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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告别龙年的精彩，迎来蛇年
的吉祥。

每年新春，人们总会张贴几张
生肖图，互相说几句祝福语。即将
过去的龙年的图案精彩纷呈，金龙
祥云、双龙戏珠等，吉祥语也最多，
有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凤呈祥
等等，数都数不过来。可蛇年呢？出
彩的图案不多，蛇年祝福语除了金
蛇狂舞，人们似乎很难找出恰当的
贺词。但我翻开自己收藏的历年生

肖火花，有关蛇年的火花还是千姿
百态，方寸之间各具特色。

上海火柴厂的蛇年火花（下左
!），底色采用祥云纹饰，典雅古朴。
正面图案是一条翩翩起舞的小蛇，
乖巧可爱不乏灵气，整条蛇身点缀
!个红色吉祥结，隐含一年四季久
久吉祥如意。背面有瓦当图案，上
书一个大大的“蛇”字，充满了蛇年
的喜庆气氛和吉祥寓意。

湖南株洲火柴厂采用汉代砖
刻的表现形式，线条粗犷又不失细
腻。画面设计独辟蹊径，采用俯视

手法，整条蛇在画面上委婉盘绕，
形成三个圆形图案，展示了蛇的整
体形态和基本习性，意喻把幸福紧
紧套牢，把快乐紧紧拥抱，把好运
紧紧圈住（下左 "）。

镇江火柴厂的蛇年火花（下左
#）更具实用性，全套十二枚，每枚
火花用写实的技法，展示了眼镜
蛇、响尾蛇、金环蛇、竹叶青等各类
蛇种。十二枚火花背面是十二个月
的月份牌，一盒火柴在手，既能取
火，又能欣赏各种蛇图，还可以查
寻日期，真是匠心独运。

武汉火柴厂设计制作的火花，
采用装饰画的手法，色彩浓艳。蛇
身为蓝色，蛇眼十分夸张地睁大，
口吐长长的红信，尽显蛇的活泼、
机警和俏皮之态（下右 !）。

安阳火柴厂的蛇年火花（图左
上）着重表现生肖蛇的美德，方寸
火花罗列许多赞美之词：肖蛇的男
性浪漫幽默极具吸引力，而女性则
美丽迷人；判断力极强，做事循序
渐进，必能攀上高峰；属蛇的人具
有同情心亦乐于助人；容貌多端
丽，衣着非常考究，更注意修饰自
己。综观这些赞言，用词恰当，不媚
不俗，想必属蛇的朋友们一定很乐
意笑纳吧。在此，也顺祝天下人蛇
年吉祥，事事如意，开心每一天。

! ! ! !老祖宗知道文字的尊
贵，把文字用了个绝。甲骨
钟鼎，石鼓青铜，砖瓦权
量，处处可见文字的踪迹。
同样，循着这些承载文字
的文玩宝物，今人得以穿
越时空，回归过往，知悉我
们的前世与来路。

在这些宝贵文玩当
中，汉砖是当之无愧的一
个重要品类。其中，尤以
“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
毋饥人，践此万岁”十六字
方砖为翘楚。汉代属于封
建社会的青年时期。那一
时期，她拥有了生机勃勃
的文字、语言、族群、服饰、
体貌，雄踞天下绝大多数版
图，英姿飒爽，血气方刚。
强悍的政治、经济、文化，引
得四方少数异族屈膝礼贡
朝贺。这般得意，刘邦的
《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
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汉代画
像砖的游猎图、骑马怒射
图、汉代的马踏飞燕、鼓乐
陶俑等均可见得。这般得
意，就是十六字方砖的前
四个字“海内皆臣”了。

大汉王朝信天、祭天、
畏天、敬天，她以为自己的
强大是顺应了天意，所谓
天时、地利、人和，所谓《易
经》乾卦的元亨利贞。同
样，维系王权统治也离不
开天意与天佑，即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即十六字方砖的后八个字：“岁
登成熟，道毋饥人”。有了好的天年，
道路上就不会有逃荒的、讨饭的，汉
王朝的“海内皆臣”才得以永世不
殆。最后四个字“践此万岁”是统治
者给自己提的醒，汉王朝还很年轻，
要想经世不朽，就得顺天意，行人
道，确保老百姓最基本的吃饭问题。
用现在的话讲，“岁登成熟，道毋饥
人”即民生问题，吃得饱，住得好，享
受基本的教育、医疗福利。
中国社会从个体到家园，都崇

尚“文”治。个人有个人的字、号、书
斋名、座右铭；家有家训，譬若著名
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海内
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践此万
岁”正是大汉帝国的国训。为了表示
虔诚与决心，汉王朝还将之镌刻在
用于重大建筑的方砖上。

汉代“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
毋饥人，践此万岁”十六字方砖，根
据出土地点的差异，其书风、结体、
气息亦不完全相同。但据笔者所见，
总体上笔画流畅开阔，雍容大度，是
汉隶当中最富态饱美者，且魏碑之
俊俏殷实暂露端倪，颇具金石气。

兼具了文字之福与书法之美，
传世的“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
饥人，践此万岁”十六字方砖，更加
辉光耀世，弥足珍贵。

! ! ! !花钱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非流
通性的钱币，藏界将它称为古代的
“纪念币”。花钱门类繁多，材质各
异，包括吉语钱、咒语钱、生肖钱、
打马钱、秘戏钱等品种。花钱不仅
承载了古人的美好祝愿和追求，更
浓缩了五千年灿烂悠久的中华文
明。作为钱币收藏重要品种的花钱，
受到了海内外收藏人士的青睐。

在花钱众多品种中，我偏爱吉
语钱。吉语钱上诸如“顺风大吉”、
“太平如意”、“长命富贵”之类的文
字，涵盖行草隶篆楷各类书体，让
喜好书法的我觉得极是养眼耐看。

遥想当年，铸钱
的工匠们，将虔
诚和祝福糅合
着高妙的技艺
倾注到钱文笔
画间时，该付出
了多少辛勤和
汗水？每次赏玩
这些留有先人

手泽的古币，总会给我带来一些莫
名的感动。

不久前，我通过一枚“唯吾知
足”吉语钱，更感受到了铸钱工匠
的精妙构思。这枚在古玩市场无意
中所得的方孔古币，尺径 "#$厘米，
厚 %#&厘米，包泽黄亮，包浆润泽，
是清中晚期流传下来的传世物。钱
文以篆书入笔，字体古朴庄重，正
面从右往上依次旋读为“隹五矢
止”四字，反面则是“纫佩”两字。古
币的巧妙之处在于若想准确解读
正面钱文，必须还要将中间穿孔作
为“口”部联系在内，“隹五矢止”四

字加口后，成为“唯吾知足”四字，
可见其独特匠心和深远寓意。
“唯吾知足”一词出于佛教典

故，强调的是一种知足、平实、感恩
的乐观处事心态，其诠释了“贫者
知足亦富，富者不知足亦贫”的真
义。“纫佩”一词出于战国诗人屈原
的《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指的
是捻缀高洁的秋兰佩带于身，延伸
之意是将真言教益永记在心，如同
缝纫在身一样。先民将这枚古币佩
戴于身，时刻用以警醒、反省自
己———人生在世，功名利禄追求皆
无止境，何不保持平常心呢？从这
层意义上讲，“唯吾知足”吉语钱体
现出了中庸思想的精髓，其所表达
的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对今人同
样也有很深的参考意义。

! ! ! !在蛇年春节黄金周中，许多人
都准备外出放松一下。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是家
常长便饭，但是在父母一辈的心目
中，当年旅游还是一件大事。在老
爸的众多收藏中，就有一张 '!(&

年的春节旅游简章。
这份旅游简章，采用了桃花底

色，上面油印了“上海旅行社 '!(&

年春节旅行简章”的字样，标明了
其主要提供春节旅游出行的行程，
并印上了上海旅行社的地址和电
话，为了突出喜庆的气氛，还画上
了一个红灯笼和梅花。

上海旅行社成立于上世纪 )%

年代末，是中国最早经营国内旅游
的专业旅行社，素有“国内旅游第
一社”之美称，其先在西藏南路 '&"

号基督教青年会馆底层营业，旋迁
南京东路 (*%号东亚饭店，后迁福
州路 +"!号，在这份简章上的地址
也就是福州路的地址。

简章的正面，基本上都是短途

游，如：常熟虞山、苏州园山、邓尉·
穹窿等，而反面则基本上中长途，
像杭州三日游，绍兴雪窦山、南昌
井冈山、北京观光、广东旅行等。在
每条旅游信息中，都有日期、游览、
供应、费用、集合以及注意等信息。
通过阅读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发现
具有时代信息的内容。

短途游的上车地点分布在虬
江路上海站、天目路上海站和人民
广场西藏中路口，而中长途游则都
在天目路上海站。其中在“北京观
光”中，还特别提到“如欲乘飞机赴
北京旅行者，请早登记，另行安
排”，这显示出，在当时乘坐飞机旅
游还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从费用上来看，其中最便宜的
是“常熟虞山”，价格为每位 ( 元，

最贵的则是“广州旅行”，价格为每
位 "%%元。这些费用基本上大都是
“多还少补”。在众多的线路中，像
“北京观光”、“广东旅行”、“桂林、
阳朔、长江大桥”还将举行“参观者
座谈会”，由于北京是首都，而广东
和广西在当时属于比较特别的地
区，因此行前的座谈会就非常具有
时代特点。

在这份简章上，还有一个比较
特别的地方，这就是“敬告旅行者”
的栏目，其中提到“节日旅行，舟车
食宿，均较平常拥挤；往返车次皆
由交通部门统一安排，希望旅行者
密切与我社领队干事合作，关于伙
食安排，均按行前各地供应情况安
排。各组旅行，每人每天须备全国
粮票一斤（上海市郊区用上海市粮

票）按实际用量支付。请于出发前
两天用电话与我社联系出发确
期。”从这段告示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在春节时出游的人数还是比
较多的，而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粮
票无疑也是出行时必不可少的。

! ! !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乡风民俗
约定俗成多姿多彩，礼尚往来历来
就是民间代代相传的重要生活民
俗之一。婚丧嫁娶，添丁做寿……
无论何种红白喜事，无论是喜宴、
丧宴、寿宴，都要办得热热闹闹，乡
邻、亲友聚集一堂，这也成为民间
联络感情的一种重要场合。不管操

办何事，都离不开请客送礼，
礼簿就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
礼金、礼品的记载工具。
说到礼簿，顾名思义，就

是记载送礼明细的礼单簿。礼
簿一般会由主人家特意请有
文化、字写得好的人来做记
录，大多称礼房先生。当宴会
结束后，礼房先生便根据礼簿
的记载，将收到的礼品、礼金一
并交给主人家，主人家往往会

以烟酒等礼品相赠，以感谢他的帮
忙。办事的人家往往都会精心收藏
好礼簿，遇到亲朋好友、乡邻人家
办事儿，都会先拿出礼簿，对照对
方当初送礼的礼品和礼金数目，来
筹划如何还礼。

近日，笔者淘到一件清朝末年
的周岁宴礼簿。纸张为水红色，是

将一张大纸裁剪成长条，然后回环
折叠后用红线缝订而成，就像现在
的一些广告宣传折页一样，看起来
十分方便。礼簿的纸张选择水红
色，装订的线用红线，都有幸福吉
祥的寓意。封面右边用浆糊贴在缝
订线处，由右至左竖列三行大字，
用毛笔蘸墨汁写成。第一行为宴会
时间：“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四立”，
第二行为宴会名称：“大姑娘周岁”，
第三行为客套用词：“众亲友送囫连
帐”。内页亦是自右至左竖行排列，
不画格子，上方为送礼人的名字，名
字之下分别有“先生”、“老家”等称

谓；下方为其人送的礼品、礼金数
目，礼品、礼金分别有“盒子一担”、
“银钞一个”等，非常详细。字体均
为繁体字，书写工整，一丝不苟。内
页中，有的地方被贴上了红纸，重
新写上了送礼人的姓名和礼品、礼
金清单，可能是送礼人的名字写错
了，由礼房先生修改过来；也可能
是送礼人之间有所攀比，后来又要
求改变送礼的品种、数目，礼房先
生便以红纸记录后重新粘贴。

光绪二十九年为 '!%" 年，此
礼簿已有百余年历史，其纸张依旧
保存完好，温暖的色彩，配上飘逸
的手书墨笔字，显得十分柔和、协
调，从中我们既可探寻当时民间过
周岁的送礼细节，也可管窥到民间
对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以及它的
产物———礼簿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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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吉祥方寸间 ! 李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