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祝鸣华 视觉设计∶黄 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mh@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B102014年11月15日 星期六

民间收藏 /

! ! ! !儿时乘凉听祖母讲《白蛇传》，
知道白娘子为寻夫来到金山寺，跟
法海和尚讨要许仙，结果水漫金山
也没斗胜法海，反被收进钵中压在
了雷峰塔下。后来在中学课文里读
到“论雷峰塔的倒掉”，又知道鲁迅
小时候总希望雷峰塔倒掉，而且真
的彻底倒掉了，就因为这个缘故我
对雷峰塔始终没了好感，以至后来
得了一套雷峰塔经砖拓片也不知

随手丢哪儿了。
今年八月，“千年

重光———吴越刻雷峰
塔藏经特展”在朵云艺
术馆举行，曾由吴湖帆
供养、经陈曾寿、沈尹
默、叶恭绰、夏敬观等
名贤题跋的千岁经卷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
舍利宝箧印陀罗尼
经》，首次进入公众的
视野，这才让我想起自
己有套经砖的拓片。

九 十 年 前 ，即
!"#$年 "月 #%日、（农历八月廿七
日）午后二时，守望西子湖千年的
老衲雷峰塔顶上突然冒出数尺高
的烟尘，惊鸟四散纷飞，一声巨响
过后轰然倒塌，塔身荡然无存，剩
下一堆残砖土阜，杭城民众盛传塔
砖能辟邪驱病、有宜男利蚕的功
效，纷至沓来，在废墟中翻捡残砖，
并在部分带孔砖中意外发现秘藏
经卷，可绝大多数早已霉烂，完好

者寥寥，故得者无多，流传至今更
是屈指可数。尽管有人声称目睹了
雷峰塔倾圮的全过程，终不及刻在
砖上的文献来得重要可靠，这里要
提一个人，他叫姚允中，浙江永康
人，虽然对其生平知之甚少，但正
是他自塔圮之日起，连续三天来到
遗址，终于觅得一块完整的有孔之
砖，欣喜之余回家后立即在砖上刻
下了“塔影图”和《雷峰塔坍塌古砖
记》：“雷峰塔在南屏山麓，亦名‘黄
妃塔’，为吴越王妃黄氏所建，居西
湖十景之一，每当夕阳返照，塔影
横空，故有‘雷峰夕照’之名，从来
游士志胜，书不尽载。乃忽于民国
第一甲子八月廿七日午后二时无
端倾圮，噫！千年古迹竟成碎土，湖
山减色，感慨沧桑。余爰至其旧址，
检拾是砖（旁有一洞即藏经处），追
摹塔影，撰刻数言，以资遗识。民国
第一甲子八月三十日。”而此时仅
为塔圮后的第三天。两年后姚允中
又将此砖琢为鱼龙砚，一侧再镌雷
峰塔、苏堤、断桥数景并记：“昔吴

越国王钱俶建塔于雷峰，至民国甲
子年八月倾圮，发现经砖中有孔实
难多得，三至塔址始获是砖，携归
刊记，并琢龙砚以供文房之用。丙
寅春三月，永康姚允中。”

数十年后是砖归云间收藏家
朱孔阳所得，并加刻了篆书“西湖
雷峰塔藏经古砖”，砖孔处再刊：
“雷峰塔砖藏经之孔，云间朱孔阳
识，年方八十三。”令人欣喜的是，
在雷峰塔坍塌九十周年之际，朱孔
阳的后人秉承父志，向杭州博物馆
捐献了这件珍贵的“雷锋塔经砖鱼
龙砚”，雷峰塔经砖自公元 "&%年
烧造起，历经千年终又回到自己的
故土。

晚饭后来到露台，极目远眺，
千里流光，空气中弥散着桂花的阵
阵香气，寂静的心终于被广场舞大
妈的喧嚣所打乱，忽听近处又传来
一曲“新白娘子传奇”的歌声，虽是
浅唱轻吟倒也声声入耳：“千年等
一回，等一回啊，千年等一回，我无
悔啊……”

! ! ! !人有爱好，生活就会充满乐
趣。老友孙鸣一，善书画，好收
藏，家中宝贝无数。我有空喜欢
到他家里坐坐，看看他的藏品，
也能享享眼福，增加点学识。他
主藏瓷器，那些珍宝我能随意把
玩，他任我所为，相谈甚欢。

一日，我到他家，见他一脸
迷惘，便奇怪地问道：“怎么了？”
他告诉我说国学大师汤一介老
先生走了，汤老是他平生最为敬
重的老师和朋友，汤老生前也视

他为知己。多年前，孙鸣一在北
京拜访朋友们，在他们的鼓动
下，决定将自己的作品集成一本
画册。季羡林和汤一介两位老先
生更是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季老
当即为他题写了书名，还建议他
出一册藏品集，说好东西“藏在
深闺无人识”，那些瓷器也可以
说是一部中国文化史，将“孙鸣
一藏品”书名也一并题好了。带
着一分感动，鸣一又到了汤老家
中，汤老闻之也很高兴，并祝他

出版成功，汤老表示原本想为画
册写点什么，但年龄大了，身体
不好，事情又多，便为画册题词
道贺。

鸣一道，如今老人竟已离
世，怎不教人难过。我劝道，生死
是自然规律，但老人的品格和学
养是永存的，是留给我们的精神
财富。你有缘结识他们是你的福
分。汤老的字“情景合一，自然妙
画”是对你的肯定，老先生是不
随便夸人的，这是你的珍宝啊。

! ! ! !一天下班回家，进门见母亲不
在客厅，心中正想着母亲去哪了，
却听见书房里传来一些细细声响，
原来是在书房里。

进书房一看，原来是
母亲在整理东西，我便开
口道：怎么又在整理东
西，不是不久前才整理
过？母亲说：十一月份了，
她的一位师兄钱行健先
生，三年前也是这个时间
去世的，想到当年在父亲
江寒汀门下学画的弟子

有些都离世了，心中十分思念。便
翻看一下他们当年所赠的东西，回
忆一些往事。我便陪着母亲一起翻
看，看到有好多张卡片，母亲拿起

一张画着鹰的卡片给我，说她的大
师兄乔木先生以前也画过一幅鹰
给你，这张钱行健先生画的贺卡
也送给你吧。我便说，这个怎么
不像贺卡，更像一幅画得比较小
的画呢？母亲说当年和现在不一
样，贺卡都是自己画的。母亲告
诉我，这张贺卡是当年钱行健先
生来家里看她，当时她正好拿了
一些贺卡准备画了送人，钱行健
先生便问她也拿了些空白的贺卡
画了几张，画好后叫母亲选一张，
说是回去之后寄给母亲，母亲说

现在给我就行了，回去再寄这不
是浪费钱嘛。所以钱行健先生就
在旁边写上：圣行师妹大教，行健
画于荻舫。母亲还开玩笑说她与这
位师兄感情也是很好，生前她称钱
行健先生一声老哥，他称她为老妹。
听着母亲回忆她师兄的一些往事
时，好像钱行健先生还健在的样子，
我心中也不禁为之感动。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老一辈的
画家们一个个逐渐地离世了，但他
们一辈子为艺术所作出的贡献，是
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敬仰的。也
希望健在的老一辈画家，保重身
体，继续指引带领下一代走出一条
不平凡的艺术道路。

! ! ! !那日去跳蚤市场闲逛，
见有一老者摆摊售卖碗碟、
书报之类的杂物，上前打
探，老者告知旧屋拆迁，便
把闲置物品拿来出售。在向
老者购买了两只青花小碟后，老者
兴致颇高，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递
给我，说还有个好东西呢。我打开一
看，原来是一根玉簪，很“开门”的老
货。我一问价，价不算贵，就向老者
买下了玉簪。
回去的路上，我遇到了玩杂件

的藏友老杨，闲聊中他问我有何收
获，于是我拿出玉簪给他欣赏，他拿
在手中端详片刻后，告诉我，物件从
形制和长度观测，应是清中晚期青
白玉书拨，因为簪子的尺寸还会更
长些。见我一脸不解，老杨笑着对我
说，抽空整个资料发条微信，届时你
关注一下。
看了老杨的微信后，我茅塞顿

开，得知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古人
有敬惜字纸的习俗，对书籍尤为爱
护，担心翻书会在书页上留下汗渍
和指纹，继而影响书的寿命，故发明
了书拨。书拨的使用与古籍的书页
特点有关，古籍书页是由棉连纸、麻
纸、宣纸等对折而成，中间为空，使
用时，可将书拨置入其中翻动，同
时，书拨还能起到书签和镇纸的双
重作用。传世的书拨以清代、民国制
品为多，有竹、木、银、铜、玉、翡翠、
象牙等材质，书拨上往往还会以雕
镂、镶嵌等方式装饰精美图文，可谓
是融实用性与鉴赏性为一体的文房
用品。
我得到的这件书拨制作年代约

在清代中晚期，长、宽分别在 !!'$

厘米、('%%厘米左右，取材为和田青
白玉山料，质地温润莹亮，周边起线
流畅，整体打磨精细，表层泛有柔和
玻璃光泽。书拨尾部虽有绺裂，但无
伤大碍。书拨端首下侧镂空雕有灵
芝纹，灵芝相传是炎帝幼女瑶姬的
化身，在传统文化有长寿、吉祥、如
意等象征。镂空灵芝上首翘头部分
为如意头式样，平面上浅刻有荷叶
图案，荷叶品性高洁，有和谐美好的
寓意，对古代士子而言，按其谐音，
荷叶又寓意一夜成名。手持吉祥书
拨，眼观经典著述，此番意境，文雅
至极，在“志在书中”的科举年代，或
许这枚书拨也曾给使用者带来过仕
途上的好运吧。

从我查询的拍卖记录来看，书
拨特别是玉质书拨近年来行情红
火，#))* 年江苏爱涛新春拍卖会
上，一件清代白玉书拨以 ""))元价
格拍出；在 #)+!年北京东正秋拍
上，一件清乾隆碧玉嵌宝书拨又以
,")))元成交；到了今年北京瀚海
春拍上，一件清代白玉宝剑书拨以
%%#))元价格被买家收入囊中。对
比这些数据，我所买的这件书拨算
是“捡漏价”了。

! ! ! !中国瓷器历来是世界各地收
藏家们热衷的收藏对象。由于瓷器
易碎，尽管历代生产的瓷器数量很
大，但清代以前可供收藏的瓷器尤
其是官窑瓷器也很难见到了。当前
明清官窑瓷器继续保持升温的趋
势，“珠山八友”的瓷器也逐渐被瓷
器的收藏家们看好。

江西景德境内“珠山”这座小
山丘，自元代设立“浮梁瓷局”和明
代初期设立御窑瓷厂以来，那里聚
集大批制瓷的能工巧匠，为皇族与
达官贵人烧制出难以计数的名瓷
精品。自晚清末代皇帝溥仪退位，
这个统治中国瓷业生产达 &)) 余
年之久的“瓷都帝国”也日暮西沉。
清朝统治结束，封建桎梏的离析，
陶瓷在创作思想上获得解放。清末

民国初期，珠山以王琦、王大凡、汪
野亭、程意亭、邓碧珊、刘雨岑、徐
仲南、田鹤仙、毕伯涛、何许人等瓷
界精英聚会结社形成了“珠山八
友”，他们烧瓷冲破了御窑的清规
戒律，把文人崇尚的自由精神融汇
进瓷绘艺术中去，将西洋务光线、
明暗等表现手法融合到词汇中去，
独树一帜，开创了景德镇彩绘瓷器
的新局面。

笔洗是供书画家清洗毛笔的
瓷器。我收藏的这件瓷笔洗，是“珠
山八友”中的绘瓷大家邓碧珊
（+*&$-!".)）画的。他是清末秀才，
父亲以打铁为生，从小生活在鄱阳
湖上。少年时代跟随父亲下湖捕
捞，对鱼儿习性观察细致。+".+年，
邓来到景德镇以字画为业。他绘瓷

擅长粉彩鱼藻图，技法颇受日本绘
画影响，所绘鱼藻形象生动，笔调
细腻，情趣高雅，他的书法修养也
甚精深，颇受同行绘瓷艺人的尊
重。

笔者所收藏的邓氏三鱼纹笔
洗，为邓碧珊 +"#* 年（戌辰）即民
国十七年的作品，他逝世前二年所
绘，当时邓碧珊五十岁。常见邓氏
画藻纹多为鲤鱼，此笔洗为金鱼，
在邓的鱼藻作品中尚为珍稀。“三
鱼”为“三余”的同音，有寓意：三国
时魏人董遇常教导学生利用“三
余”时间读书，谓“冬者岁之余，夜
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此笔洗
绘了三尾金鱼，勉励学人惜时奋
学，绘者用心颇为良苦。

时下，“珠山八友”的瓷器艺术

市场走向成熟稳定，一些大的拍卖
行时常能见到，且价格不菲，有的
甚至超过了清代官窑瓷器。如 #))%

年 +#月，天津国际拍卖公司一块
邓碧珊粉彩《山水》瓷板，成交价
%%)))元。假如你家里遗存老瓷器
是“珠山八友”画的，建议你好好珍
藏，也许会替你家庭增添一笔不可
小觑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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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八友”邓碧珊瓷绘笔洗 ! 许云琴

贺 卡 ! 张洋

雷峰塔藏经砖 ! 王金声

情景合一 ! 王人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