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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強調官員應該具有
清正廉潔、公正無私的品質，為民眾謀福利。本次《漢風廉

韻——漢代廉政文化特展》由陝西省文物局舉辦、漢景帝陽陵博物院承
辦，分為漢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廉政文化、廉政人物四個單元。展
品不僅有反映民本思想的銘文瓦當、銅鏡、各類農具，還有代表廉政制
度的印章、封泥、錢幣、度量衡，以及表現廉政文化內涵的獬豸、玉
蟬、撲滿、節約等文物。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希望通過具有一定學術性、原創性、創新性的特殊
展覽，打破常規，解讀文物背後的廉政文化內涵，形象化展示廉政內
容、廉政文物以及廉政故事。院長李舉綱表示，用文物講好廉政故事、
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廉政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時代精神，具有重要的
現實意義。《漢風廉韻》展以漢代為明確時段，以文物、文獻、人物相
結合的方式，解讀漢代廉政文化，兼具政治性、文化性和藝術性，給人
以深刻思考和有益啟發，是一次具有現實意義的較高質量文物展覽。
在展覽開幕當日，數十名小學生在講解員的帶領下參觀了展覽，同學
們通過填寫闖關卡等互動方式，在心中種下「以廉為美、以廉為樂、以
廉為榮」良好風尚的種子，傳承中華優秀傳統的廉政文化。

「海內皆臣」漢磚：彰顯民為邦本
展覽第一單元「民為邦本 惟德是輔
（廉政思想）」，以傳統文獻資料、器
物銘文以及關聯器物組合，在展現漢代
民本廉政思想的同時，解讀漢代以民為
本、倡導節儉、選賢任能為核心的廉政
思想觀念，彰顯漢代廉政思想基本文化
特色。
「『海內皆臣』這件鋪地磚為西漢時
期的宮殿用磚，其上文字為：海內皆
臣、歲登成孰、道毋飢人、踐此萬
歲。」展覽中，這件銘文多達16字的漢
磚，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據介紹，秦
漢的統一，結束了長期戰亂，開創了我
國大一統時代。磚上的銘文「海內皆
臣」正是這一時代背景的精煉概括，而
「歲登成孰」則具體體現了以農為本的
觀念，「道毋飢人」反映了國家對民生
保障的重視。這些銘文集中體現了西漢
時民為邦本、歸農著本、保障民生等治

國思想，是兩漢時期最為重要的文字磚之一。

「正義之神」獬豸：象徵司法「清平公正」
西漢雖然在基本治理

制度上多繼承秦制，但
漢武帝時期極力推行
「廉吏」規範和風尚，
舉孝廉成為最主要的察
舉仕進制度，也形成了
有效的廉政制度和廉政
傳統。展覽第二單元
「法平則吏無奸（廉政
制度）」，以圖表、法
規條文以及相關制度性文物，詮釋了漢代多維度監督監察監管體系的構
建，以「孝」「廉」為主要標準的選官途徑的確立，以及貨幣制度的規
範等等廉政制度的基本面貌。
獬豸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獸，它不僅擁有很高的智慧，且懂人

言知人性，能辨是非曲直，能識善惡忠奸。一旦發現貪墨不法的官員，
便會以角觸奸邪。從漢代起，獬豸成為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
的象徵，司法機構的執法者一般會頭戴獬豸冠。
西漢對廉政制度進行了重大發展，實行監察權與行政權的分離，從中

央到地各級政府均建立了相對獨立的監察機構，使各級官吏和行政部門
都處在有效監督之下。漢代能得到認可的法官，並不以通曉法律文書為
唯一標準，而是除了才智能力以外，要能明辨是非，彰顯公平和正義。
此次展覽展出的「正義之神」獬豸，不僅體現了漢代廉政制度的核心思
想和時代因素，同時也體現了人們對公平、正義的美好嚮往。

「清白鏡」：以銅為鏡，可明得失
一提起古代廉政文化，很多人的腦海中都會立即浮現出「公生明 廉

生威」這則明清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銘。此次漢代廉政文化特展第三單
元「公生明 廉生威（廉政文化）」，深度挖掘各類漢代歌謠、辭賦、
奏議、器物銘文中表達人民廉政心聲、代表士人廉政思考、傳遞古人廉
政訴求的文化信息，以形象化、具象化的表現方式，彰顯漢代廉政文化
的多樣性和多元化趨勢。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

知興替。」「鏡」字最早見於戰國，到漢代已較為普遍使用。銅鏡在當
時除了生活日常所需，還被賦予了反省自觀、以知得失的寓意，以及潔
身自好、遵守規矩的志向。

本次展覽展出的漢代「清白鏡」，鑄有精美的圖案紋飾和內容豐富的
銘文；文字古樸多樣，意為內修高潔清廉之品性，願隨時為家國情懷而
奉獻，不僅具有很強的時代特徵，亦有極高的文化欣賞和文字研究價
值，是漢代社會精神文化的真實縮影。而 「規矩鏡」鏡背分布規矩
紋，將「規」和「矩」設在鏡中，不僅寓意每日持鏡檢視自身、三省吾
身、涵養規矩意識，警示為官者「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同時也
體現了「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亙古不變的道理。

漢代儲錢罐：警示世人守規矩思正道
在展覽第四單元「克勤於邦 克儉於家（廉政人物）」中，主辦方遴
選了具有代表性的廉政人物，通過AI復原人物形象、廉政故事動畫宣
傳片，全面展現其為官勤於政務、造福一方，居家內修自律、不受私
託，清廉儀表天下的廉政形象和故事。
「漢代的很多廉政故事廣為流傳，但關於勤儉的實物文物，很多人可能
並沒有見過。」本次展覽展出一件漢代的「撲滿」，正是漢初提倡節儉的
真實歷史寫照。據專家介紹，漢代始稱儲錢罐為「撲滿」，以「撲滿」
儲錢是我國最早的儲蓄方式之一，一直流傳至今。「撲滿」產生之後，
因其特殊的形制和公用，為歷代文人墨客所借鑒，成為節儉、清廉、嚴
謹的象徵。但同時，「滿則撲之」則警示大家要守規矩、思正道、莫入
歧途，要保持簡樸之生活，清廉之操守，否則必遭「碎身」之禍。

《甲辰年》郵票的設計難在何處？郵壇
茶座

經過中國郵政近九個月的策劃、設計、評審，《甲辰年》郵票終
於要在2024年1月5日與集郵者見面了。
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才把一套郵票搞定呢？內地觀復博物館的館長
馬未都曾對《甲辰年》的郵票圖稿設計師王虎鳴坦言：「設計龍，
太難了！」作為著名文化學者的馬未都能發出這樣的感慨，一定有
其內在的道理。
《甲辰年》郵票究竟難在哪兒呢？依筆者之見，在十二生肖郵票
中，最難設計的有三枚：鼠、蛇和龍。先說說鼠和蛇，老鼠和蛇是
自然界普遍被人們厭惡的動物，對人來說沒有什麼好感，但生肖文
化卻給牠們披上了祥瑞吉祥的外衣。我們常常見到，在一些出土文
物中，12生肖不僅站立起來，還穿上了人的服裝，從這一點可以看
出，古人並沒有把十二生肖當做動物看待，而是把牠們看做為與人
類親近的靈物。因此生肖鼠與生肖蛇不能等同於自然界的老鼠與蛇
類，牠們已成為干支紀年更替而出現在民間的祈福靈物。如何把這
些自然界人們厭惡的動物設計成為人們能普遍接受的生肖郵票圖

案，那就要看設計者的功夫和能力
了。可喜的是，在第一輪生肖郵票
中，設計家詹同先生設計了一枚憨
態可掬、做拜年拱手狀的老鼠，非
常適合春節迎春拜年的畫面。而民
間傳統文化設計大家呂勝中設計的
蛇則是全身布滿四季花卉、口銜靈
芝，完全沒有一點自然主義的蛇的
恐怖和猥瑣。這兩位平面設計大家
設計的郵票圖案已經從自然主義的

動物脫胎換骨升華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祈福靈物。筆者不能不佩服他

們對生肖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變醜惡為神奇的藝術想像力。

將傳說形象具體化
然而，辰龍在十二生肖當中，是唯一非自然界生存而被先人們奉

為天上神物的一種瑞獸。由於在自然界裏找不到參照物，所以這是
辰龍和其他生肖的最大不同之處，這是其一。其二，歷史上不同時
期的龍有不同時期的形象和不同的象徵以及寓意。因此，今天的
《甲辰年》郵票究竟要比照哪一朝、哪一代，比照什麼時期的龍的
形象來設計呢？這是橫亙在設計師王虎鳴面前必須盡快破解的難
題。王虎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並沒有急於展開具體的設計工
作。他深知，思考可以理清思路，醞釀可能帶來靈感。所以，前期
的大部分時間，他一邊構思創意，一邊收集、查閱大量的有關龍的
圖文資料。同時廣泛地徵求家人，同事，老師，同學，朋友，不同
職業，不同年齡，不同愛好的人對《甲辰年》生肖的形象期待。
郵票設計首先就是要定好位，這兩枚郵票需要具備什麼品質？王

虎鳴認為，就是要大氣，貴氣，和氣，而且一定要把「祥瑞」的概
念在郵票圖稿裏充分反映出來。這兩個字，既是賀年之要素，也是
《甲辰年》龍票區別於前三輪辰龍郵票的不同之處。他認定，四輪
生肖龍一定要祥和，不能太兇，要符合和氣和美。龍的圖形一定要
從中國傳統的龍文化當中去尋找最優秀的圖形，在此基礎上，植入
自己的理解和創作理念，使這條龍變成一條全新的、當代的龍。對
郵票設計的定位，第一，美，就是活力向上。一個盛年時期的青壯
年時期的一個龍，昂揚向上的一個形態、一個傳遞，象徵着中華民
族充滿活力，欣欣向榮這樣一個概念。第二，一圖要用中國紅，中
國龍就是要傳遞喜慶、吉祥。二圖用了一個參照漢代玉璧的靈感，
當時那個玉璧叫夔龍拱璧，是漢代的。王虎鳴並沒有照抄照搬，而

是小心翼翼地對其進行了延展和改造，首先將兩條龍的形狀進行了
改造，而後將「祥瑞」二字組成的圓形巧妙地安排在二龍之間。而
圓又像一個太陽，體現和諧共生，包容共存的概念。如此這般的一
延一改，給這幅畫面賦予了新的內涵。

郵票發行部門對郵票圖稿的說明是，圖案汲取中國歷代經典龍形
象中的文化基因，結合生肖文化特徵和郵票藝術特點，用平面裝飾
的設計語言對新的時代、新的歷史時期龍形象進行了全新詮釋，彰
顯出新時代自信、自強的文化底蘊，畫面簡潔明快，色彩喜慶吉
祥，寓意祥瑞美好。第1枚的五爪金龍龍首昂揚向上，有「龍抬
頭」的吉祥寓意，表達了吉慶、祥瑞、幸福的願望以及對生命的美
好禮讚。第2枚的祥龍形象結合了當代審美意向和中國古代傳統
「祥龍拱璧」的祥瑞概念，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設計重構，突出時代
特點、吉祥寓意和東方審美。您看了之後，是否喜歡這枚郵票的設
計呢？

文：老劉（原國家郵政局郵資票品司司長劉建輝）

《郵壇茶座》下期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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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司法「正大光明」的「獬豸」（音xiezhi）、寓意潔身自好守規矩的青

銅「規矩鏡」、警示世人皆要思正道莫入歧途的「撲滿」……日前，《漢風廉

韻——漢代廉政文化特展》 在漢景帝陽陵博物院開幕。92件（組）來自陝西3

地市11家文博單位的漢代廉政文物，不僅讓觀眾透過文物背後的故事，深入解

讀漢代廉政文化，同時更超越時空限制，開闢了廉政文化教育體驗的新空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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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舉辦漢代廉政文化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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