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恐龙
! 王琪森

! ! ! !在林木葱郁、景色优美的奉贤“上
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内，有一座四海
恐龙文化科普馆，其馆主就是我国著名
的恐龙化石收藏家邵战福先生。
邵先生出生于中州古城河南新密市，

其爷爷是当地一位有名的老中医，一生悬
壶济世，救死扶伤。老人过世后，在老屋中
留下了大量药材，其中有不少类似动物骨
骼的东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家人准
备扔掉。平时爱好文史的邵先生专门请了
河南博物馆的朋友来到家中，经过反复查
看后，朋友告诉他说，这是恐龙化石，民间
称为龙骨。自小就对龙情有独钟的邵先生
意识到河南古称中原，历史积淀相当丰
实，尤其是在河南汝阳、西峡一带，常有这
种龙骨出现。而在一些老百姓家中，也收
有这种龙骨，不仅吉祥去邪、治病消灾，亦
可以卖给药贩换钱。
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邵先生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这些散失在民
间的恐龙化石收集起来，以抢救珍宝，保
护实物，传承研究。于是从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中期开始，他节衣缩食，以一己之力
开始了在民间的恐龙化石收藏。首先，他
专门研究了恐龙生存的地质年代，如新生
代的第四季、新近纪，中生代的白垩纪、侏
罗纪，古生代的二叠纪、石炭纪等。由于恐
龙距今有一亿几千万年年，因而要收藏完
整的恐龙骨骼是很难的，尤其是大型恐龙
骨骼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河南汝阳恐龙是

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其骨骼化石也相
当庞大而壮观。邵先生为此采用了组合
法，即在确定了汝阳龙的属性后，四处寻
觅，从肩胛骨、腓骨、胫骨到最难找的颈椎
骨，将其集聚组合。而食草类的小型鹦鹉
嘴龙等，则力求品相完整、骨骼清晰。为
此，他经常深入到山沟腹地，那时国家还
没有出台对恐龙化石的管理法（要到
!"#"年才有），江湖无序，鱼龙混杂，邵先
生却筚路蓝缕，维护着尊严。

作为一名收藏家，不仅要有职业追
求，亦要有理想境界。$%%&年，国际古
生物合作小组在蒙古戈壁考察期间，发
现了一枚距今 '千万年的恐龙胚胎蛋化

石，经修复和研究，证实蛋化石中是一只
窃蛋龙。这一发现使邵先生意识到恐龙
胚胎蛋的收藏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未
来意义。当时民间的恐龙蛋收藏很热，价
格也不贵。但邵先生却在此时，注重于恐

龙胚胎蛋的收藏与研究。
如今他珍藏的一枚已出现
完整脚趾的恐龙胚胎蛋化
石（见图），就是当年在江
西南部所寻找到的，经 ()

扫描蛋内已有骨骼聚集，
因而成为他的镇馆之宝，
为我们进行恐龙孵化、发
育、成长等提供了真实的
研究空间。为此，中国科
技核心期刊 《地质通报》

发表了由邵先生执笔、日本恐龙专家田
中昌平等合作撰写的论文。
为了将个人收藏成为社会公器，服务

大众，利于公益，!"$!年，邵先生在奉
贤海湾森林公园建起了恐龙文化科普馆。
占地面积 **亩，馆外 +!,""平方米，馆
内 $&'"平方米，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介
绍中生代时期的恐龙群及恐龙的化石、
恐龙的分类等。展示了巨型汝阳龙、鹦
鹉嘴龙、蜥脚类龙、岘山龙等的骨骼化
石、国宝级的恐龙蛋胚胎化石、珍稀的
西峡长形恐龙蛋化石等，从而使恐龙馆
既是追踪龙文化的精神家园，又是宣传
科学自然知识的科普教育平台。

! 王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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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读了梁实秋的文章才知道闻一多也
是个有趣的人，而非以往宣传的“斗士”形
象。闻一多早在清华学堂求学期间便结识
了晚他一届的梁实秋，两人因爱好文学而
共同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尝试着写白
话诗，朝夕互观，引为乐事。闻毕业后赴美
留学进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翌年梁实秋也
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立即给闻寄了封
信，装进几张当地的风景照片，写了“你看
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不到一个星
期，闻竟然提着皮箱出其不意站在他面
前，已经转学到了这里，两个老朋友又开
始了同窗生涯。

回国后，两人几经漂泊，不期又在上
海的“新月社”聚合，此时闻一多已成为新
月派的中坚诗人，梁则俨然是首席文艺评
论家。$%&" 年闻与梁同时接受青岛大学
的邀请，担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外文
系主任，青岛山路多，每天闻去学校路过
梁家门口一声招呼，梁应声而出，两人各
执手杖一同走向学校。一次青大的学生闹
学潮，闻一多态度强硬，主张开除闹事学
生，有学生在黑板上写下“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
住你呵几呵！”原来一多上课中常常夹着
“呵呵”的语音声，因此拿来取笑他。又有一
次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乌龟，旁边写着：
“闻一多与梁实秋”，两人恰好路过，闻一多
停下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个是我？”梁只好
苦笑地回答：“任你选。”学潮过后两人被迫
辞职离开了学校。$%&!年，闻一多返回母
校任中文系教授，开始致力于汉魏六朝诗
与《楚辞》、《诗经》、《庄子》、《周易》的研

究，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
了很大的功夫，其涉猎之广，研究之深，连
郭沫若也感叹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抗战军兴，京津的大学开始转移，闻

一多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湘黔滇旅行
团”，历时 -'天跋涉到了昆明，并在刚成
立的“西南联大”里任教，继续埋头于古代
典籍的研究与教学，除吃饭、上课外几乎
不下楼，因此得了个“何妨一下楼主人”雅
号。他的讲课也有特色，有一次昂首阔步
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他示意坐下，慢慢
掏出一包烟来，打开，笑问学生：“哪位
吸？”没人敢应，便自己点上长长吸了一
口，吐出一圈烟来，一字一顿说：“痛饮酒、

熟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
身为联大教授的他却常常为生
计而烦恼，战时物价飞涨，八口
之家靠他一人的工资往往还不
够十天的开销，时告断炊，还苦
苦硬撑着，一位老友记起他当
年曾摹刻过秦汉鉨印，深得篆
刻三昧，建议他可挂牌治印，闻
一多认为可行，既是自食其力
的雅事，又可以养家糊口，何乐
而不为呢？于是由校长梅贻琦、
冯友兰、朱自清、蒋梦麟、沈从
文等 $$位教授联名在报上登
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一

经刊出，求刻者如云，但他也从不把刻章
看作商品交易，每刻一章都精心设计、反
复琢磨，白天忙着教学，到了夜深人静时
才在昏暗的灯下治印，有时手指也割破，
咬咬牙坚持刻下去，几年下来共治印两千
多方，度过了艰难时期，为此他常自我解
嘲：“我是教书匠兼手工业劳动者。”
寒斋寻访闻一多作品有年，近终有大

获，得到一枚闻一多为时任缅印中国远征
军野战医院上校院长、兼远征军总司令杜
聿明的英文翻译汪维润所刻象牙图章，此
印刀法刚劲、古拙而不呆板、疏密有致、独
具匠心，洵为闻印中之精品，著录在文物
出版社《闻一多印选》中。

! ! ! !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有枚鎏
过金的镜子，镜背是镶景泰蓝的，问我感不
感兴趣，还特地发了镜子的图片供我参考。
只是看了图片，我就表态一定要，不过因为
对景泰蓝了解不深，所以想看看实物，再确
认一下。朋友倒也慷慨，欣然应允，可是他晚
上 $!点以后才有空，问我可不可以夜里再过
去，为了心爱的铜镜，我没犹豫就答应了。

夜里按时赴约，将镜子一拿在手上，
就确信这应该是枚精品———手感非常重，
显见铸镜所用合金中铜的比例极高，大概
经过 $+ 道工序的提炼，以致铜质很纯，
即通常所谓的“水火铜”。整枚镜子大概
直径 $! 厘米，阴阳钮，钮上有两穿孔，
镜面鎏金，且有文字，初步可以判断镜子
的年代在乾隆年间。
朋友问我觉得镜子怎样，我说的确是

好东西，问他从哪里得来的，朋友说起先是一位旅居
国外的朋友拍下的，拍下后还仿佛炫耀般地拍了镜子
的图片发给他，他一看图就像我一样立马就心动了，
直觉是个好东西，当即就加价买了回来。而且镜面鎏
金，加上文字落款，很有可能是宫内的。我点了点
头，认可了他的判断，不过却没有当即交易，并不是
因为价钱过高或者担心赝品，而是想对镜子研究得更
透彻一些，偏偏我多年来关注铜镜颇多，对铜质、造
型等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对景泰蓝却真真所知甚
少。仗着和朋友 !"多年的交情，以前在他那儿也买
过不少镜子，便问他可不可以让我先将镜子带回去，
找位对景泰蓝颇有研究的专家探讨一下再作定论，朋
友特别够义气地没让付钱就让我带走了。

带着镜子，去找研究景泰蓝数十年的老友王征
寒，拿着镜子，他不发一言，足足看了四五分钟，那
凝重的神情害得我都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看走眼了，
赶忙问他：难道有问题？他悠悠地说，没问题，绝对
没问题，他可以向我负责；这才让我放宽了心。
定下心来，两人围着镜子侃起了大山。我根据镜面

文字，推断此镜当属乾隆年间，而老王却不这么认为。
他指着镜背上的景泰蓝说，这种象牙白只有明代做得
出，清代出不了这么好的色泽材质，而这也往往是断定
景泰蓝年代属性的评判依据之一；再看浸透岁月沧桑
的镜缘，已经露出里面的红铜，这也是明代的显著特
征之一；此外，镜背上类似“亚”字的图形也是明代
的显著特征，清代并没有这样的用法。
老王是研究景泰蓝的专家，说得也有理有据，我听

了也很信服，可是一想到镜面上明确表明乾隆年间的
文字，又产生了困惑。针对我的怀疑，老王给出了他
的推论。他认为，这枚镜子一看就是枚精品，且是宫
内之物，如此珍品在经历明清朝代更替时很可能被新
的统治者留存了下来，并一直传到了乾隆朝。这位乾
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对文玩古物向来感兴趣，
很有可能他身边的人为了迎合他，在整理宫中库存
时，看到了这枚镜子———历经岁月风云后的镜子虽然
有些磨损，但依然光华不减———如果将此镜加以适当
的修复，兴许能讨皇帝的欢心？于是便有了这枚夹杂
明清两朝气息的铜镜。

老王说还有两点可以判断此镜当为宫中之物。一
是镜子上的景泰蓝用料，是只有宫里才能调制出的颜
色，民间不可能做到如此水准。二是镜面上的鎏金，仔
细观察可以发现镜面做过两次鎏金，很有可能在明代
铸镜时该镜就是作为贡献给皇帝的玩物而诞生，并不
具备实用价值；到了乾隆年间，鎏金也许有些褪色，为
了更好的观感，更迎合乾隆崇尚富丽堂皇的审美，对镜
面又做了新的鎏金，使其倍显高贵尊荣。不过尽管做了
不少工作，到底附着其上的明代的历史信息没有被完
全抹去，留给后人可以还其本来面目的蛛丝马迹。
讲完自己的看法，老王还特别真诚地建议我，在财

力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将此镜收下，它不仅在工艺上是一
枚精品镜，在文化上也有不小的价值，收藏着丰富的历史
信息，是一枚很有内涵的铜镜。他的话让我感触不小，
这些年收藏铜镜早已超出了投资的范畴，自己从中收
获的不止是财富方面的保值增值，更是铜镜背后深厚
的历史人文底蕴，这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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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篆刻的诗人闻一多

! ! ! !玉雕藏品《文房用品九件套》用料是从一整块 !.公斤
重的优质新疆和田籽料中精选而出，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
心一精心策划并与玉雕大家季以顺共同设计制作。该套作品
的特点是主题高雅尊贵、材料浑厚温润、设计精心巧妙、制
作巧夺天工。

九件文房用品分别为湖笔、臂搁、笔架、砚台、印盒、
墨床、镇纸、印章及笔洗。集中了中国传统文房主要用品，虽
各类文房套件收藏社会上常有，但用同一整块料制作九件套
实为少见。为突出清雅高洁之意，多件作品均用池中青莲或
林中青竹为整体造型或主题图案，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修身
明志之道。如镇纸整体设计成莲蓬，粒粒莲子栩栩如生，玉
料厚实圆润，为显用料珍贵，底部留存花型籽料原皮色，甚
是可人。又如笔洗整体以卷边荷叶成型，一汪池水中一青蛙
呼之欲出，底部同样留皮色俏雕叶枝，色系过渡浑然一体。
正符合了臂搁上所题的元朝名诗句“香满疏帘月满楼，风檐
鸣铁砚池水，夜寒人静皋禽语，却忆罗浮雪外登”之意，使
人顿觉生动有趣，遐想万千。竹节笔杆、莲叶砚台、莲藕笔
架等均异曲同工、意趣盎然。喜上眉梢臂搁、双福临幸墨床
等吉祥如意题材，又为该套藏品锦上添花。

玉雕文房九件套
! 刘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