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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一日接到汪亮先生
电话，说有开心之事要与
我叙叙，还有老先生为他
所作的好画让我欣赏。在
电话中都能听出他那喜
悦的心情。我和汪亮先生
熟识二十多年，从未曾听
其发出过如此欢快之声。
我说好的，有空就去。可
我家近来添了外孙宝宝，
忙得不亦乐乎。但在家
里做做饭，逗逗宝宝，倒
也尽享家庭的温暖和天
伦之乐。
一天，趁宝宝睡午觉时，我便去

了汪亮家。汪亮先生很高兴，谈到几
月前，见到了四十多年未曾碰面的
老朋友，名叫广畴，年近八十，还在
苏州博物馆当顾问。范先生早年曾
做旧书画修裱工作，一手超水平的
手艺，深得人们的钦佩。我心想这有
这么高兴吗？正疑惑间，汪亮拿出一
幅唐云的《荷花图》（见图），画得极
为清雅，如一阵荷花香气拂面而来。
他又指着墙上挂的张大壮作于
!"#$年扇面山水，也画得极精。他
笑着说这两幅画离开他将近五十年
了。原来，“文革”前夕，汪亮托范先
生裱这两幅画，不久因动乱两人失
去了联系。这次见面得感谢苏州博
物馆举办的“文征明特展”，范先生
碰到了汪亮的熟人，再找到了汪亮。
两人见面时范先生感慨地说：“转眼
四十多年了，终于物归原主。那时帮
你裱这两张画时，还只有三十多一
点，现在都快八十的人了，这两张画
不还你，成了我的心病啊！”
汪亮说，从苏州回家难以入睡，

范广畴还他的不是画，是朋友的真
情。如今这画虽然能换到 $位数字
的钱，但在正人君子面前，钱不算什
么，真诚乃是人间最可贵的。两幅画
也把他带回了年轻时代，唐云、张大
壮两位老师，对他关怀备至，关系极
为融洽。那张荷花是他 %&岁时到唐
云先生家拜年时，唐云先生早就画
好并题词赠予的。老先生们为人的
真诚，是那么叫人感动。

! ! ! !曾见过溥心畬画一朱衣女子，
放出一个高高的风筝，也曾见过他画
的宫廷一角一羽翠绿的鹦鹉。长条的
纸上作画，可以想见当初他弓身下
笔的身影，甚至感觉出是个寒枝萧
瑟的秋日，或是挑灯孤坐的遥夜。

他是清恭亲王奕訢的孙儿。他
出生满五月，就有了头品顶戴。五
岁时候，慈禧称赞他“本朝灵气都
钟于此童”。他是天赋诗人的伤感，
和画家的才情，可怜他生逢末世。
风筝和鹦鹉，对他来说，总在左
右，形影不离，甚至滞留在他的诗
词和书画里。

陆机的“平复帖”，还有韩干的
“照夜白”，是他的旧藏。要治母亲的
病，他把“平复帖”匀给了张伯驹。亡
国了，王孙是弃儿。乱世了，文物也
是弃儿。我曾在张伯驹亲笔自述的
文稿里，读到了“平复帖”和溥心畬。

只觉得凄然不已。
旧王孙，骨血里流着旧气。亡国

之君溥仪，去了“满洲国”。他愤怒，
写了《臣篇》，称自己不再是他的臣
子，到此恩断义绝。这篇文字的原稿
墨迹淋漓，它会在后世活下去。
这一夜，我见到了一纸拓片，秦

羽阳宫瓦“羽阳千岁”的拓片。上有
溥心畬的款识：“羽阳宫殿悲何处，
彩云箫史同朝暮。霸业久随尘，问咸
阳可怜焦土。只河岳，还如故。阅沧
桑，成今古。漳台片瓦皆愁侣。叹璧
月仍圆，销磨秦汉经风雨。兴亡恨，
谁能补。辛巳七月题秦羽阳宫瓦，调

寄凤衔杯，心畬。”还钤有私印两
枚：“溥儒之印”、“旧王孙”。

秦代羽阳宫，是秦武公所修，
在陈仓，也就是现在的宝鸡。金代
词人元好问孩子出生，恰好有羽阳
宫瓦出土。他把“羽阳”两字用作
了孩子的名字。还写了一首小令，
第一句就是“添丁名字入新收”。
可见他是见到了出土的那片瓦，还
收藏了起来。

有今人记载的一片羽阳宫瓦，
也在宝鸡出土，圆形，残了。直径十
八厘米。中有乳丁纹饰。双线分割为
四格，分别书有“羽阳千秋”四字。

溥心畬款识的羽阳宫瓦拓片，
为“羽阳千岁”字样。原物应该也
出自宝鸡，今天不知在了哪里。款
识所填的“凤衔杯”词，和历来流
行的柳永、晏殊所作有些不同，所
依的词谱应该另有所本。
一个旧王孙，见到早已湮灭的

苍苍上古宫阙的遗物，他的心情是
可以想见的。“羽阳宫殿悲何处”，
“漳台片瓦皆愁侣”，这样的词句，不
是伤心人，不能写出。他选用
“凤衔杯”词牌，可能也是特地的。
是以凤凰自喻，说他此时喝醉的不
仅是酒，还有凄凉的心情。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 年，溥心畬在台北病故，年
仅 $(岁，葬于阳明山。

! ! ! !古代民窑青花瓷数康熙为上，
其发色青翠靓丽，纹饰拙中见巧，
内容以反映渔樵耕读等农耕文明

的生活场景为主，备受藏家青
睐。康熙“玩玉”款柳荫憩马纹
盘，高 %)* 厘米，直径 +(), 厘
米，斜直壁，折腹，足圈径 +-

厘米。盘内底主题画面为青花柳
荫憩马纹。画面中央为枯枝新芽
迎风拂起的柳树。树两侧分绘二
马，前马圆斑点身，回首扬尾；
后马仰头竖耳，咴鼻抬足，二马
眉目传情，前呼后应，栩栩如生，
背景衬以萌发的春草和通灵剔透
的山石，给人以春意盎然，生机

勃勃的感受。
“青花柳荫憩马纹盘”虽为康

熙民窑残器，但其造型规整，纹饰
优美，且以分水法多层涂染绘制，
时代特征明显，是清初民窑瓷品的
代表作之一。鉴赏此盘，耳边萦绕
起美学大师王朝闻先生经常与我
说的那句话，即：民间艺术出自
民间艺匠之手，尽管通俗，格调
却并不低。马年里，以马为题材
的古代艺术品一定会给读者带去
吉祥美好的祝愿。

! ! ! !茶叶极易吸湿受潮而产生质
变，它对水分、异味的吸附很强，而
香气又极易挥发。当茶叶存放不妥
时，在水分、温湿度、光、氧等因素的
作用下，会引起不良的生化反应和
微生物的活动，从而导致茶叶质量
的变化。故存放茶叶时，用什么盛
器，用什么方法，均有一定的要求。
由此，各种各样的茶叶罐就应运而
生。从质地上区分，茶叶罐一般有锡
制、铁制、陶瓷、玻璃、纸制等，其中
以选用有双层盖的铁制茶罐和长颈
锡瓶为佳，用陶瓷器贮存茶叶，则
以口小腹大者为宜。

古代徽州人有着用锡罐贮藏
茶叶的传统，清代茶业兴盛时，屯
溪有许多家制造锡罐，每年可制锡

罐 %,万只以上。清人周亮工在《闽
小记》中说：“闽人以粗瓷胆瓶贮茶，
近鼓山支提新名出，一时学新安（徽
州），制为方圆锡具，遂觉神采奕
奕。”由此可见，过去福建大量生产
锡茶罐是仿照徽州之风的。+*-,年
"月，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船
触礁沉没，船上 '*&吨乾隆时的茶
叶浸没海底，沉船在 +"(-年打捞出
海后，尚有 +&&&余公斤茶叶由于锡
罐封装严密，未受水浸变质，其中一
部分还能饮用。如今，在古玩市场
上，锡制茶叶罐也很受追捧。

这件秦权式茶叶小罐（如图），
造型古拙可爱，把手可玩，其形制
为清代康熙、雍正流行式样。罐有
盖，顶铭“松萝”与“沈”字印章款。

罐身一面篆书刻：“野烟迷古寺，初
月上琴台。沈竹庄。”尾落“存周”阴
文方章款。一面行书刻“凉哉草木
腓，白露沾人衣。犹醉空山里，时闻
笙鹤归。竹庄。”尾落“沈”字圆形印
章款。底落“存周”二字印章款。全
罐诗文高雅，暗含禅意，雕刻文字
如行云流水，灵动畅快，为沈存周
所制锡茶具之佳作，极为少见。

关于锡，有一种说法，即称锡
为“绿色金属”。这是针对纯锡于人
体无害的特性而言的。锡，被认为
是排列在白金、黄金及银之后的第
四种稀有金属。锡制品耐酸、耐碱、
无毒、无味，不上锈。“盛水水清甜，
盛酒酒香醇，储茶味不变，插花花
长久”。在中国古代，一些水质不好

的地方，会在井底放上锡板以净化
水质。在皇宫中，御酒通常用锡器
盛放。锡制茶叶罐不仅可以防潮，
还可以保持茶叶的芳香，而锡茶壶
泡出的茶很清香。这无疑使其自古
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
名家所制作的锡制茶叶罐或茶壶，
更是屡有珍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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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未
尽

!

王
人
梁

! 朱积良锡罐贮茶好芳香

! 龚燕蟒康熙青花柳荫憩马纹盘小赏

风流人物风流人物

! ! !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民
国初年即积极创建报纸启迪民智，
并以其高超的书法艺术，首创“于
右任标准草书”，被推为明代董其
昌以后三百年，真正能承先启后自
成一家者。

民国建立之始，与西学交流日
益频繁，知识界倡议改革，当时有
人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以求强国。于右任提出“识读用楷，
书写用草”的方向，发愿整理出一
套统一的草书字形，兴振中华民
族。+"'%年他发起组织“标准草书
社”，致力整理，并以古代童蒙识字
用的《千字文》内容为研究对象，由
此诞生了《标准草书》。

自 +"'$年初版《标准草书》至
先生逝世后 +"$*年再版，期间每
次修正印本，于右任必定亲自临写，
态度审慎。+"-%年 *月《标准草书》
第五次修正本在重庆出版，吴稚晖
称《标准草书》对于中国文字的改
良贡献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后
第一部。在今年中国嘉德春拍一代
书圣于右任书法拍卖专场中，就将
出现于右任在 +"-%年 *月书写的
《千字文》册页 %(开（如图为其中的

两开），以实物见证了标准草书完
成的重要历程阶段，并展现了右老
结字书写的非凡功力，笔力遒劲，
疾缓自适，章法谨严，行气开阔。

于右任曾说：“吾国习称，文之
善者曰文豪，草之善者曰草圣，谓
之重视草书也可，谓之高视草书也
亦可。故善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

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
或咨嗟其喜怒情性之寄，而于字理
之组织，则多所忽略！”他特以“标
准”来强调“字理”，提出四条原则
为“易识、易写、准确、美丽”。把草
书生存的文化本义———易简；草书
发展的文化走向———审美；草书依
赖的文化素材———汉字，都概括包

含了。他不但将篆、隶融入行书中，
更有魄力将碑体行书化入草书，这
在此次露面的《千字文》提及一系
列作品中都有所展现。正如著名书
法理论家刘延涛所说：“标准二字，
当活看、活用，优游变化，余地甚
广。临写之时，贵得其理，知其法，
而不拘于形也。”

于右任的《千字文》与标准草书
! 袁 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