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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上就是蛇年，我在收藏中也着意于一
些带有蛇形象及纹饰的器物。前不久在一藏
友处见到一件清代紫铜雕，紫铜厚料，实心
厚重，整体造型独特，全手工錾刻，包浆老到
厚实，脖子处可以左右旋转。看其器型应该
作为供奉瞻仰之用，是民间的辟邪神物。

无论怎样，如此一件珍罕藏品，在蛇年到
来之际在我手中摩挲，也算是一份难得的物
缘。一般人可能对蛇有些恐惧，提起来便汗毛
竖立，冷汗连连，并且民间传说中终有一些有
关蛇的噩梦与谣言。其实，中华民族图腾龙的
形象便脱胎于蛇，民间更有蛇年称为“小龙
年”的习俗。蛇的形象非但不可怕，在一些地
区，蛇一直是辟邪招财的象征。

这件清代紫铜雕眼镜王蛇，便是民间供
奉，用以镇宅招财的物件。人们之所以认为蛇
雕能够镇宅，一方面是源于对于威权的崇拜

和敬畏，另一方面是道家的阐述。在古代乃至
现代民族中，蛇龙是可以互化的。《易·系辞
下》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
身也。”在《汉书·高祖本纪》中，刘邦斩白蛇的
故事较为有名，而在更早之前，对刘邦出生时
的描述，司马迁又用了龙作为其身世不凡的
象征。而当白蛇的母亲称其是赤帝子，所斩杀

的是白帝子时，白蛇也作为一种不凡
的权威而存。或许在当时，蛇已经渐渐
失去古时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
这段并不可信的神话中，隐隐透露出蛇和
龙和权威的联系。
在对蛇的威权演绎中，不光在古代中

国，而且在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乃
至古希腊等众多文明发源地区都有蛇形
神明的出现，特别是古埃及，法老
及权杖中多与蛇密切相关。

在中原地区，也有相当
数量的蛇崇拜，虽不似我
这件清代紫铜雕眼镜王蛇
这般直接具象，但仍有诸
多传说和习俗，其中“龟蛇
纳福”便是流传最为广泛的
一种。道观中的“龟蛇二将”
象征着玄武真君，俗称“真武大
帝”，是道教所奉的神。
一件小小的藏品，收藏与玩赏之余，心

中常涌动起隐隐的感知与敬畏。

! ! ! !我保存着一本中国银行的
旧存折，里面有一笔 !"#$"%欧
元的丙种现汇存款具有特殊的
意义。事情还得从 &'年前的一
个电话说起。

上世纪 %( 年代后半期，
我在一家瑞士投资企业任职，
由于经常要去欧洲出差，我有
数种欧洲货币存入中国银行
备用，我的办公室曾经在南京
西路的上海商城，和对面中国
银行市中支行有业务往来，和
其负责人金先生也很熟悉。

&%%)年 &*月 !#日，金先
生打电话给我，说明天是元旦，
是欧元的启动日，中国银行照
常营业，可以接受个人开欧元的
丙种存款账户了，为了纪念这一
历史时刻，各新闻媒体也将到现
场作跟踪报道。金先生问我能
否在次日，也就是 #%%%年元旦
上午 %时前径去中国银行淮海
中路支行的柜台，用外币购买
欧元，设立欧元的银行账户。
朋友之命，不得不从。翌日

早晨八点四十五分，我赶到淮海中路新
康花园隔壁的中国银行。为了迎接新的
国际货币的诞生，中国银行早早开了门，
安排了精兵强将“严阵以待”。我是第
一个客户，用 +)),)%德国马克，按照
当天 &$%++)!马克兑 &欧元的汇率
兑换成 !"&$"%欧元，开立了现汇存
款账户。根据当时欧元启动的路程

图，&%%%年至 *""&年，欧元只用于银
行之间的结算，至于欧元纸币的正式流
通，那是 *""*年的事了。

现场，新民晚报的记者对我进行了
采访，当天下午，一篇题为《欧元呱呱才
坠地，本市已有两买家》见诸于晚报的
头版。&'年过去了，我从未动用这笔

欧元，有一次，中国银行要更换
存折本，我把旧的存折本，连
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欧
元兑换证明》以及媒体对我
采访的剪报小心翼翼地收藏
起来。两年前，我把这些藏品
的复印件送一套给在中国银行
上海市分行任营业部经理的金

先生作纪念。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账
户是欧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个人账
户，它有着特殊的意义，也见证了一种
重要的国际货币在上海的诞生。

古风《徽韵》 ! 原 野（上海）
! ! !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
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
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
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风俗和民情。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人
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
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
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
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
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
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商不仅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
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
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韵》通过以微塑工艺的表现形式，
再现古老徽州大地人们在当时社会活动中表
现的场景，如实地、生动地、立体地再现当
时的社会风貌以及徽商活动的人文景观。在
取材和工艺方面总结了去年 《徽商的故事》
作品基础上，扬长避短，并有显著改进和提
高。无论在房舍以及表达主体人物社会活动

方面的取材要求进一步贴近生活，进一步符
合当时真实情况。首先表现徽州大地我找到
一块不加雕凿，四周几乎完整的且带瘤体状
的黄金樟木（长 -*厘米、宽 '*厘米、高 *$-厘
米），该木生长期慢、硬度高，花纹细腻、

复杂，仿佛是徽商留下的足迹，也正好表现
徽商道路的曲折、坎坷；其次在配件方面，
房舍仍采用石湾微塑陶艺表现，不过按粉墙
黛瓦的要求重新粉刷了一遍，顿感“画里乡
村、徽派建筑”跃入眼帘，在人物活动方面

针对性地挑选动态形的石刻摆件；最后在背
景方面，考虑到徽商艰苦创业的经历，作者
有意识地采用冬景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喻示
了徽商面临的困苦，既要同严峻的大自然抗
争，又要在艰难的创业道路上求生进取，另
一方面又蕴涵了“瑞雪兆丰年”和“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景，冬雪寓示着冬
天来了，风霜掠过，飞雪漫盖，经历了冷寂
的严冬，突破沉寂的大地，充满希冀和生机
的春天真的快来了！

微雕《徽韵》制作的所有人物、车船、房
舍、牲畜和工具都是按当时当地形态，并按相
应比例缩小。《徽韵》所展示的主题内容是反
映智慧、勤劳的徽商通过自己的双手用汗水
谱写了一曲壮美的诗篇。作者创作的意愿是
想通过以微塑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徽商矢志不
渝、百折不挠、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大无畏
精神。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
史。同样今天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坚忍不拔、
顽强拼博的精神，不断进取，努力工作，去攀
登新的高峰！!本文图片摄影 屠铭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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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食印! ! ! !去年我到广东汕头看朋友，顺便逛了古
玩城，发现有个小店专门出售老的食印，也就
是面食模具，花花色色很可爱，于是挑了一枚
很有沧桑感的方形食印。老板开价 *"块钱，
我就买下了。它直径达到 &!$+厘米，正面反面
都刻有两朵花，一印可两用（见图）。

去年深秋我还到安徽宏村去参加一个笔
会，在一个卖古玩的店里又看见一个长长的
食印，上面刻有五个小印模，分别是：向日葵、
云纹、老虎、花朵和叶子。我也是 *"元钱买下
的。带回家细细盘摸，这才发现它的边角很锋
利，是个做旧的新货。

我曾经到过印度的斋普尔，在参观著名
景点风宫之前，发现周围两三家专门出售食
印的小店，上百个各色食印摆满了店铺。印度
也有食印啊？我当即选了两个（价格忘记了），
其中一枚上面刻有英文：. /012。

我想，我在印度吃了各种各样的面
食，有酥油饼、馕（3456）、加巴地（中国翻
译成“印度飞饼”）……没有见过面食上盖
有食印，也没有一种面食是通过模具压制出
来的。那么这些食印是干嘛的？仔细翻看买
来的印度食印，突然发现“. /012”这几个
英文字母是正着刻的，如果要当食印使用，
必须反过来刻才是。我恍然大悟：印度的食
印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功能，成为一种工艺品，
专门供人赏玩。

至今，我收藏了十来个食印，虽然觉得

很有趣，毕竟有点形影孤单。
有一天我上网查是否有专门收藏食印的

人。果然有，吉林有位专门收藏月饼模具的
收藏家，叫庄鹏，藏有 &*7" 个月饼模具，
放了好几个屋子！

我继续搜索，发现山东还有位更厉害的
食印收藏家，叫逄焕健，他收藏的食印最大的

有 +"多厘米，最小的只有小指头肚那么大，
总量达到 8"""多枚！我的食印收藏量只有他
的千分之一！

我立刻打电话问我烟台的好朋友姜振
友：为啥山东出了如此权威的食印收藏家？

他回答：一是因为山东、福建、广东、浙江
等地属于比较富庶的地区；二是因为这些地
方喜欢吃面食，所以食印多。不瞒你说，至今，
我们胶东半岛家家户户还都有食印。
我问：你见到过逄焕健先生吗？
他回答：没见过，他在青岛，我在烟台。哎，

我也搞食印收藏呀！我有全国各地 +""多枚食
印，有宋代的，有清代的，也有近几十年的。

我很吃惊：你不是收藏帽筒的吗？什么
时候收藏食印了？

于是，我决定把我的十来枚食印都送给
姜振友。我们之间曾经有个约定，叫做“小
局服从大局”———比如我是收藏小型铜器
的，他得到了就送给我；那么他是收藏帽筒
和食印的，一旦我有了 （包括两枚印度食
印），就应该无条件相送。

食印的价格不太贵，适合民间收藏（前几
天我去了召稼楼古镇，一个新的食印开价在
'+元左右）。当然，食印里也有“贵族”：一般的
都是木头的，也有陶质的、石质的、砖质的，甚
至是锡做的和玉做的。食印里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从图案花纹就可以看出：老虎、鱼、猴
子、莲花、百合、石榴、寿桃……

百年紫铜雕 镇宅眼镜蛇 ! 赵珊瑚

! 李 润烟标中的反腐印记! ! ! !反腐倡廉是我党、我国政府始终关注的
一件大事。为了教育干部，加快祖国社会主义
建设，党中央于 &%+&年 &&月发出了关于“三
反”、“五反”运动的指示，把反贪污、反浪费作
为党的一件大事来抓，彻底揭露一切大、小贪
污事件，着重打击重大贪污犯。&%+*年 &月
&%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宣布集

中力量打“老虎”，尤其是对革命和建设危害
甚大的“大老虎”。

为了配合全国打“老虎”热潮，当时的湖
南地方国营建湘烟厂出品了打虎牌烟标。该

标主版图案是一手抓住虎头，
一手重拳出击痛打虎头的画
面，副版上则印有词曲齐全的
《打虎歌》，“打打打，我们齐心
合力打老虎，坚决彻底反贪污，
反贪污，打老虎，集中火力来围
攻，一个老虎都不放过。老虎不
减不收兵，一定要他快坦白。他
要是不坦白，就打打打。”这枚
我国较早的反腐倡廉题材的烟

标，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打老虎的情
景，进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贪污、浪费、官僚
主义的深恶痛绝，并积极支持这场坚决惩治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决心。

与反腐败有关的烟标还有一枚是由中国
烟草工业公司出品的先锋，这种红底烟标 &*

枚一套，其主版均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身跨骏
马前进的画面，副版则分别是用黄色字体印
刷的 &*条毛主席语录，其中一枚印有“贪污
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字样。

尽管这两枚留有深刻历史印记与政治烙
印的烟标问世于半个世纪前，然而对于现在
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