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终结者》《黑客帝国》等科幻
大片里，对未来人工智能毁灭人类
场景展开了丰富想象。比尔·盖茨、
马斯克、霍金等都曾提醒人们要警
惕人工智能，甚至宣扬出了一套“机
器威胁论”。如果有一天，失控杀人
的机器人士兵、有如脱缰野马般的
自主驾驶汽车，诸如此类的人工智
能潜在威胁可能渗透到人类生活的
方方面面，甚至会对人类大开杀戒。

其实，用人类劳动的创造物来
否定人类自身，这本身就是谬论。
人类的智慧早就被凝聚在智能机器
当中。在人工智能进化到具备高度
自主思维之前，真正可以对人类造
成威胁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
的黑暗机器。

提起人工智能，总是会联想到
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
其中第一条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
人类”。在智能机器打败人类的围
棋对抗赛中，看上去人类好像被完
全压制，但不要忘了，机器的程序乃
至围棋这个游戏本身都是人创造
的。

可以说，人工智能虽然具备了
超越人类思维的潜能，但能否实现
还是要靠我们自身。对于人类而
言，目前只是被模仿，还从未被超
越。人机大战中取胜的人工智能，
也只是战胜了人类个体，并不意味
着就真的强大到可以击败整个人
类。

（据《北京日报》）

人机大战谁会笑到最后？

■百科

莫怪狂风被吹起 只因自身无担当

（据

《讽刺与幽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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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科学落实“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有必要有效吸
收国际先进经验，以推动政策设计优
化。举目全球，德国不仅人均居住水
平高，而且较好地解决了中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问题。更为可贵的是，德国
住房价格长期稳定，几乎从来没有出
现过房价的大起大落，还成功抵御了
各种外部冲击的影响，从而也对国民
经 济 的 稳 定 发 展 起 到 了 稳 压 器 作
用。德国在消除投机炒作、还原住房
居 住 属 性、促 进 全 民 住 有 所 居 的 同
时，实现了住房市场的持续发展，这
一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当地住房市场概况

房价较低。2012 年，德国商品房
均价为每平方米 3094 欧元，远低于英
国每平方米 19100 欧元和法国每平
方米 14696 欧元的均价。即使在大
城市，2014 年柏林的平均房价也仅为
4578 美 元/平 方 米 ，远 低 于 伦 敦 的
28713 美元/平方米。从房价收入比
或房贷收入比角度看，慕尼黑、柏林
在众多国际化大城市中也是很低的。

房价稳定。1985 年至 2015 年，
德国个人收入增长了 3 倍，房价仅上
涨 60%，而同期美国的房价上涨了 2
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让英国、美
国房价大跌，德国房价反而逆势有所
增长。

居住水平高。较低的房价并没

有抑制德国开发商建造房屋的积极
性，德国住房供应一直比较充足，而
且开发水平高。2014 年，德国只有
6.6%的居民存在某种程度的住房拥
挤，只有 1.6%的居民存在较为严重的
住房困难。这两项指标在主要发达
国家中都处于最低之列。

租房市场高度发展。2014 年，德
国居民以市场租金水平租赁的比率
为 39.6%，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比例最
高的。另外，有 8%的人住在政府补
贴或社会公益型租赁住房里。这也
就是说，社会总体上不需要为居民的
住房补贴过多的公共资源。

“独善其身”的关键原因

德国住房市场稳定发展，有效增
进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在其他发
达国家频频被房价波动困扰下，德国
得以“独善其身”的关键原因包括：

从供给侧入手，增产能、补短板，
优化供给结构。二战结束后，德国有
6200 万人口、1460 万户家庭，却只有
940 万套房屋可供居住，房屋极度短
缺。德国政府采用多种办法鼓励新房
建设，尤其是鼓励私人建房。例如，提
供 30 年至 35 年的无利息住房建设贷
款，对私人建房予以税费优惠，等等。

除了鼓励私人建房，具有保障性
质 的 公 共 住 房、社 会 住 房 也 得 到 发
展。德国分别在 1950 年和 1956 年制
定了第一部、第二部住房建设法，规

定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和低息贷款支
持包括私人资本在内的投资主体开
展社会住房建设，逐渐建立包括城市
政府、公有企业兴建的公租房和依托
民间资本建设的社会住房在内的多
途径供应模式。1950 年至 1955 年，
德国范围内有 180 万套住宅得到资
助。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德国的社会
住房占新建住房的 70%。

住房市场导向清晰，有完善的法
律制度设计。德国政府明确把住房
政策看作是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刻意淡化房地产业
的“支柱”地位。德国的住房建设法、
住房补助金法、住房租赁法和私人住
房补助金法分别为社会保障住房供
给、中低收入的房租补贴、租赁市场
的规范和私有住房提供法律框架，被
称为德国住房政策的“四大支柱”。

特殊的住房金融制度对稳定住
房 市 场 购 买 预 期 ，起 到 了 稳 压 器 作
用。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德国实行独
树一帜的“先存后贷”“低存低贷”和
固定利率的合同住房储蓄模式。其
前提是德国货币政策十分稳健、通胀
预期稳定。在这个背景下，消费者购
买力得到有效保障，也就稳定了供应
预期，房价水平亦相应得到锁定。

注意优化结构，租赁购买“两条
腿”走路。德国在市场租房领域实施

“解约保护”和“租金约束”政策。“解
约保护”指的是承租人可以不用给出

理由跟出租人解约，但出租人需要在
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提出解
约要求。“租金约束”即 3 年之内出租
人不得加价至当地房租水平的 20%
以上，各州政府每年根据数据分析制
定当地租金水平。

经验不能切割性移植

德国在打击投机炒房、促进全民
住有所居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
绩，很多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但必须
注意的是，这一整套政策根植于德国
社会、经济、金融体系乃至历史文化
的土壤中。对其他国家而言，很难碎
片化学习，也不能切割性移植。

比如，德国房价稳定与发达的经
济、稳健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极具
特色的合同住房储蓄制度，曾在上世
纪 90 年代被引入我国试点，但出现了
水土不服的情况；德国房价区域差异
小，更是该国区域相对平衡发展的产
物；德国居民的购房需求不太强烈，
与社会保障制度发达、不需要“以房
养老”等存在关系。

总的来看，在住房市场的法制建
设、租赁市场的规范、社会住房与市
场住房的协调统一等方面，德国的相
关 做 法 和 经 验 值 得 我 们 学 习 和 吸
收。此外，德国住房金融制度对于我
国住房金融体系改革，尤其是政策性
住房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有参
考价值。 （据《解放日报》）

德国如何确保“房子是用来住的”？

■博闻

■读往事

在我们熟知的反腐故事中，有
许多落马的官员，并不是自己去索
要贿赂财物，不少是身旁的亲属所
为。因此，教育和管好自己的亲属
及身边的人，成了为官必做的功课。

面对贿赂，有 3 种官员：一是有
理想品德之官，二是会算账懂利害
的官，三是糊涂昏官。有理想品德
之 官 ，古 今 有 之 ，绝 不 受 贿 。 行 贿
者 对 付 不 了 这 类 官 。 二 是 会 算 计
懂利害的官，这类官不在少数。小
恩 小 惠 打 不 倒 ，得 失 面 前 拎 得 清 。
记得 10 年前与一个国营企业老总
聊天，老总说，有的人提一包，装上
二 三 十 万 元 ，就 想 收 买 我 。 笑 话 ！
我 会 为 他 那 点 小 钱 动 心 ？ 我 给 你
算 个 账 。 我 这 个 老 总 年 薪 也 就 二
三 十 万 ，但 我 每 年 所 用 的 办 公 室 、

分 配 的 住 房 、专 车 和 司 机 秘 书 、公
务 差 旅 ，还 包 括 接 待 等 ，一 年 加 起
来 百 万 打 不 住 吧 ？ 我 会 为 他 那 点
零 碎 银 子 昏 了 头 ？ 这 样 的 官 员 会
算 账 也 懂 规 矩 ，虽 不 是 圣 贤 ，也 常
叫行贿者碰壁。三是昏官，虽然这
类 人 见 财 眼 开 ，大 小 通 吃 ，但 信 用
度差，官声不好，随时下台，行贿者
的风险也大。

所以，自古以来的行贿者都知
道从官员身边的薄弱环节进攻，容
易得手。所有的行贿都包装成“礼
尚往来”的朋友情谊，因此赤裸裸地
用成捆人民币去砸门，实在是测定
昏官的简易方式。战国时代，有个
门客上万的大名人孟尝君，他的父
亲是齐国君主齐宣王的弟弟田婴。
田 婴 是 载 入 史 册 的 行 贿 高 手 。 据

《战国策·齐策》载：“齐王夫人死，有
七孺子皆近，薜公欲知王所欲立，乃
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
劝王立为第一夫人。”这是个送耳环
探君主心的故事。齐王的大老婆死
了，王身边还有 7 个年轻的嫔妃。田
婴 想 知 道 当 君 王 的 哥 哥 欲 立 谁 为
后，于是献上了 7 副耳环，其中有 1 副
最为精美。第二天，田婴看那最美
的耳环戴在谁的耳朵上，田婴便进
言请国君立那个嫔妃为后。投其所
好，也知其所好，在今天我们换个说
法叫“雅贿”，从其喜爱处攻心，妻儿
亲人当数第一了。

如 何 当 好 官 员 的 身 边 人 ？ 孟
母 择 邻 ，岳 母 刺 字 ，都 讲 同 样 的 故
事 。 在 亲 属 中 ，最 近 的 当 是 夫 人 ，
最亲的当是儿女，最有影响的当是

母亲。中国古代官员德行中，孝悌
摆到前面，这说法在现代断过几十
年 ，现 在 重 提 此 话 ，意 在 和 谐 。 母
亲是孩子第一个老师，也是儿女终
生的榜样。东晋陶侃是个名臣，他
有 一 个 更 有 名 的 母 亲 。《世 说·贤
媛》载：“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
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
曰 ：汝 为 吏 ，以 官 物 见 饷 ，非 唯 不
益，乃增吾忧也。”陶母收到当渔业
管 事 的 儿 子 送 来 的 干 鱼 ，原 物 送
回 ，陶 母 责 子 说 ，你 替 公 家 办 事 把
公家的东西送回家，徒添了母亲的
烦恼啊。

若也有陶母这样的母亲，耳提
面命，那些坐在法庭被告席上的贪
官，估计会少一些吧。

（据《解放日报》）

耳旁的风与险

前不久，微信朋友圈里一个帖
子把人吓了一跳 ：据华西医院眼
科主任李丽教授透露，晚上熄灯
后千万不要看手机。因为，手机
强光直射眼睛 30 分钟以上，会导
致视力急速下降，还会造成不可
逆的眼睛黄斑部病变（相当于眼
部癌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主任医师
张军军辟谣说，首先他们医院眼科
并没有一位叫“李丽”的医生。其
次，黑暗中看手机易失明的说法也
不准确。再者，光线太强会让人的
眼睛感到不舒服，不舒服之后，一
般人就会自觉地把手机调暗，或者
不看。

至于眼部黄斑病，致病原因有
很多，常见的有先天性的黄斑病，
还有高度近视引发的黄斑病和老

年性黄斑病。黄斑病虽然会导致
视力下降、眼前黑影或视物变形，
但是这和晚上熄灯后看手机并没
有直接关系。

另有研究证实，手机发出的光
线与太阳光线的成分类似。所以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正常地在太
阳光下生活没有导致失明，晚上
熄灯后看手机自然也不会导致失
明。除非在另一种情况下，即直
接凝视太阳且时间过长，会造成
紫外线对眼睛的损伤，但在正常
情况下，一般人是不可能主动这
样去做的。

但看手机时间过长会造成用
眼 过 度 ，从 保 护 眼 睛 的 角 度 出
发，看手机的时间和频率还是适
度为好。

（据《工人日报》）

“黑暗中看手机易失明”没根据

■哈哈镜

■走笔

■知道分子

在人们印象里，鸡是笨或蠢的代名
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研究表明，鸡对于数字有一定的认
知。科研人员拿刚孵出的雏鸡进行实验，
结果发现它们能够区分数量，并有数量排
序的概念。人们在刚出生 5 天的家鸡面
前放置 2 组不同数量的物品，在用 2 块隔
板阻挡之后，它们还能成功找出哪块隔板
后面的物品更多，它们似乎进行了加减形
式的简单算数。

如果鸡看到一个移动的小球，那在
小球消失后，它还能记住其移动轨迹，记
忆能维持 180 秒；如果将小球的位移遮
挡住，它依然能记住其移动轨迹，时长为
1 分钟。在类似条件下，这一能力表现与
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不相上下。

鸡在争取更好的食物奖赏时，会保
持自制力。而且，还能自我评估自己在
啄食顺序中的地位。这两个特点是自我

意识的体现。
鸡的沟通方式也相当复杂，包括一

系列不同的视觉展示和至少 24 种不同
的鸣叫。家鸡拥有复杂的指示沟通能
力，这涉及呼唤、展示和啼叫等传递信息
的信号。例如，当有危险时，它们用此发
出警报。这种能力需要某种程度的自我
意识，以及领悟其他动物意图的能力。

鸡还能感知时间间隔，并预见未来
发 生 的 事 情 。 和 其 他 许 多 动 物 一 样 ，
当 所 处 群 体 环 境 需 要 其 解 决 问 题 时 ，
它们能展现出自己的认知复杂性。鸡
能 经 历 一 系 列 复 杂 的 消 极 和 积 极 情
绪，包括恐惧、期待和焦虑。它们能根
据情况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它
们 还 拥 有 一 种 简 单 形 式 的 移 情 能 力 ，
被 称 为 情 绪 传 染 。 家 鸡 们 会 互 相 欺
骗，并互相观察、学习。

（据《中国科学报》）

不要低估了鸡的智力

群众在树上驱赶麻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开

展了以“除四害”（四害系指老鼠、苍
蝇、蚊子、麻雀，1960 年以后以臭虫取
代麻雀）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说起“除四害”的种种场景，亲历
运动的老一辈人都有难以忘却的记
忆。清晨，大家拿着长竹竿、汽枪或鞭
炮爬上房顶，手执旗子、扫帚、毛巾吆
喝着，敲打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家
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
蚊子，集体去厕所、菜场等场所捕灭苍
蝇⋯⋯这场运动，留下的不仅是一代
人的记忆，也给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卫
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

中南海也不例外
1958 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次数

最多的一年，也是“除四害”运动最火
热、力度最大的一年。1 月初，毛泽东
来到杭州市视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
向居民询问这里的卫生情况。此前的
1957 年秋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
泽东发表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
话，特别提倡“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
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
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中国要
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
无苍蝇，四无蚊子”。犹如隆冬里的一
把火，毛泽东讲话和下基层视察卫生
的示范举动，将始于 1956 年的“除四
害”运动推向火热的高潮。

中南海驻地的党政机关每周腾出
一定时间，暂停日常的行政工作，高层
干部亲自动手清扫卫生。一天，时任
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接到市委通
知，让她带领工作组去辖区内的中南
海检查卫生。下午，她带着副区长和
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由中南海
的有关人员领着进入中南海。一路上
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
大玻璃。“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看
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陪着我
们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
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
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
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

上海 500 万人参与
为了赶上和引领形势，各级党组

织成立了“除四害”运动指挥部（办公
室），统一制定计划、组织运动的实
施。1958 年，北京将“除四害”的期限
定为 2 年，上海定为 3 至 5 年，河南定
为 3 年，江苏定为 4 年，有的县市甚至
定为 1 年乃至几个月。

经中共上海市委倡导，1958 年 4
月 17 日（周四，当时每周四定为无会
议日，有时间参加劳动）和 20 日（周
日，休息日）举行全民性的“除四害”突
击运动。伴随 4 月不断攀升的气温，
上海的“除四害”运动不断掀起阵阵高
潮。各区、各局紧急作出部署，各里
弄、单位、街道、甚至农村合作社的工
作人员全体动员起来，采取了大规模、
密集型的行动。在 17 日和 20 日这 2
天的突击日行动中，全市郊县各行各
业的人们全部投入其中，上到百岁老
寿星，下到几岁的小娃娃也行动起来，
参与人数达到 500 万人之巨。

曹家渡的张师傅讲述，每到傍晚，
里弄干部会挨家挨户发放浸泡过“敌敌
畏”或者撒上“六六粉”的纸，然后，邻居
们统一时间，紧闭门窗熏蚊蝇。喷药水
前，家里都会收藏起所有吃的、用的，人
也全部走到弄堂里。随后再用喷雾器
喷药。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同时行动，
放眼望去，四处烟雾弥漫，场面十分壮
观。集体行动后的几天里，大家睡觉都
不用点蚊香、挂蚊帐了。

麻雀被“平反”
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打苍蝇，

灭蚊子，定期上交“除四害”的战利品，
是学生时代经常要完成的作业之一。
1958 年，高建国还是上海普陀区某小
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学校领导说
要放 10 天假，不用上课，专门“除四
害”。10 天之内，每人要消灭苍蝇、蚊
子各 100 只，老鼠 10 只，麻雀 10 只。
苍蝇、蚊子要验全尸，老鼠交尾巴，麻
雀交脚爪，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进
课堂。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会不约
而 同 地 来 到 公 厕 聚 首 ，把 打 死 的 苍
蝇、蚊子装在小瓶子里，老鼠尾巴和
麻雀腿用废报纸包好，到时候上交给
老师。

可是，环境的改善却没有带来相
应的粮食增产。1959 年春，一些大城
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农村也
出现遍地虫害、粮食减产的现象。一
个事与愿违的现象出现了：四害几乎
绝迹了，粮食咋没增产呢？

1959 年底，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
张劲夫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就麻雀问题
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生物学家倾向
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
个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麻雀被“平
反”，代之以臭虫，1960 年以后，“四
害”也相应变为老鼠、臭虫、苍蝇、蚊
子。当年人人喊打的麻雀，现已列入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据《纵横》2016 年第 11 期 ）

“除四害”，
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春节过后，艺术类考生迎来了新
一年的“艺考季”，艺考大军背着沉重
的行囊，行色匆匆奔走于各大城市之
间。据报道，仅中国美术学院今年就
有 6.5 万人参加艺考。有趣的是，早
在 900 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宋徽宗赵
佶就开创了“艺考”的先河。虽然如今
的艺考与那时的艺术考试在内容和形
式上有很大区别，但其目的却是一样
的：促进艺术的发展。

一代书画巨匠
宋徽宗在历史上不是一个有作为

的皇帝，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个昏庸的亡
国之君，但不可否认的是，宋徽宗在琴
棋书画上有着巨大成就，尤其是书画
上，他的造诣很高，堪称书画巨匠。在
历代帝王中，就艺术成就而言，除南唐
后主李煜能与其相提并论外，几乎无人
能与宋徽宗比肩。元代脱脱编撰《宋
史》，在写宋徽宗本纪时，不由掷笔叹
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在少年时，赵佶经常和驸马都尉王
诜、宗室赵令穰等往来。以上二人皆喜
欢诗词歌赋和书画，受其影响，赵佶在
书法上进步很快，起初赵佶学的是黄庭
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的
瘦劲，然后再秉之以精神，出之以飘洒，
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又独出己意，
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

即位后，宋徽宗的书法深受大臣
们的喜爱，人人都以得到他的作品为
荣。据《宣和画谱》记载，有一天宋徽
宗驾幸秘书省，心情颇佳的他拿出自
己的书画作品来，凡是亲王和大臣，都
赐御画 1 轴和行草书 1 幅，由蔡攸负
责分发。当时众人受宠若惊，蜂拥而
上争抢，“皆断佩折巾以争先”。宋徽
宗在一旁看着这帮大臣们奋勇争先抢
夺自己的作品，不由地哈哈大笑。

除 了 书 法 ，赵 佶 自 幼 还 喜 欢 绘
画。目前在博物馆收藏的宋徽宗画作
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
江归棹》等。

提升书画家的地位
北宋的绘画艺术在宋徽宗时期达

到了高峰。当时的书画界，名家荟萃，
高手如云。这与宋徽宗推崇书画艺
术、提升书画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很
大的关系。

北宋沿袭五代旧制，建立了翰林
图画院，官职配备也非常完善，并且提
高其政治地位，改善其经济待遇。当
时文学艺术界官员能穿红、紫色的高
官服装，但不能配鱼袋（官员佩戴的证
明身份之物），但是唯独宋徽宗允许书
画院的官员配鱼袋。

宋徽宗在位时，还广收古物和书
画，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御前书画所，
由著名书画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
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书法有晋朝二
王的《破羌帖》《洛神帖》，更多的是唐代
名家的墨迹，光颜真卿的真迹就有 800
余幅。名画有三国时曹不兴的《元女授
黄帝兵符图》、曹髦的《卞庄子刺虎图》
等。宋徽宗并非附庸风雅，徒有虚名，
而是真正潜心研究。为便于保存，他把
收集到的法书名画重新装裱，亲自题写
标签，后世称为“宣和装”。他还命人将
历代著名书法家、画家的资料加以记录
整理，并附上宫中所藏的名家作品的目
录，编辑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
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
推动和倡导作用。

首次将绘画列入“高考”
把绘画列入科举制度和学校制

度，首创艺术考试，是宋徽宗的一大创
举。1104 年，宋徽宗设立画学，即现
在的美术专业学校，正式将绘画纳入

“高考”科目，以招揽天下画家。宋徽
宗设立的美术考试在京城汴梁举行。
他将美术考试分为佛道、人物、山水、
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徽宗亲自主持
当时的美术考试，并以文人诗句来命
题，要求考生画出这些诗句的意境，看
看谁的构思巧妙，不落俗套。如“野水
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

“踏花归来马蹄香”等题目。
一次，宋徽宗以“嫩绿枝头一点

红，动人春色不须多”为题，举行美术
考试。大多数考生着意于在花卉上装
点春色，画得万紫千红，春意盎然，尽
管画得惟妙惟肖，但是徽宗看后均摇
头不满意。独有一人构思巧妙，画远
处绿荫掩映的楼亭，一个红衣美女凭
栏而立，准确地体现了闺中少妇因春
色撩人、按捺不住思春的心情。画中
用红妆一点，渲染出诗句描绘的色彩，
用人点题，将色彩和人的感情糅合在
一起，更加接近诗中丰富的含意。宋
徽宗看后大为赞赏，中为魁首。

宋徽宗对绘画的重视，激发出美
术创作的繁荣局面，一大批优秀的画
家脱颖而出。据统计，宋徽宗执政时
有著名画家 48 人，是两宋画家人数最
多的时期，他们创作出许多精美的画
作，并被皇宫收藏。后来，这些美术作
品被编成 20 卷的《宣和画谱》，收入
6396 件作品，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美术
史的重要资料。

（据《北京晚报》

宋徽宗首创“艺考”

■大观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