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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五年前四月初的一个周
末，上海杨浦公园内，春光和
煦，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园内
正举办首届奇石博览会，我有
幸觅到了一块来自内蒙的戈壁
鸡骨石。鸡骨石是一种经大自
然长期侵蚀、风化而形成的一
种瘦骨嶙峋、错落有致、造型奇
特的石头，因其形态类似鸡骨
而得名。其色以白、黄居多，多
产于戈壁、荒漠地区，如我国的
新疆、内蒙等地。

这块奇石长 !"厘米，宽 #

厘米，高 $%厘米，呈“了”字状，
造型秀美别致，酷似一个“如
意”。真可谓大自然鬼斧神工，将
这块石头“雕凿”成如此造型：其
形，像；其色，正；其质，朴；其纹，
清。这块石头是大自然神奇造化
的结果。
好马配好鞍，一块秀美的石

头配上一个得体的底座，可起到
“烘云托月”之效果。我专门找到
一位上海本地祖传红木艺匠，他
以高超精湛的技艺完成了这个
底座。底座的样式采用了明式简
约风格，具体制作摒弃传统榫卯
结构做法，而是采用整块紫光檀
木雕凿而成，油漆工艺上仍采用
了传统的生漆工艺制作，最后完
工的底座无论从样式和色彩上
与石头相当吻合。
五年前我因工作在身，休息

天的时间收藏了这块奇石，但一
直搁在家中橱柜里，如今我退下
来了，将它取出来配上了底座，
它成了一件可供观赏的供石，了
却了我多年遗留的一件心事，而
且结果是如此满意。为此我特地
给这块奇石取名为“实在如意”，
用上海闲话读，谐音正好是“石
材如意”。

! ! ! !文人读书治学，都会辟一间
清静小室作为书斋。古人为了
彰显意趣和文化品位，还会结
合书斋的实际环境，以及个
人的生活际遇，为书斋起
一个很个性化的名字，用
木板镌刻，悬挂在书房门

口或墙壁上，既可以起到警
觉戒慎和自勉的作用，又可

标榜主人的高远志向和节操，
展现出一种平和典雅的芸窗之
美。这种文房匾，近年来也成为了
收藏家们的爱物。

为书斋题匾之风，起源于明
代。因城市兴旺，工商业繁荣，财
力雄厚的明代商人，大力营造私
家园林的同时，又“与贤士大夫
倾盖交欢”。有钱又有文化追求
的商人，聘请名士为自家的亭台
楼榭题匾，为造景增色，一时蔚
然成风。这种做法也被文人效
仿。为书斋题匾，高悬于门户或
书房的墙上，发激扬之义，立奋
发之志，渐成时尚。不少文人出
书结集，也是沿用自己的斋名作
为书名。如祝允明的《怀星堂全

集》，顾元庆的《夷白斋诗话》。斋
名甚至成为许多文人具有广泛知
名度的别号。文房匾也由此发展
成为中国书斋文化的一个独具韵
味的组成部分。

文房匾多用长方形木板，也
偶有石板或竹子。其中木匾又有
不经加工的原木，和刨光上漆的
成品，质地多为楠木、樟木、榆木
及其他的硬杂木，尤以楠木效果
最好。因楠木富含油脂，气味芳

香，制成木匾不易变形，能够适应
冷热干湿的变化，且不腐不蛀，可
以长久保存。文房匾以素面为主，
文字多为镌刻，也有镶嵌鎏金铜
字，或以腐蚀、烙烫等工艺制作的
匾额，字体古朴，俨若石纹，称之
为“擘窠书”或“署书”。

除了书斋名，一些匾额还会
在旁边用小字镌刻题跋，阐述斋
名的来由及出处，或加刻一段诗
文短语。并在落款处，把书写者加

盖的钤印，也以镌刻的形式表现
出来。这些诗文短语、题跋印章，
精而不繁，朴而不简，配以斋名的
擘窠大字，有丰富整体、增强艺术
魅力之效，可以很好地起到点缀
与美化书斋的作用。

因文房匾有修身自省、陶冶
情操、丰富艺术修养的作用，清代
的文人名士，贵族之家，都把文房
匾视为不可缺少的装饰，否则便觉
寥落无趣。《红楼梦》里，贾家营造
大观园完工之后，请来贾政视察，
就是为了逐室题写匾额。近代的许
多文化名人，其风流才情，也在各
自的斋名匾额当中有所展现。

与其他的书房文玩相比，文
房匾除了审美赏玩，并不具实用
性。而且也不是每一块文房匾都
值得收藏，故选择要以精品为主。
首先注意其中的文化含量，如归
属于历史名人，或请名人题写的
文房匾，就有很好的经济价值。其
次是在材质上进行比较。工艺方
面，则以造型新颖、整体和谐，字
体清劲古拙、秀雅凝练，雕刻技法
具有层次、爽洁明快者为佳。

! ! ! !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各种电
子密码和保险箱，而古人若想要隐
秘安全的所在，便离不开锁的存
在。中国的古锁文化一直以来以碎
片的形式散落在民间，但它却是中
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它体现历朝历
代的科技水平与艺术的结合，也展
现了各民族的特性和文化根基，是
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看惯了古装剧中横梁铜锁，很

多人对古代铜锁的使用功能嗤之
以鼻，其实作为人们智慧结晶的古
代锁具，根本不是“绣花枕头”，很
多设计颇具现代意识。我见到一件
清代诗文密码锁，小巧精致，虽然
只有五厘米长，但却兼具了锁具和
密码的功能，相当精巧。虽然属于
诗文密码锁，简单来说却是一个
“成语锁”，锁上面有四个刻有汉子
的转环，如同现在的密码盘，套在
锁上，依次旋转转环，只有特定的
组合才能让锁鼻通过，然后再次随
手旋转，不知道密码的人即使拿到
了钥匙，也无法打开这只铜锁。
该锁转环上的文字并不生僻，

但在读书写字掌握在少数精英手

中的时代，绝对算得上天书。我试
着转动了一下，经过多次调试，终
于知道这件锁的解锁密码为“人寿
年丰”，当锁鼻“嚓嚓”一声旋动机
关的时候，我心中一动，顿时为古
代工匠的智慧所征服。

中国古代锁具的类型大致分
为簧片构造锁与文字组合锁两大
类。其中簧片构造锁又可分为广
锁、花旗锁、刑具锁及首饰锁四种，
多为横式锁具，用于门、柜、箱。以
文字组合锁来说，不仅有诗文密码
锁，还有成语密码锁、天干地支密
码锁、姓名商号密码锁等等不一而
足。其共同之处都是利用分别刻有
汉字的几个转环套定于锁身上，只
有旋动转环拼成一句暗定的多字
俗语或诗句才能让锁鼻通过，方能
打开。如有的暗定对句是“和梅竹
贵定”、“双捧寿喜”、“黄金万两”等
等。这种锁的工艺、造型的讲究还
表现在文字有楷、草、行、隶、篆，书
法韵味十足；其两端小小的平面上
又装饰有狮首、虎面、佛像、福寿葫
芦等，使寻常锁具融入了艺术细
胞，因而富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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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
“幽兰神采—元代青花瓷器
特展”，这个特展是上海博物
馆花了大力气，集国内外众
多机构所藏元青花瓷器之综
合展览，展品来自土耳其、伊
朗、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
等国，国内也有三十多家机
构参展，共有九十多件青花
瓷展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近年来元青花热已出现

了好几翻，缘由还是国外的
拍卖会上一只绘有鬼谷子下
山图案的元青花大罐拍出了
两个多亿的人民币，一下子
把国人惊呆了，于是掀起了
元青花热。山东、天津、广州
纷纷出现元青花的热论，由
于以前没有人好好研究，也
没有一些真正看得懂的行
家，所以一时真假难辨，弄得
云山雾罩，连上博和北京故
宫也拿不出几件元青花，直
到前几年上博的瓷器部专家
们去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在当地的博物馆仓库见到了
那儿馆藏的元青花，回来有
文章谈起那些元青花瓷器，
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库房见到，而是在北京潘
家园地摊上见到，一定认它
为仿品了。
其实自明清以来，无论

是皇家还是百姓，都没有看
重过元青花，所以明清以来
无论皇家百姓对收藏元青花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这不
等于我们国内民间没有元青
花，而是不敢相信值上亿的
元青花怎么会有。此次在上
博参观时就碰到好几位参观
者在对每件元青花瓷仔细研
究，正面反面上面下面反复

观看，口里还念叨着参照着。有位参观者
还对我念叨着元青花瓷器底部有一排像
英文字母似的，但又不是英文字母。我告
诉他那是巴斯巴文，大多是一句吉祥话。
他听了脸上露出了微笑，我猜这几位参
观者一定藏有实物。
这次展出的元青花中只有两件有年

号的，一件是号称元青花标准器的英国
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的，有至正十
一年铭文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尊，另一
件则是四川雅安市博物馆藏的，有至正
七年铭文的元青花双系盖罐。
我倒也藏有一件有至正年制的凤穿

牡丹纹玉壶春瓶，但
不是元青花瓷
瓶，而是元至正年
制的玉壶春青铜瓶，一
眼望去就是一件元标准
器，无论是形制、纹饰可
谓是元青花玉壶春之范
本，此青铜瓶自口沿至
底部有纹饰九道，都是
元代典型的。如卷草
纹、蕉叶纹、莲瓣
纹、蔓草纹，而主
题纹饰是凤穿牡
丹，两只凤凰
更是栩栩如
生，做工精
细，浮雕立
体感强，整
个玉壶春青
铜瓶浑身黝
黑，包浆浑
厚，是元至正
年器物之佼佼
者。

文房匾中有风雅 ! 青 丝

清代诗文密码锁 ! 刘英杰

实在如意 ! 原 野

! 李笙清民国时期的达仁堂医药广告
! ! ! !我国广告的历史最早可追溯
到几千年前原始的实物广告，最
早的印刷广告则出现于 $%%% 余
年前的北宋。到了民国时期，广告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
中，彩色手绘、雕版套色、石印、胶
印等五花八门。笔者收藏了两张
民国时期的达仁堂中药店制作
的医药广告，虽然纸张简陋，但
内容丰富详实，观之一目了
然，非常实用。
“外科第三号提毒散外

用剂”（图右）和“风痰科第十
二号再造丸内服剂”（图左），
一外一内，都是闻名遐迩的北
帮中药店———京都达仁堂乐家
老铺生产制作。“乐家老铺”为浙
江宁波人乐显扬开业于清康熙八

年（$&&#年），原名“同仁常乐家老
铺”。清康熙四十一年（$'%(年），
其子乐凤鸣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
路南开设北京同仁堂药铺，经营
中草药和丸、散、膏、丹等各种中
成药，以选料上乘、药味齐全、炮

制讲究、剂量合适、工艺精湛、疗
效显著而著称，连清宫内御药房
也经常令同仁堂供奉所需药料，
并代制成药，前后达 $)%多年之
久。清人有诗赞之曰：“都门药铺
属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岐

黄难别味，知他若个术通神”。
这两张广告上方以三行横排

“京都达仁堂乐家老铺”字样，中间
长方框内有药名和功能、主治、用
法用量、原料、禁忌等内容，药和用
量用字号区别开来，介绍得非常详
尽。如“再造丸”所罗列的原料竟有
元参、白芷等 *'味中药之多，体现
了达仁堂恪守乐家老铺“炮制虽繁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
物力”的祖训，以及“修合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的自律信条。方框下
方是达仁堂开设在天津、北京、上
海、汉口、西安、福州、长沙、长春等
地的分店地址，地段、门牌号码都
交代得非常清楚。达仁堂自 $#$'

年起在全国各地的重要商埠开设
分店，最鼎盛时期共有 $)家之多，
销售药物 $%%%余种，可见其经营
之盛。这两张小广告既宣传了药
品的配方、疗效，又介绍了各地分
店位置，可谓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