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钦州紫陶大葫芦瓶

" 原 野（上海）

" 庞兆麟

" 蔡一宁

!

!

!

!我
少
年
时
期
和
两
个
小
伙
伴

一
起
在
故
乡
的
河
里
学
摇
船

!

有

一
次

"

因
为
没
有
掌
好
舵

"

我
们

摇
的
小
船
撞
上
了
迎
面
驶
来
的
一

艘
大
船

"

小
船
在
河
中
摇
晃
不
停

"

吓
得
我
们
魂
飞
魄
散

!

但
我
们
并

不
气
馁

"

相
互
密
切
配
合

"

经
过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磨
练

"

终
于
克
服

了
困
难

"

掌
握
了
要
领

"

学
会
了

摇
船

!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

我
把

这
段
有
趣
的
经
历

"

写
成
一
个
题

为
︽
学
摇
船

"

真
有
劲
︾
的
故
事

"

投
给
中
国
福
利
会
儿
童
时
代
社
主

办
的
︽
哈
哈
画
报
︾"

编
辑
就
请
著

名
画
家
贺
友
直
配
画

!

贺
友
直
跳

出
这
个
故
事
情
节

"

用
浪
漫
主
义
的

笔
法

"

画
了

一
幅
︽
八
仙

过
海
︾
为
这

则
故
事
配

画

!

贺
友
直

在
︽
八
仙
过

海
︾
这
幅
画

中

"

把
铁
拐

李

#

张
果
老

#

何
仙
姑

#

吕

洞
宾

#

韩
湘

子
等
八
仙
在

河
中
相
互
配

合

#

奋
力
划

船
的
神
态
描

绘
得
栩
栩
如

生

!

如
今

"

贺

友
直
大
师
已

仙
逝

"

为
了

深
切
地
缅
怀

他

"

我
把
珍

藏
多
年
的
贺

友
直
所
画
的

︽
八
仙
过
海
︾

展
示
在
这

里

"

供
朋
友

们
观
赏

!

宁越良工首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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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月 "日早上，我打开收音机收
听每天必听的《东广早新闻》。在准点
新闻结束前的最后两分钟，传来了潺
潺的溪流声和清脆悦耳的鸟鸣声，轻
音乐响起，一个亲切、柔和、舒缓的女
声传来：“烛光音，听世界，《#$%&声音
日历》。”接着是一位男主播淳厚的声
音：“!月 "日，农历七月十四。%!$'年
的今天，中国人独立修建的第一条铁
路，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正式
开工。它的总工程师是留美归来的中
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人也想自己
修铁路？外国人奚落、嘲讽并行。修建
确实困难重重。詹天佑在京张铁路详
图说明中书：‘纵隔高山峻岭，路险工
艰，为他处所未有。’他发明人字型的
爬坡路线，巧妙解决了列车无法转弯
怕爬坡的问题。直到今天人字形铁路
仍然在使用。开工四年之后，京张铁路
终于迎来了通车，它不仅代表着中国
工程技术的巨大突破，更像是一剂民
族复兴强心剂。承载着这段历史记忆，
#$%(年京张铁路新线京张高铁开工
建设。从时速 )'公里的老京张铁路，
到如今设计时速 )'$ 公里的京张高
铁，这见证着中国速度！”
随着这两位播音员的介绍，我立

即回忆起并从自己的《（老）纪特集邮
册》里找出了我 '$多年前收集的一套
# 枚编号为“纪 *&”纪念詹天佑
（%*(%!%!(%）诞生 %$$周年的邮票。
其中 *分面值发行量为 *$$万枚的第

一枚就是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像邮
票；第二枚是面值为 %$分、发行量仅为 )$$万枚
的“京张铁路”邮票，邮票画面上是京张铁路最险
要的八达岭一段，火车正从居庸关开出的情景，从
而展示了詹天佑领导的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
铁路———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
这两枚邮票都是信销票，是我读小学 "年级

刚开始集邮时收集的最早几套纪念邮票之一。照
理说，收集信封上的邮票是不能直接从信封上揭
下来的，而必须是用剪刀剪下带邮票的信封纸，然
后把粘着邮票的信封纸一起放入温水中浸泡，十
几分钟后邮票的背胶自然软化，才可用镊子轻轻
分开信封纸和邮票，最后晾干压平。因为当时我还
不懂得这个办法，所以这两枚邮票都是我直接从
信封上揭下来的，品相当然就很差了。但正是通过
这套邮票的收集，使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世
纪初的中国是如何的积贫积弱，知道了中国铁路
之父詹天佑的名字，也知道了在詹天佑总工程师
带领下的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
铁路是如何的艰难困苦和了不起。更知道了火车
自动挂钩是由詹天佑发明的，为此还经常到当时
离我家不远处的徐家汇火车站细细观看停在那里
的火车列车两节中间的自动挂钩，最终理解了这
套自动挂钩力大无穷、坚固牢靠、快速接驳、即时
自锁的原理。并由衷地敬佩詹天佑的聪明睿智和
爱国精神！
如今，在北京八达岭长城核心区和老京张铁

路下方，京张高铁长城站正在崛起。京张高铁计划
于 #$%!年年底竣工，建成后将是我国第一条在高
寒、大风地区达到设计时速 )'$公里的有砟轨道
高速铁路。如果詹天佑他老人家在天上有灵，一定
会对今天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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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宁越者，古安州也。古安州
者今广西钦州市也。中国陶器
产区遍布全国，最著名的当属
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广西钦
州、云南建水和四川荣昌等。据
说，广西最具民族特色的工艺
珍品有三宝：壮锦、铜鼓、钦州
陶。其中已有 %$$$多年历史的
广西钦州坭兴产的紫陶作品以
其制作工艺精巧、质坚色美、
造型古朴典雅而深受国内外陶
艺爱好者的追捧，曾在 %!%'

年和 %!)$ 年的巴拿马太平洋
万国博览会和比利时世界陶瓷
展览会上荣获金奖，产品远销
东南亚、东欧、美洲以及港澳
台等 )$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
历代珍品更为 #$ 多个国家级
博物馆所珍藏。

坭兴陶的原料就地取材于
当地的优质红泥，经球磨、淘
洗、过筛、压滤、练泥、成型、雕
刻、烧成、打磨等多道复杂工
序，才得以完成整个制陶过程。

笔者收藏的此件钦州坭兴
紫陶大葫芦瓶制于清末的 %!$"

年，高 )!厘米，口径 (+'厘米，

底径 %#厘米。整个器物高大轩
昂，胎质细腻轻薄，色泽深沉，
形似清代蝈蝈葫芦瓶，瓶口浅
直，圆溜肩，腰和颈口渐向粗壮
演变，平底，浅圈足，颈收圆腹，
是以传统纯手工轱辘拉坯方式
成型的。器腹刻画了一幅淡雅
的《岁朝清供图》，器身上镌刻
行楷题款：“岁甲辰仲冬作于古
安州天涯亭畔”，落款为一阴刻
篆书方章“祜”；瓶底则钤三个
阳文方印“如声”“王记”及一字
迹模糊的方印（待考），另有一
如意状阴刻符号。

据查证，王如声为清末民
初钦州地区的紫陶器制作名
家。从此器物的制作中可以清
晰地体会到作者善于利用钦州
红泥可塑性强的特质，器皿坯
体上进行艺术创作的良苦用
心。清供图中，博古架上安放
一松柏盆景，旁边依偎着一个

提梁竹花篮，篮里盛放着两只
佛手，下侧并列置放着水盂和
大白菜，其刻画刀法老辣、古
拙典雅，富含金石味，而构图
则精妙生动，意境含蓄风雅，
寓意吉祥如意，俨然一幅工笔
白描文人画，从而使坭兴陶在
单纯古朴中透出了醇厚浓郁的
文人味。此瓶历经百年，包浆
十足，实为古钦州陶器的精品
之作。
当地的文人早在上世纪 )$

年代就作诗赞曰：“争说苏陶品
质高，那知高质有钦陶；丹膏
变彩多奇幻，红白烧泥最固
牢。亦雅亦风花与酒，宜书宜
画笔兼刀；近来遍地洋瓷器，
劣货何时尽汰淘。”%!(#年，我
国著名文学家田汉在参观了钦
州坭兴后曾赋诗一首：“钦州桥
畔紫烟腾，巧匠陶瓶写墨鹰；无
尽瓷泥无尽艺，成功何止似宜

兴！”显然，钦州坭兴陶器的完
整独特而又多样鲜明的艺术风
格早已声名远扬，享誉中外，具
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观赏价值
和收藏价值。

! ! ! !今年五一前夕，我
慕名前往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 ,馆，参观了工
艺美术大师俞柏青写意
木雕作品展，并如愿以偿地在
展会上觅到了一件他近期创作
的作品———《山岗人家》。其实
这件作品是俞柏青《顶上人家
系列作品》中的一件小品，它取
材一块太行崖柏老茬头材料，
作品不大，长 #! 厘米，宽 %#+'

厘米，高 %& 厘米，俞柏青以巧
妙的布局，清晰流畅的构思，简
洁概括的线条，质朴大方的纹
理色彩，娴熟精湛的刀技，成功
完美地塑造了一件富有诗情画
意的山乡作品。

作品展现的画面：在远离
喧嚣、空旷寂静的山崖上，陡峻
的峭壁山岩，显得格外巍峨，山
顶上簇拥着几间疏密有致的山
民石屋；呈弯曲起伏、流畅的崖
柏弧线，宛如女性人体的曲线，
疑似蜿蜒舒展的山坡走道；而
重叠嶙峋的山体，恰似遍布满
山的绿踪，为寂静荒野的山岗，
点缀出勃勃生机。线条起伏格

外柔美，整幅画面简洁却不感
凄美，静谧而不失灵气；无论是
色彩和表现，显露出丰富的渐
变层次，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充
满了诗情画意。整座山崖、石
屋、斜坡和绿踪充满着神奇的
韵律和美妙的景致，让我们在
美景中疲乏尽消，同时享受作

品的美妙神奇，俨然进入了一
幅有节奏旋律、波澜壮阔、气势
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的立体画
面，一个梦幻般的胜境。
“寒暑不能移，岁月不能败

者，惟松柏为然。”这是苏轼对
松柏的赞誉，这件作品，取材正
宗的太行崖柏老料，经过几十

年的风吹雨淋，吸天地灵气，肌
理致密、丰富；演绎古老传说，
尽显山脉石嶙足峋。倾注了俞
柏青写意木雕的特色，他不追
求细节上的逼真，而注重意境
上的融合，通过简练放纵的笔
致，着重描绘表现对象的意态
形神-巧妙地将古居独特的地貌
与粗糙的木质肌理浑然一体，
展露了优美的造型，隐含了深
远的意境，再现出安然恬静的
大山名川及诗情画意的生活场
景。这种小中见大、微中显伟，
咫尺千里、缩龙成寸的艺术手
法，给人以无穷的回味感和无
限苍茫的历史感-也正是作者刻
意追求的一种写意表现手法-这
样的作品往往具有天然的艺术
美感，观之让人赏心悦目，怡情
养性。触物托兴，见根生情，让
我们尽情回味享受那充满诗情
画意的山居民舍。
（图片摄影：张静庵）

富有诗意的写意木雕

贺友直的
《八仙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