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人们常常

能够见到各式各样

的书展，接触到形形

色色的书籍。其实，

人们与“书展”邂逅，

古已有之。

书展在古代被

称作“晒书会”或“曝

书会”。所谓“晒书”或“曝书”，顾名思义，即将书籍或

者藏书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这么做的原因也很好

理解，即避免书籍因为受潮或者被蛀虫损坏。

晒书活动的起源时间很早。最早可追溯至西周

典籍《穆天子传》：“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蠹书于羽

林。”说的是周穆公东游，在羽林这个地方“蠹书”，即

晒去书中的蠹虫。

古代“曝书会”的具体时间没有严格规定。不过，

晒书，必须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很多古

代的“曝书会”都选择在夏季举行，这时日照充足，除

湿杀虫效果最佳。东汉人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

载：“七月七日，暴经书及衣裳, 不蠹，习俗然也。”在

汉代时期，七月七日便是一个晒书的好日子。

在宋代，“曝书会”极其受重视，甚至还出现了由

官府主办的“馆阁曝书会”。“馆阁”是宋代的国家藏书

机构，“馆阁曝书会”相当于宋代国家图书馆所举办的

大型书展。不过，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汗牛充栋，非一

日可以晒完，所以这项工程往往延续几个月。根据

《宋朝事实类苑》中的记录：“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暴

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所谓“秘省”即“秘书

省”，是宋代国家图书馆的官方名称。从中可见，在当

时，五月至八月间，会陆陆续续举行各式“书展”活动。

在“曝书会”期间，皇帝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召集

臣僚，一起前往“曝书会”现场观赏。而在书展期间的

一日三餐，都由官府出资招待。这种传统始于宋太宗

时期，《御定月令辑要》记载，宋太宗时“秘阁每岁因暑

伏曝熭，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后

来，“张筵”项目逐渐形成惯例，即宋代的“曝书宴”。

《宋史》记载：“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书、学

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宋代馆阁曝书

宴自太宗朝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

到了南宋，书展时间发生了改变。《南宋馆阁录》

有如下记载：“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秘书郎张阐言：

‘本省年例，入夏暴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

一日止。从之。”书展的时间，由三个月缩短为两个

月。但南宋的书展规模更大，展出项目也逐渐增多。

《南宋馆阁录》中有相关记载，南宋绍兴二十九年

（1159年）的书展，展品中除了御书、图画、古器、名贤

墨迹、祖宗御书等，还有古器、琴、砚等展栏。此外，像

“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等内部藏馆也对外展出。

与会人员还有免费书籍相赠，分别是《太平广记》《左

氏》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即使应邀而未能与

会者，主办方也会为其留下一套。

由于“馆阁曝书会”级别高、层次高，展品都是当

时的稀世珍品，能参会的，多数都是大臣名流。而当

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们，基本上都曾在朝中担任过职

务。所以，宋代的官办书展，云集了当时文化行业的

顶级精英们。一年一度的“曝书会”，也成了一场文化

盛宴。

后来，历代封建王朝都延续了宋朝举办“书展”的

传统。比如，元代馆阁曝书时间与南宋相同，在五月

至七月，明代馆阁曝书时间改在六月至七月，到了清

代，馆阁曝书时间又有了大的变化，因为当时的人们

根据晒书的经验总结，认为夏季阳光强烈，书曝晒后，

纸张容易碎裂，根本不耐久藏。而且夏季天气变化无

常，一旦暴风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就有可

能遭遇巨大损失，因此，清代官方的晒书活动，一般定

在三月、六月、九月，即分三次完成。

随着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自然气候认知的进步，人

们逐渐意识到，对于什么时候晒书、曝书，也应该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清末学者叶德辉在《藏书十

约》中提到：“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

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

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气候特点，所以，关于晒书时

间，也应该以科学辩证地眼光去看待。

（邱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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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中华武术爱好者松溪论剑
据东南网报道 5月19日，第二届海峡两

岸中华武术发展方向民间论坛在南平市松溪县

举办。参加湛卢传统武术邀请赛的台湾同胞代

表团与各代表队领队、教练员出席活动。

“湛卢剑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很有特色，

可加强武术文化交流。”“我们应该加强湛卢传

统武术的学术研究，促进文旅融合发展……”论

坛上，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林建华等专家学者，围

绕湛卢传统武术的现状、弘扬、发展等方面展开

讨论。

“这些年两岸武术交流非常频繁，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武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

产。松溪县是中华第一剑湛卢剑诞生的地方，

经过专家的考察比越王勾践剑还早将近一千多

年的历史。”林建华表示。

据了解，松溪县作为湛卢宝剑和湛卢文化

发源地，古老的湛卢文化早已成为当地文化的

精髓，在代代传承中，演绎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林清辉 蔡骏翔）

国际博物馆日

福州迎八方来客 共襄文博盛会

5月18日，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

好生活”的2023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

活动在福州举办。“福航天下——海上丝绸之路

的文化印记”展览同日开展，展览由福建博物院

承办，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

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等35家文博机构，展

出295件（套）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展期持

续至8月18日。

此外，活动配套举办“博物馆、可持续性与

美好生活”主题论坛、第四届博物馆青年论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展览、博物馆之夜、策展人论坛等系

列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中，福州市的

古厝、古街区、古遗址被开放成为一座座“开放

式的博物馆”，三坊七巷、上下杭、冶山春秋园、

烟台山、梁厝等地成为游客打卡的网红点。

（韩惠彬）

永春东关桥

邂逅一场古代“书展”

漆红色的亭盖之上，飞檐重叠，如意高翘，尖头船形的

桥墩顶起了长龙似的桥屋，碧绿的溪水从桥孔中潺潺而行。

这座古意盎然的廊桥叫东关桥，坐落于永春县东关镇

东美村的湖洋溪上。东关桥始建于南绍兴十五年(公元

1145年)，全长85米，宽5米，桥基采用“睡木沉基”，是闽

南罕见的长廊屋盖梁式桥。

伫立桥首，廊桥中两排红色的护栏座椅一直延续到了

桥尾，屋架楣额都画有神话故事，有

麻姑献寿、文王求贤、神猴

降妖等。廊中桥墩上有一

佛龛，当地百姓每逢初一、

十五都会到此敬香，为家

人及海外的侨亲祈福祝

愿。除了香客，廊桥中还有小商贩兜售着本地特产，行至桥

尾，便可看见光绪年间重建东关桥的永春知州翁学本所题

的“古桥通仙”匾。

宋元时期，古泉州以“刺桐港”闻名于世，是世界千年航

海史上独占400年鳌头的“世界第一大港”。永春的百万华

侨华人，也正是经由东关桥，下晋江，出泉州湾，前往东南

亚。800多年来，东关桥见证了宋、元、明、清各朝代作为海

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的繁荣盛景。作为集交通、休闲、文

化、宗教于一体的文化地标，东关桥也成为海外游子乡思、

乡愁的精神载体。

走在东关桥的桥板上，脚下凹凸斑驳的木板、一道道凹

陷的木痕，仿若在诉说着穿越悠悠岁月的一种沧桑、一种神

秘、一种深邃。 （韩惠彬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