说明两者胎的组
成有较大的区别。

第二，尽管从热释光年代测试上不能清晰地表现出清
凉寺和张公巷窑相互之间的早晚关系，但是至少让我们知
道如果清凉寺属于北宋，那么张公巷的时代也不会到金
代，更不会是元代。

第三，上海博物馆收藏有 4件传 20世纪 40年代在开
封出土的青瓷标本，从标本的胎、釉及器形、工艺特点看与
张公巷出土标本几乎一致；用能谱仪测试两者的胎釉成
分，几乎一致，热释光年代也相同。由此可见，这 4件标本
无疑是产自张公巷窑。

张公巷窑产品与汝窑相比，主要区别于青釉更加清
亮，器形中大件的比例也相对较多，烧造时间短、产量少，
从窑址出土标本看当时对成品的拣选要求非常高。如果加
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标本确为在开封出土的话，认为不排
除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的可能性。

关于张公巷窑研究的一些思考
陈克伦

丝绸之路的植物史是一部文化交流史，
包含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大量历史信
息，张骞凿空西域后，大量新奇的植物沿着
丝绸之路源源不断涌入中土，中国本土的植
物也传向世界。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文化研究所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中心主
办的博望论坛第四期“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
植物”如期举行。与会嘉宾用自己的情感、生
命体验和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带来了一场关
于丝绸之路的植物盛宴。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诗歌
委员会委员沈苇分享了对丝绸之路的六种
概述：地理神话与双向想象、古老的商贸通
道、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之路、战争与和平之
路、提前的全球化之路和一门无限知识。继
而引出丝绸之路的第七个特征：一条植物的
传播之路。

丝路植物的传播分为西来与东去。总体
来说，西来的植物要多于东去的植物。历史
上通过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引入中国的农
作物有 50 多种。新疆是东西方文明的一块
跳板，在植物传播方面扮演了中转站的角
色。在沈苇看来，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植物
都是“植物移民”，它们离开故乡，去向远方，
在他乡建设故乡，慢慢本土化。其中，“植物
猎人”的角色非常重要，他们把植物从土著
变成了移民。张骞是中国第一个“植物猎
人”。“凿空”西域的张骞带回了葡萄和苜蓿
的种子。鸟也是“植物猎人”，因为很多植物
的传播是靠鸟实现的，鸟吃了植物的种子飞
到别的地方，植物种子通过鸟排泄粪便在新
的地方落地生根。风和水其实也是“植物猎
人”，比如新疆旷野上有一种风滚草，靠风传
播，在很干旱的沙漠戈壁上滚动，到某个地
方停下来生根发芽。

沈苇着重讲了丝绸之路的三大名果：葡
萄、石榴、无花果。这也是西方通过丝绸之路
向东方输出的三种最著名的水果，它们的起
源地分别在南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亚美
尼亚、波斯和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

葡萄，波斯人称之为“月亮的圣树”。最
早发现的葡萄树叶化石距今 600万年，高加

索地区栽培葡萄的历史已有 7000多年，葡萄也是全球所
有果品里产量最大的，它除了可以鲜食和干食，主要还是用
于酿酒。希腊人认为葡萄是从埃及引过来的，他们创办了一
年一度的酒神节。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同样崇尚葡萄美酒。葡
萄酒在促进波斯的文学艺术发展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波斯产生了大量的诗人，葡萄酒和美人是最常出现的意
象，波斯诗歌赞颂享乐主义，但在享乐中又有一种深深的悲
凉，这是波斯诗歌的特点。阿拉伯人则说，死后希望葬在葡
萄树下面，这样可以有永远喝不完的葡萄美酒。

石榴，据《本草纲目》记载，是张骞从西域引进的。公元
4世纪，诗人潘岳写有《安石榴赋》，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
与石榴有关的文字。在世界各民族的习俗中，没有一种水
果像石榴一样，让人们找到象征的共同性：繁衍与多子，人
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点集中在石榴的“千房同膜，千子如
一”特征。

无花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圣经》里面写到了 242种植物，无花果是最早出现的。夏
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眼睛突然亮了，发现自己是赤身
裸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了裙子，无花果是
人类智慧觉醒的象征，也是未来颠沛流离命运的一种预
兆。无花果树也是佛教中菩提树的一种，公元前 528 年，
乔·达摩·悉达多在无花果树下获得真知，佛经里把无花果
树叫觉树，觉悟的树，觉知的树。在伊斯兰教里，无花果是
盟约的信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植物谱系，有人从其他人的讲解
当中眺望到一些自己不熟悉但很重要的植物，有些和自
己生命相联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中心
主任韩子勇认为，西域的文化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丝绸
之路的商业文化比较发达，它的城郭文化、果园文化也非
常具有特色。我们认识一个地方，实际上是从花鸟虫鱼草

木开始的，这也是最直接的联系。中华文化在这方面非常
发达，我们是农耕民族，对植物的驯化，对植物的利用，乃
至和植物之间建立的感情，是世界诸文化诸民族当中非常
突出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研究员刘英华从研究文献和医
药的角度，谈了对丝绸之路上植物的一些想法，指出敦煌
的藏文医书大量出现用于治病的葡萄酒和葡萄酒盐，它们
不仅用于给人治病，甚至还给一些家畜治病。古印度对植
物的研究很发达，古印度人认为根据石榴、无花果的酸甜
寒热，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遗文化遗产馆展陈部主任李
永康指出，黑海、里海，是格鲁吉亚葡萄酒发源地，遗留了
大量的关于葡萄酒的一些实物。在西域出土的木简当中也
有大量关于葡萄酒的记载，甚至吐鲁番文书中还有涉及葡
萄园租佃与买卖券契的文书。1987年,新疆和静县察吾乎
沟墓出土了一件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田园葡萄纹彩陶罐，简
单的线条将葡萄的藤蔓果实形象表现出来。在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晋-唐墓葬中，不仅有随葬的葡萄，在墓葬壁画中
还有葡萄园。2004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西区M408号墓
的《庄园生活图》中，壁画左侧有侍者舂米、酿酒等场景；下
方绘藤类植物，并墨书“蒲陶”二字，应是葡萄园，表现出墓
主人的富有。非常完整地反映出十六国早期高昌地区庄园
经济和庄园主的日常生活。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所所长，丝绸之路
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喻静做学术总结时表示，丝绸之
路是中国文化原生性的文化资源，这个原生性的文化资源
同时又可以连接广大的外部世界，我们会不断努力发掘丝
绸之路以及现在新疆行政区域之内的内生文化资源，让它
成为建构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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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中提及的石榴 《生活庄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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