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7 日至 30 日，一年一度的义乌
文交会如期而至。与往届相比，本届义乌
文交会的最大特色是“文化+”更加凸显，
创意引领、消费升级、跨界融合，新概念、
新工艺、新技术、新设计、新产品、新业态
济济一堂。

本届文交会共吸引超过10万人次，实
现洽谈交易额53.21亿元。文化与旅游、
创意、科技、金融、体育等业态融合日臻完
善，对经济转型发展带动作用积极明显。

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

博物馆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义
乌文交会，观众可看到一个专门的“博物
馆文创精品展区”，里面汇聚了故宫博物
院、恭王府、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
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 30 家国内
知名博物馆的 2000 余件博物馆文创精
品，让人耳目一新。

“千年一瞬，永世相伴；缘如晴雨，聚
散两依。”一首朗朗上口的诗歌，传递出故
宫博物院文创作品——“彩绘陶人俑晴雨
伞”的文化韵味。

实际上，该作品是一对“情侣伞”，取名
为“俑仕相伴”。其原型来自于故宫内珍藏
的唐代陶彩绘女俑和陶彩绘胡人俑。两把
伞的伞帽分别被制作成了陶俑头部的形
象，色彩和质地都很复古，流露出历史的沧
桑感；伞托被设计成了白色和黑色的靴子；
青灰色和暗黄色的伞身在收起来系上扣带
后，就俨然成了人俑的“衣服”。

陶俑和雨伞，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当
被加以创新设计并赋予文化元素在里面
后，立马就成了一件极具观赏价值的艺术
品。

除了这对晴雨伞，其他文创产品也是
独具匠心。朝珠耳机、龙袍围裙，以故宫
人物为原型做出的各种卡通形象摆件、U
盘、手机壳等文创产品让人叹为观止，它
们一反故宫庄严神圣的固有形象，以“萌
点”抓住了人们的眼球，不仅“高大上”而
且“接地气”。

在“博物馆文化精品展区”内，展品涉
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文物不
再“沉睡”，而是“苏醒”过来，成为创意无
限的生活日用品。

“如今博物馆的文创产品正在由低端
商品向生活精品过渡，产品的用料、设计、
制作以及工艺方面都别出心裁。”保利文
创展区负责人赵石峰说。

在浙江省文博系统展区，64家省内博
物馆、美术馆带着他们的衍生产品在这里
集中展示。嘉兴博物馆将馆藏的三方稀
有古砖手工拓片后制作成册页限量发售；
宁波博物馆开发的织物笔记本灵感源自
经典馆藏石器时代牙雕鹰首、东汉神兽人
物镜等元素，产品文化内涵丰富……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浙江省博物馆
牵头成立了浙江省文澜阁博物馆商店联
盟，采取大馆帮小馆、平等互惠的合作原
则，通过文创产品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博物
馆，促进优秀的文创产品在市场上推广。

“通过义乌文交会，能够更好地打造
博物馆文创品牌，促进文博衍生艺术品行
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让更多富有文
化品位的文博衍生品、传承文明的物品进
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保利文化有关负责
人表示，文化创意产业在政策和实践层面
已成为博物馆的“标配”，博物馆运营正进
入文创时代。

新锐作品：为创意者“赋能”

青年艺术家、创意者是我国文化产业
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

走进义乌文交会第三届保利“学院之
星”当代艺术展展区，300 幅中国当代艺
术家的绘画作品呈现出中西文化交相辉
映，古老技艺与现代创意激烈碰撞的场
景。参观者不禁感叹:“新时代的艺术家
绘画作品愈发精彩好看！”

为了给青年艺术作品走向市场提供
优质平台，本届义乌文交会继续举办

“学院之星”当代艺术展，旨
在推广和促进美好新生活时
代背景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发
展，培养具有新时代文化基
因的优秀艺术家。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蒋迎春告诉记
者，“学院之星”试图独立于
当下流行的审美风潮，以符
合艺术本身创作规律和市场
成长特性为出发点，通过学
术平台搭建与艺术品市场的
专业化推广，将艺术文化特
质和时代审美需求特性相结
合，推动一批具有未来文化
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走向国
际交流舞台。

据悉，借助这次展会契
机，保利文化还在义乌正式
成立了保利文创产业协作中
心，并将保利国家艺术品版
权贸易基地、故宫文化创意
产业基地带进义乌。中心将
构建面向全国的文博系统、
艺术院校、设计机构及相关
厂商的文创产品全产业链，
再延伸至文化旅游、文化演
出、文化娱乐等领域，形成集
群化、规模化的产业效应。

与“学院之星”当代艺术
展遥相呼应的，是“八大美院”
研究生优秀作品展。据策展
人付晓东介绍，本次展览共有
来自八大美术学院的308名
研究生参展，共展出中国画、
书法、版画、油画、水彩、综合
绘画、漆画等323幅作品。

本次义乌文交会还开设
了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扶
持计划入选人才作品展，推出
60余名入库设计师的210件
作品，展示文化新理念与新风

貌。而通过文交会平台，累计有300余件
设计师作品成功转化为产品进入市场，实
现年均产值3.26亿元。

特色小镇：打造“文化生态圈”

把一个“缩小版”的特色小镇整体搬
进展会，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

本届义乌文交会首次设置了文化特
色小镇展区，打造具有示范作用的“文化
生态圈”新模式。

此次首发阵容是来自浙江省的六个
精品小镇，包括湖州荻港鱼桑文化小镇、
嘉兴濮院时尚小镇、嘉兴巧克力甜蜜小镇
以及丽水的古堰画乡小镇、石雕小镇和剑
瓷小镇，每一处都集中展现出当地的人文
历史、风土人情。

走进湖州鱼桑文化小镇展示馆，里面
四壁挂满了鱼挂件和各种功能的传统渔
具，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演示鱼拓表演，生
动的画面和颇具“代入感”的场景，让来访
者似乎置身于一个小渔村内，对荻港的鱼
文化有了直观立体的感受。

在展馆入口处，两个竹编大笸箩吸引
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笸箩里展示了我国
传统的养蚕工艺。

鲜嫩的桑叶在经过复杂的制作工艺
之后，变成了绿油油的蚕桑茶。工作人员

介绍，蚕桑茶从生产到制作完全绿色有
机，是上好的茶叶精品。此外，还有桑叶
提取物制成的各式甜品，口感较抹茶有过
之而无不及。

“原来王羲之当年写兰亭序用的是这
种纸!”一位来自湖南的观众被工作人员手
上的蚕丝纸深深吸引，把玩良久。工作人
员说，蚕丝纸制造完全使用古法，以蚕丝
为原材料，每张纸薄如蝉翼，光泽透亮，深
受书画爱好者青睐。

荻港鱼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宣传负
责人吴静梅表示，此次参展就是为了让广
大参观者更多地了解湖州鱼桑文化，从而
激发大众旅游消费意愿，推动湖州旅游业
发展。

巧克力甜蜜小镇，以镇品牌吉祥物
“云宝”为核心品牌代言，用“甜蜜生活”作
为主线贯穿展区；剑瓷小镇则分青瓷和宝
剑两个文化元素，融入产业转型、产品创
意、小镇提升各个方面；古堰画乡主打“生
态”“文化”“休闲”三张牌，全力打造美术
写生基地、创作基地、商品油画生产基地
和生态休闲度假中心……

义乌文交会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建设文化特色小镇，不仅可以传承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还可以带动乡村和谐、
健康发展，符合乡村和城市和谐发展的
共同需要。

第13届义乌文交会——

为创意赋能 给文化点赞
□ 常 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
周初年至春秋中叶 （前11世纪至前6世纪） 五六百
年间的诗歌。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多
首，后经孔子删订整理为 300 多首。先秦时期

《诗》 有其政治用途，它是士大夫们的外交辞令，
也是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用以说理的论据。毛诗
后来居上，盛行于世，而齐、鲁、韩三家诗却多有
亡佚。今本《诗经》就本自“毛诗”。

《诗经》是儒家的重要文献之一，从汉代的“五
经”之学，到宋代确立“十三经”，《诗经》始终位列
其中。《毛诗诂训传》是传世文献中对《诗经》的最
早注释，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其章句训诂大抵取自
先秦群籍，对《诗经》的阐释较接近早期流传时期的
面貌。

关于《毛诗诂训传》的作者，因为早期文献记录
语焉不详，故而有毛亨、毛苌两种说法。《汉书·艺
文志》最早著录《毛诗诂训传》一书，但只称其著者
为“毛公”，未详言其名。因为 《汉书》、《后汉书》
均谈及赵人毛苌治《诗》，于是就有毛苌是《毛诗诂
训传》著者的说法。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编纂《毛诗正义》时提出，
训诂 《毛诗》 的是汉代的鲁人毛亨。清乾隆朝编纂

《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也根据两则较早文献记载
认为《毛诗诂训传》的著者是毛亨。一则文献是东汉
郑玄 《诗谱》 所说：“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於其
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另一则
是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说：“毛亨作

《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
小毛公”。郑玄和陆玑都是研习《诗经》的学者，且
所处时代距西汉不远，四库馆臣以为他们的说法较为
可靠。这一观点，也为大多数现代学者所接受。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毛诗诂训传》就经过不
同时代的三位经学家的注释，他们分别是西汉毛亨的
训诂、东汉郑玄的笺注和唐代陆德明的释文。毛亨

（生卒年不详） 西汉时鲁 （今山东曲阜一带） 人。郑
玄 （127—200） 字康成，北海高密 （今属山东）
人，遍注群经，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陆德明 （约
550—630） 名元朗，以字行世，吴郡 （今江苏苏
州）人，初唐时为国子博士，辑唐前诸家音释及训诂
为《经典释文》。

“诂训”是对古书中的字、词、句的解释。郑玄
为《毛诗》作“笺”，对毛氏诂训隐晦或简略之处再
加以说明，如有不同见解则附列于后。陆德明“释
文”则以考证古音为主，兼辨训释。

根据书中的避讳字，可以推知此书大约刊刻于南
宋孝宗 （1163—1189） 时期。书中先以“句”为单
位，串讲《诗经》文意；对于需要解释的字词，则用
墨围白文标出，注解其音、义。注释一般先毛氏训
诂、后郑玄笺注、再陆德明释文，但三者接连而下，
除其中郑玄笺释前加“郑云”或“笺云”，毛氏训诂
和陆德明释文则未加明显标识。书中文字往往与唐代
石经相合，有较高版本校勘价值。

这是一部版面精巧的宋刻巾箱本，版框高 14.3
厘米、宽 10.3 厘米。巾箱是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箧，
巾箱本意谓书籍的开本尺寸很小，甚或可置于巾箱之
中。巾箱本，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
为袖珍本。虽然版小行密，这部《毛诗诂训传》字划
纤细清晰、舒朗隽秀，颇可体现巾箱本之小巧精致。

此书曾经清代汪士钟、瞿氏铁琴铜剑楼，以及民
国陈清华等著名藏书家收藏，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走进山西博物院的《晋国霸业》展厅，在一
众铿锵青铜之中有一位温润的“谦谦君子”，他
身材修长，气质高雅，每日在展柜中静候观众
光临。走近展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位“君
子”精微华丽，他通体为玉，每一块玉片的造型
都巧妙别致，其间点缀有红色玛瑙和绿色松
石，色彩温和典雅，他的名字叫做“玉组佩”。

考古资料证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就已经有玉器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浙
江良渚文化的地层中，就曾发现一批琢磨玉器
的残料。但中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
可以说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却远远超越了
石器。它不仅是中国古人对物质世界的改造，
更是人们精神世界中的精灵。从最初作为沟
通人神的“神玉”，发展到象征王权的“王玉”，
玉器不仅作为“美石”存在，更是一种美德的象
征。春秋时期，人们将玉赋予人格化的特征，
孔子更将“君子比德于玉”，文献中常常出现

“君子无故，玉不离身”“君子必佩玉”“玉不琢
不成器”等词句，正是将玉人格化的体现。

山西博物院馆藏的这件玉组佩，1993 年
出土于曲沃县被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这组
玉组佩长两米多，共由204件玉器组成，有玉
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等，其中玉
璜最多，为45件，最大的璜长15.8厘米，是迄
今见到的组佩中玉璜最多的。玉饰上的纹饰
细腻，很多为双线勾勒，有双龙纹、双首鸟纹、
人龙合体纹等，其下端各有一对玉雁和一对玉
蚕，造型栩栩如生，为玉组佩增添了生机趣味，
大概也是主人对破茧重生的向往。

玉组佩又名“杂佩”“佩玉”，是由多件玉器
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是国君或高级
贵族区别贵贱、等级的标志和象征。西周是等级
鲜明的礼制社会，玉组佩是礼仪用玉的典型代
表，人们佩戴成组玉佩后，若走路太慢，就没有
相互撞击而发出的叮当美玉声，即所谓“其声不
扬”；若走得太快，则撞击的叮当声会杂乱无章，
即表示君子伦理失道；佩玉君子走路时不慢不
快，方能使玉佩发出有节奏和动听的美玉之声。

西周玉组佩没有严格而明确的定制，但是
很讲究玉的色泽和形式的对称与和谐，这套大
型玉组佩不但制作对称精工，而且色彩柔和淡
雅，代表了当时晋国的最高制玉水平。事实
上，晋侯 63 号墓出土随葬品有 4280 件之多，

玉器总量达800多件，比著名的“中国第一女
将军”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都
多，其中玉戈就有 12 件。在墓葬棺外东北角
还发现了一件青铜的方盒子，里面装了各种各
样的玉器，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商代。

晋侯63号墓在晋侯墓地中是一个特殊的
存在，不仅仅因为其陪葬品规模的宏大，从
墓葬形制来看，它打破了晋侯墓地“一侯一
夫人并穴合葬”的墓葬组合，与晋侯 62 号
墓、晋侯64号墓组成“一侯二夫人”的墓葬
组合。吉琨璋老师认为“两位夫人应该不是
主次的关系，而是先后的关系。有可能63号
墓的墓主人是晋穆侯的第二任夫人，因为第
一任夫人去世，晋穆侯重新娶了一位妻子。
因为对于君王来说，只有明媒正娶的妻子，
死后才能合葬在一起”。从这个观点看来，这
位晋侯夫人，生前应该是深受宠爱，才会得
到如此多的玉器，成为西周时期一位品位不
俗的玉器“收藏家”，后人才得以从她一人的
墓葬中窥见如此华丽多姿的古代用玉。

一件玉组佩，一位身世成谜的晋侯夫人，
一座打破常规的墓葬，其背后是一段耐人寻味
的历史，是古人精湛的琢玉技术，更蕴含着中
国古人的智慧与精神。

题图为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玉组佩。（资
料图片）

晋国“玉组佩”

精 美 之 玉 谁 人“ 佩 ”
□ 孙 玥

“巾箱”之本

意味长
——宋刻本《毛诗诂训传》

□ 李文洁

上图 博物馆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信息，也成为文交会的

重要元素。图为桐乡丰子恺纪念

馆在义乌文交会上的展位。

左图 文创产品开发已经成

为博物馆经营的重要内容，也是

文化产业发展的组成部分。图为

义乌文交会上别致的文创产品。

常 理摄

文创产品、文旅融合正在成为文化产业交易会的特色。新业态

走进交易会会场，吸引更多的人认识文旅发展方向，寻求文化产业发

展的新机遇、新路径

古籍中的“巾箱本”，意谓书籍的

开本尺寸很小，甚或可置于巾箱之

中。巾箱本，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

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

玉组佩是一组美丽的饰物。精

美的物件凝聚着精湛的技艺，展现

出古人的智慧，却无法还原过往。

它的主人是一位身世之谜难以破解

的晋侯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