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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在整理先父的遗物时，发现了
一张他亲笔签署的卡片—“木刻之
友”纪念卡片。该卡片长 !"#$厘米，
宽 !%#$厘米，正面左方刊印一幅木
刻作品《输送》，作者为我国著名木
刻家王琦。右侧则钤了一枚正方形
的篆书之印“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章”
（红色印泥）。下面是姓名栏，上有我
父亲的亲笔署名，并在编号栏填有
“!&'”字样。反面则印有中华全国木
刻协会征求“木刻之友”的办法。该
办法说明了征友的宗旨、加盟的条
件及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王琦的木刻《输送》，创作于
!()*年 !+月，画面刻画的是抗战
题材，很好地体现了为争取反“扫
荡”斗争的全面胜利，敌后军民忍辱
负重，勇往直前的精神。画面上一队
人马穿山越岭，肩挑马驮，为前线输
送抗战物资，虽然山路崎岖，困难重
重，但是依然风雨无阻，同仇敌忾，
奋然前行。此作品刀法犀利，层次分
明，远山近树，高云低路，中间则横
贯一队前行的人马，远处似闻炮声
隆隆，近处马蹄声声。

王琦（!(!$,+%!&#!+#'）重庆
人。著名版画家、艺术理论家。!(*'
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年在延安
鲁艺美术系学习。他是中国版画艺
术奠基人之一、中国新兴木刻运动
参与者。!()(年以来，先后主编了
《美术研究》《世界美术》《版画》《美

术》《中国新文艺大系 !('&—!($+美术集》《当
代中国的美术》《美育丛书》《外国版画百图》等
书刊杂志，历任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版画家协会
秘书长、副主席、主席，中国美协会理事、常务理
事、副主席、党组书记、顾问等职务，为推进中国
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前身是“中国木刻

研究会”，成立于 !()+年 !月，由王琦、丁正献、
刘铁华、黄克靖领导。!()&年 "月“研究会”迁
回上海，改名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由李桦、
野夫、王琦、陈烟桥、杨可扬、邵克萍、赵延年、麦
秆、汪刃锋、陈珂田等负责。协会先后在上海组
织举办了“抗战八年木刻展”（!()&年 (月）、第
一届全国木刻画展览（!()'年 )月）、第二届
（!()'年 !!月）、第三届（!()$年 "月）、第四届
（!()$年 !!月），并到南京、杭州、宁波、温州、桂
林、重庆、香港等地巡回展出。由于这些木刻作品
主题深刻，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因此引起了
美术界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在中国现代版画史
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协会还先后复刊或出版了
《木刻艺术》杂志（!()&年 $月）、《抗战八年木
刻选集》（!()&年 (月）、《新木刻》周刊（!()'年
"月）、《中国版画集》（!()$年）等画集。
“木刻之友”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组

织的爱好者群众团体，曾吸收青年学生、教师、
店员和工人木刻版画爱好者百余人，参加版画
讲座等加以辅导。同时，与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
厂合作，联袂举办了数期“木刻函授班”，吸收了
一批有志于版画艺术的青年并加以培养。该组
织在 !()(年解放后，随着全国性美术组织的成
立而停止活动。我父亲爱好艺术，其是何时加入
“木刻之友”，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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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写过一篇《瓶塞的艺术》，
专门说各种艺术性很浓的酒瓶
塞子。这一篇要说说葡萄酒的软
木塞，它不是后加的瓶塞子，而
是和葡萄酒“与生俱来”的。

我曾经收藏上百个软木塞，
喝一瓶葡萄酒就留下一只，闻闻
有酒香，感觉不错。后来觉得占
地方，意思也不大，有个朋友的
酒吧开张，我就送给他了，酒吧
里有一大玻璃缸的软木塞。

后来我才知道，收藏葡萄酒
的软木塞还大有讲究。好马配好
鞍，好酒配好塞。高档的葡萄酒
配置的是生长 "%年以上的栓皮
栎的树皮做的软木塞，有弹性却
压不扁，有小孔却不透水，它的
微透气性既保证葡萄酒正常呼
吸，又能满足酒的长期储存。在
欧洲，比较讲究的主人请朋友到
家里来品酒，打开葡萄酒之后，
把瓶塞交给来客看，客人一看就
得到了关于这瓶酒的全部信息。

稍差的软木塞气孔较多也
较大，会发生渗流，于是，生产商
会用软木粉和黏结剂来“填孔”。
最差的软木塞是用残余的软木
条做的，边角料。

我藏有法国五大酒庄的葡
萄酒的软木塞，当然，它们都是

用最好的软木做
的———

我 有 !((*

年的 -./012的
软木塞（拉图，是
雄性气十足的葡
萄酒的代表）；我
有 !($$ 年 的
-.34/5 葡萄酒
的软木塞（拉菲，
是法国最著名的
酒庄）；我有 !($%

年的 6.27.18（玛歌，乃红酒
中的“淑女”）；我有 !($!年的
601/09（木桐，是葡萄酒中的
“文艺青年”）；我还有一只 !($&

年的“最老的明星”奥比昂 :

.1;2409的软木塞（见照片#软

木塞的后面的那个软木蜡烛插座

是我在软木大国葡萄牙买的）。
上述这些玩意儿最年轻的

都有二三十年了。当然，我没有
实力把五大酒庄每一年出品的
酒都喝上一瓶，都留下一塞，意
思意思可以了，“浅尝辄止”。

白酒是讲究年份的，一瓶存
放了 *%年的茅台和一瓶 *年前
出品的茅台，当然是 *%年的更
醇厚。葡萄酒也是讲究年份的，
但它们不见得越老越好，要看当
年的阳光、水分、风力、菌种……
如果 !((!年下的雨过多，阳光
不足，那么当年出品的葡萄酒就
不是上品的，尽管牌子够老；如
果 !((*年风调雨顺，那么其出
品的酒就会比 !((!年的贵。

小小软木塞竟然是葡萄酒
能不能长期收藏的关键，它透露

的信息是那样丰富：如果一个软
木塞白白净净，没有什么痕迹，
那么，这瓶葡萄酒很可能是直立
摆放的，酒塞碰不到酒液；如果
一个软木塞是全身通红，说明这
瓶酒是平放的，酒液浸透了塞
子，甚至泡烂了塞子。葡萄酒应
该是斜放的，大约让酒浸到软木
塞的三分之二。过一段时间，还
要把酒瓶转动一下，让另一个面
也浸到酒。

拿到一个软木塞，立马可以
看出这瓶葡萄酒是出自哪个国
家，哪个酒庄，哪个等级，哪个年
份。葡萄酒鉴赏家还可以从浸染
的样子，推断这瓶酒陈年的时间
和品质的优劣，推断酒的主人会
不会保存葡萄酒和会不会喝酒。
曾经有个酒庄老板，特地赶到澳
门，为赌王何老板更换葡萄酒的
瓶塞，因为这一批酒已经被收藏
十多年了，必须换上新瓶塞，这
样才能继续保存。当然，换下来
的瓶塞是珍品了。

差的软木塞和瓶壁之间的
空隙过大，造成葡萄酒过度氧化，
甚至造成漏液。好的软木塞大小
高矮正好（顶级的葡萄酒瓶塞稍
微长一些），它能赋予葡萄酒单
宁和香气，促进酒的成年熟化。

! ! ! !滚铁圈、抽陀螺、跳绳子、打康乐球、风箱
爆米花、屑刀磨剪刀……长宁区天山星城有
位“神笔阿光”，把一幅幅老上海弄堂生活画
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地跃然纸上，画得“活”
了，仿佛重现上海昔日的老风俗、老风情、老
风味。还引来了新闻媒体及各大网站的争相
报道，彰显了画的力量，一下子红火了一把。
阿光名叫李荣光，今年 '%岁出头了。说

起绘画，他给我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小时候，他父亲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家住
安化路 +号，社里的家属宿舍，大院里住了不
少著名美术编辑，如风靡畅销连环画《铁道游
击队》的画家丁斌曾及杨文秀等画家。在这样
的生活氛围下，阿光从小酷爱画画，很有灵气
天赋，常受这些高人的指点和熏陶，高考时，

学校推荐他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舞台美术专业，然而，因为时代
原因，阴差阳错，他去了江西新
余钢铁厂工作，从此，与自己心
爱的美术失之交臂。时光流逝，
他退休回沪后，在定威居委会
任书记，几年前回自家小区，一
手“承包”了小区的黑板报。两
年前，他妻子参加小区书法班，
每天下午，在家练书法，看到阿

光要么打瞌睡，要么看电视，消磨时光，似乎
有点“不顺眼”，叽叽咕咕地劝说：“你从小喜
欢画画，何不重新拿起笔？”第二天，他去了九
江路，将需要用的笔墨纸背了一大包回来。
起初，练习打稿、构图、仿描、速写等基本

功，并什么都想试着画，一时没有特定的题
材，重点画三国人物、钢铁工人、解放军战士
等，也许年纪大了，有种思旧情结，邻居常扯
起上海弄堂的市井百态，人物是形形色色，行
当是五花八门，童趣是精彩纷呈。今年年初，
他回味弄堂里的阿婆早上生煤球炉的场景，
兴致盎然地画了一幅，拿给老伴妙娣看，老伴
点点头，觉得挺有味道，鼓励他多画些弄堂的
生活。是啊，上海市区曾有 (+!)条弄堂，是上
海人的社会历史，是上海人的文化生活，他记

忆的闸门就这样被打开了。先从自己童年放
学后，弄堂的“儿童乐园”画起，打打闹闹，玩
玩游戏，男小孩喜欢打弹子、造房子、翻香烟
牌子、四国大战等，女小孩喜欢踢毽子、翻切
德子、挑游戏棒、跳橡皮筋等，他越画越顺手，
点子也越来越多，而且，弄堂里那些事，洗衣
服、倒马桶、做家具、老虎灶、斗蟋蟀等都被搬
上了画桌。
为了还原老上海弄堂生活，画意有趣、平

实、贴近大众，体现真实感、记忆感、现场感，
阿光一方面常去图书馆，翻阅相关老弄堂风
俗的书籍，不断积累资料，另一方面常在外走
走，拍拍照、写写生，提高速写水平，同时，还
与邻居、好友常聊天、忆往事，每件作品都是
满满的细节，浓浓的气息。一百多幅上海老弄
堂生活连环画，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共鸣，大家
打趣地称他为一代“网红”，长宁区档案局还
挑选征集了二十幅作品，收藏保存。
新时代又有新作为，落款阿光的广场舞、

太极拳、登山去、玩手机等画品、带来视觉的
新变化、视野的新主题。他风趣地说，昨天的
老弄堂，今天的新街坊，摩天楼、博物馆、大商
场，浦江两岸美如画，自己老了，画画只是兴
趣爱好，但要继续用笔，挖掘描绘“老弄堂”人
的新生活、新风貌、新气象。

老爷叔迷上老弄堂
" 王士雄

! ! ! !沪太石博会最后一天的下
午，喜欢藏石的我，特意约了朋
友梁栋，驾车前往石展觅石。

我们首先来到吉林的松花
石摊位，该石又名松花玉，因色
艳如玉而得名。色以绿、紫、黄等
居多，形体奇特，带有横向、纵向
丝状的纹理，点线并存，我主动
向小梁娓娓道来，不料被他立刻
打断，“石好不在于质地，丑石丑
石在于形”。我顷思：有道理，否
则怎会称奇石呢？小梁有意带我
来到安徽宣石摊，并称该石种近
年较热门，地质学上称石英岩，
因含大量石英，颜色洁白与雪花
相近，具有皑皑白雪感觉。名堂
较多，其中密集簇生似灯草细条
状称“灯草宣”块状小颗粒组成
称“米粒宣”，有黑白相间，称“水

墨宣”常用以表达山水瀑布或雪
山盆景为佳。接着我们又逛到了
产于贵州省安顺市三岔河流域
的古铜石（亦称夜郎石）摊位。它
以色似古铜而得名，石上肌理凸
凹纵横，包块、沟槽、圈点自然天
成，构成似摩崖石刻，或风卷云
涌、惊涛骇浪等意韵，形态象形、
似物，变幻无穷。相邻摊位是来
自陕西铜川陈炉镇而得名的陈
炉石，石面油质光亮，温润细腻，
隆起的表面纹理清晰多变，酷似
壁画浮雕。小梁比划着向我介绍
上述近两年才发现的新石种，两
种石质均较坚硬，色泽内敛、古

朴典雅。当地的武陵石和龙骨石
也进入小梁的视线，他满意地收
下了两块紫玲珑石。

时间飞快，转眼夕阳西下，
即将结束此行时，我又拖着小梁
来到石展的北边最西侧，灵璧石
摊位。“灵璧石名列四大国石之
首当之无愧，但该石现已很普及

且造型山子倶多。要跳
出圈子，寻觅皮壳纹理
清晰，更要形态神奇不
凡的。”小梁对我如是
说来。我会意点头并立
刻走到铺内最里角，端
出一方洞石，小梁见
后，跷起了大拇指表示
认可，我顺口请他赐
名，他回过头笑了笑
说：“水月洞天”。我暗
自赞叹：小梁赏石功力

厉害。经与老板商议成交，最终
抱回了这方灵璧石（如图#石净

长 +$ 厘米#宽 !$#" 厘米#高 !+

厘米）。我已经是第四次来觅石
了，这真是“天生爱好结石缘，
财疏学浅就石全；没有执著爱
石恒心，岂得水月洞天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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