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年 $!月 $%日

星期日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祝鸣华

视觉设计：叶 聆 星期天夜光杯·民间收藏

! ! ! !家有老爸，今年九十有二，耄
耋老人还耳清目明。记得去年的一
个晚上，家里的电话忽然响起，电
话中老爸的声音清晰洪亮，告诉我
赶快打开电视机，电视中正播放
“中国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民族
资本家荣宗敬的全家照”的上海
“夜线约见”新闻节目。新闻中展示
了数张老照片，重点提示了一张
“荣宗敬的全家福”。主持人手持照
片，介绍中间端坐的是有名的荣宗
敬先生，并指点最上排右末侧的
人，介绍他是荣宗敬的三儿子，目
前唯一还健在，现在是台湾“上海
商业银行”董事长的荣鸿庆。

老爸大为惊讶告诉我们，这
张全家福的介绍，完全是错误的，
是张冠李戴的。电视台展示的这
张全家福照片并非是“家世显赫”
的荣氏全家照。而是与荣家风马牛
不相及的上海一个普通老百姓家
庭———我们孙家的全家合影照。

老爸说，照片是摄于民国二十
七年即 !"#$年 %月 &"日晚 "时，
中间端坐的是我爷爷孙高华。在那
天爷爷五十三岁生日时，祖孙三
代在照相馆全家合影。我老爸站
的位置，就是照片的第三排右侧
第一个 （主持人指点的台湾上海
银行董事长），老爸当年 '( 岁，
家里存有原始照片（见图）。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
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在中国，
没有哪个家族像荣家这样荣耀，
而在荣家历史上有无数耀眼的名
字———中国纺织大王、面粉大王、
棉纱大王，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
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

老爸生性耿直，为此唏嘘感慨，
我们是普通的百姓家庭，不可与显赫
家族的荣家并论。老人家非常执拗地
要求我们：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对
为我们国家做出过贡献的“荣氏家

族”的尊重和怀念，也是对我们孙氏
家族负责，必须要还历史一个真实，
所以一定要予以纠正。

老爸还说，媒体信息的扩散性
很大，传媒信息的力量也非常强
大，这样以讹传讹会耽误一代又一
代人。一张老照片，就是一本回忆
录。它叙说的虽是一个家庭的经
历，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于不经意
间折射出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
家的历史。我们要的是真实，不能
歪曲事实。

之后，老爸一直不安于此事的
流传，极力催促我们去追踪。作为

子女的我们，专门为之奔波了各
处，联系了电视台有关人员。随后，
电视台记者来到我们家，采访了老
爸，以及照片里还在的亲属，才知
是某些人，不知从哪儿弄来我家老
照片，想当然地做起了文章。

事实就是事实，真相必须让它
还原。老爸和我们一家在电视媒体
被采访，被证实，被确认。之后上海
电视台新闻坊节目也播放了采访
我家的实况，意欲纠正不良影响。

然而我们在浏览评价、回顾荣
家五代百年家族发展史的历史性
文章和资料照片中，在各类网络的
荣氏家族介绍中，我家的全家福照
片，继续被讹为荣宗敬全家福，被
不知其数地转载。

鲜为人知的名人影像与描述，
再现了过去。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
人认识过去，了解历史，传递给我们
所不知道的一切。而现在将一张普通
百姓家的全家照讹传为荣氏全家照，
这种张冠李戴的不真实的东西，继续
以讹传讹下去，愚弄了荣家后人不
说，还给我们后人学习传承真实历
史，起了误导、误传的恶劣作用。

老爸辈垂垂老矣，年轻者不知
其然。这种继续流传，继续转载，继
续伪造的现状事实，我们做小辈的
也觉得不能容忍。我们觉得做收藏
不能不尊重事实。收藏历史不能歪
曲历史，收藏文物不能只顾名利。
我自觉义不容辞，愿意为拨正事
实，还历史真相，把误传的纠正回
来，做一些努力。

! ! !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
连环画，那些由图画构成
的精彩故事，总是能深深
地吸引着我，伴随着成长，
伴随着年轻时的一些梦。
小时候除了连环画小人
书，家里还有两大本合订
的老《连环画报》，是上世
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二十
四开方型开本，自己装订
后封面用一牛皮纸包着，
已有些残破了，但里面的
连环画作品却精妙纷呈，
它展现了一个绚烂的世
界。古今中外的题材都有，
各种画风也争奇斗艳，拿
在手里有点难以放下，一
直到看完一篇连环画故事
为止。有时看着看着难免
耽误了学习做功课，为此
常被家长责怪。

在老《连环画报》中，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连环
画有《水帘洞》《第四十一
个》《一颗未出膛的子弹》
《徐秋影案件》《春蚕》《祝
福》等等，有不少是中外文
学名著，也有一些现代题
材的。其中赵宏本绘的《水
帘洞》尤其好，故事取材于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
用传统线描的绘画技巧，
使孙悟空的故事和形象栩
栩如生，和当时出版的《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有些政治色彩不同，《水帘
洞》中的孙悟空更具自由天性。老
《连环画报》中的作品特别能吸引我。
但随着老屋的拆迁，两大本老《连环
画报》也随之消失了。
以后我也淘起了旧书，我特别

注意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老《连
环画报》，我想着能不能找到我少年
时阅读的一些记忆。功夫不负有心
人，陆续淘到了十多册老《连环画
报》，有一次在文庙地摊上淘到有赵
宏本绘的《水帘洞》那期《连环画报》
时，那份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
表，尽管品相有点破旧，尽管价也有
些高，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收了下
来，可惜刊有《第四十一个》《一颗未
出膛的子弹》《春蚕》等作品的老《连
环画报》，始终没有找到。近年来随
着收藏热的兴旺，旧书刊市场也是
水涨价高，老《连环画报》也开始难
以收到，一本 '")*年《连环画报》的
创刊号，已炒到了近二千元。
不久前，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

影印出版了创刊早期的老《连环画
报》，是合订的精装本，不过开本比
原版的小，为四十八开方型，但影印
本失去了原刊的韵味，翻看了一下
没有买。一方面定价不便宜，另一方
面是没有了原刊的韵味。记忆是不
能复制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老
《连环画报》，有着特殊年代对艺术审
美的一种理解，看似简简单单的连环
画作品，其中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却是
独有的，用图像来表达社会的文化和
历史，可以形象化地再现一些史实；
老《连环画报》所带给我们的，可能不
仅仅是连环画作品，还有处于成长期
少年的一些奇幻的梦，那个充满求知
欲，充满好奇的年龄，老《连环画报》
展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具幻想的世
界，所带给我们的是和少年时的阅
读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老《连环画报》告诉我们，有些
记忆是难以复制的。

! ! ! !说到 $*后，人们常会联想
起那些兜里揣着 +,-，手上捧着
汉堡、可乐，脚蹬一双耐克球鞋
的时尚青年，总会用浮躁、急功
近利等词来形容他们的行为举
止。但是，当你结识了古陶瓷修
复专家蒋道银先生新近收下的
一个小徒弟之后，也许你会重新
认识他们，至少觉得这其中也有
特例的，这个例外名叫张天野。

张天野出生在 $* 年代末，
当他的同龄人都在父母的督促
下，去学习钢琴，参加英语考
级的时候，他却提出，想学古
琴，读古汉语。高考后，张天
野进入上海城市管理学院，就
读于文物鉴定和修复专业，在
那里，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一片天地。

三年的校园学习，虽然有如
蜻蜓点水，但是张天野却在历朝
历代的古董文物中，对古陶瓷情
有独钟。在张天野的眼里，那些
出自不同年代的陶瓷，不仅是炎
黄子孙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也
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科学发展
史，而器皿上所绘制的图案，又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审美
理想和价值取向。为此，他把古
陶瓷的鉴定和修复当作一项神
圣的事业，充满敬仰，而古陶瓷
修复专家蒋道银，也成为张天野
最崇拜的对象。

幸运之神往往会特别眷顾
那些简单而纯粹的人，还没毕

业，张天野就被古陶瓷修复专家
蒋道银先生慧眼相中。当这个
$*后的少年，一脸虔诚地提及
想跟蒋老师学习古陶瓷修复时，
蒋老师的惊讶和激动，丝毫不
亚于张天野终于找到名师的感
受。第一次见面之后，蒋老师
就决定把张天野留在身边，就
如同以前师傅带徒弟一般，口
传心授，悉心教诲。

有道是名师出高徒，得天独

厚的学习条件，使张天野在修复
的手法和技艺上都进步神速，从
宋朝吉州窑烧造的黑釉盏，建窑
烧造的兔毫盏，到在蒋道银老师
的亲自指点下，和老师共同完成
的“元青花双狮戏球纹八棱玉壶
春瓶”（见图）。而张天野在这方
面的天赋也渐渐凸现出来。因为
每修复一件器物，蒋老师都要求
张天野留下一份心得，它可以是
纯粹关于修复的，也可以是针对
这一器皿本身的社会历史价值
判断，也可以是对这个时代文化
审美的一种认识。因为蒋道银想
要培养的绝非一个简单的工匠，
而是能把这项技艺发扬光大，能
为中国陶瓷发展做点实事的接
班人。年轻的张天野能否担起这
一重任，很多人都充满疑虑，但
蒋先生却是信心满满，因为从这
个年轻人对古陶瓷修复的执着
和纯粹中，从他对那些残缺的器
物在材质和形状、花纹的敏感度
上，蒋先生断定这是一棵好苗。

当然，古陶瓷修复是一项
综合性的技艺，它不仅需要丰
富的历史知识，扎实的美术功
底，还需要一双会造型的巧手，
需要了解现代材料学和分子学
方面的有关知识，既是一门技
术，也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
术，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传
承，更是一种创新。因此，对
于年轻的张天野来说，路漫漫
其修远兮……

! ! ! !时下，秋风起，蟹脚痒，持蟹
饮酒菊花天，想起了前几年，我
收藏了一件明代雕白玉螃蟹，拿
出来把玩一番，颇有感悟。

古代科举有三甲之制，三
甲之中以一甲最尊贵难得。蟹，
有厚壳护身，犹如壮士披甲；故
蟹被视为一甲的象征；古代以
蟾宫折桂来比喻高中状元。肥
壮的蟹以它的蟹爪来攀折桂树
的枝叶，有金榜题名之兆；另外
一层意思是蟹为水中物，故极
能生水、助水，随身佩戴一甲折
桂白玉蟹做护身符得五行属水
的灵蟹相助，可化解是非，使财
运更上一层楼。

这件明代雕白玉螃蟹，螃
蟹仿生写实，厚实，和田白玉，
玉质佳，色若凝脂。以仿生圆
雕憩息河蟹，结构准确自然，
细节生动传神。玉蟹工艺为立
体圆雕，采用透雕、浮雕、阴
线刻等表现手法，生动逼真地

再现了一只螃蟹纵横爬行的形象，给人
以栩栩如生之感。虽形象刻画较细，蟹
甲、螯钳打磨抛光仔细，蟹腹、镂空及
下凹细部稍事打磨，反映了“粗大明”
的时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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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碎瓷片 巧手补精品 ! 张 东

! ! ! !时间过
得真快，转眼
一年将尽. 回首这碌
碌无为的日子，生活得倒也颇为惬
意. 人到了中年也就无所谓什么追
求了，只愿活得轻松自在，有些自

己的爱好，平日里有三
五好友，喝茶聊天，各自
分享自己珍爱的小玩意，
看看聊聊便足矣。有时得
到些自己心爱之物，更是

不免喜出望外，与友人一起赏
玩，娱人悦己，身心的愉悦之情
更是多了几倍。

多年前结识了制壶大师蒋蓉
的侄女蒋丽平女士，每年蒋蓉的后
人总会和程十发的后人联手制作

一款茶壶，旨在纪念先人.同时迎接
新年的来临，为新年祈福，愿人们
共享美好的未来。蒋丽平女士是一
位有心人，她知道我喜欢茶壶，每
年新壶制成后，蒋丽平总是先送一
把给我赏玩，并向我讲述蒋家制壶
的心得与理念。

此壶为传统壶形，给人有一种
厚实圆润之美感，握在手中如捧明
珠，手感非常好，壶身刻有程十发
绘制的荷花，坚贞纯洁、亭亭玉立，

让人眼前显现出一片和谐美好的
景致。壶盖上盘踞着一条蛇，双目
注视着前方，预示着蛇年美好的前
景。在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中，蛇
是美好的象征，是受人崇拜的形
象，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图腾，人们
常称蛇为“地龙”，蒋丽平说她们蒋
家就这条蛇的设计反复修改了好
几稿，方才定稿，有了这幅较为满
意之作。这件作品是蛇头龙身的巧
妙的合成，标志着辞旧迎新，新的
一年即将来临。更为难得的是此茶
壶使用的是纯黄龙山紫泥，这些紫
砂泥是蒋家后人自家珍藏多年的，
从而更使得此壶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