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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又是旅游
的好时光。我外出旅游!在饱览神
州大地旖旎风光的同时!总会选购
一些旅游纪念品，而旅游火柴则是
我最喜欢的收藏品。我国各地火柴

厂曾经以旅游为题材，将名胜古迹
的风光美景浓缩在小小的火柴盒
上，设计生产了千姿百态的旅游火
柴。这种价廉物美、雅俗共赏的旅
游小商品，集实用、纪念、艺术为一
体，成为广大旅游者喜爱购买的纪
念品。

泰山，气势磅礴雄伟，号称五
岳之首。济南火柴厂以泰山风景为
蓝本，生产出泰山旅游火柴。整套
火柴共十二盒，将著名的南天门、
十八盘、拱北石等设计成美丽的图
案，一一搬上方寸火柴盒上。每盒
火柴的背面是一方各景点的篆刻
红印，古色古香，充分体现了瑰丽
多彩的泰山石刻艺术的无比魅力。

乐山火柴厂设计生产的峨眉
山风光旅游火柴，构思新颖别致、
出人意料，十盒火柴竟藏在一只大
抽屉里，上书“天下名山”四个镏金

大字，更增添佛教名山的神秘感，
引人神往。

历代名楼旅游火柴也是光彩
夺目。建于三国时代的黄鹤楼，清
光绪毁于大火，近百年来，留给人
们仅是渺茫印象和无限惆怅。
"#$%年，武汉火柴厂率先将蜚声
中外的黄鹤楼印在火柴盒上，用
这种形式寄托了人们对它的思念
和再建的愿望。黄鹤楼今日得以
重建，武汉火柴厂的宣传呼吁也
起了一定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南平火柴厂生
产的武夷山旅游火柴（图 "）。这套
火柴共有十盒，每盒各是一幅千峰
竞秀、溪谷环绕的“碧水丹山”图，
而十盒火柴拼在一起，一幅完整
的、风光秀丽的武夷九曲全景图便
展现在眼前，使人见了有“虽未入
其门，却已身居景中”之感。更妙的

是火柴盒背后是武夷山风景导游
图（图 &），那天我在武夷山买了这
套火柴，按图索骥，游遍了武夷山
山水水。真是，一包火柴在手，便可
充当义务导游。

中国名胜古迹在方寸火柴盒
上频频出现，并逐渐形成系列，旅
游火柴以独特的形式，向世人展示
了我国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颇为
伤感的是，随着打火机的普及，如
今火柴企业或置换、或关门，从其
顶峰时期的一百多家工厂，如今仅
剩少数在苦苦挣扎，这对我这个火
柴迷来说，很是无奈。好在我曾经
收藏了这些各具特色的旅游火柴，
空闲之时欣赏把玩，往日畅游神州
大地的美好回忆历历在目，愉悦之
情因此油然而生。

!图上" 武夷山旅游火柴

!图下" 武夷山火柴导游图

! ! ! !我收藏了一枚形状奇特、价值
较高的五字刀型古币，俗称齐大刀。
这枚齐大刀的刀身正面铸有“安阳
之法化”五字，背面铸一“上”字，是
上世纪 '(年代初我在山东淄博出
差时偶尔得到的，可惜的是刀身和
刀柄折断了。
齐大刀是春秋战国时期由齐国

铸造、曾在整个山东半岛流通的刀
型古币，是我国古代货币文化中极
富特色的一种。齐大刀系青铜铸币，
刀体大型厚重，铸工十分精湛，由刀
首、刀身、刀柄和刀环四部分组成，
刀首近于三角形，刀身和刀柄是大
小相近的两个长方形，刀环呈圆形。
齐大刀刀身文字流畅华美，被誉为
刀币之首。齐大刀包括三字刀、四字
刀、五字刀和六字刀，其中以六字刀

最负盛名。相传公元前 %'$年，田齐
取代姜齐为齐侯，颁铸“齐建邦长法
化”六字刀以作纪念。故长期以来一
直有人称六字刀是中国最早有铭文
的纪念币，它传世极少，是不可多得
的古钱币珍品。
目前流传于世的齐大刀有“齐

法化”、“簟邦法化”、“节墨之法化”、
“安阳之法化”、“齐建（造）邦长法
化”、“齐返邦长法化”等数种。“法
化”是当年标准货币的意思。“节
墨”、“安阳”、“齐”等均为地名，“节
墨”即今山东即墨，“齐”指齐国都城
临淄，笔者收藏的这枚“安阳之法
化”刀币上的“安阳”在今山东曹县
一带。“齐法化”简称“三字刀”，是田
齐建国以后最通用的法币，也是目
前存世齐大刀中最多的一种，四字

刀和五字刀
的存世量要
少得多，六
字刀则最为
珍罕。齐大
刀一般长约
")!' *"# 厘
米，宽约 &!$*%厘米，重量约 +(!'*

,&!+克，笔者收藏的这枚断柄“五字
刀”长 "'-)厘米，宽 &!'厘米，重量
为 +$.'克。自 &//,年以来，我国古
钱币行情向好，尤其是齐大刀升幅
惊人，不少品种少则翻了二三倍，个
别珍品多则提升了十余倍。一枚上
品的三字刀价格从几年前的二千余
元攀升至目前的七八千元，四字刀
和五字刀价格早就达到数万元以
上，如在中国嘉德 &//)年春季拍卖

会“金银锭、金银币、古钱”拍卖专场
上，一枚品相上好的“节墨之法化”
背“日”五字刀，曾拍出了 ,%)$/元
的高价。
据行家分析，我收藏的这枚断

柄“安阳之法化”五字齐大刀虽说没
有全品相的“五字刀”那样值个十万
八万的，但这枚断柄“五字刀”包浆
浑厚、文字清晰，且存世量极少，对
于中国古钱币尤其是战国刀币的研
究和鉴赏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 ! ! !墨是“文房四宝”之
一，历来备受文人雅士、
书画名宿的青睐。古人
云：“有佳墨者，犹如名
将之有良马也。”一锭良
墨对书画墨客来说不仅
是文房用具，更是至爱
之物。乾隆年间的《歙
县志·食货志》将墨分
为三大宗系，分别是：
文人自怡、好事精鉴、
市斋名世。
文人自怡指的是文

人自制用来珍藏玩赏的
墨。历来能书善画者都
喜“墨趣”并贪“墨香”，
赵孟頫赋诗咏墨“古墨
轻靡满几香，砚池新浴
灿生光”；大文豪苏东坡
也留下“茶墨俱香”的美
谈，将茶与墨视为一生
至爱。文人清高，对墨倾
心，不愿用千篇一律的
墨锭，便开始自设墨的样式，再附
上室名斋号，甚至诗词佳句，或随
身携带，或做文房清玩，自制墨就
此诞生。唐韩熙载制的“麝香月
墨”、宋苏轼制的“雪堂义墨”，清
纪晓岚制的“观弈道人吟诗之
墨”，无不体现着墨文化的雅趣。
这些自制墨不仅“百年如石、一点
如漆”，更加融入了古代文人雅士
的情趣寄托，因此成为后世收藏
者苦苦追寻的精品。
好事精鉴则是社会名流定制

或鉴制的用于结交馈赠友人的
墨。唐代李白曾写过一首《酬张司
马赠墨》，明代宋珏也写过《谢赠
墨》，这里的“赠墨”不是今天我们
所说的为他人题字或题画，而是
友人馈赠的专门自制或定制的墨
锭。文人雅士们信奉“唯金石可长
久”，便以墨会友表真情。这些定
制的赠墨，从松烟到香料再至做
工都十分考究，“上党碧松烟，夷
陵丹砂朱。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
掇”，诗仙说这样的好墨要“锦囊
养之怀袖间”。
说起市斋名世之墨，最有名

的莫过于“落纸如漆，万载存真”
的徽墨。徽墨因宋徽宗时期的徽
州府而得名，代代相传，延续至
今。徽墨发展到清代，出现了曹素
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为代
表的“徽墨四大家”。他们的“艺粟
斋”、“鉴古斋”、“函璞斋”、“开文
墨店”所制作的精品名墨在今天
的古墨收藏市场上可谓“黄金易
得，一墨难求”。早在 "##,年汪节
庵制的《御题西湖十景诗彩墨》就
以高达 ,,万元的价格落槌。
馨罄斋居士写古墨：“纵然年

岁风流过，饶是清香有余沉。”大
凡钟情古墨收藏的人，把玩珍藏
的古墨时都会将墨拿在鼻下轻
嗅，淡淡的幽香浸透古今，以达到
物我合一、古色古香的境界。

! ! ! !砚滴又称水滴、水注、书滴、蟾
注等，有嘴的叫“水注”，无嘴的叫
“水丞”。砚滴为贮砚水并向砚中滴
水之器，供磨墨之用，为文房用具之
一。说起这件做工精细、小巧玲珑的
清代晚期的胡田窑砚滴，其中还有
一番故事。
那是五年前，我利用公休假的

时间，到苏州吴江看望中学同学大
邱。大邱在带我品尝太湖三鲜等美
味佳肴后，便驱车陪我到江南古镇
同里观光游览。在参观了退思园、耕
乐堂、城隍庙等景点后，我俩便沿着
镇上的石头小径边走边聊。小径的
尽头是一幢古民居，一位耄耋之间
的老奶奶在门口售卖纪念品。在买
了些物品后，我提出到院内参观参
观，老奶奶欣然应允。民居坐北朝

南，青砖小瓦，木格窗栅，院内花草
树木繁多，典型的江南大院。在堂屋
的供桌上，我发现了这个陶瓷的砚
滴。经与老奶奶交流，得知砚滴是祖
上传下来的，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经仔细研判，确认并非赝品，便花数
百元买下。

这个砚滴从形状上看像个茶
壶，长 '厘米，高 ,厘米，背上有一
圆孔，用于注水。砚滴除了背部有几
朵缠绕枝头的花骨朵外，器身上没
有任何繁杂的图案，显得很典雅、很
素朴。整个器件胎质自然、釉色光
鲜，胎釉结合紧密。后经资深藏者鉴
定，确认系景德镇胡田窑制品，出自
清代中晚期。
砚滴乃一盈握之物，属文房器

具一族，其形以方、圆、水禽、蟾蜍为
多，材质有铜、银、陶瓷之分，是专为
砚台添水滴墨之用。因陆游有“水冷

砚蟾多薄冻”之诗句，故砚滴又有
“砚蟾”之别称。魏晋时，初为砚添水
的盛器为水盂，而砚滴约产生于唐
宋之际，盛于明清之时，衰于民国年
间。砚滴器形有立瓜、卧瓜、双桃、莲
蓬、蒂叶、茄壶、牧童、蟾、石榴、双瓜
等。尽管砚滴的外形多种多样，但有
三点结构是共同的：一是腹内中空，
可以盛水；二是在较高的位置上有
一细孔，倾倒时，可以滴出水来；三
是背上有一个圆孔和腹相通，圆孔
上有一段高起的管状器，可以注入
水，用水时，用一个手指按住，把砚
滴移到砚台上时，不会有水洒出，只
要略松开手指，便有水滴到砚台上。

! ! ! !一部 "#+'年由中共晋冀鲁豫
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下）
卷已然被世人关注。其珍贵之处在
于，其中的数篇文章，在此之后出版
的“毛选”中再未收入。与此同时，此
部“毛选”的第 $+页至 )+页为原
缺，在其之后出版的“毛选”校勘的

要求十分严格而且完
备，从未出现过错页，缺
页现象。在 "##, 年 #

月，由北京举办的 &/世
纪稀见书刊资料拍卖会
上，一部 "#+'年由中共
晋鲁豫中央局编印的
《毛泽东选集》（上下）
卷，经几番竞拍后，居然

被一位日本人以高价买走。拍卖会
后，我国党史暨文化界的许多人士
对该珍本《毛泽东选集》（上下）卷流
往海外表示深深的遗憾。
我从父亲杨永直的遗存中，找

出此部即 "#+'年由中共晋鲁豫中
央局编印的，如前述内容一模一

样的历史珍本：《毛泽东选集》（上
下）卷。
这部“毛选”是张际春馈赠父亲

的。父亲与张际春相识于延安，张际
春同志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父
亲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
放日报》任采访部暨国际部主任，他
们在有关的会议中时有交往。建国
后，于“文革”前，父亲在中共上海市
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时，张际春同志
更是父亲的领导。他是“八大”的中
央委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在 "#+)年 %月，胡宗南调集
%/万“大军”疯狂进攻延安时，父亲
奉命随中央直属机关撤至晋察冀，
继续办报，父亲时任《晋察冀日报》

编委暨编辑部主任。张际春同志是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对父亲
的工作时有指导和帮助，他对与父
亲邂逅，十分高兴，也就在这时他馈
赠了这部珍贵的“毛选”给父亲。
“文革”浩劫，张际春首当其冲，

于 "#$$年 )月 %/日，陈伯达、江青
召开万人大会，批判他的所谓“错
误”；而父亲则在 "/月 &&日于文广
广场被造反派组织“红革会”“批
斗”，随即被“抄家”。日均两次，家中
所有物品，古籍、字画及其它物品被
掠、毁一空。唯有这部珍贵的“毛
选”，父亲委托海军的一位将军代为
保管；直至“文革”罪恶岁月的结束。
真可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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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断柄“五字刀”! 吴伟忠

古民居偶得清代胡田窑砚滴 ! 陈斐华

旅游火柴伴我游神州 ! 李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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