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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冯桂林只活了 !"岁。他的壶却快
满 #$$岁了。
一个早夭的艺人，留下的资料实在

太少。然而，江湖上有关冯桂林的记述
评价极高，大多称他为“民国时期紫砂
艺人的杰出代表”。
见过冯桂林的人都说他长得清秀而

标致。他身材高挑，能说会道，但决不
油嘴滑舌，为人处世极有信用。这样的
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他当艺徒时，
作业每每远胜同窗，还没有满师，名声
已然鹊起。当时的大窑户纷纷聘他制
坯，这很不容易；按照规矩，一般的艺
人总是有求于窑户，所谓店大欺客。只
有名师级的艺人，才能得到窑户的青
睐。当时有三家实力雄厚的陶器公司，
分别是汪裕泰、利永、吴德盛等，冯桂
林居然同时收到了他们的聘书。其中，
实力最强的汪裕泰公司，总店在上海，
杭州、南京等地均有经营茶叶、
茶壶的分店。汪裕泰很看重冯桂
林，专请他到杭州西湖边的别墅
里制壶。为了置几把茶壶，就把
艺人请到自己家中，对于今天的
人来说，有些匪夷所思。但旧时
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有时间、
有耐心、也体现一种实力，能把
自己中意的艺人工匠请到家中，
根据自己的需求，让他们全心全
意为自己服务。冯桂林在风景如
画的西湖边起早贪黑地为汪裕泰
制壶，所作仿古壶样，诸如佛手
壶、柿子壶、线圆壶等，皆能俗中出
新。西湖到底有什么绝佳的景色，他不
知道。但他看到了汪裕泰家里有许多稀
世珍宝级的古玩，还有祖宗级的老壶。
冯桂林是个明白人，这时他才知道，自
己还没有一件真正称得上是“作品”的
东西，所谓的壶艺，还只是临摹古人而
已。在汪家几年，他内心得到一种修
炼，所制茶壶，一律不打自己印章，按
照游戏规则，统统打上“汪记”，或胡
乱起个别号“卷翁”之类。
冯桂林的发力当在“以竹入壶”的

系列作品上。这是一个民间艺人难能可
贵的创作意识的觉醒。有了西湖边的诸
多积淀，冯桂林气质里就漾出一种江南
士风式的清雅。宜兴自古乃文化之邑，
南部丘陵山区，峦岭多竹，满山遍野摇
曳多姿。古人虽亦以竹入壶，但在神
韵、元气与致用的结合方面，尚无太多
经典作品。文人喜竹，常常借竹抒怀，
以竹咏志。冯桂林的可贵之处，是把紫
砂泥可塑性强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所谓仿得竹韵，觅得竹魂；将修篁美

竹的君子气质演绎得惟妙
惟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气脉恰巧暗合。不知不
觉，冯桂林对紫砂作了一
大贡献。所以，“竹壶”
系列一经问世，便受到江南士大夫阶层
的追捧。

《四方竹段壶具》是冯桂林竹壶系
列之代表作品。一壶，四杯；壶身为方
中寓圆的半截竹筒，壶把在竹段中自然
出枝，左右两边竹节间分合有致，附生
之细小竹枝新叶，体现着对称的和美，
四方形壶盖之上，以一小竹节作为壶
钮，仿佛天生；四周装饰回旋式竹叶，
借鉴了苏州园林的疏朗之美，体现着江
南士人的恬淡与通透。茶具配有四个小
杯，每个小杯上所饰竹叶姿态迥异，或
瘦或腴、或娇或媚，寓示四季之态，令
人宝爱不已。

最能体现冯桂林功力的作品
还有“梅段壶”，那是猎猎风吼
中的铁骨虬枝，气势磅礴的大写
意中，细部工笔毫发毕肖。历经
风霜的傲干，如金戈横空，扭曲中
尽现孤高，疤疙累累，沉疴以显峻
节。枯枝新苞，骨朵欲绽；冯桂
林的风骨性情，倾力投入于壶体
的每一个细节，所见刻画，皆非
常细腻传神，这样的佳构妙作，
几可倾倒绝代壶客、古士今贤。
冯桂林的传世名作还有“福

寿蟠桃壶”、“龙头玉环壶”、“五
竹壶”、“大传炉壶”等。同道与后人之
所以说他“杰出”，是因为他在紫砂象
形塑器的创作上独辟蹊径，在有限的年
华里，创造了 #$$多件风格迥异、对后
人影响极大的经典作品。民国连年战
乱，冯桂林心静如水，且安于清苦，以
专心制壶为乐。

他不但精于壶艺，还擅作观音佛
像、金钱蛤蟆等雕塑。他是不是知道自
己命短寿夭，在生命的蜡烛燃尽之前，
把别人 #$$岁还不一定做完的作品，抢
先完成？
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冯桂林在

烧红了半边长夜后突然如流星般消逝。
!"岁，黄金一样的年龄，像芦苇，突
然就被折断；像一个苍凉的手势，迅即
垂落；像一声深重的浩叹，在空中划过
尖锐的声线，突然全无踪影。
翻遍史料，无从得知他何故早殁？他

处世周全，应该没有冤家；他常年勤作，
身体该无大碍；他倾心壶艺，从无桃色
绯闻；到底是什么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今天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

难忘当年!的哥"送我到报社 朱少伟

! ! ! !我记不清自己曾“打的”
多少次，但三十年前偶遇的一
位“的哥”始终印在脑际。

#"%&年元旦，在“文革”初
期被迫停办的《新民晚报》复
刊。那时，我还是大学四年级
学生，闻讯立即到邮局报刊门
市部排队买了一份散着油墨香
的报纸。在灯下，我一口气把
六个版面都读完。其中的两版
“夜光杯”副刊，因内容生动、文
章别致，我竟重复看了好几遍。
不久，我赴沪郊莘庄上海县县
志办公室实习，负责编写《上海
县概述》一书；上海县乃“申城
之母”，我在实习中搜集了许多
地方风土资料，也对地方史产
生浓厚兴趣。夏季来临，我想
到颇有盛誉的龙华蟠桃已在市
场失踪数十载，决定为它作呼
吁，于是鼓足勇气给“夜光
杯”副刊写了一篇披露龙华蟠
桃面临绝种危险的稿件。不
料，数日后的中午，有位同学
叫我去系办公室接电话，从电

话筒里听到：“谢谢你来稿！希
望明天下午能到报社面谈一次，
主要是对龙华蟠桃的资料进行核
实，并商量文字方面的修改。”我
听了很兴奋，马上应承下来。
翌日上午，我在复旦听完一

个讲座，啃着馒头走到公交车站，
谁知候了好长时间都没来车。我

急得团团转：“夜光杯”副刊的
王金海先生约了下午一点半碰
面，如迟到会影响他的工作；而
自己在下午三点三刻还得返抵学
校，听文学史课，眼下再等着就
来不及啦。此时，旁边的出租车
里下来一位朴实的“的哥”，他
问：“我看侬急煞，要勿要帮忙？”
我一怔，便把原委告诉他，并老实
说：“我没钱‘打的’。”那“的
哥”表示：“伲叫阿根，以前屋里
老爹就种过龙华蟠桃。侬想挽救
龙华蟠桃应该得到支持，今朝伲

免费接送。”随即，阿根不由分说
将我拉上出租车，驶向市中心。

来到九江路 '#号，我上了
四楼，找到“夜光杯”副刊组，
那显然是临时分隔出来的小房
间。王金海先生客气地招呼我在
办公桌旁坐下，他问了我在学校
的情况，就转入正题。王金海先

生的热忱，使我消除了原先的紧
张，并进行详细叙述：“我走访
过当地果园和老农，获悉昔日龙
华蟠桃繁盛时，街上到处能听到
叫卖声；后来，龙华许多桃园被
侵华日军炸毁，加上这种桃子开
花期易受晚霜危害而坐果率低，
所以一蹶不振，产量逐渐萎缩。”
王金海先生仔细看了我带去的资
料，又对我的稿件提出具体修改
意见，还告知：“‘夜光杯’副刊
的‘十日谈’将推出一组《乘凉
夜话》，关于龙华蟠桃的稿件如

能及时修改好(就可争取编入。”
我在王金海先生身边仅待了约半
个钟头，却受到极大的启迪，同
时深深被“夜光杯”副刊编辑的
敬业精神和严谨态度所感动；当
然，这也是我与《新民晚报》三
十年之缘的起点。走出《新民晚
报》临时社址，我由衷感到：虽
然目前这幢楼简陋，但这份报纸
必将再创新的辉煌！
阿根确实耐心等着，当我跨

上出租车，他笑道：“侬放心，
肯定来得及！”我说：“真的很感
谢！请留个联系电话，如文章登
出来我要送报纸给您。”正是由
于热心肠“的哥”的帮忙，使我
这天一切都顺利。在 )月 #!日，
“夜光杯”副刊登出《救救龙华
蟠桃》一文时，傍晚我在校门前
用双手把报纸递给了特意赶来的
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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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薪火相传·上海油画雕塑院艺术
家系列———富华作品展》，今年 " 月 &

日起在上海油雕院美术馆正式展出。
&$$幅左右作品展示了这位 %* 岁老画
家走出国门 &$年至今的丹青历程。
作为著名的中国花鸟画家，富华的

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他生于北
京，祖籍东
北，自号长
白山人，乃
清室后裔。
青年时期，
他怀着抗日
的 一 腔 热
血，投奔新
四军，从事

地下斗争和组织学生运
动。解放后的 #"+! 年，
他师从花鸟画名家江寒汀
为入室弟子。 #"++ 年，
他参与筹建上海中国画
院，任党支部书记兼筹委
会秘书长；#"*+ 年，筹
建上海油画雕塑室（即今
上海油画雕塑院）；#")%

年，又创办上海民间艺术
社团海墨画社。

#"%* 年，富华怀着
探索中西绘画之异同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
远赴英伦。凭着自己出色的艺术才华，他终于进入英
国主流艺术圈，受到彼邦专家学者的尊重，成为英国
白金汉宫皇家林荫画廊的 #$年签约画家。

富华擅画大写意花鸟，笔大墨浓，用笔快速，意境
古朴，而形象夸张，充满张力；在浓笔重彩中把持整体
效果，显得神畅气旺，别具风格。走出国门以后，富华
依旧保持着这一特色，又融会中西，努力用自己的理
念、材料、手法去表现当地民众熟悉和喜闻乐见的内
容。他半年作画，半年写生，足迹到达世界各大洲的
&&国。这一形式上的转变，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创
作题材，同时又得到了异国公众的喜爱和了解。
此次画展另外将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展出了富

老为画展赶制的紫砂壶 &$把，都由他本人精绘、名
家设计制作而成。二是展出老画家收藏的部分文房四
宝和古陶瓷 #$%件，大都年代久远，有明清时代甚至
更早的。其中许多藏品，从海外搜集得来。例如于右
任 #"!)年使用过的两支毛笔。这些书房常用之物，
经过历代文人的装饰、雕斫，已经凝聚了中国文人的
审美趣味，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在英国，

他每次举办画展，总要同
时把它们陈列出来，每次
都能引起当地民众莫大的
兴趣。现在，它们将展示
在国人面前，相信同样会
引起人们的兴趣。

小 径 简 平

! ! ! !现在，我每天早上都
会去小区里的那条小径散
步。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
议，我在这个小区住了都
有十多年了，但我一直不
知道有这么一条小径。我
进出小区走的都是西头，
而小径位于小区最东侧的
楼房与围墙之间，有两百
多米长。说它是小径，真
是名副其实，因为它就一
米来宽，只能容一个人单
独行走，要是两人相向而
过，都是要侧过身子的。

小径用青石砖铺就，
弯道空缺处则用鹅卵石填
补。小径常常落满了枝叶，
下了一场大雨后，旁边的
土还会成为泥浆漫
上来。好在有风穿
行不息，那些枝叶
最后都会被吹走，
而风干的泥浆不消
多时便化作了尘埃。这小
径几乎是被树木和花草湮
没的，两边是直直的白杨
树和高高的冬青树，地上
是一簇簇的麦冬草，所以，
从下往上，就有了多层的
景观，更有那楼房的山墙
旁住户自己种植的花卉，
争芳斗艳，时已过了立秋，
但鲜红的美人蕉、橙色的
金盏花居然仍不依不饶地
还在盛放。我走在小径上，
脚背总时不时被蹿出来的
蕨草摩挲着，而尖尖长长

的芭蕉叶则轻轻划过我的
手臂，让我感觉到与自然
真切的接触。

因为走的人太少了，
所以，我刚踏上小径的时
候，一家住户的狗猛地扑

过来，隔着铁栏杆向我狂
吠，可几天之后，它已经
认得我了，就此不再大嚷
大叫。还有一只白色的野
猫，一开始见着我时，远
远地躲在草丛中，眼神里
满是惊恐，我还没走近，
它就慌乱地逃窜而去。可
后来，它见了我，再也不

怕了，就那么静静
地伏在小径边看着
我，或者索性慢慢
地跟在我的后面。
两边的白杨树冠围

合在一起，使得小径被覆
盖在浓荫底下。夏日里，
蝉声不断，但是，有两只
鸟儿的鸣叫声格外嘹亮，
也格外动听，你一声，我
一声，彼此应和着，我相
信那肯定有关情事，只是
它们从来都隐身在树冠深
处，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它
们的身影。迄今，在小径
上，我唯一几乎每天遇到
的是一位老妇人，她总是
拉着一辆小推车，车上放
着刚刚买来的蔬菜瓜果，

油盐酱醋。
前些天，台风“海葵”

来袭，折断了一棵白杨，于
是，原本密密的浓荫有了
一个很大的缺口，热辣辣
的阳光从这个缺口直晒下

来，小径变得亮堂堂的了。
而且，我还有了一个新的
发现，随那阳光泻下的还
有喷香的烹饪味道，原来，
围墙隔壁是一处军营，原
先的那棵大树下是军营的
伙房。有一天，我突然听到
围墙外传来阵阵架子鼓的
敲打声，鼓点忽而激昂澎
湃，忽而轻柔绵长，我听
着，走着，仿佛连小径都有

了许多的故事。我不禁猜
想起来，这究竟是一位怎
样的年轻的士兵呢？
那天，我正散着步，忽

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雨
势如此迅猛，以致泥水又
漫上了小径。待雨点小些
后，我脱下鞋来，赤着脚快
步地走过小径。这一刻，我
蓦然闪回到遥远的童年，
那时候，我常赤脚在高高
的草丛中奔跑着，脚底沾
满了泥土和碎草，而脚丫
里还会留着奔跑时无意间
揪下的一朵小野花。
我想，其实我们总是

这样的，时常睁着眼睛眺
望远方，却往往看不到就
在近旁的风景；而走进当
下的景色，便是自己现在
最充实最宁静的生活。

川游散记

王养浩

一# 泸州
和风拂丽天! 画船品

江鲜"放眼举樽成酒仙!酒

醇笑上脸"酒香花好月圆!

古城新篇!醉不成眠"

二# 峨眉山
举目望丛林! 低头闻

溪鸣"名山起点上金顶!盘

山如云行"不见群猴踪影!

昨夜雷鸣!闭户修心"

三# 乐山大佛
大佛乐山中! 慈眉展

笑容"若水依山浪轻涌!山

水乐相融"知否朗月溶溶!

佛也入梦!普世惊同"

初秋赏苇微山湖
兰秀 菊芳

! ! ! !初秋的微
山湖“暄气初
消，葭正苍、鱼
正肥、芦花皎
洁”，颇有明诗
中“芦苇弄秋声，轻舟泊晚
汀”的意味，却全然没有林
语堂笔下的“秋扇、红叶、
荒林、衰草”之肃杀、苍凉。
前不久坐上海至枣庄专
列，到地处苏、鲁交界处
的山东微山湖，游玩了初
秋的微山湖芦苇荡。

到微山湖正是早上，
坐在游船上，眼前的晨景
让我们心旷神怡。登上游
船，从芦苇荡中沿着京杭
大运河古航道向湖心岛驶
去，一路见荡中苇沟纵横、
水草肥美、环境幽静；极
目远眺，则见微山湖红霞
初上，芦荡上空如牛奶一
样的轻纱弥漫，薄雾蒙
蒙，整个苇海被笼罩在仙

境般的梦幻世界。此时，
除了涌动着的芦涛声、偶
尔从远处传来鸟儿“咚
咚”唼水声、时断时续的
“嘎嘎”鸣叫声，以及早早
梦醒的野鸭掠过苇梢“沙
沙”的翅膀扇动声，几乎
是万籁俱寂；太阳升起，
只见秋天的微山湖的芦苇
荡，就像一块巨大的调色
板，露叶霜根使芦苇青黄
相间，还有如漫天飘雪的
芦花形成的白色，直铺到
天边，令人震撼。
据随行的上海铁路国

际、现代国旅的导游介
绍，微山湖景区进行了保
护性开发，并和同样保护
性开发后的“天下第一
庄”台儿庄明清古城、“天
下第一崮”的抱犊崮、仙
坛山温泉连成一线，当
然，最壮观的还是微山湖
芦苇荡。据悉，仅微山湖
四湖之一的昭阳湖郗山水
域的芦苇荡面积就植有十
几万亩，茫茫苍苍，蔽天
遮日，蔚为壮观。
游船到达微山岛，一

人多高的芦苇，除了掩映
着充满汉风唐韵的庙宇亭
台、古碑刻石、汉画像石
等古迹，就是掩映着当年
那场大战遗留下的残垣断
壁、斑驳弹孔等抗战遗
迹，尤其那密密麻麻的弹
孔，让人怀想当年台儿庄
大战的惨烈以及当年英勇
的运河支队扎根芦苇荡、

转战数百里，与日寇进行
殊死斗争的荣光。
如今，历史的尘烟已

经散尽，秋天的微山湖那
茫茫芦苇已开始变得成
熟。在大自然之秋天的宏
大馈赠面前，惟有这种人
生经历如岁月之四时已然
纯熟的秋天的况味，让人
品咂、品读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