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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认识范永军前，在各类有关宜
兴紫砂壶艺术杂志上读到许多介
绍他的紫砂壶艺术的文章和作品。
直到前阵子高温酷暑，才在丁山镇
紫玉宝斋与国家级工艺美术师范
永军见面叙聊，说来有缘。

!"#$年出生的范永军，从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从事紫砂壶
艺术，师承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紫砂学科带头人吴鸣老师。范永
军认为一个人成长的每一步，离不
开老师的提携和自己的不懈努力。
地域文化是随着历史人文进程产

生并逐渐成熟的。
宜兴紫砂艺术的
历史渊源，造就了
一大批艺人，为了
同一个目标，薪火
相传，代代出精
英。单凭这一点，
就不难不引发世
人关注和兴趣。

长期从事与
专业研究，在于精神层面的虔诚。
范永军将重点放在紫砂朱泥领域，
一开始的艰辛，与日后成果斐然，
中间的劳顿和耐得住寂寞的艰辛，
看来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这些年
来，功夫不负有心人，范永军在开
发研制朱泥大品壶系列及方壶作
品中，一改朱泥只做圆形小品的现
状，的确付出了大量精力。心静自
然凉，紫砂壶艺要的也是静心平和，
火气自然而然消退。由是，我们从他
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近似禅意的
神韵，朱泥大品壶系列；方壶系列；

贴花系列；玲珑镂空壶系列等等，
基本以清代贡品壶为参照，并融入
了自己创作感受，既传统典雅又不
失当代壶艺之大雅。这几个系列正
是范永军在容量及朱泥制作方壶
这两点上创立了朱泥制壶的多项
纪录，从而填补了多年来朱泥制壶
创作的空白。说到这里我隐约看到
范永军脸庞掠过一丝慰藉的笑容。
一个人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

是综合性的，从“金色年华组壶”
“锦上添花”到“纳福壶”“四季花
香”等作品，在各种大赛上屡屡获
奖，不难看出观众评委和同道间的
赞赏。当然亦因范永军的紫砂壶艺

自始至终行走在一条正规经纬线
上，不偏不离，显示了对传统制壶
的敬仰。范永军屡屡提及朱泥壶历
史钩沉，以及矿土构成及特点，看
得出他的研究并非一般人所为。

宜兴朱泥壶在清早期兴盛，并
延续至 $%世纪初，经过几代壶艺传
人的推陈出新，成为宜兴朱泥小壶
的代名词。朱泥又称红泥，朱泥的土
质成分，主要含有极高的氧化铁，色
泽红亮且透气性佳。历代艺术均只
做小品圆壶，大品壶很少，方壶更是
无人问津。要说范永军的成就，就是
破解了朱泥壶只小不大的难题。

范永军作为范家壶庄的再传
人，不忘传统，注视现代。在朱泥壶
艺，在整个制壶工艺上，锐意进取，
其特色风貌与独特艺术语言，正越
来越引得人们的关注。

! ! ! !周日正逢上海虹桥古玩城一
周年华诞庆典，我便抽空去了一
趟，去了其中的一家店，老板为
我烹了茶，大家一边品着茶，一
边聊着古玩，很是惬意！
言谈中，老板拿出个犀牛望月

铜镜架给我看，这是他从美国拍卖
回来的。美国的华人收藏界对瓷
器很感兴趣，研究颇多，比较精通。
受此影响，从国内流到美国的瓷器
挺多，而铜器则较少，多半由当时
的商人、传教士、文武官员等出于
个人爱好带到国外去。该犀牛望
月铜镜架不知何时被人从中国带
到国外，可能因为那人对镜架并无
研究，并不把它看作宝贝，将其置
之一旁，不加过问。虚度数载光阴
后，镜架不知又被何人发现，并被
拿到了拍卖行去拍卖。因为该镜
架自做成之日起便在世上辗转流
传，故而从未被随人入土而安，可
谓是个没入过土的传世品。但凡没
入过土的藏品与入过土的藏品在包
浆、色泽上皆有不同，此犀牛望月铜
镜架包浆光亮而不刺眼，柔和而不
模糊，散发出耀眼迷人的神采，与
入过土的包浆那种光亮而不失厚
重古朴的感觉颇有不同。

我先前亦收藏了一个明代的
鎏金犀牛望月铜镜架，长 !&厘米，
鎏金犀牛作自然跪卧状，回首，架
上置镜后，牛呈望月状。做工很精
细，完全按真实犀牛的比例制作，
犀牛骨架上的肌肉栩栩如生，富有
力感。犀牛背上前后有两朵祥云
凸起，托起一个弯月形的用来搁靠
铜镜的部件，两朵祥云之间有空
槽，摆放铜镜时，只要将铜镜插入

空槽之中，铜镜便稳稳地靠在弯月
形的部件上，镜架的功能也由此明
了。因为空槽的缘故，在有限的两
朵祥云之间的距离内，托稳铜镜的
弯月形部件就被做得比较薄。

此刻老板拿给我看的犀牛望
月镜架（见图）乍一看造型似乎与
先前收藏的那个差不多，亦是犀牛
作自然跪卧状，回首望“月”；做工
也非常精细，牛的骨骼与肌肉均
按真实犀牛的比例呈现，展现了
犀牛强健吉祥的气质，牛身上亦有
祥云纹饰，牛背上亦有两朵祥云托
起一个弯月形的部件，但仔细观察，
却发现别有文章，大不一样。老板拿
给我看的这个犀牛望月镜架的牛背
上两朵祥云之间竟然没有空槽，两朵
祥云直接与弯月形部件粘接在一起，

因为没有空槽的缘故，而两朵祥云之
间的距离又与有空槽之间的距离一
样，故而弯月形部件被做得极为厚
实，厚实到可以完整地填满两朵祥
云之间的距离，一点儿也不似有空
槽的弯月形部件那么薄。
看着厚厚的弯月形部件，我不

禁有些疑惑，如此一来铜镜该如何
才能摆放于此镜架之上？看我心
有不解的样子，老板解释说，一般
犀牛望月镜架有两种，一种就是我
先前收藏的那种有空槽的，另一种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没空槽的。而
没空槽的犀牛望月镜架一般有两
种用途：一种是此镜架是特别定制
的，铜镜不通过插入空槽放在镜架
上，而是有些铜镜有两个钮，摆放
铜镜时，将两钮中的小孔分别对准

特制的犀牛望月镜架牛背上两朵
祥云托起的厚实的月牙形部件的
两个牙尖，因为是特制，所以钮孔
与牙尖互相吻合，对准后即可插
入，牙尖便紧紧地插入钮孔中，从
而起到了固定铜镜的作用，铜镜也
就稳稳地摆放在镜架上了。还有一
种可能犀牛是雄犀牛，以对照中间
有空槽的犀牛望月镜架上的雌犀
牛。雌犀牛的镜架有空槽，可插入铜
镜，以供妇人照容装饰之用。雄犀牛
的镜架则没有空槽，它已非真正意
义上的镜架，而更多地成了一种装
饰品，常被男主人用来当作镇纸之
用，以便书写，或仅做饰品之用，置
于书架之上，犀牛望月的造型更大
程度上成了男主人的个人喜好。
听了老板的话，我觉得颇有道

理，疑惑也消除了。把这个镜架拿
在手中觉得有些沉重，方才发现该
镜架不但弯月形部件做得厚实，其
它部位也不遑多让，整个镜架的胚
胎都厚实厚重，质地极好，一看就比
一般的犀牛望月镜架用料多。整体
的纹饰精美之余又不失逼真，尤其
是犀牛的双目，目睛突起，顿时就显
露出活灵活现的神采与灵气，那神
态极为写实，仿佛从生活中走出来
的真犀牛一般。

汉代有青铜镜架，唐代有瓷
器镜架，元代有银镜架，虽各有特
别，但一般寻常人家还是木制镜
架的多，好一点的人家用红木，而
我拿在手中的这个却是厚重的鎏
金青铜镜架，想来应是富贵人家
所用之物。我能有幸收得，还向店
老板学了有关镜架的知识，可谓
收获颇丰。

! ! ! !在我国民间，春节时人们
习惯将“福”字倒贴于门上，寓
意“福到了”，或者在春联中嵌
一个“福”字，取迎春纳福之意。
“寿”字则常常出现于给老人拜
寿的场合，每当老人寿诞之期，
必在中堂悬挂一“寿”字，或篆
或草，两边的对联也常常嵌有
“寿”字，墨香浓浓间，洋溢着延
年益寿的吉祥寓意。据《尚书》
载，福有五福，分别是长寿、富
贵、康宁、好德和善终，长寿位
居第一。“福”与“寿”组合，意谓
幸福长寿，二者珠联璧合，常常
出现于对联中，如“福如东海长
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充满
吉祥喜庆的色彩。

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在
形形色色的日用或陈设器皿以
及竹木牙雕、印章、鼻烟壶、珐
琅、文房四宝上，福寿二字曝光
率极高，它们或单独出现，或组
合出现，给器物增添了无限情
趣。在这件用于饮茶的清康熙青花福寿盏
上，福字纹、寿字纹为主题纹饰，在茶盅和
茶盖上均绘有上下如意云头纹，中间间隔
排列福字纹和寿字纹，与如意云头纹纹饰
融洽协调，组合成生机勃勃的图案。
青花瓷是使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后

施以透明釉，经过 '(%%!左右的高温一
次性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因其呈现出蓝
色而被成为青花。清代继承和发扬了前
代的青花工艺技巧，在胎釉和青花绘画
技巧上有了很大提高，康熙时期更是达
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装饰艺术人称“青
花五彩”，变化丰富，明净清朗。
康熙时期以福字纹、寿字纹为主题

纹饰烧造的瓷器不少，杯、罐、盘、碗、碟、
瓶、壶、笔筒、洗、盆、盒、觚、香炉等器物
上均有出现，但将二者组合在一起的则
并不多见。这件清康熙青花福寿盏，盏为
敞口深腹，腹部向下渐收，矮圈足。盖为
浅盘，高圈足。器型小巧精致，端庄高雅，
胎体致密透亮，釉色层次分明而青丽光
洁，纹饰繁缛而不杂乱，显得工整精
美，富丽大方。福寿二字书法用笔细
腻，自然洒脱，字体端正遒劲，间距疏
密有致。主题纹饰清晰流畅，与青花色
泽相互交融，白釉闪青，青中泛灰，色
彩青翠绚丽而出尘脱俗，不失为一件康
熙时期的青花瓷精品。整件器物浑圆匀
称，格调高雅，幽静匀润的色调与茶道
的宁静、养身契合，尤其是其“福寿双
全”的美好寓意，喜悦的气氛溢于其
间，更是为之增色不少。

! ! ! !我的集邮册里有一套在 )"*+

年 *月发行的不属于生肖猪的肥猪
特种邮票，通过“繁殖”“防疫”“肥猪
满圈”“猪食堂”“猪肥仓满”等 ,枚
邮票图案惟妙惟肖地把那个时代的
养猪经验和人们对猪的美好憧憬作
了描绘。

)"*% 年是我们国家三年经济
困难时期最艰苦的时段，我们上海
市区居民每人每月只有凭肉票供应
的半斤猪肉。不过那时的猪因为饲
料供应不足，因此肉摊上的猪肉比
如今用“瘦肉精”喂出来的“健美猪”
还要瘦得多，被称为“柴爿猪”，再加
上当时人的肚皮油水少，所以带肥
膘的猪肉才是热门货，要头天在肉
摊前放破篮子坏砖头“挂号”，第二
天起大早认号排队才能有幸买到。

但是不久，不管怎么提前排队也买
不到猪肉了，因为压根菜场就再也
进不到猪肉了。于是，居民们被告
知，凭肉票可以改买同等数量的鱼。
好在那时江河湖海的污染情况和滥
捕现象远不如现在，因此我们凭肉
票都能买到同等数量的鱼。只是让
吃猪肉成为了老百姓的奢望！特别
是我这个不要吃鱼只爱吃肉正在长
身体的小学生，常常为能吃上红烧
肉而朝思暮想地流口水。虽然那时
的报纸上不断宣传养猪的好处，号
召单位和农民多养猪，说什么“猪多
肥多、肥多粮多”，但就是吃不上猪

肉。我当时就读的蒲西路小学西边
大操场也支起了一口口的大锅灶台
和一间间猪圈用来养猪，但看到的
都是活小猪赶进去，死小猪拎出来，
不久那个养猪场就荒废了！
为了帮助我解馋，也为了让我长

身体补点营养，在绍兴并非猎人的我
舅舅和人合作冒着生命危险打了一
头野猪，特地从那时还不通公路的里
山走了几十里路，再换乘长途汽车、
火车，把一大块野猪肉送到上海我家
来。那个野猪肉的滋味直到今天我还
记得！喷香、皮厚、膘肥、肉粗，还磕掉
了我半颗牙齿———那因为野猪肉里

嵌有猎枪的霰弹小铁子，由于我大口
贪吃狠命咬下去而造成的！

正因为有如此深的猪肉情结，
所以当我看到同班一位同学集邮册
里有这套刚收齐的肥猪信销票后，
就非常喜欢，马上动用这个同学曾

经看中我的几套好邮票
与他交换了。从此就经
常翻看这 , 枚邮票，盼
望有朝一日，能见到这
么大的真肥猪，让我天
天痛痛快快地吃上猪
肉！

,%年多后的今天，
当我再欣赏这套邮票
时，真感到恍如隔世。看
看现在，不要说买猪肉
了，在超市和农贸市场，

你只要肯出钱，就是像鲁提辖消遣
镇关西一样一下子要各买 )%斤不
见半点肥的在上面的精肉、不见半
点精的在上面的肥肉和不见些肉在
上面的寸金软骨，那些卖肉的摊主
也会满面春风地给你办到！

! 张 东

清代犀牛望月镜架

! 马蒋荣可爱的肥猪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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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永军制三足鼎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