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对于诗中情感的细致拿
捏和小心把握也延续到了呼葱觅
蒜的笔下，以她自己最满意的几幅
画作来说，均达到了自我表达和诗
作情感的完美契合：“比如《关雎》
这篇讲中国古代的一对男女，男子
爱慕追求女子，内心焦虑急迫相思
入骨的情节。我选择了两个器皿
来分开男女主角，男主角在一侧仰
望着所爱慕的女子，表达着男子单
向的爱慕。而女子一方所在的器
皿又向男子一方倾倒，有一个靠拢
的流水动势。视觉上给人的感觉
是两人相互靠近。”呼葱觅蒜表示，

“我的用意在于表达这首诗中一个
开放的结局：也许我爱的她，心中
也对我有些许的好感呢？再比如

《桃夭》讲的是祝贺新婚，我就以合
卺酒为钵。红线的一头装载着婚嫁
的队伍，另一头装满美酒鲜花，容器
作为辅助来烘托气氛。而《七月》讲
的是一年四季农民的劳作和艰辛。
文字是最长的，讲述的内容繁杂像
一幅生活长卷。我就选用了多宝
格、首饰箱等器皿来承载，这样能同
时展现不同的生活状态，像多个屏
幕同时在眼前播放。”

在分享会的互动环节中，有读
者提问呼葱觅蒜如何看待近年来
愈渐兴起的古风浪潮，古风又是如
何影响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呼葱
觅蒜觉得古风是一种载体，她平时
也会看一些古风类的电视剧，与古
风文艺形式的接触过程就像打开
一扇时空之门，透过这道门能看到
其后隐隐发光的传统文化之美。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成语是专属于汉语
的特色，也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代表之一。它们不
仅存在于典籍中，更经过
人们的口耳相传流传了
千百年，至今仍被广泛地
使用。

最初的成语教育，往
往通过课堂和成语词典
完成，但是只知道成语的
含 义 和 用 法 还 远 远 不
够。每一个成语都是一
个典故、一段历史，背后
还有能印证这段历史的
珍贵文物。近日，系列少
儿知识丛书《成语有智
慧》由天天出版社出版，
书中蕴含了成语背后的
无穷魅力。

讲述成语背后的
历史故事

该系列共有三册，分
别是《成语讲历史》《成语
说文化》《成语有智慧》，
共包含了 150 个小学必
备、生活常用成语，每个
成语的讲解都包含“成语
释义”“成语典故”“文化
内涵”以及“代表文物”
四个板块。分别囊括了
成语基本含义及用法、
成语背后的历史故事、
故事延伸出的文化知识
以及与成语相关的珍贵
文物介绍。

丛书中《成语有智
慧》一册特别精选了数十
个与生活和哲学思考相
关的常用成语，内容囊括
神话、寓言、历史及人物
故事、服饰、住宅、生活器
具几大类，从古代真实生
活出发，带着孩子们走进
博物馆，通过各种真实存
在的古代器物，帮助孩子
们理解成语，做到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

比如，“金蝉脱壳”这
个词，原指蝉在由幼虫变
为成虫时要脱壳而出，后

来才引申为我们现在熟知
的用计脱身留下假象，使
对方不能及时发现。那么
蝉为什么要脱掉外壳，又
是怎么脱壳而出的呢？

再比如“滥竽充数”，
南郭先生混在齐宣王的
乐队里充数的故事也许
很多孩子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为什么齐国的整个
乐队都在吹奏竽这种乐
器？除了竽，古代还有哪
些乐器？打开本书的“文
化内涵”与“代表文物”部
分，就能找到答案。

还有，我们熟知的成
语“画蛇添足”，基本的含
义是“比喻多此一举，弄
巧成拙”，背后的典故是
战国时期楚国官员的酒
后画蛇比赛。之后还可
以延伸到从远古时期开
始中华文化中对于蛇的
崇拜，最后可以发现在曾
侯乙青铜尊盘、伏羲女娲
图等文物中就可以看到
典型的蛇的形象。

通过成语将语文
历史等融会贯通

每一个成语中都蕴
含着一段脍炙人口的典
故，而在这些故事和典故
的背后，暗藏的正是中华
文 化 和 中 华 精 神 的 源
头。该系列丛书通过一
件件化为具象实物的宝
藏，帮助孩子们直观地看
见这些文化，看见汉语言
文字的伟大。

读过这套“成语文化
之旅”后，孩子对陌生的
成 语 便 会 印 象 更 加 深
刻，对熟悉的成语也可
以有新的认知，最后达
到语文、历史、文化的融
会贯通。

除此之外，对于每一
个成语涉及到的文物，全
书都对其进行了收藏标
注，让孩子可以清晰地看
到每件文物出自哪个博
物馆。全书涉及故宫博
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安博物院、湖北省博物
馆、洛阳博物馆等超过
100个知名博物馆。

本套书的作者罗米
是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艺
术学博士，也是新华社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栏
目”文博类长期特约作
者，“北京大学国子监大
讲堂”讲师，“全国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艺术鉴赏
培训课程讲师。曾出版

“博物馆里的中国历史”
系列，入选 2020 年度博
物馆主题优选童书。

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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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国潮正当
其道。“呼葱觅蒜”是
一位90后高人气古
风画师，开创了无脸
古装人像绘画风格，
凭借着精致的画风
和唯美的意境风靡
网络。她曾受邀为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
《花木兰》绘制海报，
为热播影视剧《大话
西游》《武林外传》
《琅琊榜》《庆余年》
等绘制插画。

2021 年 9 月，
呼葱觅蒜的新作《绘
诗经》由博集天卷策
划出版，她在这本新
作中尝试了一次全
新的形式——钵山
图绘。《绘诗经》收录
了近 200 幅以《诗
经·国风》为主题的
钵山图绘。“钵山
图绘”系列画作中的
杯盘碗盏里装的不
再是美食，而是周朝
整个社会的缩影：劳
动与爱情、风俗与婚
姻，山川地貌、动物
植物，应有尽有，它
们皆成了碗中美
景。古典的形式、唯
美的意境和内敛的
情感，透过呼葱觅蒜
细腻的笔触，展现得
淋漓尽致。

9 月 25 日 下
午，“江山在手中，万
物画中游”——呼葱
觅蒜新书《绘诗经》分
享会在北京举行，呼
葱觅蒜与读者分享了
《绘诗经》的创作缘
起、灵感与思路、成书
背后的趣事。

“钵山图绘”赋予《诗经》新活力
90后画师分享《绘诗经》幕后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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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葱觅蒜分享道，自
己算是效仿古人进行创
作，“钵山”类似中国古代
文人喜欢赏玩的盆景。
盆景这种形式其实是中
国古代文人追求“结庐在
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情
趣，将性情兴致寄托于盆
景，留给自己遐想的余
地，创造出方寸间的广
阔。器皿中的天地起到
了人与自然的对话交流，
抒发心中胸臆。

钵山图绘的形式给
画面添加了特殊的趣味
性，它增加了空间上的无
限可能。在描绘画面时

“钵”成了一个分割，“钵”
内是一个世界，“钵”外是
一个世界。这个分割可
以是空间的分割也可以
是时间的分割，这就增加
了画面情节的复杂性。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
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中
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
占有重要地位，其流传千
载而历久弥新，是中国古
典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
辉煌起点。

在回应为何会想到
绘制《诗经》时，呼葱觅蒜
表示，《诗经》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毋庸置疑的瑰宝，
包含了大到天地山川、家
国天下、风土人情，小到
儿女私情、家庭琐事等等
万事万物，本身就是一个
微缩世界，这和她想要表
达的情景交融的创作完
美契合。

呼葱觅蒜对《诗经》
本身有着独特的理解，在
谈到最喜欢的诗经篇目
时，她直言，从内容上说自
己最喜欢的并不是热门的
关雎、桃夭、狡童等等，反
而是“葛生”，因为她觉得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
后，归于其室’短短几个字
说尽了深情和失去一生挚
爱的悲伤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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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有智慧》

《绘诗经》之关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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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古风画师呼葱觅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