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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爸爸到了老年是用手杖的，
我舅舅也用手杖，我想，我到了七老
八十大概也要和它相伴了，于是，碰
到中意的手杖我就买下。即使不用
它充当“第三条腿”，夹在腋下也是
蛮有风度的，英国绅士都这样。

我一到伦敦，就直奔最有名的
哈罗德商厦，营业员却告诉我：哈
罗德不卖斯蒂克（!"#$%即中国的手
杖）。我问：怎么会没有呢？卡地亚
和蒂芙尼你们商厦有的吧？这两个
牌子的公司都设计过斯蒂克的。营
业员两手一摊表示非常抱歉。我很
泄气，堂堂绅士之乡英国，堂堂伦
敦，堂堂哈罗德都不卖斯蒂克，看
来它要衰败了。

接下来的旅游行程是莎士比
亚的故乡，我在那条宁静的小街上
意外发现有十多款斯蒂克出售，反
复挑选之后我又是失望，那是工艺
品，不是斯蒂克艺术品。我买了一
根可以折成三截的上飞机携带方
便的手杖（左三），花了 &'英镑，充
个数吧。朋友说：这是 ()*+,**- 品
牌的吧？你看手杖上有它典型的方
格花纹。

照片左四是一根乌木做的结
实的手杖，杆体上刻着花纹，还刻
有三头大象。这是我在南非首都约
翰内斯堡买的，带到上海，我才知

道乌木的手杖太重了，我拿着它，
不是它帮我，而是我帮它了，手杖
不是权杖，一定要轻便。

最左面的两根手杖不是买的，
而是我哥哥自己做的。左一手杖的
杆体是用了一根上好的斯诺克枪
棒，它的特点首先是笔直（倘若斯
诺克的枪棒是弯的，何以瞄准球？）
其次是轻巧。手杖的套头取自一个
高级日本壶的壶盖，不锈钢的内

胆，外包刻花软塑。手杖的第二节
取自一把昂贵的英国宝剑的手柄，
铜质的，外表镀镍。第三节则是一
个纯金的金环，就像人在脖子上戴
个金项链似的。第四节是一个吊
钩，我哥哥在柜台上购物时，可以
把它勾在自己的皮带上，以免遗
忘。杆体镶着一朵纯银的玫瑰……
整根手杖雍容华贵，气度不凡。

有个外国人调侃说：手杖是负担

着文明四处游荡的工具。现在它偶尔
也能把一个男人的地位提高几寸。

左二这根手杖的头部取自一
只名牌英国 .)/0#11烟斗（价格八
千多人民币，有白点标记），设计精
湛，外表光滑，石楠木的纹理清晰，
烟斗的外面镶嵌了一朵银子的花
（杖杆下面所有金属饰物全部采用
银饰），手杖的腰部有一簇皮质的
流苏，作为装饰（这是我嫂子编
的）。这根手杖高贵而又坚实，真叫
人舍不得用。

受哥哥的启示，我来到花鸟市
场，托一个工匠也帮我做一根头部像
烟斗的手杖。他说可以，收费要 234

元。过了一个星期我去拿，发现烟斗
手杖的那个斗太深了，浅一点才更
加像烟斗（左四）。我就叫那工匠帮
我锯掉一截。工匠非常倔强，说：我
反复试用过杖柄了，这个尺寸握着
最舒服，最用得出力气，不能锯掉。
我做了这么多手杖，还能不懂？

我无奈地笑笑，只能这样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找过他。

我很喜欢斯蒂克，据说古代拥
有手杖的老人享受很多项社会特
权，比如：自由出入政府机关；比
如，做生意可以不纳税等等。倘若
我用上手杖，是否就不必到税务局
去交税了呢？

! ! ! !刚刚结束的上海博
物馆吴湖帆书画鉴赏特
展，被认为是上海艺术
圈里贺岁档最有影响力
的展览。集创作、鉴藏、
与研究三位一体的吴氏
素有江南“画坛盟主”美
誉，冲着吴湖帆在现代
画坛的江湖盟主地位，
各路粉丝们趋之若鹜。

上博在特展中，遴
选吴氏所藏及相关精品
文物 563件，并用通俗
易懂的方法解析了吴湖
帆的梅景书屋和四欧堂
的由来和寓意；吴湖帆、
潘静淑家族家世渊源；
吴氏夫妇在书画艺术方
面的共同爱好及对正统
文人画的痴迷与追求，
让书画爱好者及爱八卦
的人们大呼过瘾。
在此次展览上经典

名作令人目不暇接，只
可惜展览一结束，这些
夺人眼球的古书画又回
文物库房睡觉去了。问
题来了，文物真迹只有
一件，有没有一种高仿
古代书画的复制品，从
视觉效果到承印物效果
都可以以假乱真但价格
却是大众可以接受的
呢？答案却是肯定的。这
种复制工艺就叫珂罗版
复制技术。
珂罗版印刷又称玻

璃板印刷，67 世纪 '8

年代由德国摄影师阿尔
贝特发明，清朝光绪初
年传入我国，上海有正
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
书馆等都实验成功并用
珂罗版印刷术复制书画
作品。由于珂罗版复制
精准，效果逼真，特别是
在中国古代书法，绘画
的墨晕，笔触表现上惟
妙惟肖，因此用珂罗版
复制的中国古代书法绘
画作品一直屹立于各类
复制手段的最高端，且一直为国家
博物馆展示，收藏，各地政府外事活
动高端礼品服务，市场上珂罗版作
品流通较少。由于珂罗版主要由人
工操作，工艺复杂，需要通过照
相999制版999修版999印刷等多道
工艺环环相扣完成一件作品，对人
的技术依赖性特别大，因此尽管珂
罗版作品的仿真效果逼真，但养在
深闺无人识。再加上现代高科技印
刷术的冲击，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
珂罗版工艺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优
秀珂罗版印品更显得弥足珍贵。

:5 世纪的今天，随着国力加
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艺
术的审美情趣也大幅提升，传统手
工艺得到广泛重视。值得庆幸的是
上海博物馆还保留着珂罗版这项传
统工艺，并已着手振兴上博珂罗版
工艺。在这次吴湖帆特展上，上博珂
罗版团队把复制的王蒙《青卞隐居
图轴》，钱选《蹴鞠图》，仇英《仿古人
物图》带至展厅与原稿找差距，立即
吸引了观众的眼光，在场有拍卖行
的老法师连说珂罗版仿真太厉害，
有几次他们在征集拍品时把珂罗版
复制品当作了真迹。
目前上博珂罗版团队已获得国

家文化部专款资金用于保护、研究
和传承上博的珂罗版工艺，古老珂
罗版工艺就要苏醒了，上海博物馆
拥有丰富的古代书画以及古籍善本
稿源，相信优秀的原作会赋予珂罗
版复制品更高的附加值，从而满足
广大书画爱好者的收藏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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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泥经过千度高温的锤炼，
形成了残留石英、云母残骸、莫来
石、赤铁矿、双重气孔等物相。紫砂
泥显著特征是含铁量高，一般在
;<968<之间，高的达到 66<9

6:<。故烧成后呈现红棕色至紫色
不同色泽，显现黯肝、冻梨、轻赭、
铁色等沉稳色调。

紫砂泥说来如同一个个浪荡公
子，一路行走，哪里累了哪里歇，哪里
好玩哪里聚。紫泥深藏于黄石岩中，
夹于甲泥矿层，随性而为，铺陈开
去。行内称为“岩中岩”、“泥中泥”。

紫泥，为紫砂泥中的一个大类。
紫泥原料的外观，一般呈紫红色、紫
色，隐现浅绿色，并有微细银点闪烁。
软质致密块状，呈斑状结构。烧成
后，外观呈紫色、紫棕色、紫黑色。由
于矿眼不同、烧成温度和气氛变化，
制品能呈现深浅不同的紫红色调。

紫泥的色调，源自其主要矿物
成分———水云母、不等量的高岭石
（也有称作高岭土）、石英、云母屑
和铁质等。在特性上，其单一泥料，
通过加工炼制，就能制成各种紫砂
品。此“泥坯”强度高，稳定性好，易
于掌控，结实紧密，成型较为容易，
用在大品小品制作上都可。日本著
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柳宗悦在
《工艺文化》中说：“制作器物就是
意味着纪念自然之恩惠”，紫砂泥，
实是大自然对宜兴的恩惠。

清水泥、底槽青泥和拼紫泥
为最常见的紫泥。

清水泥被称为
“红紫砂”，原因是烧
成后呈棕红色。清水
泥也称为清水砂，为
赤铁、云母含量较高
的一种纯紫泥矿，也
被称“普泥”、“红紫
泥”、“红清水”。清水
泥因泥质细腻，透气
性强，杂质较其他泥
料少，使用愈久愈红
润，现为紫砂壶用泥的一个大宗。
（从炼泥方式角度，“清水泥”是
另一个概念：指不加其他泥料直
接粉碎炼制的单一泥料。不含有
其他的紫泥成分都可称为“清水
泥”，这是与“拼紫泥”相对的概
念，强调的是大自然所造就泥料
的天然单一性。）

底槽青泥为壶家做壶挚爱之
泥，顾景舟就很爱底槽青泥料。此泥
坯色紫中泛青，烧成呈紫红色，质地
纯正，泥质细腻，成色沉稳、内敛。因
矿料中散布诸多绿色“鸡眼”（烧成
呈黄色），成品中偶不均匀的细小金
黄砂粒，行中称为“金砂隐现”。泡养后
呈现猪肝色。因底槽青原矿的颜色
接近用稻草灰和石灰混合而成的一

种青灰颜色———皂青色，在宜兴当
地，也被称为“底皂青”。

拼紫泥，烧成呈现棕色。为不同
的紫泥混合而成，也叫“调和泥”。
为什么要做调和呢？因这样的泥，
结构紧密，稳定性好，成型容易。

紫泥的鼻祖，古称“天青泥”，相
传是最好的一种紫泥，明代周高起
《阳羡茗茶系》、清代吴骞《阳羡名陶
录》记载：“青天泥，出蠡墅（宜兴鼎
蜀镇黄龙山下），陶之变黯肝色（深
紫色）。”相传明末到清中期，天青泥的
烧成制品，呈现黯肝之色，珠光内蕴。
现在宜兴鼎蜀镇黄龙山之大水潭，据
说就是当年开采青天泥的地方。

有一种说法，底槽清的单一泥
料，烧成后就应该与古籍中记载的

“天青泥”具有同一色相，在弱还
原气氛，红才能烧出此效果，而
现在窑炉基本是氧化焰，不能出
现泥料烧制后的黯肝色。这是技
术研究派的想法。

无巧不成书。宜兴在修建紫砂
路的时候，本以为绝迹的天青泥得
以再现：“矿料外观质地均匀细腻，
呈紫褐微透红色致密块状，易碎略
坚硬，白色云母碎片含量极少，表
面呈贝壳纹理状，有白色腊质状
（烧成后会形成白点状），断面呈紫
黑微透红色。熟泥比较细腻，可塑
性较好，成型制作时有一定泥沙
性，烧成温度范围较宽。一般烧成
66=896::8!左右，收缩率 ;<左
右，烧成后呈深猪肝色，表面呈细
梨皮状，胎质细密坚润，色泽骄傲
过细腻而丰富。”“天青泥贴层是梨
皮泥，烧成后呈梨冻色，和《阳羡茗
壶系》中的记载：‘天青泥出蠡墅，
陶之变黯肝色，又其夹支有梨皮
泥，陶现梨冻色。’完全吻合。”（朱
泽伟、沈亚琴著《宜兴紫砂矿料》）

清代杨凤年所制风卷葵壶，现
藏宜兴陶瓷博物馆，高 68>=厘米，
口径 =>?厘米。此壶为文字记载下
来的天青泥材质。器身呈暗红泛青
紫，色泽沉着大方。壶身造型取风
卷葵花之形状，既应物象形，又气
韵生动。此风卷葵壶的式样仿大亨
所创造型，图案规则，做工精致，仿
古式而合度，为紫砂壶艺史上巾帼
不让须眉的杰作。

紫泥：珠光内蕴
———人间紫砂之十一 ! 刘运辉

簪子这种传统饰物，颇具东方
古典神韵。古时的女子，“美貌不够
簪来凑”，那挽簪的女子，摇曳婀娜
如夏荷，回眸一笑百媚生，举手投
足尽是风情。我从少女时代就开始
收藏簪子，十多年过去，簪子都可
以摆上一间柜子了。

收藏的簪子，按材质分可分为
金簪、银簪、珠玉簪、玛瑙簪、珊瑚
簪，按种类分可分为大挖耳子簪、
小挖耳子簪、珠花簪、压鬓簪、凤头
簪、龙头簪等。它们无不秀雅飘逸，
精美绝伦，给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
了许多美丽的情致。

我收藏的最珍贵的簪子是一
支清代多宝簪。簪长 66>@厘米，宽
;厘米，重 68>7 克，簪子柄是铜制
的，上面镶嵌清代老红珊瑚枝 &

根，清代老翡翠花片 : 片，清代老
满糯米绿种翡翠坠子 66个，清代
老蚌壳珠几十个，整体看来，品相
完好，造型精雅别致，美观大气。别
在发上，平添几分古典秀雅之气，
令人心生一种美的愉悦和欢喜。

那是几年前的夏天，我跟同伴
逛街，来到一家旗袍店里试穿比
划。店老板是一位端庄古典的女
人，她家的旗袍件件典雅精美，繁
丽别致。然而我更有兴趣的是柜台
上的簪子，那只簪子原本只是配
饰，供客人穿搭旗袍时使用，属于

非卖品，我却单
单对它情有独
钟，一口气买了
好多件旗袍，说
了许多好话，老
板才将它送给
了我。从此，我
每天都要将它把玩一番，抑或是将
它轻轻巧巧地别在发上，乌发如瀑，
与簪子相映成趣，甚是绮丽柔美。

朋友来家里玩，看到这满柜的
簪子很是惊叹。她在古玩方面有研
究，当看到那支在旗袍店里得到的

簪子时，大呼：“呀，你还藏着古董
呐！”原来，这是一只清代的多宝簪。

簪子是美好的东西，它不仅让
我的形象气质越来越好，并且常常
与他们相伴，受到它们美的熏陶，
心也自然变得恬静温柔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