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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四大名砚之一歙砚目前

涨势惊人，几年前才 20元一块的

砚石，现在能卖到 2000元；过去千

元级别的货色，如今身价高达数万

元。歙砚价格如此疯涨究竟为哪

般？

歙砚是中国古代四大名砚之

一，又被称为龙尾砚。近日，有行家

前往江西婺源砚山村，也就是老坑

歙砚的原材料产地。由于老的坑口

已限制开采，当地的农民几乎都在

自家后院里囤积了大批原石，足够

卖几年，一年卖出几百万元根本不

成问题。还有的当地人由于好料缺

乏，竟将自己的老屋拆掉，因为当

年建房时用的很多石头其实就是

老坑砚石，拆房挖出来的石头卖了

能盖好几栋别墅。不过，这也导致

当地许多经典的徽州风格民居不

复存在，非常可惜”。

“原材料的确太贵了，我们买

的时候也要看运气。”工艺美术师

多有表示，“现在有很多人直接跑

去产地收料，价格被抬得很高。如

果一个人收一块料花 8万元，那我

就买不下手了。”如今艺术家和工

匠也得去农民那儿适当囤料，以免

断炊。

好料产于婺源，好工出自歙

县———这是行内人对歙砚的基本

共识。据业内人士介绍，如今歙砚

涨价幅度最大的主要是旧时的四

大名坑，许多人因此将目光转向各

处新坑，开始新一轮的资

源争夺战，这与广东端砚

的现状非常相似。以前2

万元就可以买半车拖拉

机拉着的老坑料；10年

前一麻袋普通的老坑石

只卖100元，巴掌大的老

坑石还被拿来填路。

老坑石到底贵在哪儿？

除了石质特别优越外，其“名

坑效应”不可忽略。而存量稀少，特

别是大料难觅，更成为老坑价格上

涨的理由。不过，这并非代表老坑

石资源已枯竭。还有一部分老坑料

收藏在藏家手中。除此之外，与老

坑“同源”的旧坑仔料，也因此“鸡

犬升天”，许多囤货者都寄望旧坑

仔料和上等麻子坑料今后卖出老

坑的价格。新坑的纹路和质地相对

差些，但其中的精品可达到老坑中

高档的水平。

古人讲究收藏砚台应遵循中

国传统文化的“正脉”，讲究文人气

息，不应过分追求工艺的繁复和花

哨。砚台的性质和特点就是研墨，

而仿砚形的石雕工艺品早晚都会

退出主流舞台。但在现实中，也有

艺术家强调现在的砚台的发展分

成好几块，有的是专门用来欣赏

的，与雕塑无异，有的还保留实用

性，继承传统。

一般喜欢精品小砚台的都是

专家和行家，因为老坑石含有石

英，出墨效果好，

而材料相对差一点的新

坑大件的东西就卖给一些附庸风

雅的大款充充门面。还有昌化老板

请歙砚艺术家用他们的技法去加

工鸡血石，做成山水、人物的雕件、

摆件。装歙砚的盒子大多配的是徽

州当地的百姓的拆房老料，多为香

樟木、红豆杉等名贵木材，这也算

是从包装和内容上都原汁原味地

传承了徽文化，在其他砚种中较为

少见。

砚石中云母和石英等分布密

集、聚结紧凑，使得歙石纹理缜密，

坚润细腻；平均硬度达肖氏 40度

(摩氏 4度)，比墨的硬度平均高出

一倍。所以在用墨研磨时，发墨益

毫，“贮墨不涸”，“磨之无声”。就是

下墨快，不损笔锋，贮墨不易干涸，

磨墨时噪音低的意思。砚必须配好

墨，而市面上几块钱一根的墨都不

太能用，起码要 3000元以上的墨

才能匹配，太差的墨还会将好砚台

磨坏。 阿飞

许多年前，笔者收藏了一只清代

水晶雕三足蟾摆件。蟾，即蟾蜍，两栖

动物，体灰褐色，善于捕食昆虫和小

壁虎等。三足蟾，是被神化了的蟾。

传说在康熙年间，苏州有个大商

人叫贝宏文，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善

人。有个叫阿保的小伙子找上门来做

佣人，贝宏文便收留了他。这阿保一

天到晚忙个不停，干活特别卖力。他

干活不要工钱，而且有时一连几天不

吃饭也不喊饿。贝家的人都感到很奇

怪。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可以把陶瓷

做的尿壶像翻羊肚子似的翻过来，洗

刷里面，然后再复原，陶瓷的尿壶在

他手里竟然像柔软的面皮。最让贝家

及邻人神异的是阿保戏大蟾蜍的事。

阿保到井里打水，打上来一个大蟾

蜍，奇怪的是，这个癞蛤蟆不仅形体

巨大，而且只有三条腿。三条腿的蛤

蟆是传说中的灵物。阿保对贝家说：

“这个蟾蜍逃走已经好几年了，今天

总算将它促住了！”左邻右舍的人都

跑来看热闹，并竞相传说这阿保就是

戏蟾的刘海蟾。阿保见自己的身份已

经暴露，便谢过主人，冉冉升空而去。

刘海捉金蟾的目的有不同的说

法。一说刘海以金蟾为食。金蟾是民

间信仰中的灵物，刘海以之为食，说

明他神奇非凡。又一说刘海捉金蟾是

令金蟾吐金，施济天下穷人。

金蟾是民间传说中能吞吐金钱

的灵物。把蟾与金钱联系起来，可能

是由于蟾身布满类似金钱的斑纹之

故。刘海捉金蟾的方法是根据金蟾的

“习性”，以一串金钱引诱并钓住它，

即民间所谓“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

钱”。由刘海戏金蟾演变为钓金蟾，行

为的目的也由除蟾祟演化为获取金

钱，刘海遂成一位财神。这位财神爷

以特殊的本领给人间带来金钱，他钓

金蟾，金蟾则吐出金钱，金钱又被源

源不绝地撒布到人间。

从报上获悉将有一场“红色收藏”

拍卖，抽空即去预展现场领世面。预展

挺正规的，二百多件拍品按种类有序

安置在玻璃橱或立柜里，分别是书籍、

宣传画、瓷器、日用品等。当然我最关

心纸类拍品。一圈兜下来惊喜望见一

套《毛选》（4卷），土黄色书套以及书

套上毛泽东左侧雕像。再瞧书下标注

预拍价格为 1千元人民币，满心欢

喜，因为本人也藏有一套（就缺书套）。

可能大家都以为《毛选》没什么稀

奇，过去每家至少备有几套。其实不

然。要知道大多数人家有的那种《毛

选》均是 20世纪 60年代出版的“普

及本”，字体是横排的，不相信可以把

《毛选》第一卷翻到最后版权页，跳出

一行小字：“根据 1952年 7月第 1版

重排本。1966年7月改横排本”。传说

这一版本的《毛选》（4卷）印了上亿

册，所以目前市场价格不高，大约 60

元1套。

“普及本”版权页里透出信息，

1952年出过一套“重排本”。“重排本”

字体直排，印数各为几百万册，目前流

传不多，估计要下些功夫才能集到，市

场价格没200元拿不下来。

而“重排本”第一卷版权页上又显

示，在“重排本”之前还存在着一个于

1951年 10月出版的“初版本”，即预

展上展示的那套。打开第一卷翻到扉

页，发现毛泽东标准像不同于“重排

本”和“普及本”上的那张（毛主席标准

像只出现在第一卷里）。该标准像脸稍

向右转（另外两种版本为正面像）。再

仔细对照“初版本”和“重排本”，两者

之间竟然相差整整 30页，原因是“初

版本”没有将毛泽东最满意的哲学著

作之一的《矛盾论》收编进去，这在“初

版本”第二卷中有详细说明：“本卷所

载《矛盾论》一文，按著作时间排列，应

收入第一卷。现暂刊于此，拟待再版时

移入第一卷”。

《矛盾论》是毛泽东 1937年开始

写作，公开发表于 1952年 4月 1日。

但“初版本”第一卷是在 1951年 10

月第 1次出版，因此造成“重排本”和

“普及本”中《矛盾论》放在第一卷，“初

版本”却排在第二卷的奇特现象。“初

版本”1至 3卷的印数均为近百万册，

文庙地摊常能见到，但品相好的很少。

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毛

选》，大概有十多个版本，其价格对工

薪爱好者来讲，可能是天价了。当然要

想收藏 1991年 6月出版的第 2版

《毛选》（4卷），不妨直接去新华书店

购买，全新品相。

《毛选》的出版和发行对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起到决定性作用，犹如美国总统尼克

松 1972年首次访华时同毛泽东一见

面，便发自内心地赞扬：“主席的著作

感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孔东梅《改

变世界的日子》）。”所以收藏《毛选》，

无论精神上或物质上，都受益匪浅。

家中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当年书法

家任政先生的墨宝，无论是在金山海

滨小城，还是沪上寓所，凡是到访亲朋

好友总会被任政先生秀丽而飘逸的书

体所吸引，都会无一例外地提出同一

个“问题”：你认识书法家任政？只能如

实告白，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就知晓如

雷贯耳的工人书法家任政的大名。记

得有次诗友聚会的晚上，一位过从甚

密的诗友告诉我，任政先生对我前两

天发表在《文汇报》的小诗很是赞赏。

他提议，请任政先生为我撰写，配上镜

框，挂在房间里，可是蓬荜生辉啊。主

意是不错，可我和先生素昧平生，加之

自个脸皮薄，万一闹出个闭门羹的“故

事”来，岂不贻笑大方？诗友善解人意

地笑着说，这样吧，我去任政先生金陵

东路的家里替你说说。

不过一周的时间吧，诗友手捧着

一卷宣纸光临寒舍，从他喜上眉梢的

神态便知“大功告成”。朋友小心翼翼

展开，典雅精致而飘逸的“任体书法”

便跃入眼帘，经先生大笔挥就我的小

诗，顿觉气韵生动，光彩夺目了。

“登台先唱韶山颂，歌声未落掌

声动，不是我有好嗓门，颂歌出

自心窝中”。我不谙书法，说不出

道道，但先生洒脱的字体，让我情不自

禁想起“认真”两字。“认真”，任政，莫

非先生姓名的谐音就是从中而来，用

自己的书艺，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为我

们古老民族书园增添一分光彩。

先生的墨宝不仅受到左邻右舍中

书法爱好者的推崇，也让我们这些平

时写点小诗小文者啧啧称奇，可见平

民书法家在人们心目中沉甸甸的分

量！有时兴之所至，几位诗友相聚寒

舍，舞文弄墨，临摹先生的字体，临来

摹去，别说形似差了一大截，先生字体

的精气神那就更是望尘莫及啦。只能

自嘲，你既缺少书法的灵气和悟性，你

就自作多情以为书法家就这么好当的

吗？！

清水晶雕三足蟾 歙砚价格如此疯涨

任政先生的墨宝

拍卖会上看《毛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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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水墨提名展
展览主题为“与明人对话：当代画

家面对传统的六种态度”，即日起在朱

屺瞻艺术馆展出。展览将六位居于上

海的当代画家：王劼音、仇德树、卢辅

圣、芭芭拉·爱德斯坦、丁蓓丽、刘永涛

的作品与明代画家林良、张瑞图、冯起

震、冯可宾、方以智的作品进行对话。

明代画家作品均为朱屺瞻先生旧藏，

这次是首次公开展出。

旧城旧影老明信片展
由上海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市闵行

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旧城旧影———

老上海明信片展”，日前至 12月 15

日于莘建东路的闵行区博物馆展出。

展览分为斯土斯民、黄浦江边、苏州河

畔、南京路上、水陆交通、沪上风光等

六部分，共展出200余张老明信片。

亚洲当代艺术馆藏展
“亚洲线索———亚洲当代艺术馆

藏展”，即日起在龙美术馆推出，这是

开馆以来的首次国际性艺术馆藏展。

秉承收集、梳理、研究、推广和价值建

构的原则，展览将以全新的视角呈现

龙美术馆独特的亚洲当代艺术收藏。

展出包括绘画、雕塑、摄影、影像、装置

艺术在内的40余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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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拍卖公告
上海宏大 2013年艺术秋拍

卖会，预展时间：10月 25~26日，

拍卖时间：10月 27日，地址：黄浦

区图书馆(福州路6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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