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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接到符海贤先生电话，今年
是他父亲符骥良老先生逝世三周
年，有关方面将举办他的书法篆
刻展，要我参加。符老是著名书法
篆刻家，又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鲁庵印泥的第二代代表性传
承人，生前与我相交颇深，这个活
动当然得参加。开幕那天，果然群
贤毕至，气氛隆重热烈。

之后不久，我来到海贤寓所，
回忆起符老诸多的艺术成就，以
及他与沈鹏、唐云、钱君匋、田叔
达、丰子恺等艺坛名家的交往。我
们不约而同地说起，其中对他影

响最大的，无疑是张鲁庵。
张鲁庵（!"#!$!"%&），浙江慈

溪人，名咀英，字鲁庵，斋名望云
草堂。他毕生从事印谱和名印收
藏、印泥制作、篆刻创作，其印泥
更是蜚声书画篆刻界，被称为鲁
庵印泥。!"''年，他与王福厂等发
起成立上海金石篆刻社，王任社长，
张为秘书长，当时年富力强的符骥
良是秘书助理。就是在那里，符老学
到了全部鲁庵印泥制作技艺，并
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关系。

说到这里，海贤从书橱里拿
出一本《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手

工钤拓本给我
看，印谱完成于
!"(&年，由当地
名儒张原炜撰
序后请书法大
家谭泽闿书写。

原来，张鲁
庵治印，初学西泠诸家，后来专攻
邓石如一路，尤其欣赏他“以书入
印，印从书出”的篆刻风格。由此
也注意搜集印章实物、印蜕和印
谱。邓石如，号完白山人，一代印
学大师。他刻印虽多，流存下来的
却很少。张鲁庵多方重金搜求，仅
得 %!枚并据此摹刻裒成一帙，其
目的诚如张原炜序中所说，在于
“标正宗，饷后学，意至善也”。

海贤边翻印谱边解释，邓石
如治印，摆脱了当时印坛流行的
工整精致风尚，开创了洒脱自由、
抒情写意的印风。张鲁庵摹印，很

好地保留了这一点。
《张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还

有个特点：使用了张鲁庵特制的
复硃印泥。说着，海贤又拿出一缸
印泥，缸盖后背贴着鲁庵手书的
纸条“复硃印泥”（见图）。一九四
三年用于仿完白山人印谱。虽然
是七十年前旧物，至今依旧颜色
鲜艳，泥质细腻有光泽。海贤介
绍，所谓复硃印泥，也是鲁庵印泥
一个品种，即在朱砂中再加朱膘，
使颜色更显沉着，用它来钤盖印
谱，自然是锦上添花了。

张鲁庵先生 !"%&年过世后，
家人按照遗言，把他珍藏的大批
印章、印谱等极具价值的文物捐
献给了西泠印社，这本《张鲁庵仿
完白山人印谱》和复硃印泥，则是
他生前馈赠给符骥良老先生的，
见证了两位老艺术家相投的艺术
志趣和承上启下的艺术传承。

! ! ! !我有点“木头控”，到哪里
去旅行，都喜欢背点原生态的
木头疙瘩回来。

&#!)年的秋天，我和大桑
一起到安徽李坑玩，在经过一
个卖木雕的商店时，看到架子
上放着好几个树瘤，大大小小，
奇形怪状，很是可爱。可是，每
一个树瘤的顶部，都被店主挖
了一个深深的洞，意思是这个
树瘤可以当笔筒。于是，天然的
树瘤变成了实用品。

我拿起一个还来不及被
店主改造成笔筒的树瘤，细细
欣赏，先近看，再远看，再正
看，再反看，终于琢磨出一些
道道来。你看，它的正面不是
一只正在爬坡的刺猬吗？这件
“作品”可以命名为“小刺猬”
嘛。它的背面更精彩了，可以
命名为“凤凰涅槃”，一只“凤
凰”正在火中挣扎，腾飞，它的
四周烈火熊熊。

我窃喜，但我不想表露出
来，于是装作漫不经心打听价
格。店主说：&*#元。我立刻放

下树瘤，并给了大桑一个眼色。大桑说：老
板，这种树瘤我家里有三四个，都是在江
湾买的，那时候买的 )#块一只。
店主说：不可能，我几年前就是在江

湾开店的，几年前也要 *#块一个。
大桑说：你现在要加 &##块？树瘤又

不是艺术品，你从树上割下来就行了。
店主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便说：!'#

块拿走吧。
晚上回到宾馆，我便开始伺候这樟

树的树瘤，先给它好好擦了一把热水脸，
然后用牙刷把树缝中的脏物都剔出来。
看见宾馆提供给旅客一小管润肤露，我
就把它挤出来，把树瘤的上上下下前前
后后都抹了一遍……折腾了大半夜。
第二天，大桑见到这树瘤时，惊异道：

它已经是一件艺术品了。雕塑还要煞费苦
心地雕啊挖啊，它呢，只要洗把脸，涂一点
润肤露，就脱胎换骨了。
我家还有一根树干（也许是树根），

我记不得是哪一年买的，当时摊主说是
野山楂，我搞不清是野的还是家的，也搞
不清它是藤类的还是别的类的植物，只
是觉得这一根木头既具有一种扭动的一
路向上的条纹，又有沧桑感，非常耐看。
于是就买下了，背回了上海。
一件普通的东西，往往可以发掘出

美来，同时发掘出自己的好心情。更不要
说那些天然的树干树枝树瘤树根，它们
的纹理、走向、色泽……只要取材得当，
兴许能发掘出它的巧夺天工，兴许能让
它成为有艺术感的玩意儿。我们在端砚
上发现了“眼”，我们在黄花梨上发现了
“眼”，我们在宝石上发现了“猫眼”，顿
时，这些天然的东西便灵动了，精彩了。
如今，我把这根树干和这个树瘤放在

一起。朋友浩明来了，我便介绍说：这两样
放在一起是绝配，一只大饼一根油条！
浩明说：你比喻得文雅一点好不好？

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缠绵派，两个组
合，就是“刺猬爬树”。

哦，名字起得好，“刺猬爬树”，尽管
真正的刺猬不会爬树。

! ! ! !整理旧物，见一张六十多年
前的结婚照及其结婚证书，新郎
新娘是两位国画家许士骐教授和
贝聿玿女士。

新郎许士骐教授早年留学法
国巴黎美术学院，融西洋美术之
精华于国画之传统笔墨，擅长山
水、花鸟、走兽等画，曾应徐悲鸿
先生之邀和张书旂、陈之佛教授
等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
新娘贝聿玿是贝家大房的长女，
所以我叫她大阿姨，虽从亲戚关
系来讲不算很近，但结婚时她确
实是在我家出阁的，因此印象就
很深刻。贝家是苏州的名门望族，
我外祖父赵邦彦家是上无片瓦下
无寸土的书香门第，但我的大外
婆（我亲外婆是大外婆去世后的
填房）与大阿姨的母亲是海盐陈
家亲姐妹，因此我叫她阿姨是对
的，不过我家住在上海，若不是
*+!)日寇入侵，我们也许不一定
会有来往。后来苏州沦陷，贝家拥
有的名园狮子林被日寇侵占，全
家四散逃难，她这一房由老母亲
陈宜寿拖带三女一子辗转逃来上
海（此时大阿姨的父亲已去世），
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现天平路）
“大同坊”租得一个三层楼面住
下。因我家也住在姚主教路上的
“茅馆”，相距咫尺，远亲顿时变成
了近邻，分外亲切，因此而过往甚

密，其时我还很小，妈妈常带我和
妹妹去玩，叫一声“大同坊好婆”
后一定有糖吃。抗战胜利后不久，
我叫他“叔叔”的舅舅（贝“背”娘
舅这称呼为苏州人所忌）要结婚，
为让出三层正房做新房，小阿姨与
老母同住亭子间，二阿姨远嫁去了
广东，母亲便邀大阿姨搬到我家三
楼亭子间暂住。大阿姨贝聿玿，字
坚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早
年毕业于苏州女子职业学校美术
专科，并先后师从国画大师郑午昌
及吴湖帆习画山水画。住在我家
时，她白天在上海市银行工作，下
班后便潜心作画，把亭子间兼作
画室并雅称为“海上坚白楼”。

婚礼于民国 ),年（!"(*年）
!!月 !(日下午在林森中路（今淮
海中路）!*##号的“世界社”举行，
它离我家很近，步行也只需十分钟
左右。那天上午，住在“大同坊”的
新娘家人除老母亲外都先来我家
与我母亲一起替新娘化妆和穿结
婚礼服，花童是由新娘的外甥女担
任，所以也在我家换穿礼服，很有
些喜庆气氛。当时还是小孩的我和
妹妹则非常起劲地跑上跑下轧闹
猛，我妹妹还不时去摸摸几天前就
挂在大阿姨房内的婚纱。午饭后，
新娘先上三楼向我的祖父母告辞，
接着新郎派车来接新娘及花童去
世界社礼堂，我记得嫁妆是一个皮

箱，除细软外大多是大阿姨的山水
画作品及画画用的文具。当时父亲
正在美国，母亲则带了我和妹妹步
行去参加婚礼。

世界社是由辛亥革命时的同
盟会会员、中国国民党四大元老
之一的李石曾等所办的一个文化
教育组织，是一幢三层楼的古典
式洋房，正门要步上十多级石阶
才能进入前厅，气派很大，但不是
一个举行婚礼之类的公共场所，
正是因为李石曾（二排左）亲允担
任证婚人，婚礼才会在世界社举
行，当时他还隆重地穿上了蓝袍
黑褂国服；另一位证婚人是辛亥
革命先烈陈英士的胞弟、民国政
要、军事家及银行家、总统府国策
顾问陈蔼士（二排右）。介绍人是

四位闻名遐迩的国画大师张大
千、郑午昌、张书旂及吴湖帆（三
排左至右），他们促成的这桩婚姻
曾是当年国画界的一大佳话。男
方主婚人是新郎的哥哥、书法家
许德臣（四排右）；女方的主婚人
是新娘的祖父、金融家贝理泰（四
排左，当年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
的父亲、贝聿铭的祖父，其时贝聿
铭已去美国留学）。婚礼在世界社
的前厅举行，并无特别布置，宾客
就分坐在前厅及左右边厅。婚礼
开始，主持人请证婚人、介绍人及
主婚人先后上台，面向南站立后，
司礼台上放着结婚证书。当主持
人请新郎新娘入场时，钢琴奏婚
礼进行曲，新郎穿了燕尾大礼服
走出，面对证婚人等站在婚礼台
对面，新娘则由其胞弟贝重威挽
着缓步入场站在新郎边，钢琴由
新娘的好友、南模幼稚院主任尤
敦茀老师弹奏。仪式简单隆重，先
由证婚人致证婚词，接着由介绍
人致词及谈介绍经过，然后是双
方主婚人致答谢词。最隆重的是
结婚证书上所有相关人士都当场
用印，一一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完
成了这一庄严的文件，这样结婚议
式就完成了。随后就是以当时很通
行的茶点招待来宾，也就是各色蛋
糕点心以及茶或咖啡。因世界社不
是一般的公众礼堂，没有专门服
务人员，蛋糕等都是从外面买来
的，一碟碟点心与一杯杯茶放在
各个桌子上，来宾自由地边谈边
取食，欢声笑语，非常轻松自在。

! ! ! !近日，我在朋友孙正伟老先
生寓所看到博古架上的紫砂壶，
真是琳琅满目。其中一款周桂珍
制作的富贵竹平圆紫砂壶（见
图），造型呈平圆形，壶柄环竹节，
壶身壶嘴有竹枝、竹叶相连，寄寓
“竹报平安”之意。壶的底印为“周
桂珍制”，盖印“周桂珍”。周桂珍，
!"()年出生，!"'*年进紫砂工艺
厂，在近代制壶大师王寅春班里
学习。!"%)年起长期受壶艺泰斗
顾景舟悉心传授，现被评为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

孙正伟笑称自己收藏紫砂壶
是歪打正着。从事造型设计的他，
平时酷爱绘画，所创作的油画、国
画、水彩画几十年来不断见诸全
国各大报纸杂志，并参加相关画
展。凭着画家的直觉和审美情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开始进入
收藏领域，开始是瓷器、紫砂器和

杂件兼藏，但很快，他把注意力集
中到了紫砂壶收藏。

孙先生说：“我有时到老画家
那里去，往往看到他们手捧紫砂壶
冲茶，高雅的举止让我好生羡慕。
慢慢地我发现紫砂壶造型美观，形
态千变万化，壶身、壶盖、壶柄的不
同形态，能组合出无穷造型，使人
眼花缭乱。这种美感和由此引起的
精神享受，是促使我花时间、精力
进行收藏的主要原因。另外，宜兴
不比景德镇，离上海较近，来回方
便，价格又相对不高，正符合我的
实际承受能力。”

此后二十多年里，孙正伟几
乎每个月都要去宜兴选壶。他回

忆，那时的宜兴，只有
一条狭窄的小街，两
旁分布三四十家门面
很小的陶器店。街上
冷冷清清，行人很少，
来买壶的人更少。

在这否定一切的特殊社会环
境里，几乎无制壶名家，更没有职
称、头衔一说，即使紫砂壶价格低
得不可思议，也不会有人想到收
藏。孙正伟根据自己爱好，从中挑
出造型美、壶身亮丽、制作精致、
价格不太高的紫砂壶买。

孙先生告诉我，幸亏当时不
断有报刊发表他的画作，有点稿
费，从事造型设计也有点“外快”，

加上自己省吃俭用，还是有能力
继续收到一批藏品的。

到了本世纪初，随着艺术市
场的兴起，他开始关注书画行情
和拍卖情况。在拍卖图录中，他
惊奇地发现，原来紫砂壶行情竟
如此火爆，而周桂珍还是位蜚声
海内外的制壶工艺美术大师。他
感慨地说，收藏真的是有运气靠
机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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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手工钤拓本 ! 华振鹤

忆一场简朴而名人雅集的婚礼
! 沈祖钧

富贵竹平圆紫砂壶
! 观 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