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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赵 琳
     实习生 田小昕

  全球第一支裸眼3D真人广告于2021年由中
国一家手机厂商推出，在海内外掀起热潮。如
今，街头、商圈、手机、电视……各种媒介
上，丰富多彩的广告屡见不鲜。你知道世界上
最早带有“商标”的广告来自哪里吗？来自泉
城济南。
  时间要追溯到北宋时期。那时的街市，商
贾云集，市井喧嚣。在这片热闹之中，一块小
小印刷铜版的出现拉开了世界商标广告的序
幕。这便是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济南刘
家功夫针铺”广告铜版。
  该广告铜版宽12.4厘米，长13.2厘米，尺寸
虽小，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作为迄今为止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最早的商标
广告实物，比欧洲商行、商会的商标印记早了
两百多年。这是历史上济南在工商业领域的
“高光时刻”。
  铜版中央，一只白兔执杵捣药的图案跃然
其上。这并非寻常的装饰，而是刘家功夫针铺
精心设计的白兔“商标”；也可以说，这里的

白兔，是世界上最早的“代言明星”。
  白兔的两侧刻着“认门前白兔儿为记”，
下方则刻有夸赞商品质量以及介绍“转卖”促
销政策的文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
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请
记白。”这也展现了在当时市场上，商铺对于
质量与诚信的重视。从中可以窥见，早在北宋
时期的交易市场，商户们便对如何增加产品销
量有很深的理解，初步产生了品牌塑造意识。
直至现代，一个商标品牌能否持续得到消费者
青睐，商品质量与商铺诚信仍然起着决定性
作用。
  作为“LOGO”、文字“说明书”兼具的
古代平面广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白兔
“LOGO”。但白兔与针铺又是如何联系在一
起的？
  铜版中央白兔的原型便是在月宫里终日捣
药、陪伴嫦娥的玉兔。“玉兔捣药”是中国神
话传说故事之一，经过文人墨客的世代吟诵，
早已家喻户晓。晋代傅玄《拟天问》中便有

“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句。刘家功夫针铺或
许就是利用了玉兔在当时的“名人效应”，同
时借所捣之药能令人“长生成仙”的传说，赋
予了所售之针“仙药级品质”的隐喻。
  “玉兔捣药”用在此处或许还有另一层
意味。相传，玉兔捣药所用的工具为玉杵，
唐代诗人李白又留下了“铁杵磨成针”的典
故，因此白兔的运用或许传达了刘家功夫针
铺的经营理念：“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
针”。
  支撑这套营销策略的，是当时领先世界的
印刷技术。铜版雕刻替代木版雕刻，版面的印
刷寿命得到大大延长，进一步增加了印刷量，
降低了刻版成本。用这种铜版印刷出的广告，
或当街发放，或张贴在闹市区，或印刷于商品
包装纸上成为“裹贴”。随着“济南刘家功夫
针铺”广告铜版印刷的广告发往各地，刘家功
夫针铺的名声也随之打响。而这种将广告从口
头吆喝升级为可传播纸质媒介的创举，可以戏
称为北宋版“新媒体革命”。

小白兔如何成为商标广告“鼻祖”

此杯曾经见古人

再睹已是千年魂
　　近日，杭州博物馆藏战国水晶杯备受网友青
睐，这款形似现代玻璃杯的文物，已有2000多年历
史，是我国出土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属
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该杯出土于
杭州石塘战国一号墓，系考古工作者1990年取土作
业时偶然发现，经鉴定为战国中后期珍品，其材
质、工艺均为孤例，来源与制作技术成谜，墓主
身份亦未明确。网友被古人的智慧折服，发出以
上感慨。

足球本应该这样

　　“苏超”火了。一夜之间，原本被许多本地人
当作赠票的入场券变得一票难求。此“苏超”不是
足球迷熟悉的那个“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而是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年刚办第一届。江苏13个
设区市共派出516名球员，从5月踢到11月，战线拉
得相当长。网友的段子也层出不穷：“比赛第一，
友谊第十四”“叫南哥”“景点无偿开放条
约”……这些语言梗极具地域色彩。而“吴三跪”
更是将此发挥到极致，“吴”原指春秋时期的吴
国，今泛指江苏南部地区；“三”是苏州、无锡、
常州三市；“跪”在网络语境中意指“输得彻底”
“跪服”。
  “吴三跪”借用了历史人物“吴三桂”的谐
音，形象地表达了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球队在联
赛中集体失利的局面。

金牌“钥匙管家”

　　在济南一社区，90后社区书记李金凤，保管着
38户独居老人的家门钥匙。这38把钥匙中的第一
把，主人叫陶立友。2022年，陶立友突发心脏病，
李金凤敲门无人应答，便翻墙救人。随后，她决定
当“钥匙管家”。如今，越来越多老人把钥匙交给
李金凤。帮忙浇花、照顾小宠物、辅导孩子功
课……“小李书记”已渐渐成为大家可以依赖的
“贴心闺女”。

小机灵“毁”了大品牌

　　近日，网友发现白象“多半袋/桶面”系列产
品包装上显示“‘多半’为注册商标”，并质疑企
业在宣传上玩文字游戏。6月4日，白象客服称“多
半”确为商标，产品克重以包装为准。记者走访发
现，“多半袋/桶面”净含量较原产品仅多1/5到1/
4，价格涨幅约1/4，红油爆椒口味甚至降价。客服
认为不同产品无可比性，但会向上级反馈。此外，
记者查询发现白象已注册“多半”等5个相关商
标，多数申请于2018年9月底。

不要小看牛马之间的羁绊

　　近日，年轻人把村里的牛捧成新晋萌宠，牛竟
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人”养的宠物。许多养牛视
频热度高，互联网涌现出不少养牛博主。宠牛博主
多为年轻人，因家庭原因养牛，养的标准却按照宠
物标准。“牛适合当宠物养”更像是一个玩笑。宠
牛视频走红，或许是因网友共情起牛的任劳任怨。
打工人何尝不是上班前往脖子上套好工牌呢，这大
约就是某种牛马间的羁绊吧！

打工人的“工位宠物”

　　当代打工人上班“苦大仇深”，海星意外成流
行工位宠物。海星好养活，换水、喂食频率低，还
有一定的观赏性和互动性。此外，寄居蟹、斗鱼、
海藻球等也闯入“工位宠物”赛道。越来越多的打
工人通过养“活物”填充工位。水果也成热门“工
位宠物”，兼具观赏性和食用价值，更重要的
是——— 吃不完的分给同事，还能顺便打造职场高情
商人设，可谓一举多得。

蚊子不偏爱O型血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发布会，介绍时令
节气与健康情况。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刘起勇
称，我国南方省份媒介伊蚊密度快速上升，广
东、云南等地有登革热传播风险，建议在夏初和
雨季前清理积水、保持环境整洁以减少蚊虫滋
生。刘起勇表示，科学研究证实血型与蚊子吸血
偏好无明确关联，蚊子选择叮咬对象更多依赖人
体生理特征和环境因素，如二氧化碳排放量、体
温、汗液成分等。

“想在后半生换一种活法”

　　55岁的本科生张计玲今年毕业了，近日她在
个人社交媒体宣布“我的大学，全剧终”，并称
自己考研已过线但未被录取，即将回归日常生
活。4年前，她终于如愿进入大学校园，成功“在
后半生换种活法”。在过往采访中，她说：“我
就想在后半生换一种活法，那成本最低的就是靠
学习，努力学习，会带来很多的可能性。能把大
学在我爸爸妈妈都健康的情况下读完，就是我的
一种幸福和幸运。”
           （□记者 卢昱 整理）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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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石如宽

  从性别困境中的破茧重

生，到青州岁月的淬炼升

华，再到经典文本的传世密

码，以及“此花不与群花

比”的独特，一幅关于千古

词人李清照文化突围的立体

图景在日前举办的潍坊青州

首届李清照文化周讲坛上

展开。

  王兆鹏、杨雨、马瑞

芳、蒙曼四位学者以多维视

角解析李清照这位宋代才女

的文化密码。

  有人觉得李清照像“何须浅
碧深红色”的桂花，象征宋代理
学推崇的内敛之美，但在文化学
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的感
知里，李清照更像是“雪里已知
春信至”的寒梅。
  她对比李清照不同时期的咏
物词，勾画出其人格图谱，展现
词人的精神嬗变：少女时期“和
羞走，倚门回首”的灵动，中年
“生当作人杰”的壮怀，晚年
“九万里风鹏正举”的超拔，共
同构成“此花不与群花比”的精
神内核。
  这位宋代才女的文学成就，
既非横空出世的天才奇迹，也不
是闺阁闲情的偶然绽放，而是一
场由个人禀赋、文化土壤与历史
际遇共同孕育的精神绽放。蒙曼
特别强调，是青州物阜民丰的底
气，让这位女词人在此完成了
《金石录》的主体编纂。“宋代
青州的红牡丹、缫丝技术堪称
‘古代高科技’，正是这种藏富
于民的气度，滋养出李清照‘自
是花中第一流’的从容。”
  毫无疑问，李清照的才情根
植于独特的文化生态。青州博物
馆的北魏佛像以“青州笑”诠释
慈悲，李清照的诗词则以人性温
度解构历史。十七岁少女能写出
“五十年功如电扫”的史诗，正
是青州“藏富于民”的文化底气
与宋代思想解放浪潮共同滋养的
结果。那么在当下，文化底蕴厚
重的青州该如何提升历史文化影
响力？蒙曼以李清照为鉴，提出
“根脉转化论”。
  “青州花卉产业的勃兴，也
许正是接续了‘竞夸天下无双
艳’的牡丹传统。李清照能引发
当代共鸣，恰因其精神与现代社
会追求独立、崇尚才华的价值观
相通。”蒙曼建议，青州可以打
造“李清照IP”沉浸式体验，将
“赌书泼茶”的雅趣、“东篱把
酒”的诗意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
场景。青州若能将李清照的诗
词、青州笑的慈悲、古九州的雄
浑编织成文化网络，便是对‘海
岱惟青州’的当代续写。”
  正如蒙曼所言：“李清照的
伟大，在于她既是历史的，又是
永恒的。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
‘青州笑’，在校园诵读《漱玉
词》，便是与千年前的文明心跳
同频共振。”这种以文化基因的
形式完成的代际传承，不是简单
的历史复刻，而是如青州牡丹嫁
接现代科技般，在传统根脉上绽
放出新的精神之花。

  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瑞芳立足故土考据，揭示李清
照隐居青州期间的艺术蜕变。青
州十年金石考据的冷板凳，淬炼
出李清照独特的艺术感知力。
  整理二千卷金石拓片时，李
清照发现商代“司母戊鼎”纹饰
的对称美，将其转化为《渔家
傲》中“天接云涛连晓雾”的意
象铺排。李清照还将考据的严谨
注入创作，《凤凰台上忆吹箫》
中“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
秋”的炼字功夫，与青铜器断代
研究的“排除法”逻辑同源。北
宋政和元年（1111年）赵挺之被
追夺赠官，家族蒙羞。李清照在
《上枢密韩肖胄诗》中将个人伤
痛升华为“欲将血泪寄山河”的
家国情怀，其情感结构恰如她修
复的汉代残碑——— 裂痕中透出历
史纵深。
  马瑞芳以《声声慢》为例解
析淬炼成果：“‘寻寻觅觅’的
声律结构暗合青铜编钟的音阶排
列，全词97字中18个齿音字（如
‘惨’‘戚’）模拟秋风呜咽，
这种音义同构的手法，源自青铜
器铭文研究。”1987年陕西法门
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鎏金铜浮屠，
其音梁设计与《声声慢》的声韵
布局惊人相似，印证了艺术与考
古的深层关联。

  四川大学文科讲习教授、中
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王兆鹏
以社会学视角切入，揭示了李清
照面临的深层困境。
  宋代“才藻非女子事”的社
会共识，将女性创作贬为“不务
正业”。如《宋史·列女传》中
记载的朱淑真，虽才华横溢却因
诗词被斥为“失妇德”，最终郁
郁而终。李清照的突围，始于对
文学价值的执着追求。“她以专
业创作者的姿态精研声律，在
《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
的独立审美体系。”王兆鹏指
出，这种理论建构，打破了男性
主导的文坛规则。
  李清照的突围路径具有创
作自觉、批评胆识、学术深耕
的三重突破性。她摒弃闺阁即
兴的书写模式，字斟句酌追求
艺术完美。以《声声慢》为
例，开篇“寻寻觅觅，冷冷清
清，凄凄惨惨戚戚”七组叠
字，既遵循平仄规律，又模拟
秋雨淅沥的节奏感，耗时月余
方定稿。
  李清照公开点评苏轼、欧阳
修等大家词作“皆句读不葺之
诗”。在《词论》中直言苏轼的
词“不协音律”，王安石的词
“人必绝倒不可读”，以专业批
评打破文坛权威垄断。
  王兆鹏特别指出：“李清照
的智慧在于既突破枷锁又未彻底
颠覆规则。”北宋文坛对《词
论》的争议，反证了其理论价
值——— 张耒、陈师道等文人虽不
认同，却不得不将其纳入词学讨
论体系。这种“规则内的突围”
为后世女性创作者提供了范式，
清代女词人吴藻便效仿其路，以
《乔影》一剧挑战戏曲创作
禁区。

  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杨雨团队运用数字人文技
术，还原了李清照作品的传播链
条。AI重建的社交图谱显示，
苏轼门生晁补之是其走向文坛的
关键推手。在汴京文人圈的传播
实验中，李清照展现出超前传播
意识。
  晁补之对“诗情如夜雀”的
赞赏，使少女词作迅速进入士大
夫视野。北宋元祐四年（1089
年），晁补之在李格非（李清照
之父）宅中读到李清照《浯溪中
兴颂诗》，当即抄录赠与张耒，
张耒又转呈黄庭坚，形成“汴
京—洛阳—江南”传播链。
  杨雨认为，李清照《醉花
阴》中“人比黄花瘦”的成功，
源于对士大夫审美的精准把握。
赵明诚将妻子词作混入五十首仿
作请陆德夫品鉴时，陆德夫指其
三句最佳：“莫道不销魂，帘卷
西风，人比黄花瘦。”此句既化
用陶渊明“采菊东篱”典故，又
以“黄花”暗合重阳节令，符合
士大夫“用事工稳”的评判
标准。
  杨雨团队通过A I模拟发
现，李清照作品在南宋的传播峰
值与战乱迁徙高度重合。《永遇
乐·落日熔金》中“如今憔悴，
风鬟霜鬓”的乱世悲音，恰与临
安流民群体的情感共振。杨雨指
出：“从晁补之的书房到短视频
平台，传播载体在变，但找到
‘灵魂共振的读者’始终是核
心。”2023年某短视频平台数据
显示，《如梦令》改编的国风音
乐播放量超2亿次，评论区高频
词为“共鸣”“治愈”。

  四位学者的解读，勾勒出李
清照文化现象的立体图景：在社
会突围中确立价值坐标，在精神
淬炼下完成艺术升华，在传播共
振里实现经典转化。这种多维度
的文化生成机制，既需学术深耕
的托举，也离不开传播创新的赋
能，更需要时代精神的激活。当
青州古城的金石之光与现代学术
相遇，我们得以看见，真正的文
化经典，永远在突围与共振中焕
发新生。
  从闺阁才女到文化符号，李
清照的突围从未停息。其启示跨
越时空：真正的文化生命力，既
需要破茧重生的勇气——— 如她以
《词论》挑战权威；也离不开深
耕淬炼的定力——— 如青州十年的
金石研究；更仰仗找到时代共振
的频率——— 如短视频时代对“人
比黄花瘦”的千万次解读。这或
许就是当下我们仍在青州倾听易
安词韵的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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