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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倏然间，陈逸飞先生已
离世整整八年了。这期间，
人们的唏嘘、惋惜、悲忆，从
未停歇过。

我曾漫步于新天地石
库门中的“逸飞之家”，亦曾
徜徉在泰康路田子坊的“逸
飞陶艺工作室”。每次去，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让我想起一些往事。

有一年，我在文庙淘旧书。
不经意间，看到一本《人物
画参考资料》，是一九六五年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初
版本。因我对美术书法的兴
趣使然，便停住随便翻阅着，
觉得书中的人物线描画得
甚为精到，虽未署名，然可以
看出，都是当时上海连环画
大家所作，如顾炳鑫、贺友直
等。翻着翻着，我神态就紧张
起来，见书内夹有两张白纸，
纸上还画有几幅钢笔画。我心头
“勃勃”跳，却故作镇静，不动声
色地将书本合拢，问摊主此书几
钿，答说三元。我赶紧付款走人，
犹如“落荒而逃”似的。
回到家，关上门才敢细看。

这两张白纸已经泛黄，一纸有两
幅速写，另一纸有一幅速写，且
下面有一行秀气而遒劲的钢笔
字：“美好的时代令人欢欣鼓午，
逸飞作”。“舞”字用了当时的简
化字。看这三幅速写，显然是非
常随意的练笔之作，即没有当作
正儿八经的创作来对待，画面上
的速写似乎尚未画完整，或者
说，速写就是这样的。但从用笔
来看，已相当流畅熟练，人物衣
褶逼真，造型生动传神，功力可
谓不浅。一九六五年，对陈逸飞
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
一年的他，提前两年从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大学部油画专业毕业，
跨入刚成立的上海油画雕塑创
作室，开始步入专业画家的生
涯。这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这一年，全国普遍开展“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陈逸飞被派到“上
海城市阶级教育展览会”处，为

展板作插画。这一工作，为
他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
也为他提供了与顾炳鑫、刘
旦宅、贺友直等连环画家合
作与交往的机会。
从这三幅速写，可以看

出，当年还不满二十岁的陈
逸飞，是那么踌躇满志，春
风得意。他作画时的心情当
是愉快、闲适、开朗的。

此画幅很小的速写小
品，我一直珍藏着。那时我
想，日后有机会的话，让陈
逸飞先生一观，不知他会否
产生“有悔少作”的感叹，或
者会引起他对那段难忘岁月
的欣然回忆。也许，他已不
记得这三幅微不足道的速
写，因为他画过太多太多的
画。然而，我所等待的机会，
将永远不再。如今已无法破
解，四十八年前的这本书，

与书里夹着的这三幅速写，有过
一段怎样曲折的故事。
我想，这三幅速写小品，是

至今所见陈逸飞最早的画作，是
他踏上艺术之路的开端。之后，
我们能看到的，即是他与徐纯中
合作的《知识青年的楷模———金
训华》了。接着，他相继创作了《占
领总统府》《浔阳遗韵》，及西藏组
画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油画杰
作。甚至，在国内外拍卖会上拍出
成百上千万高价的佳作。然而，对
于每一个画家来说，都有从幼稚
到成熟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法超
越的过程。没有当年勤学苦练，绘
出一批又一批习作小品，甚至是
粗糙或失败之作，就没有日后成
功时的鲜花与掌声。艺术大师都
是从一幅幅小品中走出来的。
三幅速写，是我淘书余兴的

意外收获。文史前辈陈玉堂先生
曾告诫我，淘旧书时不忘多随手
翻翻。言下之意，别让好东西从
眼皮底下溜走。这对普通收藏爱
好者来说，无疑是金玉良言。如
此，才有了我今日这篇小文，亦
在心底珍藏一份对陈逸飞先生
永久的怀念。

! ! ! !武陵石是我嗜好收藏的奇石之一。
六年前我从一位产地藏石家手里，收到
了一块相当漂亮且完好无损的武陵石。
在市场上通常所见的武陵石是产于湖
南湘西武陵山脉中!在前震旦纪时!因受
海水的侵蚀、冲刷磨砺、地质运动、自然
风化后的石种，故名武陵石。其形状与
徐州吕梁石较接近，但相比更透、更瘦、
更漏。一般为一层黑岩一层灰岩的叠
层石，层次分明，水准有序，色泽古朴，
变化多样，十分奇巧，多为亭台楼阁，海
市蜃楼式形态，上下均分，中间镂空。
这块石头长 "#厘米，宽 $%厘米，

高 $&厘米，呈悬崖式长腰形。中间有四
个石窟，窟内有洞，洞内套洞，洞有四根

鱼尾状的石柱支撑，石柱撑得极致到
位。其状似同浙江衢州“龙游石窟”和安
徽黄山“花山谜窟”的石柱一般，我给它
取名为“天涯石窟”。

'($&年初，我找到了一位祖传红
木艺匠，给这块石头配了一个底座，取
材紫光檀木，样式采用明式简约风格，
油漆则采用了传统的生漆工艺。最后产
生的效果相当好，两者协调、吻合，相得
益彰。底座颜色呈黑色，衬托出石头更
鲜明，使主题更突出了；石头本身不高，
底座有意做低，对比之下石柱就显得高
了，彰显了“天涯石窟”应有的雄伟、高
大的完美本色。

!附图为屠铭慈所摄"

! ! ! !今年三月份的一天，有个收
购废品的老人到我们小区里来收
废品，有户人家将一架旧风琴卖给
了老人，老人付了 $(元钱。可这老
人收下这庞然大物后，因为只有一
辆自行车，无法装运，弄得很是尴
尬。于是来个就地叫卖：&(元钱，
谁要就拿去。有许多人看了，上去
用一只脚踩踏板，用手按按键盘，
却毫无声响，都摇头而去。
我正好经过，看到这架风琴，

顿时来了兴趣，我对它仔细看了
起来，这是一架大型风琴，由于保
管不当，左边墙板的底脚有点朽
烂，下面踏板的横档与墙板已脱
开，有一块踏板已经脱落，靠帆布
带与风箱连在一起。老人因叫卖
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人愿买，见我
对它仔细观察，饶有兴趣，就说：
“你如果要，就 '(元卖给你吧。”
我一听，如获至宝，立刻掏钱买了
下来。
因为我会木工手艺，在校时

也曾上过多年音乐课，经常弹风
琴，对风琴的结构、原理、性能

! ! ! !我母亲留下的遗物中，
有一本是《城市劳动人民识
字课本》第三册。课本为
$)*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
育处编，因封底已经掉落，
看不出是哪年出版的，但从
书的内容看，估计是 $+%)

年出版的，,(页码左右。从
该书“编辑大意”中知道，本
套识字课本共三册，学完这
三册，能识 $%((个左右的
常用汉字，能写二三百字的
短文，能阅读通俗书报，达
到扫盲标准。“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曾经开展过一场轰
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中央
和各地政府都相继成立了
扫盲工作机构。全国工青妇
各级组织都发出文件在各
地大力开展扫除文盲的活
动。$+%&年 $$月 '"日，政
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
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
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
《通知》分别对干部、工人、农
民及城市劳动人民确定了扫
盲标准。其中对于城市劳动
人民的扫盲标准确定为：认
识 $%((个常用字，能阅读通
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
用短文，显然这套教材就是
按照这个规定编写的。
课本用大号字印刷，课文全部

为繁体字，配有插图。第三册共分十
个单元，每个单元三篇课文，共三十
篇。第一单元的三篇课文分别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唱宪法”“我
国的首都”。每个单元的课文前，列
出了这个单元的“生字”；课文后面
还有“练习”，练习的内容有：“读、
讲”“字词辨析”“填充”“造句”“加标
点”“分析段落大意”“作文”等。
通过扫盲教育，我母亲扫除了

文盲，能够初步地阅读报章杂志中
的通俗文章的，能够书写简单的书
信、便条，对她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至八十余岁还对
这课本复习识读，前年不幸去世，享
年九十一岁。

大
师
的
速
写
小
品
!

韦

泱

五
十
多
年
前
扫
盲
的
︽
识
字
课
本
︾
!

方
贤
明

二
十
元
钱
买
了
一
架
大
风
琴

!

严
志
清

等都比较熟悉。这是一架 ,%'-

型双凤牌五组全双音大风琴，由
上海钢琴厂于 $+,% 年生产，深
咖啡色，漆丝还很光亮，彩色的
商标仍很鲜艳夺目。搬回家中
后，我把它全部拆开，关键部分
的音板完好无损，前后两排铜质
的簧，每排 )$只，总共 $''只，
无一缺漏，还是很新的，没有生
锈，只是有些灰尘。我将它们一
只只拉出来，用干净的布擦拭干
净后，放在嘴里吹吹，都很响
亮，然后仍安装到原位。
我把墙板下面朽烂的部分锯

掉了 %厘米左右，接上好木料，把
下面前后两根横档也都用好木料
加工后换上，把脱落的一只踏板
照原样安装好，风箱漏气的地方
用胶水粘牢，花了两天多一点时
间把它修好了。试着一弹，声音清
晰响亮，而且每个簧的发音都很
准，没有走音的。因为体积较大，
很笨重，搬动很吃力。我在下面安
装了四只万向滚轮，这样移动起
来非常轻松方便。

现在，每当读书看报、打电
脑、搞写作感到疲劳时，我就弹着
它消遣娱乐，调节身心。晚上乘凉
时，我把它搬到场地上，与邻居、
朋友们用二胡、月琴、扬琴等一起
合奏，快乐无比。市场上这么大的
一架风琴要好几千元，我才花了
'(元钱。既可作收藏品，也可作
娱乐用品，这用收藏界行话来说，
也算是捡了一个漏。

武陵奇石“天涯石窟” ! 原野!上海"

! ! ! !我对铃铛的爱好始于 $( 多年
前，由兴趣到收集，慢慢形成了规
模，至今已经收藏了 %((多种类别
的铃铛，摇铃、风铃、驼铃、佛铃等等
……在我的藏品中，囊括了各种材
质的铃铛，有银铃、铁铃、铜铃、陶
铃、瓷铃、水晶铃、玻璃铃、景泰蓝铃、
珐琅铃、琉璃铃、玉铃、木铃、竹铃、纸
铃、核桃铃、骨铃，每一个静静躺着
的铃铛都蕴含着丰富的故事，本身
就是一件艺术品。

看到好的铃铛，我总忍不住要
“淘”回来，搜集的过程就是一番乐
趣，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有意味。
每次有机会到国内外的城市乡村，只
要时间允许，我总要到当地的古玩市
场去转一转，收集风格各异的铃铛。
有一次到成都，同伴们去了景点参
观，我一头扎进了景点附近的古玩
市场，等同伴们游玩回来，我捧着

$(余个藏羌风格的铃铛如痴如醉，
大呼过瘾。还有一次去布拉格，在
这个美轮美奂的东欧之城，我在古
董商店里流连忘返，虽然语言多有
障碍，但通过简单的英语和手势比
划，竟然和捷克古董商店里的老太
太交流起了铃铛收藏，还买到了几
个十分罕见的欧式铃铛，虽然错过
了一些自然风光的游览，但铃铛中
蕴含的人文文化让我不虚此行。

除了在古玩市场寻寻觅觅，我
也会在网上寻找心仪的铃铛，有一
回我看到一个鹦鹉造型的青铜竖铃
挂在古玩交流网上，立刻找上门去，
没想到铃铛因为长时间没人问价，
已经被移走了，我留下了电话，拜

托店主帮我再找回来，经过一番周
折，最终还是买到了这个铃铛。一
来二去，也认识了不少有类似收藏
爱好的朋友。
因为铃铛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有

时候无意间也会发现珍品，一次，在
一个铁壶店里偶然发现了店主购买
的日式钟形铃的摆设品，很是古朴
美观，坐在店里和店主绕了半天要
想买回来，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
最终店主还是忍痛割爱了。还有一
回，在贵州西江苗寨，我发现有户人
家门口挂了一个木铃铛，造型很罕
见，想冒昧敲门买下，不料家中无
人，一直等到很晚，还是没能等到，
因第二天要赶飞机，只能留下了遗

憾。因为经常带着“淘”来的铃铛坐
飞机，安检几乎每次都要开箱检查，
为此，我已经养成了把铃铛放在外
面先检查再托运的习惯。
每一个亲手“淘”回来的铃铛，

我都会仔细加以保养，除锈、防尘
等工序一丝不苟，让每一个铃铛都
能焕发出光彩。对于铃铛中蕴含的
造型学、美术学、音响学、文字学、冶
炼学等，常常触动我不断去增进自身
知识，了解铃铛的历史，以便能加以
研读。喜欢铃铛的情感是源于自然
的浪漫，是一种回归本真的质朴，
愿有更多的爱好者投身于铃铛收藏，
共同发掘其中的万千乐趣。
在收藏铃铛的过程中，还有感而

发写下一首小诗《铃铛情》：
百淘千觅五洲寻# 日增月积铃

铛情$ 古铜今瓷形各异# 有痴无悔

乐中行$

我与铃铛 ! 叶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