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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溽热闲散，便在家“淘书”。这
是书友李福眠兄的发明，即经常盘
点书房所藏，会意外发现时过境
迁，自己也记不得的旧籍，感觉像
又淘得珍宝一样。这不，一册老期
刊赫然入目：《新中华》，且为创刊
号。一时记不起此刊何时淘于何
地，可能得自于上海旧书店吧。但
肯定是“波澜不兴”，没有曲折的淘
书故事，否则不会记不得。但倏然
间想到，今年正值中华书局在上海
创立百年之际，《新中华》可称是这
家书局的一块金字招牌哪！
《新中华》杂志创刊号于“民国

二十二年一月十日出版”，大十六
开本，厚达二百五十页。出版地址
为“上海新闸路同德里一号”，主编
者为“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三
人，发行代表人为中华书局主要创
办人陆费逵。陆于一九"八年入商
务印书馆，后任出版部长，兼主编
《教育杂志》。为进行教科书改革，
他毅然离开商务，发起创办了中华
书局。书局先后办有“八大杂志”，
如《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等，
以及一九一五年梁启超主编的《大
中华》，可惜仅办了两年，便因故停
刊。而商务所办《东方杂志》，虽遇

“一·二八”事变而短暂停刊过，复
刊后仍风头健旺，影响日隆。中华
书局决定创办类似《东方杂志》那
样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新中华》半
月刊便应运而生。
《新中华》刊名为古朴遒劲的

魏碑字体，三字集自《张猛龙碑》。

创刊号的要目就印在刊名下。扉页
上印有“第二期要目预告”，因第二
期将于一月二十五日出版，正值
“一·二八”周年前夕，当为“纪念淞
沪抗日战争周年”专辑。
《发刊词》高屋建瓴，言辞凿

凿：“本社同人，极愿集合海内外之
关心国事者，共谋介绍时代知识于
大众之前，以尽匹夫之责，而共
负此第一重之使命。应本孙中山
先生‘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之旨，发
为复兴中华民族之口号而挣扎，而
抵抗！以延我四千年来民族之生
命，战胜万忧丛集之危机。然而以
文字笔墨之力，为鼓励民族意志，
民族行为之工作，虽云微末，亦复
艰重，同人不敏，窃希与时贤共负
此第二重之使命焉。”最后写道：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危舟将倾，
惟求共济，愿国人有以教之！”在
内忧外患之下，这是文化人发出
的呐喊！即使今日读之，亦令人
热血沸腾，荡气回肠。

创刊号以陆费逵的《备战》一

文打头。在民族危机日重之时，他
详细分析了太平洋周边形势。在经
济文章中，有银行家陈光甫的《怎
样打开中国经济的出路》等，文化
教育方面有金兆梓的《近代中国文
化发展鸟瞰》，舒新城的《最近中国
教育思想的转变》，文学艺术方面
有宗白华写的《哲学与艺术》，丰子
恺写的《最近世界艺术的新形势》
等，以及钱歌川的《大战以来的世
界文学》，还有郁达夫的小说《瓢儿
和尚》，巴金的小说《幽灵》，熊佛西
的三幕剧《屠户》，舒新城的散文
《故乡》，钱歌川、张梦麟的译作等，
可谓名家荟萃，分量厚重。刊前有
十余页插图，如刘海粟、徐悲鸿国
画，外国版画及人物摄影等。充分
利用自办刊物的优势，进行新书出
版及产品宣传，这是《新中华》的一
大特色，也是那个年代出版机构创
办刊物的一种缘由。
《新中华》杂志因抗战于一九

三七年八月休刊。一九四三年一月
在重庆复刊，抗战胜利后迁回上
海，由卢文迪主编，直到一九五一
年十二月出至第十四卷二十四期
停刊，总出刊数二九一期。一种刊
物跨越两个朝代，亦算长寿了。

! ! ! !很多人都知晓
陆俨少其人，却鲜有
人听闻他的老师，甚
至难以寻觅其老师
的任何生平简历。陆
俨少师从高晓山，然
高老先生却隐于其
后，师德高尚，传承
百年，我们钦佩他为
成就学生，忘记自我
的师德。

在我的藏品中
珍藏着一件陆俨少
的老师的旷世杰
作———一只宣统年
制作的搪瓷洗脸
盆。洗脸盆的直径
!"#$厘米，高度 %&

厘米，底径 %' 厘
米。洗脸盆盆底有一幅手绘仕女
图( 左边竖向书有“心是芭蕉”四
字，落款为“庚戌双星渡河夕，吴下
高晓山画”。脸盆壁手绘三枝水仙，
各隅一方，落款为“庚戌秋月情痴
画于春申江上”。洗脸盆正面底色
为纯白色，脸盆另一面通体施蓝
釉，画面上，仕女惟妙惟肖，水仙栩
栩如生。
庚戌年为 %)%&年，即清宣统二

年，双星渡河夕是农历 *月初 *，即
公历 %)%&年 '月 %%日。有史料记
载搪瓷工艺 %)&!年传入我国(%)%+

年我国第一家搪瓷厂成立。由此推
定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较早的手工
搪瓷脸盆。
高晓山，查遍百度搜狗均无生

平记载，只查到他曾是蔡元培为第
一任校长的大名鼎鼎的澄衷中学
的美术老师。他更有一位大名鼎鼎
的学生陆俨少，陆俨少 %)""年考
入澄衷中学，他曾回忆道,“有一次
示范画一块切下的猪肉，有精有
肥，高老先生（即高晓山先生）用笔
蘸饱了水，笔头上蘸点红色，卧笔
下去一笔分出肉皮、肥肉、精肉，我
觉得新鲜，也从而悟到用水用色用
墨的道理。”陆俨少 %)""年时在澄
衷中学读书，对高晓山称老先生，
高晓山这幅 %)%&年所作的仕女图
应为中年盛时的作品(当时搪瓷工
艺刚刚传入我国(想必达官贵人才
能享用这种定制作品，对画作者
的要求很高，出于人情难却，高
老先生在中国的情人节画上一幅
仕女图。
这只洗脸盆历经 %&"年，承载

了高老先生成就学生、忘记自我的
百年师德。

! ! ! !我在藏友家中看到一件前几
年拍卖来的清代白玉雕八仙乘槎
摆件，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仙
人乘槎源于神话传说，后来人们
又将“张骞穷河源”的故事混
同，都被寄予了升仙的美好愿
望。在绘画、瓷器、犀角杯及玉
雕中多有所见，寓意“一帆风
顺”、“平步青云”。

晋人张华在志怪小说《博物
志》中记载：“旧说云：天河与海
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
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
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
而去。二馀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
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馀
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
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
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
‘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
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
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
如期。后至蜀问君平，平曰：‘某
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
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又传说是出使西域的张骞使
用了槎。于是，引申出了“张骞乘
槎”的故事。仙人变成张骞的时
间，大概在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
沿用此说，大量的诗词歌赋、雕
塑、绘画等可以佐证。如苏轼《黄
河》：“灵槎果有仙家事，试问青天

路短长。”陆游《初到荆州》：“万里
泛仙槎，归来鬓未华。”杨万里《醉
笔呈尚长道》：“晚风一雨生新涨，
只送仙槎到天上。”黄庭坚《鹊桥
仙》：“鸳鸯机综，能令侬巧，也待
乘槎仙去。若逢海上白头翁，共一
访、痴牛呆女。”

由男仙人坐槎演变成女仙
人，由一个人独坐变成两个、三
个甚至八个，还有猴子同槎，于
是近似西方的诺亚方舟传说了，
可能是文化交流的演变加上艺术
修饰所致。

藏友这件藏品为和田白玉籽
料，采用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透

雕等多种工艺，精心雕刻出八仙
乘槎图。八仙在明代的《东游记》
中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
何仙姑、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
曹国舅。传说八仙在庆贺西王母
寿辰的归途中，路过东洋大海，
各用自己的护身法宝，竞相渡
海，各显神通。这件白玉雕整体
为松槎，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
仙鹤飞舞其间：八位仙人各持法
宝，脚踏祥云，乘坐槎上，槎行
于波涛澎湃间。构思新颖独到，
随形就势，雕刻技艺精湛，立意
新颖，惟妙惟肖，巧夺天工，为
典型的清代乾隆时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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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火柴的前世今生 ! 李涌金

! ! ! ! )月 +日，新民晚报刊登一则
消息：河北泊头火柴公司举行资产
处置拍卖会，最后一批火柴设备被
拍卖，标志这家亚洲最大的火柴厂
彻底走进历史。百年泊头火柴无奈
谢幕，激起人们对火柴的追忆。

泊头火柴公司前身为泊镇永
华火柴公司，始建于 %)%"年，时任
民国代总统的冯国璋以四万元现
洋入股，改写国人依赖“洋火”的历
史。作为中国百年经济史上的改革
先锋，泊头火柴曾是民族工业抗衡
“洋火”的一面旗帜，它是新中国最
早实现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
的企业之一，也是最早实行承包经
营责任制的试行典范，它一度发展
成为亚洲最大的火柴厂，拥有首批
著名商标。然而，随着打火机的普
及，火柴最终退出市场。它曾经拥
有的光环，是几代人成长过程中的
共同美好记忆。难怪拍卖会一结

束，许多人唏嘘不已，老厂长更是
泪流满面。因为此时，刚好就是这
家民族火柴厂诞生一百周年。

我收藏火柴 !&多年，尤其对
老火柴情有独钟。

回忆十几年前，河北古玩商王
先生带来一大包老火柴，打开一

看，是 +&盒泊镇永华公司的老火
柴。泛黄尘封的火柴盒，商标正面
图案：一匹骏马在碧波海面上踏浪
飞跃，背驮金元宝，上有八卦图形，
图案形状极富精气神。商标背面是
厂名：“永华”两字中规中矩，它就
是泊头火柴厂的前身———泊镇永
华火柴公司。四角有“龙马火柴”四
字，是该厂著名火柴品牌。侧面涂
沙，便于擦火柴。盒内有红磷火柴
若干，历经岁月沧桑，仍能擦燃。

望着我痴迷的神态，王先生得
意洋洋地开出价格，每盒 !&元，+&
盒一起去，口气中丝毫容不得商
量。%'&&元，这可是当时我一个多
月的工资呀，但他点中了我的软
肋，因为他知道，这些貌不惊人的
火柴，有人认为是垃圾，对我来讲
却是宝贝呀。于是我咬咬牙照单全
收，袋里钱不够，又去取款机取钱，
这才捧着这一大包火柴回了家，免

不了又被妻子数落一番。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如今，百

年泊头火柴厂成为历史。但令人
惊奇的是火柴厂倒闭的消息，
使得北方古玩市场却逆势反
红，平时很少有人问津的火柴
收藏品引起收藏者关注，收藏
成交价格连续攀升，一盒泊头
老火柴竟然涨到 !$&元。

得知此情况，一些朋友向我
祝贺，我很高兴也很淡定。因为作
为民间收藏爱好者，从爱好出发，
用平常心、用闲钱投资收藏，通过
收藏陶冶情操，享受快乐收藏的过
程。自己的藏品升值固然开心，但
我更看重的是藏品的历史文化价
值和社会的认可关注。小小火柴微
不足道，可它记载见证了民族企业
艰难起步和发展壮大的演变轨迹。
我想，如果百年火柴厂能建个火柴
博物馆，我愿意将这些火柴盒无偿
“物归原主”，因为在那里更有意
义，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小小
的火柴盒的追溯中，了解国货打败
“洋火”的这段历史吧。

! ! ! !此册三十六开，!!#$!
!!#$-.， 封 面 吴 湖 帆
（%')/0%)+'）手书“秦汉瓦
当，愙斋公手题，吴氏家
藏”，扉页吴湖帆篆书“愙
斋公手题秦汉瓦当文三十
六种，吴氏四欧堂家藏”钤
印“四欧堂印”朱文，“吴氏
文库”朱文，册尾有吴氏题
跋二则，叙述此秦汉瓦当
册之由来。每开均有吴大
澂（%'!$1%)&"）题释，册首

“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
二字瓦，为金石界公认之秦瓦典范，
汉瓦“有万憙”亦传世极罕见，另有
“延年益寿”、“汉并天下”、“永奉无
疆”、“八凤臺寿存当”、“无极”等妙
品精拓，流传有序，殊可宝也。

白玉摆件的文化底蕴 ! 王家年

《新中华》创刊号 ! 韦 泱

# 泊头老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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