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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服饰影响再加上天气导致的道路
原因，中老年摔伤又开始进入高发期。事实上，比
普通人想象的更为严重的是，摔伤已经成为了
65 岁及以上人群因伤害致死的第一位死因。卫
生部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公布了 《老年人跌倒干
预技术指南》，但受访专家认为，在年老时干预往
往为时已晚，预防跌倒要从年轻时开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3 年全国伤害监
测 60 岁以上老年人跌倒 / 坠落病例分布特征分
析》中指出，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女性病例数大
于男性，性别比为 77.97。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康
复系主任、运动医学教授王安利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不仅如此，女性摔伤的后果往往也比男
性更严重。

“主要原因是女性在更年期以后，由于雌激
素水平的变化，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要大大高于
男性。”王安利表示，“正因如此，预防中老年人摔
伤首先要从年轻时重视骨钙含量的积累开始。”

年纪大了再补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错误认
知。事实上，骨质疏松的概率取决于年轻时的峰
值骨量。据王安利介绍，人的峰值骨量一般在 30
岁达到最高峰，此后就会开始递减。尤其是女性
在哺乳期，骨钙流失严重。如果在此之前坚持运
动、晒太阳，峰值骨量的储备就多。反之，年老后，
钙的吸收更难，流失更快，骨质疏松的可能性也
越大。

晒太阳是人体补钙极为重要的一种途径。人

体皮肤下存在一种名为 7- 脱氢胆固醇的物质，
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以使它生成维生素 D，这对钙
的吸收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人体所补充的钙
质，只有被固定下来才能发挥其功能。

至于运动，人们常常忽视对肌肉力量的练习。
其实，足底、膝关节、髋关节肌肉及躯干的力量，都
与关节的稳定性、身体的灵活性、控制能力和敏捷
程度直接相关。而王安利表示，身体的这些功能只
有通过练习才能实现，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可以
代替。同样，女性在这方面需要格外重视。力量训
练可以从一些轻负荷的方法做起，比如下蹲起、平
板支撑、侧桥、背桥等。即便上了年纪，也应该保持

力所能及的力量练习。
此外，他还提到，摔伤有一个明显的

特点是，同一处部位容易反复受伤，比
如，一只脚扭伤了就容易再次被扭到。
这是因为人的本体感觉功能削弱了。

“所谓本体感觉，简单说就是人在无
意识的情况下就可以控制肌体活动的
能力，它可以使人不容易摔倒。”王安利
解释。老年人的本身感觉功能本就下
降，因此，需要通过练习保持或者提升
这种能力。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闭眼单腿站立，
且尽可能保持时间长一些。他介绍说，
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以借助视觉调节动
作，而在闭眼、肢体不平衡的状态下，可

以训练人体仅依靠前庭器官的平衡感受器和全
身肌肉自动调节肢体、控制重心。这样一来，在即
将摔倒的时候，肌肉或者关节活动的异常，会启
动身体的前馈反应，提前产生一种紧张感，从而
保护肌肉或者关节不受到伤害。目前，也有一些
平衡训练仪器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该能力，但对老
年人而言，则需要在有保护的情况下进行。

“摔伤已经严重影响了中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卧床半年以上的致死率甚至高达 50%，而且，
这部分医疗支出也数量巨大。”因此，王安利认
为，摔伤的早期预防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和
经济价值。

运动健康

中老年人摔伤：重在早期预防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明代初期，政府出于长治久安的对外
政策需要，对周边区域国家进行安抚。为
使西域强大的部族帖木耳对明朝称臣，必
须按照伊斯兰的模式来烧制瓷器，以迎合
穆斯林的审美情趣，在赏赐给他们的国王
时能得到国王的喜爱。因而出现了一些仿
阿拉伯地区金属器或陶器的带有异域风
情的瓷器。

事实证明，明朝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明智
的。这些带有明显伊斯兰风格的瓷器，深受
当地王公贵族的珍爱，被当作最宝贵的礼品
镶嵌在墙壁上观赏。由于世世代代的精心保
管，我们现在在西亚和近东所见到的永乐、
宣德朝官窑青花瓷器，绝大多数完美无缺，
形如“库出”（指烧成之后不曾使用即入库收
藏的官窑瓷器）。而且小批量的赐赠无法满
足需要，中东、西亚、南亚的王朝便大量定购
中国瓷器，其中帖木耳王朝、莫卧尔王朝、萨
法维王朝最为突出。

许多新颖奇特的造型，都是受伊斯兰
文化的影响在永宣之际创制的。如大背

壶、天球瓶、帽壶、双耳葫芦扁瓶、双耳扁
瓶、多角烛台、花浇、无裆尊、卧足碗、深腹
折沿洗等，口径在 60 厘米左右的大盘特
别流行，尤为适合穆斯林的生活起居习
惯。许多造型都是依照西域进贡来的金银
器、玻璃器皿甚至陶器为样本的。具体到
各种纹式，几何原理的应用，环带、开光、
分段切割、多角对称的处理手法，加之普
遍密集的花纹布局，使人耳目一新。

特别是最广泛使用的西番莲纹样（一种
团形的多叶莲花）就是从痕都斯坦，今巴基
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的玉质盘子上的
蕃莲图案移植过来的，明代文献中多次提到
的“回回花”就是这种纹样。永宣青花瓷器上
的“回回花”装饰无所不在，即使是传统的龙
凤纹样，也总是以西番莲为底衬的。有的则
干脆书写《古兰经》的箴言警句。

永宣青花瓷器由于用途十分特殊，绝
大多数为政府的对外赐赠。所以造型、纹
饰也很特殊，几乎所有的新创品种，都能
在伊斯兰文物中找到范本。

刚刚过去的秋季，全民都贴
了“秋膘”。随着冬季模式的开
启，在民间素有“三九补一冬，来
年无病痛”的说法，人们都趁着
冬季进补、保养。然而，过度和盲

目就会走入误区、走向另一种极
端。冬季应如何正确养生？《中国
科学报》 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教
授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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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上不规则的
几何纹，绵绵不断的植
物纹，体现了西亚地区
装饰的特点。

图片来源：《文博》

丝绸之路上的藏品
姻沙森

藏品鉴赏

冬天是补充人体能量的时候，
自然界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
眠，比如熊、松鼠等，它们会给自己
储存很多食物。中医理论认为，从四
季来讲，自然界的生物钟则表现为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对应四季轮回，人体从养生的

角度来说，春天的饮食适合用一些
生发性质的（比如香菜、茴香、香椿
等）食物，以促进人体宣发，使脏腑
逐渐复苏；夏天人体生长旺盛，适
合吃一些营养代谢快的食物；秋天
适合吃一些收敛的食物，以养阴润
肺；而到了冬天，适合吃一些补充
人体能量的精微物质，比如适合补

脾肺、补肝肾、补阳气等食物。
其次，结合四季的特点，春天

多风、夏天多湿、秋天多燥、冬天多
风多寒，冬季寒气较重，就应该“寒
者热之”，给自身增加一些温热的
东西。

养生要做到“三结合”，即结合
季节、结合自然规律、结合自己体
质。韦云告诉记者，人体大致有 9
种体质：4 种是虚的，4 种是实的，
另外还有一种是平和的。其中虚的
包括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实的
包括气郁、痰湿、痰热、瘀血。针对
这 9 种体质，要根据个体情况来选
择不同的养生方式。

养生、保健和预防是不同层
次、针对不同人群的，韦云强调，养
生，指的是健康人如何让自己的身
体状况更好；保健，是指有一些疾
病的人通过某些手段纠正其机体
的不平衡；预防，是有针对性地采
取一些措施预防常见病、多发病，
或季节性易发病。

冬天作为补益的季节，一些慢
性病人群要依照自身作适度调整，
以避免病症加剧。例如心脑血管病
人应注意冬季不要吃寒凉的食物，
起居注意保暖，不适合换药、减药；
糖尿病人在冬季避免饮食摄入过

多、保持足够的运动量，以免血糖
升高；肺系疾病患者，进入寒冬容
易发作、复发或加重，因此就要预
防外感性疾患。

根据慢性病的不同，选择不同
的保健措施。比如肺系疾患要益气
养阴补肺，平时多用些西洋参、麦
冬、银耳、梨等食物。心脑血管疾患
则尽量多摄入一些温通的食物，例
如生姜等。脾胃虚寒的人在冬季容
易发病，要注意多吃一些辛（带有辣
味，包括葱姜蒜）温（包括豆蔻、各种
肉类）的食物，少量饮酒也是比较适
合的。

运动与季节也是有关系的。
韦云忠告老年人以及患有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在冬季避免爆冷，一
天之中不宜过早到室外去感受最
冷的气温，因为寒冷的刺激会让
血管收缩，这部分人适合日出后、
温度逐渐升高再到室外运动，循
序渐进地去适应外部的寒冷。关
节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局部关节的
保暖。另外，正常人运动出汗后，
注意避免“汗出当风”，应及时穿
好衣服。

总之，冬季养生，以“养藏”为
主，在饮食方面宜多样、清淡、温

热、熟软。做到进补有节，不要过
食，肉食要炖烂煮透，忌食生冷和
油腻。脾胃虚弱的中老年人最好
用米粥调养，适量增加蛋白质、脂
肪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入，
对抵御低温很有好处。

除了饮食调养外，还要注意
运动和起居调养。颈部御寒至关
重要。穿立领装、戴围巾或披肩是
最简单的保暖方法，能很好地挡
住寒风，避免头颈部血管因受寒
而收缩。

天气渐冷，做好保暖，安全健
康地度过冬季。

人体的生物钟也有四季隗

隗要知道哪款适合自己

恰当运动让人更健康隗

美国当地时间 11月 4 日晚，在纽约苏富比印象派
及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会上，落槌声不断。诸如梵高、阿
尔伯托·贾柯梅蒂、亚美迪欧·莫迪里安尼等名家名作
的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然而，使中国艺术圈更为津津乐道的则是梵高名
画《雏菊与罂粟花》，该画最终被一位亚洲私人藏家以
6180万美元（含佣金）、约合人民币 3.77 亿元拍到。随
后便有国内媒体曝出，该买家系中国华谊兄弟公司董
事长王中军。

《雏菊与罂粟花》全名为《静物，插
满雏菊和罂粟花的花瓶》，梵高创作于
1890 年 6 月。时年 37 岁的梵高由于情
绪极不稳定，便离开法国南部的圣雷米
疗养院迁居于巴黎郊外。在那里，他一
边接受他的医生兼资助人保罗·加谢的
治疗，一边创作该幅静物画。

在完成《雏菊与罂粟花》仅一个月
后，梵高便在精神极度痛苦中，开枪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因此，《雏菊与罂粟
花》也成为梵高的绝笔，画作中的花便
来自他自杀的那片草地。

《雏菊与罂粟花》画面以浓郁鲜明
的红色为主调，画中的罂粟花也璀璨盛
放，反复强调花朵的形态，落笔强而有
力，散发出一种生命的气息。该画作早
在 10 月底的媒体预热中便被苏富比寄
予厚望，估价为 3000 万至 5000 万美
元。如今，苏富比的预期成为了现实。

此次拍卖之所以能引起很多人的
关注，还因为买家王中军的身份。在国
内，王中军的“影视娱乐界巨头”身份更
为人所知。实际上，出生于 1960 年的王
中军也是名副其实的“收藏大家”。根据
王中军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自述可以确
定，他在企业家收藏圈子里是“大哥级
别的”，在其北京的别墅，有花费 10 万
元从南方移植来的百年紫薇树，有从法
国买回的一个集装箱的欧洲古董家具，
还有多年收藏的几百件雕塑和油画。

熟识王中军的美术评论家、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教授费新
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王中军在收藏方面其实颇有造诣，
他在 1996 年开始收藏艺术品，而且藏
品不乏大师之作。此次《雏菊与罂粟花》
肯定不是盲目出手。”

撇开一些人为因素，判断一件艺术品是否有价值
要依据多重因素。费新碑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
主要应考虑画作、画家、画派和画价四个方面。

“以《雏菊与罂粟花》画作来说，它是梵高精神失
常之后，在他人生后期所作，技术层面手法成熟，而因
为绝笔，也使得画作更有意义。”费新碑说，“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曾有个论断，说真正的优秀画家精神要异于
常人，甚至是‘精神病人’。”

费新碑补充道，看一下我国古代的画家和诗人，
很多都会借助酒、药物甚至毒品进行艺术创作。“他们
在外人看来精神异常，不过自己内心却可以产生灵
感。比如李白经常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写出传世名篇。”
费新碑认为。

在画家方面，无论是艺术领域还是普罗大众，梵
高都是响当当的名字。费新碑进一步指出：“在画派
上，我们经常说，梵高是后印象派时期的标志人物。早
期的印象派是画师们为了和古典主义区分开来而进

行的艺术创作。而在印象派的前期是理性的，很讲究
用色和光。后期则更加注重与画作的情感接触。梵高
的《雏菊与罂粟花》便是后印象派的代表画作。”

在画价方面，梵高创作《雏菊与罂粟花》的初衷，
便是希望画一幅最受买家欢迎的静物画，能够以此养
活自己。所以《雏菊与罂粟花》一直被誉为近年拍场上
屈指可数的卓越的梵高作品。

1990 年 11 月 14 日，《雏菊与罂粟花》曾出现在拍
卖中，当时的成交价低于估价“1200 万 ~1600 万美
元”。据 1991 年 MoMA 首任主席 A. Conger Goodyear
所说，他将这幅画作卖给了一家重要的欧洲收藏机
构。“画作的几经易手与艺术家梵高的颠沛流离不谋
而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该件画作的价值。”

“所以《雏菊与罂粟花》最终以近 4 亿的价格成交
也很正常，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事。”费新碑说，“普通大众对于一件画作的天价
是否与其价值相符的疑问也是伪命题。”

费新碑告诉记者：“此次拍卖之所以引起关注，一
方面是因为拍卖价格，将近 4 亿的数字很容易引起普
通大众的兴奋点。其次，因为有人感叹如今内地市场要
卖掉一件上亿元的拍品可谓难上又难，而中国买家却
在世界舞台上一掷千金。其实这种感叹没有必要。”

在费新碑看来，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和价值基本上
是一致的，而因为其特殊的属性，艺术品的价格不具备
物理性，而是无价的。“然而艺术品价格虽然无价可估，
但是却有价可循。通常来说，一件艺术品的价格是根据
其自身各方面的数据所确定的，只能是个大概，就是我
们所说的艺术品的模糊价值。”

无数学者早已指出，艺术品价格中既包括客观价
值，也包括主观价值。客观价值包括艺术家、艺术作品、
销售环境和外部经济环境；主观因素则包括非理性溢
价、锚定效应等。所以买家在购买艺术品时也会有诸多
考虑。

“以此次拍卖为例，王中军买这幅画绝对不是单纯
的买卖，背后有诸多‘阴谋’和‘阳谋’。”费新碑指出，“一
个买家决定购买一件高价艺术品时，一方面这件艺术
品肯定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另一方面他一定有自己的
考虑，因为涉及商业机密，公众不可能知道，所以才会
产生好奇。”

费新碑进一步解释说：“王中军本人拥有雄厚的经
济实力，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手里还有其他买家没有
的舆论话语权。”

美国美术史学家 H.W.詹森在《艺术史》中写道：
“艺术是一种宣传形式，它代表了个人和群体的观点，
而这些观点往往被认为是真理和事实。”

这种代表个人和群体的真理和事实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国际认可。“一件艺术品的收藏价值除了艺术品本
身，还有其背后的文化标识。”费新碑说，“说白了就是
谁掌握话语权，谁占据主动。”

艺术品无价可估

姻本报记者王俊宁

但有价可循

名家、名画、名收藏者 “阴谋”和“阳谋”

真价值和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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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玻璃大杯

明永乐
青花花卉纹龙耳花浇

伊朗 黄铜大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