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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认识中年指画家滕国俊先生是
在 !"#$年上海世博会后不久，我收
到了他画赠的指画作品《竹》。画家
的指甲、指尖、手掌、手背蘸墨，勾勒
线条，显示墨韵，别具情趣。后来我
知道，为祝贺此次世博盛会，他花了
%个月时间，精心创作了长 !&$&厘
米，高 '&厘米的指画长卷《世博盛
会，民俗之光》。如此规模的指画作
品是极少见的。尤其是巧妙的构思，
借了《韩熙载夜宴图》的手法，以和
平鸽为间隔，把全画分成 $(个小区
间，每段都各有中心，而全画又浑然
形成一个整体。难怪上海文联原副
主席江明惇看了以后，赞誉有加，即
兴为之题写了画名。
早年的滕国俊，画画全凭个人

兴趣，并不专师一门。他分别随名
师学过国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
所以技法比较全面，创作起来也较
少束缚，更加自由。上世纪 )&年代，
他有幸遇到指画名家滕白也先生，
从此改变了艺术轨迹。他在白也先
生指点下，专攻指画。而这一技法
独特的画种与他擅长的山水、花
鸟、草虫、人物画结合，便开创了
广阔的艺术天地。
滕国俊改攻指画，还另有深虑。

他说：“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画指画
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有，也被视作文

人墨戏，画些简单的题材偶而为之。
事实上，指画从开创时起，就被斥为
旁门左道，难登大雅之堂。我不自量
力，就是想把这一濒临失传的画种
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年的探索和努力，滕国俊大
大拓展了指画的表现内容和空间，
让它从文人墨戏成了为时代服务的
工具，创作出了许多好作品，自己也
得到了锤炼和提升。他根据民间故
事创作的《八仙祝寿图》，书法名家
翁闿运先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并为之题跋。他的大幅人物画《钟山

风雨图》，造型准确，墨韵生动，也在
画坛内外受到普遍的赞扬。他的指
画走向了广阔的天地。
近些年来，滕国俊指画已为人

所知。许多地方来电来函，或邀他去
办展览，或请他去开讲座，办班授
课。把指画艺术推向海外，也是滕国
俊改学指画的重要目标。$++( 年，
他携指画东渡扶桑，进行文化艺术
交流。本文开头提到的《世博盛会，
民俗之光》长卷，经国家有关部门审
核，也将参加 !"$%年的意大利米兰
世博会，在表达“世界是个和平村”、
“世界和平团结进步”理念的同时，
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指画艺术。
“我就是以指画为平台来实现

自己人生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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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海派书法篆刻家单晓天，浙江
绍兴人，幼年随父定居上海，受家庭
熏陶，以小楷为日课。上世纪 ("年代
初分别受业于邓散木、唐云和沈禹钟
诸大家，在沪上颇有知名度。这是 )!

年前单晓天写给刘永赓的评印手

稿，是我五年前在网上购得的。
手稿写于 $+(*年，当年刘永

赓 *'岁，而单晓天只有 !!岁。今
天，刘永赓这个名字也许没有单晓
天知晓度高，但他也是海派书画
家，而且很有亮点。刘永赓早年留

学日本政法大学，归国后从业律
师，其父为晚清民国书画家，家境
殷实，收藏甚富。受其父亲的影响，
刘永赓十分喜好书画，业余时间笔
耕不辍，先后得到画界前辈贺天
健、冯超然等名家指点，画艺大进。
习画同时，他对篆刻颇有兴趣。当
时就向单晓天请教篆刻。这件评印
稿就是单晓天见他的治印作品后
而书写的。其内容为：“所作颇见天
才，惟欠合法度，且间有失诸篆理
及篆误。治印篆误为最要不得之
事，宜加注意。刀法不外切、冲、涩
等数种，以切刀较烦用，分向外向
内二种；涩刀惟用于刻牙，治石极
少用，宜多临摹秦汉诸印。初学择
其规矩，谨严布局，方正者仿之，必
有猛进。治印虽曰雕虫小技，然亦

大有章法，且仓石（昌硕）一路初学
不宜，学此犹画中石涛、山樵也。癸
未九秋孝天随笔。”手稿纵 !%,%-.、
宽 $),%-.，左下角盖有“孝天”印一
枚。刘永赓对评印稿颇为珍爱，将
其粘贴在一张蓝色卡纸上，并用小
楷写上“余长孝天十余岁，服膺其
印，遂执弟子礼，此札评余印，颇多
中言，故粘存之。癸未十月永赓。”
并盖有一枚“孟飏”朱文印。刘永赓
书写的小楷规矩可观，清逸秀俊，
显示其良好的书法基本功。
年长者如此敬重单晓天，可见

单晓天早年就显露出出色的才华。
单晓天待人诚恳，所写内容真切、衷
恳，哲理鲜明，言简意赅，从艺术角
度上直言不讳地阐述其作品存在
的一些问题及今后学习的方向。这
件评印稿字体书写秀雅飘逸、清秀
圆润、自然大方，用笔刚柔相间、变
化多端，字里行间富有节奏感，有
“二王”之神韵。现在我们重读这件
手稿，对学习书法篆刻大有帮助。

! ! ! !春节假期里的一天早上，我睡
得正香，听见母亲叫我，说难得我
休息，让我陪着一起打扫一下卫
生，整理一下家里的东西。心想一
年到头，也该大扫除一下了，便赶
紧起床洗漱完毕，去了书房。

我看母亲已经在整理了，各种
画册、文玩等等都拿出来放在旁
边，边看边分类整理着。我问她，要
我整理些什么，她说叫我把背后橱
里的东西整理下摆摆好。回头看
去，橱里放着的都是外公以前留下
的一下小玩意，雕过的核桃、蟋蟀
罐子等等，可能是没睡醒，有点毛
手毛脚，正擦拭着橱架的时候，不
小心有什么东西碰了下来，还好我
反应算快，立马接住了。一看接在
手里的东西，是个雄鹰的小雕塑，
很眼熟的感觉，拿在手里看了又
看，便想起，这个不就是年幼的时
候因为它挨了一顿揍的玩意嘛。这
是我外公江寒汀自己手捏的雕塑，

小时候便觉得栩栩如生，十分形象
生动。年幼的时候，总是以为是玩
具，趁母亲不注意就拿出来玩，母
亲看到后一直严令我不许碰坏了，
说这个不是玩具，是外公留下来的

东西，不能随便碰。小孩子的心理
越是不给碰，越是会偷偷去拿，记
得有一次，又是趁母亲一转身去做
事，我便想从橱里拿出来玩，一不
小心没拿稳便掉了下来摔在里地

上，心里瞬间便慌了，母亲听到声
响过来，拿起雕塑一看，雄鹰雕塑
的嘴断了，心里十分生气，说和我
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去碰，我却不
听，我便挨了一顿揍。后来母亲再
也不给我碰橱里放着的东西了。小
时候心里还一直想，不就一个小玩
意而已，又不是什么宝贝，不是它
我也不会挨一顿揍！

看着手里的雕塑，还真是好多
年没看到了，还真有种“仇人”相见
的感觉。不过现在回想小时候的
事，细细想来，虽然挨了揍确实也
体现了母亲对外公留下来的东西
是多么的珍视，对母亲来说，只要
是自己父亲留下来的东西，那便就
是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它们承载的
回忆或者故事，使其精神价值远胜
于它的物质价值。想到现在看到很
多艺术品被各种炒作，不禁觉得可
悲，当艺术完全沦为了金钱玩物，
那便不能再称为艺术了！

! ! ! !《礼记》有言：“孟春之月，盛德
在木”，中国人从古到今历来重视植
树造林。* 月 $! 日为中国的植树
节。通过植树活动，激发人们爱林、
造林的感情，提高人们对森林功用
的认识，促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
林和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
造福子孙后代的目的，让我们的地
球多一些绿色。
为纪念植树节在我国环境保护

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宣传并倡
导环保，提高大众环保意识，中国人
民银行于 !""*年 *月 $"日发行环
境保护———植树节纪念银币。该套
纪念银币共 !枚，精制币，每枚含纯
银 $盎司，成色 ++,+/，形状为圆
形，直径 (&毫米，面额 #&元，发行
量 *&&&&套，由沈阳造币厂和深圳
国宝金币制造厂共同铸造。该题材
纪念币首次采用贵金属铸造纪念币
纪念植树节，反映了政府对环境保
护的重视和关注。也是更好地广泛
宣传环保、提高人们加强对环保的
重视，起到了最深远的影响意义。
纪念币正面图案为植树节节徽

主图案，树木的造型以对称的几何
型体设计，让人感觉清晰，线条和面
的结合更显出强烈的对比装饰质
感。植树节节徽周围以肥嫩的绿叶
以装饰性组合环抱着，雕刻细腻，线
条经过细微处理使图案变得更为饱
满圆润。背面图案中的绿色生命以
体现广大群众清晨迎着阳光，在清
晨中有节奏的踩着自行车上班的欢
快场面，再现了绿化陪伴人们生活
和工作的重要性，意蕴了环保与人
们共生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该套两枚银币反映出了国家对

环保植树的重视，也完整地记录了
我国对退耕还林，加强环保绿化走
过的历程，是一套非常有意义的藏
品。

友人说近日得了一件宝贝，约
我有空看看。我如约前去，一眼就
看见这口大铁缸威风凛凛地迎门
而立，缸口直径大概有 )&厘米，高
度约有 '&厘米。猛一看，感觉这缸
有点儿眼熟，再一看那纹饰，不禁
哑然失笑：山西运城某个院落也有
这样一只铁缸，去年冬天我在那里
游玩时，曾仔细观赏了一番———

此缸有兽形三足，双耳不对称
分布；外壁饰有上下三层图案，上
层为梅菊等各类花草，下层是祥云
纹衬托两两相对的祥兽；铁缸中部
图案由 0幅独立的画面组成，其中
*幅为《三国演义》人物故事：桃园
三结义、单刀赴会、三顾茅庐；另 *

幅则为《水浒传》人物故事：鲁智深
倒拔垂杨柳、黑旋风大战浪里白

条、景阳冈武松打虎。两组图案结
合处范缝明显。范缝一侧，又可见
“大明宣德年制”题款。稍有点文物
常识的人估计都会笑出声：首先，
明代铁缸的造型风格为上侈下敛，
这件铁缸的造型明显不符；另外，
“大明宣德”距今将近 0&&年，故宫
太和殿四周有一圈真正的“明代”
铁缸，那是什么品相？每一口都锈
迹斑斑，让人忍不住与之保持距
离，生怕一碰掉渣！这件“大明宣德
年制”铁缸虽然也有锈迹，却基本
完好如新，让人无法不生疑虑。再
有，“三国”、“水浒”人物故事尽管

深受历代工匠的喜爱，但两种图案
同时出现在一件器物上的却并不
多见……

就此，我当下掏出手机，输入
“三国水浒人物故事铁缸”请教“度
娘”，答案一键即得：此缸网上有
卖，是某家经营仿古建筑构件店铺
的“镇店之宝”，售价 (!&&元。

友人见我看得出神，“不怀好
意”地问道：“怎么样？鉴定结果如
何？‘大明宣德年制’没错儿吧？”我
答曰1“嗯，是没错儿———没一个错
字儿！淘宝网上购的吧？”闻听此
言，友人大笑，进而说道：“我准备

捡几块漂亮石头放进去，再点缀几
棵水草水草，养几尾金鱼，这么大
的缸不能闲着是吧？”我心想：平时
常持一颗好奇之心还是有好处的，
主动求疑解惑才能使惑解疑消，才
不会被“假古董”蒙蔽了双眼。

单晓天早年的评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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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 鹤指画新天地

" 滕国俊指画《八仙祝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