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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知名宋史专家吴钩对话知名宋史专家吴钩：：

我给我给《《梦华录梦华录》》打打88分分
◆◆本报记者王琳琳本报记者王琳琳

小区院里有几株高大的槐树。有树便
招得鸟来，只是城里鸟少，只有常见的麻雀
和喜鹊。我却见到过几只斑鸠，它们飞过
来，落在树上，咕咕咕叫着，有时竟飞到窗
台上来，但我始终不知道它们住在什么地
方。忽然，心生一计，找来一个纸盒，剪去
一截，竖起来立在窗台上，用细绳穿了，将
窗户开出一道缝隙拉进来固定好。我希望
斑鸠能住进我为它们建造的简陋房子里。
等了一天，两天。斑鸠从窗前飞过，并无进
驻的意愿，甚至不像原来那样在窗台上停
留。已经是农历三月中旬，节令过了谷雨，
正是鸟儿引伴呼朋交配孵化的季节。

我往窗台上撒一把小米。我相信鸟儿
定然会来。

终于，一只斑鸠从树上飞到窗台，但它
并不吃米，只是小心翼翼走过来，又走过
去，东张西望，咕咕咕叫着。当它确信并无
危险时，便低头啄食米粒。此时，又飞来一
只斑鸠。我断定它们应该是一对。两只鸟
儿将米粒吃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太阳还未升起，我又听见咕咕
咕的叫声。两只斑鸠衔着树枝一前一后飞
落在窗台上。我一阵惊喜。它们将树枝放
入纸盒，没有停留，又飞走了。以后数日，
两只鸟儿一起营建它们的窝巢。有时一只
斑鸠在窝里，另一只将树枝放在窝边，那一
只衔进去，整理一下，放好。其实，斑鸠的
窝远没有其它鸟儿的窝那样复杂，比如麻
雀、黄鹂、鹡鸰的窝儿，状如小碗，像圆规画
出来一样，里面编织了细草、羽毛和碎布之
类，小巧而精致。斑鸠的窝，也就是将小树
枝堆积在一起，然后略加整理，中间凹下去
一些。这么简陋的巢穴，与斑鸠灵秀的形
体似乎不大相称。但人不知晓鸟的世界，
不必以人度鸟，鸟自有鸟的安排。

鸟窝搭建好了，不久后两枚雪白的鸟
蛋就静静地躺在窝巢微凹的中间，拇指大
小，新鲜，光洁，西斜的阳光照过来，泛出如
羊脂白玉一般温润的光泽。

接着开始孵化。斑鸠是雄雌共同承担
的。它们一天轮换一次，这一天里不吃不
喝，也不动，静静地卧着，护佑着两个小生
命。阳光照过来，正在孵化的斑鸠沐在午

后的暖阳里，神态安详，银灰色的毛羽熠熠
生辉。外出的斑鸠回来了，迈着小碎步，咕
咕咕叫着，面对窝里的斑鸠，不停地点头鞠
躬，样子很滑稽。鞠躬的这一只毛羽更鲜
亮，头和眼睛稍大点，嘴粗而长，腿也要粗
壮些。联系之前下蛋时的观察，我就断定
孵蛋的是雌鸟，后来的是雄鸟无疑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常往窗台上撒些米
粒，再放一小碗清水。初时，鸟们只是看
着，其后慢慢踱出来，走一步，头颅一伸一
缩，转动着漆黑的小眼珠，透过玻璃朝屋里
张望。随即便一粒一粒啄食小米，又将尖
尖的嘴喙伸进碗里喝一点清水。

有天夜里风刮得紧，楼宇间一阵一阵
呼呼的啸声。我很是担心窗台上的斑鸠
窝，天刚麻麻亮就起来，只见窝儿完好如
初，方才放心。令我惊喜的是，大风之夜雏
鸟竟然出壳了！从下蛋算起，过去了 16
天。雏鸟在亲鸟腹下一拱一拱地动，亲鸟
护着不让出来。我在窗台上撒一把米，它
姗姗走出。雏鸟像两颗椭圆的肉蛋儿，肌
肤呈藏青色，浅浅地铺一层乳白色的绒毛，
细脖子，大脑袋，还没睁眼，就是两个凸出
的小包。

第五天小鸟睁开眼睛了，像麻线一样
一条细细的缝儿。两只亲鸟轮番衔食回
来，鸟娃张开嫩黄色的小嘴吱吱叫着。斑
鸠喂食和别的鸟不同，亲鸟像牛反刍一样，
将胃里的食物吐出来，雏鸟把嘴喙伸进亲
鸟嘴里吞食。我是头一回见这种奇特的饲
雏方式，想将它拍下来。拉开窗户，正要拍
摄，鸟儿突然愤怒了，扎煞起两扇翅膀，随
时准备扑过来。我只好放弃。奥地利动物
学家洛伦兹对动物行为模式有深入的研
究，他认为动物的攻击对其生存有利，在

《攻击与人性》中写道：“离（动物）领地中心
愈近则攻击力愈强，而且这种攻击力增强
之大足以弥补行动上、体格上的差异。”亲
鸟之于幼雏，却如人母之于婴孩。护雏是
动物的本能。我已经深入斑鸠的领地了，
还是退出的好，不要打扰它们吧。

天地间生命恒河沙数，虽然，呈现的样
貌有别，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相通的。每
一种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并且呵护。

斑鸠于飞
◆倪瑞星

抚琴挂画，撸猫斗茶，宋
朝人的雅致日常

烟柳画桥，绿水行舟，河畔茶坊，
帧帧美如画。

如果评选《梦华录》隐形关键词，
“茶”一定占据一席之地。

无论是故事的开篇刘亦菲饰演的
茶坊老板娘，凭借一手好茶艺闻名钱
塘，还是“紫苏引子、龙凤茶、青凤髓”
等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充满文化气韵的
茶名，《梦华录》细致展现了一千年前
宋朝的茶文化，引发网友强烈的好奇
与热议。刚刚播出的第 16 集，更是生
动演绎“点茶”“茶百戏”之美，让网友
高呼传统文化之精美。

事实上，一碗茶汤的确可以窥见
大宋的绝世风华。

吴钩告诉记者，中国茶文化的鼎
盛时期，正是在 11 世纪—13 世纪的两
宋。宋时的城市，满大街都是茶坊、茶
肆，就如今天城市中遍地可见的咖啡
厅。“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
日以无”“盖人间每日不可缺者，柴米
油盐酱醋茶”，生动描绘了茶在宋朝民
间的普及。

而 且 ，从 饮
茶 艺 术 所 能 达 到
的高度来看，宋朝

茶 道 、茶 艺 的 精 致
程度，也是空前绝后

的 。 宋 代 烹 茶 称 为
“点茶”，其工艺繁复讲

究 ，仅 茶 叶 采 摘 下 来 后 制
成茶饼的过程，就需要经过洗

涤、蒸芽、压片去膏、研末、拍茶、烘
焙等一系列复杂工序。直至真正烹茶
时，还需将茶饼捣成小块，用茶末或茶
碾研成粉末，用罗合筛过后，再调茶
膏，用茶筅击拂，进而生出艺术性的分
茶和竞技性的斗茶。

除了点茶，焚香、挂画、插花、游园
等，也是宋人喜爱的雅致日常。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
不许戾家。”在吴钩所著的“说宋系列”
之《风雅宋》中，更详细地介绍了“宋人
爱插花”“宋人爱焚香”“宋朝流行女厨
师”等知识，此外还介绍了“宋人怎么
养宠物狗与宠物猫”“宋人用什么刷
牙”等社会、城市、商业，礼仪等百态，
充分体现了宋代人对内心精神世界的
追求。

寄情山水，钟情自然，怡
然的生活态度

通过剧情和小课堂，《梦华录》透
露了许多宋朝百姓生活的小细节，比
如宋人男女老少皆爱簪花、宋朝人也
爱开“盲盒”、中国的“芭比娃娃”磨呵
乐等。许多观众惊奇地发现，“原来宋
朝人这么懂生活、懂得享受。”

在吴钩的《风雅宋》中，详细介绍
了宋人爱插花的雅趣。在吴钩看来，

“恐怕再没有一个时代的居民比宋朝
人更热爱鲜花了”。宋代每年春天都
会举办盛大的“花朝节”，《梦粱录》中
记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
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
堪游赏。”花朝节出门赏花的市民往
往万人空巷。

流传至今的宋画，更显示出宋人
对花的欣赏及喜爱。这些图像信息
显示，不管是大家闺秀的闺房、富贵
人家的庭院，还是隐者的案头、出家
人的禅房、士大夫的书房，都有瓶插
鲜花，将生活装点得意趣盎然。

对鲜花的喜爱还发展成簪花的
时尚，不分男女，不分贵贱，更无分老
幼。皇帝会给宠爱的大臣亲自戴花，
宋徽宗每次出游都“御裹小帽，簪花
乘马，前后从驾臣寮、百司仪卫，悉赐
花”，前前后后的从驾臣僚侍卫也一
律戴花。

欧 阳 修 在《洛 阳 牡 丹 记》中 说 ：
“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
亦然。”

对鲜花的喜爱，从侧面反映出宋
朝人对山水万物天然的好感。实际
上，宋人热爱山水，亲近自然，一年四
季，顺时游赏。春日万花烂漫，粉墙
细柳，他们随风而动，踏春宴饮，炎夏
则去往风亭水榭，吃着浮瓜沉李，赏
新 荷 嫩 绿 。 流 传 至 今 的《槐 荫 消 夏
图》里，就展示了一位文人半敞衣襟，
双脚架高躺在藤编的凉床上，闭眼小
憩，悠然自得的状态。

终日忙碌的现代人，是不是也可
以 学 学 宋 人 的 生 活 态 度 ，品 茶 、读
书 、挂 画 ，即 使 做 不 到 焚 香 抚 琴 ，抑
或 也 可 将 自 身 融 入 自 然 ，与天地共
呼吸。

中国环境报：以宋代百姓生活为
背景的电视剧《梦华录》，您觉得拍得
怎么样？

吴钩：最近几年播出的以宋代为
背景的电视剧，我基本上都看了。有
三部印象比较深刻，一部是《知否知

否 ，应 是 绿 肥 红 瘦》，一 部 是《清 平
乐》，还有这部《梦华录》了，这三

部各有长处或特点。
在我看来，《梦华录》属于

拍得比较精良、讲故事比较吸
引人的一部戏。如果满分 10
分的话，我会给它打到 8 分
左右。

中国环境报：剧中哪些
细节最吸引您？

吴钩：《梦华录》中有一
个细节深得我意，就是赵盼

儿、周舍闹到县衙门，对簿公
堂时是站着打官司的。这个细

节处理，我认为可以澄清今人一
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即误以为包青

天审案，草民得跪着。实际上，宋人
上公庭告状，并不需要下跪。

我可能是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
行 考 据 的 人 。 南 宋 郑 克 的《折 狱 龟

鉴》提到了两个案例：其一，宋人葛源
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
葛 源 听 讼 ，“ 立 讼 者 两 庑 下 ，取 其 状
视”。其二，另一位宋人王罕为潭州知
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
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也
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
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
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这里的“立讼者两庑下”“召立
庭下”“排立公庭”等语，完全可以判
断，当时葛源、王罕等司法官在听讼
时，是让诉讼人站着，而不是跪着的。

中国环境报：作为一名历史研究
者，您为何会追电视剧，并且做一些科
普工作？您怎么看当前大众对宋朝文
化的关注与热情？

吴钩：一部电视剧的带动效应，是
图书和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我普及
宋朝文化、历史也很多年了，但感觉每
当有一部以宋代为背景的电视剧或网
剧播出后，大众对宋朝文化的兴趣或
者热情就会被点爆，而图书的推广好
像是细水长流的。

当前，大众对宋朝历史和文化的

关注度确实比以前高多了。这与几部
以宋代为背景的电视剧的播出应该有
很大关系，带动了大家对宋朝文化的
关注。但是，这种引爆和关注来得快
去得也快，也可能观众看到电视剧里
面的一句台词也好，一个片断也好，没
注意到它背后的一些历史知识。所以
我做一些科普，希望顺着电视剧或者
其他方式给公众打开观察历史的这个
窗口，去了解宋朝更加丰富的场景。

中国环境报：很多人称您为“天下
第一宋粉”，对此您怎么看？

吴钩：很多人说我是“宋粉”，我其
实并不承认，更准确地说，我并不是

“粉”中国古代某一个王朝，也并不是
只“粉”宋朝，而是“文明粉”，喜欢中国
古老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那一面，喜欢
其所达到的文明高度。只不过，这个
文明高度在宋代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
的鼎盛时期。

中国环境报：下一步，您有何创作
计划？

吴钩：下本书今年下半年应该会
出来，当然题材还跟宋朝有关系，具体
内容目前先保密。同时，我还是按照
我的节奏，继续做一些科普工作。

吴 钩 ，历 史 研 究 者 ，畅 销 书 作
家。多年来致力于宋代生活史、社会
史与政法史的研究，主张“重新发现宋
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
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现代的拂晓时
辰》《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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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清平乐》之后，又一部以宋朝为

背景的电视剧《梦华录》火了。
社交平台上、媒体报道中，处处不乏热议

话题。
连知名宋史专家、被许多人称为“天下第一宋粉”

的作家吴钩，也在“真情实感”地追《梦华录》。他还在个
人微博和主理的“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上点评与科
普，帮助观众理解剧情与背后的宋朝文化。比如《梦华录》
中出现眼镜是否合理、宋朝琵琶是横抱吗、神秘莫测的皇城
司到底是什么部门、宋代的皇家园林免费向公众开放等。

在吴钩看来，《梦华录》中很多细节都与史实契合，对
大宋文化的诠释尤其生动，不仅仅有高雅的琴棋书画诗
酒花，还体现了很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难怪网友说，之所以爱看《梦华录》，是因为男
女主演的“神颜”、尊重观众的剧情，还因为它为

人们提供了一场关于大宋风华的想象，一
次关于审美与品格、情感与生活的

遥望。

生态文学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
有生力量。为讲好中国生态 环 境 保
护 故 事 ，书写生态文明生动实践，以
文 学 助 力 美 丽 中 国 建 设 ，生 态 环 境
部、中国作家协会将面向全社会联合
组织开展第五届“大地文心”生态文学
作品征集活动。

一、征文主题
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实践和成效；展示社会各界
齐心协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行动；记录广
大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故
事；反思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讴
歌自然生态之美、展现可喜的环境变
化等。

二、征文时间
2022 年 6月至 2022 年 12月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
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环境报社
支持单位：中国作家网
四、征文题材及要求
1.作 品 须 传 递 正 确 的 生 态 价 值

观，突出生态文学特色，倡导尊重自

然 、保 护 自 然 、热 爱 自 然 的 理 念 和
精神；

2. 文 章 真 情 实 感 ，语 言 活 泼 生
动 ，结 构 表 达 完 整 ，避 免 大 话 空 话
套话；

3.体裁以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等
为主，其中，报告文学以短篇为主，字
数 4000 字以内；通讯、散文、小说 2500
字以内；评论 1800 字以内；

4.所有作品须为原创作品，未公
开发表，如因抄袭、盗用他人作品或歪
曲事实等情况产生纠纷，由作者负责。

5. 征 文 作 品 版 权 归 主 办 单 位
所有。

五、稿件投递及刊发
1.所 有 稿 件 均 注 明 作 者 真 实 姓

名、笔名、联系地址和电话等，以 Word
格式发送至征文专用邮箱：

dadiwenxin2022@cenews.com.cn
2.中国环境报、中国作家网将开

设专栏，对应征作品择优刊发。优秀
作品将收入“大地文心”第五届中国生
态文学优秀作品集。

六、联系方式
中国环境报社文化教育部
联系电话：010-67112251

第五届“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品
征文活动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