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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美丽的上海浦东陆家嘴滨江地区，
震旦博物馆正在预展“中国古代器物展”。

震旦博物馆的馆藏是宝岛台湾的震
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先生三十多年来的
积累，而此次展出的约 !"#件展品更是精
挑细选，尤其是历代玉器、其珍稀度、精美
度都是国内外罕见。

瞧，这件玉人的玉质保留得较好，通
体为白色。局部有少量的黑色斑点、白化
及铜沁痕迹。玉人身体直立，表情庄重静
谧，双手交握于腹前，长裙曳地，其五官、
衣服的褶皱和发丝都处理得相当仔细。
具体来看，针对五官的部分采用浅浮雕
的手法诠释，身体用细线纹勾勒右衽衣
襟与腰带，宽大的衣袖用凹线和弧面表
现出纺织品柔软的质感。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在玉人的裙摆处还有一枚汉代五铢
钱铜钱，由于常年埋藏于地下，铜绿沁入
玉质，形成铜沁。

在目前的出土汉代玉人中以中山靖
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男性玉人最为著名，女
性玉人一般以舞人的形象出现，像这样缓
步前行的女性玉舞人十分罕见。

再看这件兽首玉带钩，它长 $%&'厘
米，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功能为带钩，也就
是类似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皮带扣。通体呈
现出红褐色，这是典型的“熟坑”现象，玉
质本身则是清白色。造型方面，玉带钩的
主体带有一定的弧度，满布连线乳钉纹，
左右两端装饰有兽首，带钩的上面刻画两
只多视点取像的龙，下部则饰有一个带活
环装饰的大兽面。

这件玉带钩除了精美的造型和精湛
的工艺之外，最令人惊叹的是玉工依料施
工的巧思和设计理念，简言之是充分利用
玉料的既有条件使体积变为面积，一体成
形的佳作。如果将此件玉带钩下方的活环
兽首反折至带钩下方，会发现此兽面刚好
和玉带钩背纽高度齐平。这说明制作玉带
钩的玉料是相对较厚的，玉工将背面钩纽
的左面的玉料由上向下切分出四分之三
的深度，用镂空法将四分之一的玉料雕琢
成活环，四分之三厚度则用来雕琢兽面。
类似此类活环相连的多节样式玉器在战
国晚期湖北擂鼓墩曾侯乙墓中有出土。

寥雯

! ! ! !辛卯岁末，上海美协主席团一行在浙江
桐乡乌镇开会后，顺道至美协老领导、著名书
画家徐昌酩先生的艺术馆———墨米堂参观。
除了观赏徐老的书画精品之外，还欣喜地看
到了徐老早年收藏的几千件香烟牌子，这些
香烟牌子题材各异、数量众多、品相完好，令
人目不暇接。其中反映上世纪初“三百六十
行”的一套香烟牌子，画幅虽小，却非常精美，
表现的都是当时社会众多行业的生活情景，
如弹棉花、修棕绷、馄饨担、剃头挑、扎灯笼、
街头叫卖等等，生活气息浓厚，描写生动丰
富，极具民族特色，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对儿
时的回忆。于是，上海美协专门印制了这本
《三百六十行》。

日前，笔者去看望徐老时又聊起他的香
烟牌子。徐老回忆道，其实他的绘画兴趣就是
从香烟牌子开始的，一张一个情景，许多下面
还附有文字说明，好像微型连环画，要想看完
整故事，就要想方设法搜集一套，又好看又好
临摹，所以就开始搜集了。$#岁那年来到上
海，在杨树浦学生意。听说老城隍庙有各种香
烟牌子出售，每逢厂休他就带好所有的零花
钱前往淘宝，那真似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样
样稀奇。不仅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有文学
的、历史的、童话的、成语的，还有“京剧戏
文”、“世界之最”等。徐老接着说，记得有一次
他刚淘到一套《西游记》就迫不及待地边走边
看起来，一不留神把路边摊主小方凳踢倒了，

摔坏了一只玻璃杯，摊主一把揪住要他赔，一
摸口袋只剩三分回去的电车票钱，无奈只得
将一支英国钢笔作抵押，待下周厂休时再带
钱来交换。几年工夫，使他不仅买到《隋唐全
传》《西游记》全套，还买到《红楼梦》《三国》
《水浒》等文学名著的数个版本。前几年徐老
全部赠给了家乡的艺术馆，共有 #())多件。
徐老说：“现在的青年人已不知道香烟牌

子了，它虽然小，但反映的是大社会，大世界。
当时还有许多美术名家执笔参与创作，是集
文学性、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于一
体的，其中许多文化因子具有超越时空的生
命力，可谓一朵璀璨奇葩。”

晓笛

! ! ! !“弘毅斋”布置得很有艺术气
息。四壁挂自己的花鸟画新作外，还
有钱行健老师的多件书法、绘画作
品。其中有一幅《霜叶图》，笔力遒
劲，色彩鲜丽，十分醒目，还题了长
款。伟林告诉我，这幅画钱老师改变
过去小写意花卉画叶的点厾法，先
用墨线勾出轮廓，使叶型变化多端。
然后填色，以色破墨，看上去虚实相
间，色彩也更丰富鲜活，给人色墨相
融、厚而不滞的感受。钱老师画风曾
经过多次变化，《霜叶图》应属这一
时期的代表作。

伟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师
从钱行健先生了。那时，他才 ")岁，
老师也不到 *)岁。钱先生兴趣广，
吹拉弹唱，还爱体育。每到休息日便
勤奋作画，十分刻苦。这时，伟林就
上钱家学习，或看老师画画，或听
讲，度过难忘的时光。

钱先生课徒认真，开画稿、一丝
不苟。常说：“初画时要临摹，多看名
家名作。到一定阶段，就要多用脑
子，好好思考、琢磨。”他鼓励学生，
光师古人不够，要多写生，从自然造
化中吸取养料。那时单位里经常组
织野外徒步行军，叫“拉练”。师徒俩
便利用“拉练”，背起画夹，每到农
村，一起画起了村舍溪桥、树木花
草、稻麦牛羊。回来后一起讨论。在
老师精心指导下，伟林最终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所画花鸟画，形象生

动，色彩秀丽，生机盎然，得到了画
坛的认可。

到了 $%%!年冬，伟林照例带了
很多习作去见老师，其中包括多幅
枫树红叶题材的作品。老师看得仔
细，一一作了点评，认为已基本掌握
了要领，但细节上尚有不足的地方。
几天后伟林又去，只见老师面带笑
容，从一叠画中抽出一张，说：“这是
我新画的红叶图，风格较过去有所
变化，自己觉得还可以。你喜画红
叶，就拿去做参考吧。”画面上，枝柯
交错，从左侧突兀而出；枝上红叶片
片，茂密鲜活，加上两只小鸟相对而
鸣，更显示了大自然的生命力。正当
伟林惊喜交加时，老师又拿起笔来，
在左下方题了长款：“霜叶留红妆，
聊自舞秋风。伟林弟索余画越五年
矣。今冬偶兴作此，以付志念。岁月
催人，三十载迅逝而过，忆昔共事，
感慨系此。行健识于不息斋。”题毕，
老师还不肯放手，面对画作，审视良
久，从新援笔，在长款右侧再题：“伟
林弟喜余所写红叶，故作是图以赠。癸
酉冬月吉日，行健又识于不息斋。”

这已是二十年前的故事了，钱
行健先生也已于前年作古。不过，伟
林依旧牢记老师教诲，默默地耕耘
于国画艺术的土壤上，以此作为对
老师的最好怀念。而那幅《霜叶图》，
也依旧挂在伟林的“弘毅斋”里，用
来鞭策自己的不断前进。

一幅《霜叶图》一段师生情
! 华振鹤

在书店里偶然翻到马伟林兄编写的《中国画教程：猛
禽》。画家从小写意画法入手，介绍了创作程序和技法手
段，还配上多幅示范图，把鹰的各种姿态表现得栩栩如生。
忽然想起，他的恩师钱行健先生20多年前也编过一册《怎
样画鹰》，对普及中国画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学生接过老师
接力棒，正象征着国画代代继承啊。不久，我又一次走进伟
林的“弘毅斋”茶叙。

香烟牌子里的“老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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