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艺术博物馆坐落在逶迤东去的长河河畔，藏品十万余件，涉

及书画、织绣、陶瓷、玉石、竹木牙角、漆器等，门类包罗万象。馆

址所在地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五年（1577 年），是明清两代皇家祝

寿的重要场所。

2018 年至 2022 年，北京艺术博物馆在市政府和市文物局的支持

下，对博物馆内的古代建筑进行大修并对博物馆功能进行调整。在闭

馆的五年之中，王丹馆长一直筹谋开馆时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展览和服

务，为此全馆上下进行了几轮展览选题的筛选。在王馆长和专家的认

可下，我策划的“吉物咏寿—吉寿文物专题展”有幸作为此次开馆

的重点展览之一，并且专门为此出版图录，方便观众把“展览和美好

的寓意带回家”。

中国特有的吉祥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而且形态多样，但

目的都是为了祈福，这其中祈寿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寿，久也”，没

有长久的生命，就无法享受人生中的百福。由追求长寿而衍生出的各

种风俗绵延久远，所形成的祝寿文化，在社会和历史上涵盖范围甚广，

不论皇亲贵胄，还是平民百姓俱深受其影响。祈寿、祝寿所涉及的题

材亦光怪陆离，上至仙佛，下至鸟兽花木，芸芸万物。

本次展览，并不是对我国渊源深远的寿文化进行一次学术性的探

究和溯源，只是以曾经作为皇家祝寿地的万寿寺重新开放为契机，以

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为资源，在馆藏字画、瓷器、织绣、竹木牙角

等各品类文物中拣取与寿文化相关，精致且又能体现祝寿祈福等美好

寓意的展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给观众。在这里，展品本身不过

是中华民族纷繁闪耀的传统文化的物质体现，中国人一心追求和平美

好的“人间世”，才是构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这也是我们想

通过展览让观众真正体会到的。

为了能够实现展览的初衷，北京艺术博物馆业务部的各位同事为

该展览精心拣选展品并为展览图录编写词条，在此特别感谢杨俊艳、

李晔、高塽、刘远洋、胡桂梅、李蓓各位专家，以及王丹馆长，让此

本图录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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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王 

放

北京艺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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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长期

从事展览策

划及相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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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人们对生的礼赞

和生命永续的向往。《尚书 · 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福，三

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被放在首位，可见，中国

古人对长寿十分重视，由此，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祝寿文化。

寿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无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断积累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对生命的反思

和追问，体现了人们对“寿”的追求，以及从无意到有意、到落于世

俗世相的蜕变，并最终实现了仪式化、象征化、图像化的表达。

对“寿”的赞咏，图像化是仪式化之外的主要表现方式。这些以

祝颂延寿、祈福纳祥为主题的祝寿图像，通常题材广泛，巧妙地运用

神仙、植物、动物、文字、符号等，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谐音、

象征等手法，表达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以及生命长存的期盼。最终，这

些寓意着吉祥的“符号”以不同形式的载体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

面，在烘托喜庆气氛的同时也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透过这

一个个符号、纹饰、图案，一件件美好的物件，不厌其“繁”地彰显

对寿的赞咏。在这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审美趣

味、宗教情怀和民族性格。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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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生之日举办庆祝活动是中国传统的重要习俗，但庆寿对象必

须是年龄达到五十或六十岁以上的长者。上至帝王将相、士夫鸿儒，

下至市井细民、贩夫走卒，无不借此欢聚之际加以庆祝。尽管庆寿仪

式的主要目的均为恭贺祝愿，但不同身份、性别和地位的人其祝寿的

形式和意义仍千差万别：帝王庆寿，普天同庆，除了祈祝统治者寿龄

无边之外，还有体现皇权威严以及保佑国运永昌、社稷长存之意；后

妃庆寿，除祝颂年寿绵长无疆之外，还有尊老敬贤、以“孝”治天下

之意；普通百姓家庆寿，庆寿仪式流程和场面虽各有千秋，但主要为

晚辈向长辈表达尊敬，践行孝道，这是中国家庭美满幸福观念的重要

体 现。

在各类庆寿的仪式中，帝王之家的庆寿仪式，无疑最铺张盛大，

最具代表性且规格是最高的。把帝王生辰定为一项节日始于唐玄宗，

及至清代，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庆寿活动更加丰富。帝王庆寿作为一

项礼仪制度更加完善，既有皇帝的万寿节，也有皇太后的圣寿节等。

一 

吉
寿
列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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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万寿庆典图

清代

冷枚等绘，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此
图
卷
记
录
了
康
熙
皇
帝
六
十
大
寿

︵
一
七
一
三
年
︶
时
的
盛
大
场
面
。

描
绘
了
万
寿
节
前
一
天
，

康
熙
帝
从
京
城
西
郊
畅
春
园
回
宫
的
情
景
，

皇
帝
及
诸
妃
乘
步
辇
在
庞
大
的
仪
仗
队
护
卫
下
，

经
由
西
直
门
回
皇
宫
。

长
街
通
达
，
结
彩
张
灯
；

百
戏
列
陈
，
千
乐
共
奏
；

龙
棚
、
经
棚
逶
迤
相
衔
；

王
公
大
臣
、
耆
老
庶
民
夹
道
跪
迎
。

场
面
隆
重
宏
大
，
蔚
为
壮 

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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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胪欢荟景图

清代

佚名绘，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一
七
六
一
年
︶
崇
庆
皇
太
后
七
旬
大
庆
，

所
绘
庆
寿
图
为
︽
胪
欢
荟
景
图
︾
册
，

分
景
点
描
绘
了
乾
隆
举
行
朝
贺
、
庆
寿
、

筵
席
、
游
乐
等
活
动
的
场
面
。

该
图
一
册
八
开
，
其
中
第
七
开
︽
香
林
千
衲
︾，

表
现
了
万
寿
寺
前
千
名
僧
人
恭
迎
皇
太
后
，

为
之
祝
寿
延
禧
的
场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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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称寿是有一定标准的，即使百年过半也还不够。按《庄子》的说法，只有

活到“花甲”之年—六十岁，才达到最低标准，故谓之“下寿”。逾过“古稀”之后

十年，到了八十岁方可称为“中寿”。只有圆满达到人生极点的百岁，才称为“上寿”。

六十岁称为“花甲”；七十岁称为“古稀”；八十岁称为“杖朝”；九十岁称为“眉寿”；

一百岁称为“期颐”。八十、九十岁又可称为“耄耋”。

从六十岁生日开始，每十岁都要举办一次祝大寿的活动，过寿人被称为寿星。儿孙

们要提前为寿星准备一身新装，俗称长寿衣。贺寿前一天晚上开始布置寿堂，将寿星的

居室精心布置，堂屋要张灯结彩，焕然一新。

03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

清代

姚文瀚画，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皇帝的生日定为节日始于唐玄宗，最初称千秋节，天宝七载（748 年）改称天长节。

唐肃宗则称其生日为天成地平节。而后，皇帝生日的名称屡有变易，或统称圣寿节、诞

圣节、圣节、圣旦、圣诞，直到明代方始固定称天寿圣节或万寿圣节，简称为天寿节或

万寿节。清代皇帝生日名称沿用明代，简称万寿节。唐宋两朝皇帝过生日的礼仪制度还

不完善，通常在京官员着便服在便殿向皇帝行礼，祝贺较为随意，到明清皇帝庆寿，礼

数就十分完备了。典礼当天的朝贺行礼必须在太和殿或太和门举行，王公百官必须穿朝

服，行三跪九叩大礼，地方官员、在封国府邸的亲王也要遥祝。 

宋代因出现皇太后临朝听政而将其诞辰列为圣节，明代皇太后生辰令节未有专名，

统称皇太后圣节或皇太后圣诞、皇太后万寿圣节、皇太后万寿节等。清代皇太后万寿圣

节被明确列入嘉礼之一。

明代皇太后过生日相对简单，直到清代皇太后的生日“万寿圣节”被明确列入嘉礼

的范畴，过得就比较隆重了：皇帝先派官员祭祀太庙后殿，文武官员进表称贺，皇帝也

要进贺表朝贺。皇太后生日当天，皇帝及王公大臣都要给太后行礼祝贺，等皇帝回宫后，

皇后再率妃嫔与公主、福晋、命妇等向皇太后行礼。每逢皇太后整岁生日的大庆之年，

还要加徽号、颁恩诏。

皇后生辰设为千秋节始于明朝，直至清代并无变化。明代皇后过生日比较简单，虽

然自己应是受到朝贺的“寿星”，但不能把自己置于第一位，需要先去皇太后面前行礼，

再去向皇帝行礼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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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寿的理想追求不仅体现在寿诞仪式的举办，还通过食用

器皿、陈设摆件等生活用品来渲染祝寿气氛及传达祝福。最重要的是

这些器物随后便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生活中不断强化着人们对

“寿”的祈望。

在生活器物上，寿文化的表现样式繁多，种类也极为丰富。就其

祝寿图像题材的构成而言，包括神话故事、仙人、动物、植物及诸多

意向化、抽象化的元素，从赋予生活用具以吉祥寓意上看，吉寿的寓

意大大地拓展了器物的文化内涵，谐音、指代、象征等特有的表达方

式，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情趣，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审美思维模式。

例如，有以蝙蝠纹构成谐音的“五福捧寿”“多福多寿”“福禄

寿”；有以仙鹤、绶带鸟、仙人、寿字表达“鹤鹿同春”“八仙庆

寿”“福寿三多”“万寿无疆”等寓意；有以寿桃、石榴、牡丹、龟象

征“富贵长寿”“多子多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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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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