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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在我三十多年的铜镜收藏生
涯、数百枚的铜镜藏品中，无论怎
么看，这枚唐代嵌银缠枝麟凤镜都
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一。

几年前，上海一家拍卖行举办
了一场小型的拍卖会，虽然不是铜
镜专场，各种杂件都有，但是朋友
看中了其中的几枚铜镜，于是就在
拍卖前请我过去先帮他看看品相。
我欣然应允，过去后第一眼就看中
了这枚镜子。
此镜很特别。一般我在拍卖行

看到的铜镜都只有镜子本身，可是
随着此镜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个制
作精巧的藏盒。盒上有民国初年大
收藏家关祖章的落款，还贴着一方

小纸片，纸上详细记载了该镜的收
藏经历及制作工艺。
“琉璃厂一陋铺购得，盖唐镜

……用白银打成薄片，镂刻而成，
缠枝蔓叶，四方镇有神兽、朱雀，巧
思巧作。”只言片语，却传达出浓浓
的收藏的传承感。一件藏品，若是
经过收藏大家之手，往往其收藏价
值也会大增几分。单看此盒，便让
我心头一动，待将目光投向镜子本
身时，更是被其极为精美的制作艺
术吸引得目不转睛、叹为观止。

该镜约摸直径 !"#$ 厘米，圆
形，镜身上泛着铜绿，那是岁月长
久流逝的见证，品相可谓极好。不
过，最让我赞叹不已的，还是镜背
上的纹饰———那竟然是一幅满工
的嵌银作品！

一般铜镜上的嵌银都是分工
完成的，先将银片打造出所需的形
状，再按镜背纹饰的整体需要，分
别嵌在不同的部位，最后组合成一
幅完整的作品。而这枚铜镜的嵌银

却全然不是这样。它是先将白银打
成与此镜差不多大小的一整片薄
片，再在此薄片上镂刻出一幅完整
的作品，然后将其覆于镜背之上，
从最中心的钮开始一直蔓延到最
外层的镜缘，再通过反复捶打，最
终使此幅镂银作品完整严实地嵌
于镜背之上，差不多将镜背完全覆
盖。正因为如此，此镜便有了不同
于寻常之镜的华丽与贵气。

此幅镂银作品中心是一伸展
开的多瓣花朵，每一片花瓣上都刻
有精致工整的瓣纹，花心与花缘的
瓣纹还不同，可谓细致入微。镶嵌
时，整个花朵正好严实地将镜钮完
全包裹，形成美丽的花纹钮。

从镜钮到镜缘之间的图案更
是巧夺天工、匠心独运。镜背的上
下左右分别饰有一对神“灵”，乃麒
麟与凤鸟。麒麟与龙尾相似的尾毛
刻得丝丝分明，令人拜服。凤鸟图
案亦不遑多让，那展翅欲飞的样
子，仿佛就要从镜背上一跃而起、

扑面而来，连双翅和凤尾的绒毛都
能看得清楚，简直栩栩如生、精巧
玄妙。分列四端的麒麟与凤鸟之间
以繁复的缠枝蔓叶纹连在一起，枝
枝相连、叶叶相抵，不曾断绝，更显
出一派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的繁荣
气象来。

传说中麒麟乃神之坐骑、龙九
子之一，历来被人们视作吉祥神
宠。而凤鸟现，圣人出、太平至，是
古人心中极为美好吉祥的象征。以
麒麟和凤鸟同时入画，大有龙凤呈
祥之意，全然可见当初的那位铸镜
人祈福之深；再衬之以满目的缠枝
蔓叶，足可想见其富丽繁华、子孙
昌盛、绵延不息的美好祈愿。念及
此镜的年代，历经千年，从唐传承
至今仍光亮照人、品相生动，当年
铸成之时该是何等的浑然天成、精
美绝伦！又该是何等的富贵人家、
书香门第才会铸成此镜！

看到此镜后，我极为心动，可
惜是朋友先看上的拍品，我自然不
好夺人之美，只得抱着满腹遗憾帮
其参详。幸而天公作美，朋友最后
居然放弃了此次拍卖，我自然当仁
不让，即刻将其拍下，那一刻的激
动之情溢于言表、至今难忘。

! ! ! !本人喜欢收藏，所
以闲暇时跟一帮同样喜
欢收藏的朋友白相。这
些藏友中的佼佼者经过
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
年节衣缩食、痴迷执著、
埋头钻研，闷声不响俨
然成了某个收藏专题的
“大户”。相比较，我是东
一榔头西一棒子，前天
集集邮票；昨天觅觅钱
币；今天寻寻磁卡，从未
瞄准过一个方向“集中
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因
此虽然家里“垃圾”一大
堆，但总归不成系列、没
有规模，始终痛苦地
坐在“散户大厅”里。
其实我本来是有

机会、且可利用工作
之便在收藏界“出名”
的。那是中学刚毕业，
我被分配进铅笔厂工
作。铅笔厂建于 !%世
纪 &%年代，已经生产
出来的铅笔数量论亿
计。当时我若有心的
话，现在肯定是“铅笔
收藏大王”？遗憾我身
边缺乏高人指点，白
白浪费了机会；更白
白丢失了不少比较珍
贵、比较稀少的铅笔。
追悔莫及、真真伤心。
比如原来我就曾经拥
有十几支印有“人民
大会堂”、“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等字
样的定制笔（今收藏界称之为纪念
笔），那是一支一支很不容易花心思
费口舌讨来攒下的。定制笔制作相
当特殊。记得以前我在铅笔厂做学
徒时，厂里专门辟出一间工场间，作
为加工来自首都北京特需定制的专
用铅笔。定制笔比我们常人平时使
用的铅笔粗二三倍，笔芯浓淡度在
'(至 $(之间（$(是最浓的），笔杆
呈六角形，俗称“大六角”。铅笔一头
已经削好露出笔芯；另一头打磨成
半圆柱，并用油漆封口。

因为“大六角”是给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中央领导甚至毛主席使
用的，所以厂里对工场间管理得非
常严格，一般不轻易让人随便进出。
我们这些刚进厂的小青年眼巴巴瞅
着老师傅炫耀着手里的“大六角（次
品）”，羡慕得不得了。当然工作了一
段时间，我们人头逐渐熟了，再加上
我们年轻时对长辈格外尊重，老师
傅们一乐意，便把一支带点瑕疵（正
品数量绝对控制，运往北京；而次品
则留在了厂里）的“大六角”转送给
我。该笔杆上印“人民大会堂”字样，
通体蓝色面漆，$(黑色笔芯。遥想
到伟大领袖将要用这种类型的铅笔
批阅文件决定国家大事，捏在手里
确实感觉不一样，沉甸甸的。后来我
又陆陆续续讨到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笔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笔。其中后者面漆为大
红色，笔芯也是红色，"') 毫米长
（见图）。也有的“大六角”表面漆成
红蓝相间。
起初拿到“大六角”觉得挺好玩

的，异常稀奇。时间一久，积攒的“大
六角”多了，就不当回事往抽屉里乱
塞一气，结果在搬家途中保管不善
全弄丢了。幸运的是后来在家父写
字台的抽屉里无意之中翻出一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定制笔，我激动得如获至宝。
如今铅笔厂已经基本不生产中

央定制的铅笔，且该厂的职工较少
具有收藏铅笔意识，遗留下来的定
制笔（次品）稀少。因此我必须小心
翼翼珍藏硕果仅存的那“一支”。

! ! !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
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
里船。”真没有想到杜甫的诗句在千
年之后，引领了一个瓷器新时代，民

国桃柳争春瓷器，即一种在白釉地
上用红绿黄白黑等各色彩料绘出桃
花、翠柳和黄鸟图案的瓷器，又称之
为“柳树黄莺”或“绿树黄莺”瓷器，
在民国璀璨的瓷器世界里，属“下里
巴人”的日常生活用瓷。

此糖缸高 "&#* 厘米，口径 +

厘米，底径 ""#!厘米。正面是桃
柳争春图，粗壮的柳树，纤细的
桃枝，柳树枝叶茂盛，桃枝花朵
绽放，一只黄莺立在柳树枝头朝
远方鸣叫，另一只从空中应声飞
来，像是在欢庆春天的到来。这

样的糖缸摆在客厅里，即使是寒
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春意浓浓。该
器造型舒展，胎釉坚密温润，用
彩鲜明，纹饰绘工细腻。

桃柳争春瓷器作为一种特定
时期的瓷器，虽然仅存在短短的几
十年，但存世数量尚大，品种也很
多，大到将军罐、冬瓜罐、帽筒、花觚
等，小到小碗、小罐、盖杯、肥皂盒、
渣斗、油盒（扣盒）等，应有尽有。它
们通常成双成对出现，既有实用性，
又有观赏性。桃柳争春瓷器图案格
式是固定的。一般是在器物的主要

部位，绘桃树和柳树各一株，桃树枝
干纤细，柳树枝干粗大，二者作相交
状。桃树主枝上大都绘三朵盛开的
桃花，通常两朵粉红，一朵色白，也
有绘一红一白两朵的。柳树颜色略
重，多呈黑色或蓝灰色，有别于棕色
的桃树树干。树干上往往绘出几个
树瘤，以显其粗糙的纹理。柳条柳叶
用若干黑色的细短弧线或直线并涂
染数笔绿色表现，显得郁郁葱葱，枝
繁叶茂。桃柳之外，还要绘两只黄
莺，一只立在柳树上，一只在空中飞
舞，也有两只都画在树上，体现出
“黄鹂鸣翠柳”之意境。空白处点缀
一两只彩蝶。有盖的器物，盖上也
绘有图案。

! ! ! !数十年的参观旅游，我留下了
不少具有纪念意义的参观券，“葛
洲坝船闸参观券”便是其中之一。
倒不仅因为它是早期参观葛洲坝
船闸的凭证，还因为这张“参观券”
竟把其中的“券”字误印为“卷”字，
即成了“参观卷”（见图）。

著名的葛洲坝工程是万里长
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也是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一期工程从 "+*%

年破土动工，到 "+$"年才基本建
成。"+$!年 !月，在一期工程船闸
正式对外开放不久，我便有幸来到
湖北宜昌参观了该工程的三个单
级船闸。记得我拿到这张参观券进
门检票时，曾对检票员说，这参观
券上的“卷”字应该是“券”字，并比
划给她看，不料她两眼一瞪地说：
“这么多人进去也没有人说，就你

多事！再说就是写错了，你也
不是进来参观了吗？”说得我
啼笑皆非。

这张早期的船闸参观券
长 +厘米、宽 &厘米，横式，普
通的新闻纸，绿色单色印刷，
套印红色编码及“票价贰角”字样，
左上角为船闸的木刻图像，但可惜
的是，该图像在进门检票时被女检
票员硬生生地剪掉了一半。

&%多年过去了，每当看到有关
三峡水利工程的报道时，我总会油
然想起参观船闸时的情景，也会想
起这张如同集邮中错票的参观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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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园珍藏春秋剑器

! ! ! !周礼崩七雄五霸闹春秋，文出
谋士武出侠客，而民间则出能工巧
匠，尤其是冷兵器，刀、剑、弓、弩、
戈、矛等等，出名的剑器即有干将、
莫邪、鱼藏剑、越王剑、吴王剑。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刀剑
弓弩介绍时更有棠溪剑，比干将莫
邪剑器更早，主要那儿的溪水可以
影响淬火的剑身，而浙江龙泉剑的
传人也铸出了斩金截铁的利器申
遗。从画面上看其传人手持自己铸
造的长剑，用力劈向浸湿卷紧的草
席，竟剑剑干净利落的将草席截为
数段，且切口整齐，这除力量外那
就是剑器的锋利。接下来是斩金试
验，只见把一摞十个铜钱放在木桩
上，其手举龙泉长剑，用力劈向铜
钱，瞬间一摞铜钱应声飞向两旁，
十个铜钱都被劈为两半，再查剑刃

则丝毫无损，最后是把一个穿了防
弹衣的假塑料人形竖在面前，其手
持龙泉剑对准假人胸膛用力刺去，
竟刺入了三十多公分，刺穿了防弹
衣与塑料假人，而剑尖毫无损伤。

这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专诸
刺王僚的鱼藏剑，春秋时吴国公子
光欲杀王僚夺回王位，但王僚戒备
森严，且在锦袍之内以宝甲护身，可
以刀枪不入，不但难以近身，即是近
在眼前，一般刀枪也不能伤他。

公子光正在无计可施之时，适
伍子胥去吴国避难，在长街吹箫乞
讨，公子光问明情由，收伍子胥入
府中。日久伍子胥得知公子光之心
病，并知王僚有一癖好好食鲜鱼，
即为公子光出谋献策，得鲜鱼时请
王僚过府赴宴，觅一能刺穿宝甲的
短剑藏于鱼腹之中，由一赤胆忠心

之壮士献鱼行刺方可成功。
公子光言能刺穿宝甲之短剑

府中可觅，这忠义之壮士难寻。
伍子胥想起了自己结义之兄弟专
诸，吴国堂邑人，庖厨出身，力
大无穷，定能胜任，即推荐给公
子光。三人密谋以得鲜鱼为引子，
请王僚过府赴宴，专诸藏短剑于
鱼腹，骗过侍卫刺杀了王僚，鱼
藏剑因此而名扬天下，两千多年
过去了，鱼藏剑是不能得见了。

余藏有一柄春秋匕首，总长二
十三厘米，刃长十五厘米，宽一点
五厘米，柄长八厘米。刃双面快口
锋利，周身泛水银光，刃尖略有铜
锈，仍然锋利，柄首呈扁平四方形，
中有方孔，四角有细花纹饰，柄两
面也有细花纹饰，形制古雅，虽历
经两千多年，刃还锋利异常。当年
杀人利器，今藏之可园充作文房，
在作书画之时以备裁纸之需，此即
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