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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收藏锡器的人少，写锡器书的
藏家少，还有，锡器造假的也比较
少。所以，我们至今还能在古玩市
场淘到真正的老锡器。
我的几件锡器却不是淘来的，

而是“现成”的。
如图左所示，这个六角老锡器

茶叶罐是我上辈人传下来的，外婆
就用过它。小时候我很不喜欢这个
锡罐子，一是因为我不喝茶，二是
因为它太沉，三是因为要盖上它的
盖子很吃力，按下去，弹起来，再按
再弹，好像装了弹簧一样。

后来才晓得，
锡罐正因为密封性
能好，才被用来放
茶叶。!"#$年，瑞
典哥德堡号船触礁
沉没。到了 %&'#

年，也就是 %((多
年以后，哥德堡号

被打捞起来了，船内 %(((公斤茶
叶由于锡罐封装严密，竟然没有
受到水浸而变质。

我的这个茶叶罐底部刻有五
个字：潮阳，颜吉顺。颜氏家族是清
末民初广东潮汕地区制锡名家，传
承了他的祖先颜和顺的精湛手工
艺技术。颜家的锡器一向制作精
美，造型出众，中外驰名。清朝皇帝
曾经赐赏衍圣公孔府一套 #(#件
满汉全席的餐具，就是颜和顺承做
的，很有点御制的味道了。

老锡器有黄、褐、紫灰、银灰、

黑褐这么几种颜色，年代越久远，
颜色越深。我的茶叶罐大概属于
褐色的吧，它不是一般老锡器的
黑灰色。
去年夏天我到山东避暑，在朋

友大姜家的博古架上看到图右所
示的这把锡壶。大姜说：去年女儿
梦缘结婚，我送了四个大茶锡罐给
她，如今，所收藏的老锡器就剩这
么一个了。我立刻说：这个锡壶还
是送给我吧？就作为哥哥我金婚银
婚铜婚的纪念礼物。放在你这里，
说不定哪天又被你送人了。
不由分说，我把锡壶从博古架

上取了下来，装进了旅行箱。
从朋友那里“抢”来的老锡

器是个酒壶，它的把柄线条流畅，
包着的藤条不松不散，紧密依旧。
尤其是它的包浆，很浓厚，很温
润，很迷人。我从来不买新的锡
器，那种锃光瓦亮的外表，生腥

气实在是太重了。
锡壶的底部有三个隐隐约约的

字：“仙!成”，中间那个字是三点水
广字头的，广下面是什么，看不清，
磨损了。溏？瀍？瀌？热望收藏好友
给予指点，让我知晓它的出处。

读者可能会以为锡酒壶的边
上那个小小的锡器，一定是和锡
酒壶配套的锡酒杯。不，也是一
只锡酒壶，只不过是微型的没有
盖子的锡壶，下大上小，造型风
趣，不要小看，它的肚子里也可
容纳一两酒呢。至于它的保温，
则需要温酒壶来帮它了。

王世襄说过：老锡器，多为
日用器具，但仍然满含珍贵的民
间记忆。

我的这几件老锡器大概也算
“民间记忆”吧？我更深的记忆
是：%&%)年，中国的锡器和茅台
酒一起，作为中国的珍贵特产，
参加了在旧金山举办的世博会，
荣获了金奖。
读者仔细找找，我们每个家庭

也许都能翻出一两件老锡器来的，
很多老锡器是很有味道的。

! ! ! !郑玉林先生是沪上资深的收
藏者，与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不同的
是，他不但熟谙各类藏品的收藏技
巧，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功底，往往
能探究藏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赋予
藏品更高的鉴赏价值与收藏价值。
一日，他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顿

饭，我欣然应约。到了才发现在
座的还有他人，一位是上海市收
藏协会的会长吴少华先生，一位
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研究部副
主任王毅先生。看看这两位的来
头，我寻思一会儿郑玉林先生定
然有好东西要拿出来与大家一道
鉴赏，果不其然，寒暄了没多久，
他就拿出一样东西来。

那是一本看起来颇有些年头
的笔记本，不过看造型应该是近现
代的东西，不算太老。早先听闻郑
玉林先生收藏了不少名人的手札、
书信、手迹等（如张大千、黄宾虹、
吴湖帆等人的书信），难道这本笔
记本里便收藏着这样一位名人的
手迹？只见他轻轻地翻开笔记本，
翻到某一页后便停住了，将那一页
很郑重地拿给我们看。
这是一页用毛笔写成的手迹，

初看其字，刚劲有力，颇有笔转龙
蛇之势，像是出自一位慷慨男儿之
手。再细读其内容，不禁让人肃然
起敬。“同胞应以生命贡献国家，抱
定为国效死之决心，与暴周旋到
底。”只言片语，流露出的却是为国

抗战到底的壮怀激烈，原来这是抗
日名将谢晋元将军的手迹。

谢晋元将军是广东梅州蕉岭
县客家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
期。!&*"年淞沪会战打响，日军企
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
路，不断增调援兵，形势十分危急。
谢晋元受命率领士兵留守闸北，掩
护大部队撤退，几番激战后于次日
凌晨进驻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并
就地死守，与日军鏖战 +天 +夜，
击退敌人 ,次进攻。
四行仓库原为盐业银行、金城

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在上海
设立的联合营业所的仓库。谢晋元
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开后，上海
人民无不敬佩感泣。人们将奋战的
士兵誉为“八百壮士”，各界群众更
是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危险，纷纷
聚集在苏州河南岸，以表示对抗战
孤军的尊敬和关心。上海市商会还
特地委派一队由 %%名女童子军组
成的进步学生队伍，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往四行仓库进行慰问。其中的
一名女童子军尤为感佩谢将军的抗
战精神，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请
谢将军留言，以勉市民、以励国人；
谢将军亦无推辞，慷慨挥笔，留下了
至今仍让人动容的壮志豪言。

看着这份书写在已然泛黄的
旧纸页上的手迹，忆古思今，大家
都不胜唏嘘。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王
毅副主任最为激动，连忙追问此物
从何而来。原来这是郑玉林先生的
旧藏，最近在整理旧物时偶然发现
了它，同时又念及很快就是抗日战
争胜利 "(周年，政府近来也有重
建四行仓库博物馆的计划，便特地
将它公开，还请来专家一同鉴定。

作为一名武将，而非文人、书
法家，谢将军生平留下手迹却不多，
除了郑玉林先生收藏的这份手迹
外，只有其家乡的“谢晋元纪念馆”
中还藏有一份。也难怪王毅副主任
会那么激动，甚至极力游说郑先生
将它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

其实，不管此物最终归于何
处，幸运的是我们还能再见到它。
睹物思贤，但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能够不断强盛、长享和平。

! ! ! !近日，在文庙中觅得一
本《东南书画集》珂罗版。
内收唐云、来楚生、张炎夫、
周炼霞、等人的十多幅书画
作品，而在最后一页中则有
东南书画社教授书画简章。
这本 %&++ 年出版的美术画
集，实际上是当时沪上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东南书画社的
官方出版物。
民国时期美术社团的大

量涌现，是近代中西文化全
面冲撞融合的产物。特别是随着近代
学校美术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为美术
社团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
证。为宣传、推广自己的艺术主张，展
示成员风采，民国时期绝大多数的美
术社团都有自己的刊物，用以刊登会
员作品及理论研究成果。而且，由社团
编辑发行的刊物是为宣传本社宗旨和
艺术主张直接服务的，因此，一般都有
一个对美术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并
以之作为办刊宗旨。这些专门性美术
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美术相对封
闭的创作和研究方式，适应了现代学
术发展的要求。它一般有较为固定的
作者群，对问题的探讨比较集中、深
入，易于形成较强的学术影响。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唐云、来楚

生、白蕉、张炎夫等海派书画名家共
同创办了东南书画社，而《东南书画
集》则是这个社团的官方刊物。从版
权页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珂罗版
书籍是在 %&++年 %%月发行的，当时
的售价是中储券 )((元。这本画集的
序言是由白蕉先生写的，而第一幅作
品则是唐云先生的墨荷。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唐云先生移

居上海并主攻花鸟。在绘画上，唐云先
生很注意花叶的细节描绘，但画法尚
拘谨稚嫩，在《东南书画集》上刊登
的这幅作品应该算是当时的代表作
品，但是与其晚年的作品相比，还是
有着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唐云先生书
写的题跋上，也可以发现不同的面
貌。在这本画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当时许多著名画家的书画作品，像来
楚生先生的书法作品以及周炼霞的人
物画，都是十分精彩。
《东南书画集》的价值除了著录作

品的参考性之外，对于研究当时上海
的美术教育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在《东
南书画集》最后一页上，不仅有东南书
画社丛书的预告，而且还有教授书画
的简章，其中提到东南书画社的宗旨
是以培养美术人才、发扬国粹。招收的
学员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级别。初级
班为六个月，高级班为两年。当时教授
山水的是唐云、郑石桥、张炎夫；教授
花鸟的是唐云和庞左玉；教授人物仕
女的是沈子丞和周炼霞；教授兰竹的
是白蕉；教授书法的是马公愚、白蕉和
杜进高；教授金石的是来楚生和杜进
高；教授诗文的是杜进高和周炼霞。

从目前一些近代书画家的简介
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经
历中，就包括东南书画社。像书法篆刻
家翁运凡于 %&++年就曾在上海东南
书画社学习，从师马公愚、白蕉，工篆
隶正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画
集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美术社团以及
作用，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 ! ! !曹植在《芙蓉赋》中曾有言道
“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盛
赞芙蓉的灵妙。所谓芙蓉，便是荷
花。荷花盛开总在夏日。花朵破淤泥
而出，却明净无垢。慵懒如散仙一
般，垂目于河塘之上。任你凡间俗人
仰慕观瞻，吟唱赞颂。夏去秋来，它
便不带一丝留恋地重回淤泥之中，
宁死也不愿受那秋雨冬风之苦。荷
花的一生，诗一般的不带一点造作，
有的只是纯自本心的洒脱。正因如
此，诗人们都爱荷花，大约也只有诗
人才能真正的看懂荷花，进而画出
动人心魄的真荷花。

曾听一位教文学史的教授说
过，神话中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和诗
人很像，所以也被称为诗性思维。人
类在懵懂之时，对天地宇宙的诠释
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任意妄为地随
性畅想。随着历史的慢慢推进，人们
的思想渐渐的被名为知识的东西禁
锢，开始选择用安逸而方便的方式
生活。那些传自上古的神话也渐渐
的被当成了小儿枕边的故事。所幸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不愿受此安逸的
愚人，他们会无视前人留下的经验，
并以亲身去体会这个世界。这些走上
荆棘之路的人，有的被称为哲学家，
有的则被称为诗人。人类的文明残酷

而不可逆的发展着，人们越来越聪
明，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做愚人，于
是诗性在人们身上也越来越罕有了。
世界总是公平的，有所得便必定有所
失。于是，今人的画作中便很难再看
到那些让人心驰神迷的墨荷了。
然而，诗性是人的本源，虽然会

被遗忘，但是永远不会真的被磨灭。
这也是为何身在当今的我们，仍会
被青藤、八大、石涛的荷花所感动。
诗性既然不灭，那它就总有复苏的
时候。近百年来，又出现了一位能
画出如诗一般荷花的人，他就是唐
云。唐云是杭州人。在西湖边长大
的人，性格中的闲雅，即便没有与
生俱来，也无法躲避的会形成于后
天。夏风起时，西湖之上满眼俱是
碧环红蕖。要说世上还有什么能唤
醒人的诗性，这一湖的出水芙蓉想
来也应是可以了。
唐云的荷花，如按年代顺序细

细看来，便可看出他内心诗性慢慢
觉醒的一抹轨迹。唐云年轻之时，便
以落笔灵逸闻名。他笔下的荷塘，不

管是鱼虾、青蛙，还是蜻虫，都可在
纸上那方圆之地悠然游荡。唐云总
可以把荷塘内的种种，都悉数纳入
画中，可也恰恰因此，他早期的画
作，总会给人一种拘禁的封闭感。世
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无穷无
尽，是因为它的不可被包容性。画也
应当是如此的。一幅画，永远只能是
世界的一个断面，一个角落，只有这
样，它才会有延展的空间，从而显得
更是浩瀚。这和我国古老的神话是
非常相似的。追日的夸父、他死后留
下的桃林、还有衔西山之木以填东
海的精卫，这一个个片段，一张张残
缺的画面，虽不完整，却是那样的
美，如诗一般的美。不知何日开始，
唐云偶尔会在画作上题写一些诗
作。题诗可能只是不经意间的一个
举动，但无疑唐云是早已意识到画
应该要有神话般的诗性了。他的荷
花画得越来越好，当他终于抛下笔
头的精细和布局的巧思，开始随性
地赞美荷花的芳容时，哪怕只是一
个侧脸、一个背影、一个眼神，诗一
般的荷花便出现了。他的荷花如诗
一般的斜倚纸上，以至于后来的另
一位也同样是钟爱荷花的画家张桂
铭，在看到他的一幅遗墨之时，也忍
不住题上了一句东坡的诗文“水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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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来暗香满”。这是画者间的认
同，对诗性的认同。而这幅墨荷
我也有幸收藏至今。

“与暴周旋到底”! 张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