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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拙文《十五雅士共献千龄扇》
于 !"#$年 %月 $%日蒙《夜光杯·
民间收藏》刊出后，多位友人来电
话或电子邮件，表示对先祖父与诸
多书画名家的交往颇为关心和有
兴趣。北京的苏洪钧先生帮助在网

上寻到“达邦”先生可能就是国医
郑达邦，或书画收藏家杨达邦；“季
眉”先生是王一亭的公子王传焘。
陶冷月先生的公子陶为衍先生说，
他正在编綦陶冷月先生年谱，拙文
为他提供了史料。由此，我想对先
祖父局仙公与十五雅士的翰墨交
往再充实整理出来，以飨读者，亦
资对这些先辈前贤的缅怀和纪念。
先说苏局仙和陶冷月。
陶冷月先生，$&'(年生，江苏

苏州人，一名陶镛。擅长国画、装饰
设计，曾任暨南大学及南京美专美
术系教授，出版有《冷月画集》等，
是著名老画家。$'&)年 $!月受聘

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年辞
世。陶老在《千龄扇》上题写寿字后
署“陶冷月，年八十二。”

祖父为答谢陶冷月先生曾回
赠一首五言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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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冷月先生校正。丁巳春
月南沙苏局仙。”丁巳即 $'%%年。
南沙是南汇之别称。

我得知此祖父遗墨，纯属偶
然。正当我编汇《苏局仙墨迹选》期
间，陶为衍先生恰在 !"")年 !月

$"日的《新民晚报》上看见拙文《祖父
的诗札》中说到我正在潜心搜集、整
理祖父的遗作，热心的他立即写信
通过编辑转给我，说他收藏着我祖
父写给冷月先生的诗札。他正在编
《陶冷月画集》深知资料搜集之不
易，所以特意寄来。此前有张素心老
师送我局仙公写给钱释云先生的诗
札，今又有陶为衍先生寄来局仙公
写给陶冷月先生的诗札，他们的热
情支持鼓励着我，终于在 !""*年由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苏局仙墨
迹选》，祖父写给钱释云、陶冷月
先生的诗札已编入其中。
图为苏局仙回赠陶冷月的诗札

! ! ! !笔洗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之外的一种文房用具。作为用来盛
水的文案小品。各种笔洗不但造型
丰富多彩，情趣盎然，而且工艺雅
致精湛，形制乖巧逼真，传世的笔
洗中，有不少可谓是艺术珍品。宋
代已有典雅的瓷笔洗问世。笔洗有
很多种质地，包括瓷、玉、玛瑙、珐
琅、象牙和犀角等，基本都属于名
贵材质。但文玩之乐多样+竹雕笔洗
因其大小适中，尺寸刚盈手掌，文
人摩挲之，可欣赏古人奇思妙想，
置于书斋上既可追思历史，亦感受
悠然与清雅。故自明、清朝以来，竹
雕笔洗也引来了不少文人的瞩目
和藏家的关注。

今年清明后不久的一天，程裕
新茶叶店经理杨卫兵邀我与其同

去浙江杭州品香茗。其
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西
湖的荷叶与荷花。“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
蛙声一片。”那是何等
美的意境啊！只可惜时

候未到，加上正好有事便推辞了。
晚上，我取出家中收藏的一件竹
雕青蛙荷叶笔洗（见图 $、!，长 $!

厘米，宽 $" 厘米，高 % 厘米），细
细把玩，竟又想起了许多美好的
事来。这件藏品取之天津一个藏
家，并曾失而复得。去年夏末初秋
的一个周日清晨，我推着自行车，
经过小区门前的池塘边，顿时便
有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
“哈，梦中的荷花醒啦！”我停下脚
步，饶有兴趣地观赏着一池的荷
花和荷叶来：那荷叶就像一把把
撑开的伞，上面的茎脉绿得那么
新鲜；荷叶中冒出了许多荷花，有
的花瓣全都开出了，有的才展开
两三片花瓣，还有几个睡莲，歪着
脑袋紧贴着水面……

一路带着美好的心情，我便很
快骑车来到了豫园藏宝楼。一圈兜

下来，一件竹雕青蛙荷叶笔洗吸
引了我，卖家姓张，是天津人，来上
海练摊不久，一番出价、砍价下来，
最终我们俩离成交价还相差 !"""

元，而此时我身上已没有余钱可以
加价了。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张先
生得知我痴迷老竹雕后，爽快地答
应这件笔洗不会卖给他人，下次与
我见面时再带来。二个月后，张先
生一到申城，便打电话给我，我匆
匆赶到了他的住地，双方各让半步
后，那件青蛙荷叶笔洗便收入我囊
中。晚上，我急切地欣赏起这件藏
品来了：笔洗选用竹根精心雕刻而
成，主体以荷叶和青蛙为形，一面
蛙呈足，荷叶浑圆、厚重，聚拢成
洗，撇口、口沿外撇，一侧内卷，宛
如荷叶被风吹皱；反过来的一面却
变荷叶为底，一只乖巧可爱的青蛙
匍匐在一张经脉凸显的荷叶上，蛙
头又宽又扁，鼓着一双圆溜有神的
大眼睛，四肢两撑两蹲，俨然一副
正欲捕猎状，着实自然生动。纵观
这件品相完整的竹雕青蛙荷叶笔
洗作品，包浆厚重莹润，设计别出
心裁，雕工镂技精湛，刻画稚朴细

腻，其多趣传神之态让赏者不禁为
之动容，可谓一件上好的清中期的
文玩佳物。

竹直而根硬与蛙、叶的软和柔
时常在我心里形成强烈的对比，但
它们在我的眼中相处和谐宁静，显
得真实、悠然和可爱。竹子“未出土
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青蛙是害虫的天敌，蛙声夏夜年年
伴我入睡眠；而荷叶吸引我的在于
它的精神美，它不像荷花，没有好
听的名字，但它从不争名求利，不
论环境如何变化，总能看到其守护
的专注。

细细地欣赏完那件青蛙荷叶
笔洗后，思绪如潮，我问我老婆：
“哎，是不是我太多情、很傻呀？”

! ! ! !此齐白石（$&*,-$'(%）篆刻闲
章，印面 !.$厘米，高 (.)厘米。寿
山芙蓉系红半山质地，色泽妍美沉
醉，钮工古朴生动，旧气淋漓，包浆
深厚润泽。印文“渔翁”朱文二字，

受印者无考，曾见“渔翁”白文章，
齐氏印谱有著录。

赏白石老人印艺，篆法得力
于“三公山碑”与“吴纪功碑”；章
法虚实相生，平中生奇，极富音乐

节奏感；用刀粗犷雄强，爽利劲
健；线条之刀痕一边自然斑驳，一
边光洁硬挺，尤显金石气，齐白石
独创的“齐派”单刀法，一览无余，
令人回味无穷。

! ! ! !自幼与车马炮结下不解之缘
的我，每到夏天乘风凉的时候，总
喜欢坐在一只方藤凳上，在天井里
与对门的老宁波对弈。之所以找宁
波老伯下棋，是因为他的棋艺高
超，且关键时还教我该怎么走；之
所以喜欢坐藤凳，是因为夏夜老房
子闷热，坐藤凳高低适中，凉爽透
气，习惯使然。

孩提时，要搬动这只方藤凳，
一个感觉：沉。原因，一是无把手；
二是沉如磨盘。我搬它，用的是双
手，且要搁在肚皮上，才能迈步前
进。坐于藤凳下棋，似有灵感徐徐
袭来。

其实我家藤凳有一对，一只常
用，另一只塞于老祖母的梳妆台
下。其时，我尚年少，不识此藤凳属
何种材质，只晓得是祖上传下的
“老古董”，放于墙角，还不屑一顾
呢。后来，才听得母亲对我说，这对
藤凳是你爷爷的母亲（我的曾祖
母）从无锡带来留下的。如今想来，

太婆 #无锡人称呼曾祖母$$'()年
#时年 !"岁$仙逝，也就是说，这对
木藤凳的“寿命”，早已逾越一个世
纪以上了！

暇时细看藤凳，色泽暗红，木
质紧密，分量厚重。长、宽均尺余
（)(厘米），高度稍高些（)%.( 厘
米），乍看，几近正方形。后有行家
一看，认定此凳木质为榉木，故沉
不可移。凳面为细藤，坐感舒适透
气，夏秋愈觉惬意。凳面下沿还刻
有祥云状花纹，尤显古朴文雅气
质。据有关资料介绍，榉木，也可写
作“椐木”。它产于我国南方，与北
方的榆齐名，称“南榉北榆”。由于
榉木木质紧密，木纹细直，且组织
结构斑节少，纹理清晰，色调柔和，
性能稳定，是做家具的好材料。老
榉木中，还有赤色的“血榉”，更为
珍贵。而我家的藤凳，正近似此种
颜色。故而，榉木虽不能与黄花梨
等名贵木材相提并论，但它的身价
同样不菲。在荧屏观看央视 , 套

《走遍中国》栏目时，还见到高山地
区的悬棺奇景，其棺椁正是用榉
木作原材。由人工分头将一块
块加工好的榉木棺板从悬崖
峭壁背上去，然后在山穴处
组装，最后放入尸体封
盖。此棺木历经风吹雨
淋，千年不腐。我国古
代还用此木造桥，盖因
其不易腐烂，抗冲击。此
外，还可做枕木、拐杖等。

到我退休时，这一对家
传藤凳，依旧硬朗如故，只是
天长日久，藤面已然凹陷，且经三
次搬家，托住藤面的棕丝亦不堪重
负了。几年前，我请来工匠，上门修
理。整修时，我饶有兴趣在旁观看，
原来此藤面是用木条压嵌，再打入
竹榫绷紧。就像修棕床一般，全然
不用一根铁钉。眼下，藤面成色尚
显半新，假以时日，等它转为褐红，
与木色浑然一体，就修旧如旧啦。

现我年届七旬，又可坐上藤凳

与对手驰车跃马，再寻枰上乐趣。
龙年春节，两个外孙来拜年，发过
压岁钱，还对他俩郑重言明：“这两
只祖传藤凳，将来你们各人一只，
留作纪念，也是表兄弟的佐证。”屈
指算来，这对尺许见方的榉木藤
凳，到我外孙手里，已是第六代传
人了，且尚无穷匮也。这真是：藤凳
传世代，睹物思亲情。

近代齐白石篆刻闲章

! ! ! !不久前，我在藏
友那里看到了浙江省
海盐县在建国前的一
份弥足珍贵的红色小
报《行报》。根据有关
资料说明，让我了解
到这份《行报》的办
报者是如何不畏艰难
险阻，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的斗志和他们
的斗争历程。

$',% 年 $$ 月，
海盐县的城乡开始出
现了一份八开四版的
红色小报《行报》，它
似一道冲破黎明前黑
暗的曙光，让海盐人
民为之一振，激动万
分。因为这份小报及
时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
期的政策，报道了被国民党当局所
封锁的解放战场前线的真实情况，
还频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
质以及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这份报纸由中共地下工作者杨

竹泉（又名杨雪峰，公开身份是海
盐县警察局督导员）任社长，由朱
聚生 （海盐县沈荡镇国民小学校
长） 任总编辑，聘请陈文元为经
理，社址设在海盐县第一大镇沈荡
镇商会。同时又从苏州聘请了中共
地下党员张辛如和党的地下工作者
沈志直任编辑。因此，《行报》在
当时的国统区里，实际上是中共地
下党组织控制的一个舆论工具。报
名“行报”，寓意“一是力行，就
是能说能做，不讲空话；二是‘天
行健’，学习自强不息的精神”。自
$',%年 $$月 $'日创刊至 $',&年
$$月 !!日，每周一期，先后共刊
印 ,)期，每期发行 ,""至 (""份。
由于《行报》内容丰富，注重新闻
和特写，还有《生路》《草丛》等
文艺性副刊栏目，深受读者的欢
迎。这份红色小报是该县建国前发
行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
一。

《行报》刊印以后，经常以其
锋利的笔芒，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
局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所作所
为，从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
注意。$',&年 $"月中旬，国民党
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名便衣特务身
藏武器来沈荡镇密查朱聚生及《行
报》的情况，因一无所获而悻悻离
去。同年 $$月 !!日，《行报》被
国民党当局无理勒令停刊，报馆被
查封。此后，编辑沈志直在回苏州
老家遭逮捕坐牢，社长杨竹泉、编
辑张辛如等人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
长期监视。
虽然这份红色小报从创刊到停

办只有一年时间，但它在当时还是
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中共地下
党员、总编辑朱聚生（后来成为革
命烈士）亲自撰写的如《民主从何
谈起》 《政治十大缺点》等大量犀
利尖锐的评论文章，矛头直指国民
党统治的腐败政府，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假民主、真
独裁的阴谋，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
真面目。朱聚生还经常利用 《行
报》 这块阵地，成立“阅读交谊
会”，其范围广及全县乃至附近邻
县及杭州、上海等地，通过通讯、
集会形式，组织许多进步青年，阅
读进步书刊，引导他们提高思想觉
悟，不少有志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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