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人凡事讲究规矩，无论是“印规”还是
“印矩”，并非文书条令，而是一种辅助钤印
盖章的工具，用以定位时，印章紧贴曲尺形
内测一边钤下，可使钤出之印，正确不斜欹。
说印矩，必说印。三代之印虽不可考，但

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是印信大发展的时代，且
不说帝王之印如何尊贵，文武百官各有官印
在手，发号施令，行使权力，苏秦身配六国相
印更是成为绝世佳话。秦始皇大统一之后，
印的使用更加严格且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
唐人罗隐有诗云：“腰间印佩黄金重，卷里诗
裁白雪高。”印是权力的象征，旧时县官升

堂，其案上必将官印摆上。而印进入民间之
后，商人交割房产地契，书画家题诗作画，都
会用印。然而，凡是介于规矩，印的使用、规
范、位置、大小都有了相对统一的规定，印若
盖在很重要的地方，必须要不歪不斜，位置
要不离不偏，方才有效。

如果钤印不正、模糊不清，一来公信力
不够，无法堂而皇之、行事有名，二来容易弄
虚作假，显得有些乌龙。所以从政府到民间
都要求钤印要规整清晰，官府好要求，严刑
峻法即可；商贾也好要求，趋利避害本性使
然；而附庸风雅的书画家更容易接受，且有
一套严格的钤印理论，如果改错了地方，是
要被人耻笑的，声名之累，莫不规规矩矩。
在社会的整体需求之下，钤印之人自然

小心翼翼，然而难免出错，便发明了“印规”
这一工具。印规始于何时已不可考，自宋代
以来已成盛行之物。据载，清代的皇宫中专
有为皇帝盖宝玺的人。像皇帝的诰命、下传
的圣谕、书写的墨迹都要钤印，若印章模糊
不清，连歪带斜，盖印之人肯定要脑袋搬家。
钤印之时，先找准位置，再将印规放上，印章
紧贴印规内侧直角钤下，永不会歪斜。
印矩开始使用时很是简单，有点像木匠

使用的三角尺，多为楠木或红木制作的“!”
字形。古人讲究用度，时日渐久，便有了各种
材质的印矩，象牙、金银、兽骨、名贵红木均
有制作，且雕镂图案景物，嵌刻诗词书画，一
时间风景无限。
印矩进入文房清玩之后，花样更多，一

方面是以如此方法矜印，绝无盖章方位歪
斜、乱位，保证书画空间之美。另一方面是古
代文人视吟诗作画为传世大事，一般不厌其
烦，不厌其琐碎，文房四宝，闲章纸镇，再加
上红袖添香持印矩，可谓人生至乐。且文人
用的文玩之物喜欢专擅，把自己喜欢的词句
或个人的诗句刻在上面，自得其赏。曾有人
收藏大书法家赵之谦题字的一个印规，印规
为一长方形楠木锯下一直角，像菜刀状，上
刻“勾股弦，求余边”。意即直角三角形夹直
角的两边，短边为勾，长边为股，古代立竿测
太阳高度时，日影为勾，竹竿为股。赵之谦巧
妙地将此用在印规上，文趣跃然纸上。

由于印矩相对较少，且传世不易，所以
收藏者不多，笔者曾见到一清末印矩，为铜
质，上有“印规”两字，且铸有“荣录堂造”，荣
录堂为旧时北京著名的文房名店，也算得上
一件珍罕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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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我从小喜爱大象，多年来集存了一些有
大象形象的小古董、工艺品、邮票和图书，闲
时玩赏阅读。钱币方面，我侧重收藏各国已
经退出流通领域的历史概念上的硬币，其中
就有几枚珍贵的大象硬币。
大象，分为亚洲象和非洲象。亚洲象，目

前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岛国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锡兰象又名斯里兰卡
象，是亚洲象的四个亚种之一，也是亚洲象
的指名亚种（即最先发现或最先命名的）。虽
然印度象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远超过锡兰象，
但在生物分类学上锡兰象仍是最“标准”
的亚洲象。自古以来，大象在斯里兰卡的
文化中就占有重要地位，被当地人奉若神
明。“象节”，又称“佛牙节”，是斯里兰卡
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 "月，在佛教名城
康提举行持续一个月的“大象游行”。锡兰
象曾经多次被斯里兰卡政府作为友好使者
赠送给各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斯里兰卡
先后赠送给中国三头锡兰象。

#$%&年，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班达

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兰卡儿童把一岁雄性
锡兰象“米杜拉”赠送给中国儿童。在斯里兰
卡的僧加罗文中，“米杜拉”是“朋友”的意
思。'月 #"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赠象交
接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并在仪式上
发表讲话。“小象米杜拉”成为中斯两国人民
友谊的象征。作为闻名全国的动物明星，“米
杜拉”在北京动物园生活了七年，来自全国

各地的无数游客前往参观。#$%$年，“米杜
拉”被送到天津动物园。&(("年，)%岁的“米
杜拉”因外伤感染不幸去世。
“米杜拉”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正处在儿

童时代，和很多中国孩子一样，非常喜欢这头
小象，产生了一种“米杜拉情结”。我曾多次专
程到北京动物园和天津动物园看望“米杜
拉”，就像看望一位熟悉的老朋友。我知道“米
杜拉”的故乡斯里兰卡发行过大象硬币，所以
每有朋友赴印度或斯里兰卡，我都委托他们
代我搜寻这种硬币，可惜多年来从无所获。后
来国内一位外国硬币收藏家得知我的愿望，
遂将他的一枚锡兰大象铜币转让给我。虽然
其价格不菲，但也难掩我得宝后的欣喜之情。

这枚英属锡兰 # 斯梯弗铜币发行于
#"#*年，距今已将近二百年。正是在 #"#*

年，锡兰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因此这枚英
属锡兰铜币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枚铜币
品相很好，正面是英王乔治三世（#%'(年至
#"&(年在位）头像，背面即是一头锡兰象。
这头大象的鼻子很长，在离近地面时向内侧
翻卷，鼻孔朝上，与“米杜拉”留下的一张照
片极为相似。有了这枚铜币，可以聊慰我对
“米杜拉”的思念。

! ! ! !文化上海遍布文化遗产，精彩文化荟萃
精彩之章。上海世博会曾经风行的敲章热，
如今又有新的热点。上海正在建设和完善的
公共文化设施星罗棋布，整座城市沐浴在文
化的阳光里，人们尽享文化饕餮大餐。市有
关部门适时推出一套“文化上海”导览图，赠
送百姓使用，有博物馆、文化遗产、名人故
居、图书馆等，详尽提供这些地方的简介、地
点、交通、开放时间的情况，而这些展馆恰恰
大都免费参观，并提供敲章收藏服务。

我喜欢收集章戳，外出旅游或出差，每到
一地总要寻找邮政局，在自制的旅游本上，盖
枚邮戳。小小一枚邮戳，融地名、景点、日期于
方寸之间，为旅游留下一份回味无穷的纪念
品。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也加入敲章族的队
伍，收集了好几本展馆纪念章。如今，上海家
门口的这些文化展馆有章可敲，当然吸引我
欣然前往，略跑了几个地方，收获颇丰。

那天在徐汇区徐光启纪念馆，这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闹中取静，墓区和展
馆布局井然有序，吸引后人缅怀和尊崇这
位明代著名科学家。在纪念馆入口处的门
卫亭，醒目地张贴一张“盖章处”告示，工作
人员很认真地为我盖章（图 #）。这枚章主图
是戴着明代官帽的徐光启半身像，神采奕
奕，两旁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
前，先须翻译”#'字，是徐光启学习西方先
进科学文化的理念，设计匠心独运。据说，
到这里敲章的人不少，敲坏一枚，再设计一
枚，前后已推出多枚纪念章，枚枚不同，可
见此地待客多么有诚意。
在红色参观景点，更是敲章族的必游之

地。中共一大会址的纪念章，中间是石库门
会址，下面飘带印有参观留念，挺有气派（图
&）。孙中山故居的纪念章，半身标准像，脸庞
庄重严峻，彰显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矢志不
渝的追求，采用蓝色印泥，格外醒目。该处需
购票参观（图 )）。黄浦区三山会馆曾是上海

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沪南总部，作为红色旅
游基地，备有三枚不同纪念章（图 +）。在思
南路的周公馆，入口处提供中共代表团驻沪
办事处旧址免费门票和敲章服务，纪念章敲
得十分清晰，使人爱不释手（图 *）。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公园对面的长宁区
革命文物陈列馆，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编辑
部旧址。长宁区曾在去年 '月举办“文博宣
传月”活动，集中宣传全区优秀文化遗产，如
宋庆龄陵园、圣约翰大学旧址（图 '）等 #)

处。为了让参观者留下参观印记，主办方特
地制作纪念印章，在每个开放点提供敲章收
藏服务。宣传月结束后，将这些印章集中在
这里继续供爱好者敲章。我闻讯赶去，馆里
有位中年女士热情接待。我参观之后提出敲
章要求，她领我到盖章处，一长排纪念章整
整齐齐排列在桌上，她很客气地说，你坐下
慢慢仔细敲吧。我受宠若惊，太善解人意了，
于是我连同《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一下
子敲了 #+枚章，喜获大丰收。

!图 !"徐光启纪念馆" 图 #"中共一大会

址" 图 $"孙中山故居" 图 %"三山会馆" 图

&"周公馆" 图 '"圣约翰大学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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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镰仓时代（对应我国南宋
至元代中叶）的日本，有一种产自
我国、被后世称为“鱼篓尊”的瓷
器备受追捧，而且这型古瓷本身
在我国国内的遗存也不多。这般
稀见的古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呢？笔者最近有幸见到一件，因而
对之摄影存念并撰文以飨藏友。
如图开示，这件古瓷形同草

编敞口鱼篓，施乌金釉不过肩，
露胎处胎色深灰，颈部贴有用泥
条盘成的太阳纹，肩部以下则见
有竹篦划出的条纹。在就釉色、
胎质初判其产地后，我将之与同
时代建窑黑釉瓷器进行了对比，
发现它们的主要特征高度吻合，
因此笔者断之为宋代建窑的作
品。行文至此，想必读者会好奇
这样的古瓷当年究竟是凭着什
么样的魅力征服了日人呢？
出于同样的疑问，我在查阅

资料后发现在南宋时建窑只是偶
尔烧造本文介绍的鱼篓尊。在那
时，真正以烧造鱼篓尊为主业的
窑场是赣州窑。国内外的考古发
掘揭示出当年赣州窑制作的鱼篓

尊主要是用于出口日本，甚至可以认为这型古
瓷就是专门为迎合当时日本市场需求而生产的
一类外销商品。那么，镰仓时代的日本到底是
基于何种特殊需要而渴求我国的鱼篓尊呢？在
古代文献里，笔者发现了其中端倪：原来前述
情况的发生与饮茶之风在古代日本的流行密切
相关。
在镰仓时代初期，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茶

书———《吃茶养生记》由在南宋径山寺留学的
求法僧荣西写成。该书分上下两卷，用中文写
成，开篇便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
伦延龄之妙术也。”荣西根据自己在南宋的体
验和见闻，记录了当时在南宋常见的末茶点
饮法。拜此书的问世，南宋的茶叶、茶具和饮
茶法迅速风靡东瀛。相应地，作为末茶点饮法
的茶具之一，鱼篓尊也为镰仓时代的日本社
会各界所看重。有鉴于“鱼篓尊”是后人的说
法，这型古瓷原本的名称又是什么呢？这还得
从末茶点饮法本身谈起。

南宋时，末茶点饮法分为两派：一派是团
饼茶碾末冲点法，另一派是散茶碾末冲点法。
荣西传回日本的恰恰是源自径山寺的后者。在
宋代，径山寺以出产著名散茶———“径山茶”而
闻名，并在这一物质条件上发展出了散茶碾末
冲点法。从南宋文人的札记来看，这种饮茶法
自诞生之日起便离不开储存散茶的用具。例
如，《咸淳临安志》曾记载：“近日，径山寺僧采
谷雨前者，以小缶贮送。”另如，《梦梁录》也有
记载：“径山采谷雨前茗，以小缶贮馈之。”
再观本文介绍的鱼篓尊，其体量适中甚

宜储存散茶而不失茶事风雅。虽然器盖阙如，
但就我国古代瓷器烧造习惯而言，类似器物
不置瓷盖而任凭买家自备其他材质器盖的情
况并不少见。由此，本于宋人的记载，笔者推
测这型古瓷当年或被称之为“茶缶”。当然，笔
者的看法是否正确还是要继续等待更新的考
古发现的印证。这一过程大概也是古瓷鉴赏
的一大乐趣所在吧！

文化上海的精彩之章 ! 李涌金

铜币可识“米杜拉” ! 罗文华

趣谈“印规”：钤印不正要砍头
! 刘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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