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元宵节是农历一年中第一
个月圆之夜。汉代开始则将元
宵节定为“灯节”。我国各地火
柴厂出品过不少灯彩火花，花
色众多，工巧优美，光彩熠熠。
广东盐步民生火柴厂上世

纪三十年代出品的一枚“观灯”
火花，图案为一少妇身背髫童，
手持一盏点着蜡烛的彩灯，孩
童满脸喜悦显得顽皮可爱（图
!）。这应该是表现“元宵节”最
早的火花了。
国内几乎所有的火柴厂都

出品过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蓝
本的双喜火花，造型朴实，色彩
火红，以此来营造一种喜庆的
氛围。这类火花有的还加上了
“龙凤”、“花鸟”等吉祥图案，如
建平火柴厂的“红双喜灯笼”、
崇庆火柴厂的“灯笼”等等。“文
革”时期，灯笼上大多还印有
“为人民服务”字样（图 "）。

我国灯彩艺术中，以宫廷
灯彩最为华丽、大气，宫灯的造
型大多较庄重、堂皇，用料考
究，装饰富丽，一些明清宫灯更
是不可多得的文物。!"#$年，
广州巧明火柴厂出品了“宫灯”
火花（图 #）一套 %枚，其设计、

构图、印刷均属当时高端，是新
中国早期火花中的精品。此外，
还有北京火柴厂的“宫彩灯”、
徐州火柴厂的“宫灯”、呼和浩
特火柴厂的“龙凤宫灯”、石家
庄火柴厂的“双喜宫灯”等等。

!"&'年，南京火柴厂专为
元宵佳节设计出品了“元宵火
花”卡标一套共 ()枚，盒面为
“南京彩灯”，有民族特色的青
龙灯、狮子灯，多姿多彩的兔子
灯（图 $）、荷花灯、蜜蜂灯、鲤
鱼灯……盒底为“元宵灯诗”共
!)首，有描写元宵之夜繁华熙
攘之赏灯景色的《元夕》（宋·辛
弃疾），有颂扬青年男女不顾封
建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生活的

《生查子·元夕》（宋·欧阳修）
……彩灯似火树银花，争奇斗
艳，灯诗脍炙人口。
各地火柴厂出品的“花灯”

火花，其所选录的灯彩，地域特
色明显。如江西火柴厂的“宫
灯”火花，以“婺源灯彩”入图，
造型生动；南京火柴厂的“花
灯”火花，以“秦淮灯彩”为画，
古雅华丽；苏州火柴厂以“姑苏
灯彩”作为图案（图 %），色彩柔
和、绰约多姿。
“东风夜放花千树”。元宵

佳节之际，各具风采的灯彩火
花，给传统佳节增添了热烈和喜
庆，也使人们在浓浓的节日中尽
情领略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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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除夕过后，走亲串友，
转眼到了小年。元宵节比之
除夕，更像是狂欢的节日，
到处张灯结彩，这里要张的
灯，即为灯笼，又称灯彩，收
藏品讲究一个历史渊薮，起
止流变，灯笼也不例外。中
国传统文化色彩里，灯笼总
是典型的符号，似乎所有的
古代影视作品中，都少不了
暗夜中一串灯笼高挂门楼
的蒙太奇，好像深入到先
贤祖辈的骨血之中，同那
些雕梁画栋，深院重门一
样属于每一个朝代。其实，
灯笼的发明和应用远没有
我们所想象的那般久远，
西汉时期才算有了真正意
义上的灯笼，于今也不过
一千八百多年，相对于高古
陶瓷，青铜酒器，远不在一
个数量级上。
灯笼产生得晚，消失得

也干净，前朝旧时的灯笼注
定被人遗忘，奇巧精致的式
样注定只靠手眼传承，每年

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上，前院后巷
中悬挂的灯笼总是今年的工艺。对了，
年的味道寓意着新春来到，万象更新，
去年的旧物自然不能彰显色彩，如同
门楣上的春联一般需要年年更换。

灯笼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人们不但处处悬挂灯笼，同时也将生
活的喜怒哀乐、情趣爱好统统融入灯
笼的制作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品
种和精致典雅的工艺水平。灯笼来自
于生活，除了简单照明的原始功用，更
多的是一种生活的象征，人们综合绘
画、书法、剪纸、扎捻、刺缝等工艺，利
用一切可用之物，因时因地取材而就，
同时形成了不同功能与寓意的灯笼：
宫灯豪华富丽，即代表婚娶喜庆；竹篾
灯素色淡雅，即代表丧葬余哀；字姓灯
刻划府第，即代表门楣兴旺。在所有种
类的灯中，以宫灯最为著名。
宫灯是灯笼的进化品类，出身高

贵，它创自东汉，盛于隋唐，久传不
衰。相传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后，为粉
饰太平，于元宵佳节在宫廷里张灯结
彩，大摆宴席，盏盏宫灯，各呈艳
姿。后来，宫灯的制作技术，逐渐传
出宫廷，流向民间。
如今，无论是灯笼还是宫灯，触目

可见的是现代的工艺品，于是，人们在
欢庆欣然的背后总对灯笼的前世充满
遐想。古代的灯笼又是怎样，灯笼的光
芒能否传照千载于今日，于是，灯笼
也成为了有心人的收藏爱物，并视若
珍宝。有的灯笼因为体积大，保存不
便，收藏者不惜将灯笼小心翼翼地拆
开，将布、竹子等分门别类地收藏起
来，给它们编上号码，以节省空间，
用心良苦无以言表。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有一阕脍炙人

口的《青玉案·元夕》，即描写灯笼精
致即景抒情的佳章：“东风夜放花千
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
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 娥而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
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栏珊处。”相信在
不远的藏市中，灯笼一定是会成为闪
耀藏友的收藏热点，慕然回首，高高
悬挂于国宝展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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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王羲之摹本《大报
帖》的出现，使得书法界再次
掀起了“王羲之热”。然而，在
业界亦有“后王”（王铎）胜
“先王”（王羲之）一说，这倒不
是说，王铎的书法比王羲之
好，主要是因为目前几乎看不
到任何王羲之书法的原貌，
存世的只是摹本，而王铎的
作品近年来通过海外回来，
越来越被藏家所关注。

十七世纪中国书法发展，
王铎功不可没。他是明末清初
的一位翰林学士，同时也是一
名书家。尽管曾有人将王铎和
王安石作比较，有“为翰林学
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之
一说法，但事实上，要以这个
基准去评论王铎，则会埋没了
一 名 文 人 书 家 的 倾 世 才
华———他统领了一个时代的
书风，甚至是对往后的风格进
行颠覆式的变革。

一般临摹王羲之作品的
人，为摹大家之风，总是兢兢业业下笔。
然而王铎总是饱蘸浓墨下笔，可见其自
信。王铎多临“二王”（王羲之、王献之）
作品，巧妙地利用“涨墨”之法，即当墨
溢出笔划之外后，以润笔或者掺水的墨
对点画有意进行渗晕，或使线条之间互
相合并，或使笔触与渗晕交叉以丰富层

次，令一色变化
多端，增加书作
的艺术效果。同
时代根本无人能
如王般掌握这种
技法，其墨色的
渗透，有功于其
透彻的色调，才
生得出灵动虚无
之境界。这从近
日在东京中央拍
卖露面的一幅
《临王羲之月半
念足下帖》中可
见一斑。

王铎出生于
!*"+ 年，其最为
顶峰之时，在三
四十岁时代，他
在明代书坛上与
董其昌齐名，在
明末便有“南董
北王”之称。但王
铎降清之后，作
品却展现出更为
耐人寻味之处，
有部分作品显示
出极为工整的行
笔之势，而另一
部分则疏落零
散，尽是凄凉之
味。尽管降清后
官位依旧显赫，
但在“人品即书
品”的年代，自然
而然遭受排斥。
甚至，在乾隆时
期，查毁了王铎
的书刊。从此，尽
管历代书法家们
都很喜爱王铎书
法，但还是敬而
远之。王铎的艺
术与价值观出现

了乖离，艺术的高超，历时三百年没有
得到应有的评价，然而在今天书坛，情
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王铎对“二王”书风的继承与发展，
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乱头粗服，点画狼藉
的狂怪用笔，而是大胆地注入了自己的
狂放的豪气，使章法极尽歪斜，纵横之
能放，造成字势的倾倒紧迫，气势奔放，
势不可当。他把纵列种的横笔突出与大
小粗细的提按纵放相结合，造成恣肆任
性，摆动强烈的鲜明对比。墨色的浓淡、
干湿与结构的疏密、聚散相互为呼应，
含蓄多变，风神洒脱。
“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

君”，这无疑是对于王铎书法地位最好
的评价，相信随着他的精品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市场上，人们对于其研究也
会更深入一个层次。

方寸花灯闹元宵 ! 郭建国

! ! ! !当初，在旧书市场的地摊
上，忽然瞥见这本小杂志，刊名
叫《小职员》，就觉得小小的开
本，挺好玩。如不细心，它很可
能就从眼前“漏”了。心想，如此
刊物，就一定诞生在上海这样
一座商业繁华的都市里。
果然，此刊的地点印“上海

汉口路三三一号”。我所见的
《小职员》，计第三期、第四期两
册，为综合性月刊，由小职员月
刊社发行，第三期三十二开，薄
薄的三十四页，出版日为“民国
二十四年一月五日”，那可推算
出，它创刊于民国二十三年十
一月，距今近七十年时光。第三
期封面上还有两行字，一为“小
职员自己编辑的唯一刊物”，其
口吻显得颇为自豪。另一为“全
年预定本埠贰角五分，零售每
期二分”，可谓售价低廉，以吸
引普通读者。

《小职员》第四期的封二
上，分别列有一至三期的要目，
由此可一窥刊物的概貌与特
色。刊物每期有“封面漫画”，如
第三期漫画的题目是《任意宰
割》，画面上，一个五大三粗的
胖子，举着一把板斧，朝小案板
挥去，活画出小职员处处受财
大气粗者欺凌的可悲相。第四
期的漫画为《莫忘了“一二八”
他暴露了真面目》，画面上的日
本入侵者微笑的面具后，藏着
一副凶狠的嘴脸。这也可以看
出，《小职员》是一份具有进步
倾向、敢于直面现实的杂志。

刊物每期的首篇文章，均
是署名“编者”的重头稿，如《小
职员的苦恼》《我们是有力量
的》《好听的话》等，它从一个角
度切入，为小职员“鼓与呼”。此
刊前三期由江、曹、王三位合
编，从第四期开始，周桃源一人

任编辑兼发行人。他的打头文
章《小职员的转变》，作为《编者
话》，提出了新的办刊思路。文
中谈了五个问题，一、我接办
《小职员》的原因：客观原因是
有空闲的时间，主观上是“想找
些兴趣”。二、编辑《小职员》的
意见，计十六个字：“对症发药，
非常灵验；质精量少，新鲜有
味”。三、《小职员》今后的态度：
小职员同大老板是对立的，但
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小职员
同大老板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肯和小职员一起，站在反帝战
线上的大老板，职员并不反对，
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来压迫小
职员的汉奸式的大老板，则竭
力地反对。四、看了《小职员》之
后作何感想：这问题的确是值
得注意的，编者的意见是，我们
要赶出帝国主义，来挽救中国，
来改造社会。五、恳请读者帮
助，本社目前经济困难到极点，
补救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增加
些价钱，每年连邮大洋四角，二
是推广点销路，本期附有优待
券一张，敬请每一位老读者，介
绍一位新读者。
《编者话》这五点，可看作

是周桃源接办《小职员》的指导
思想。与前三期不同，这期“本
期要目”印成整整一页，使读者
对栏目、题目、作者一目了然，
主要栏目有小小言论、讲话、时
事评述、生活实录、我们的话、
文艺等。正如读者来信中所说：
“无意中在报摊上看到小职员
自己编辑的《小职员》月刊，一
看这杂志的名称，无疑是站在
小职员的立场来暴露小职员的
痛苦。短小精悍的小刊物读完，
这里没有什么文坛上有声望的
文学家的作品，只有一些无名
作家———小职员自己，把体验
到的生活上的痛苦，和自己不能
解决的问题写出来”。《小职员》
封底的广告上写道：“《小职员》
月刊尽量以小职员的痛苦来表
白于社会，以小职员的立场来
批判不良的环境，以小职员的
眼光来透视社会的黑暗层”。这
可看出小职员的骨气与良知。

第四期刊物上还有一个
“婚姻特辑”，由六篇文章组成，
如《小职员怎样来解决婚姻》
《最实际的话》《婚姻的前途》
等。编辑又在《编后》说：“下期
想出一个‘读书问题特辑’，因
为小职员大都过着很苦的生活，
空闲自然很少，也就格外显得时
间的宝贵，不能让它有丝毫的浪
费，所以读起书来，一定要读点
最重要的书。那么，什么书最重
要呢？请大家来发表宏论罢”，
这等于在向读者征稿呢！
上海是东方大都会，小职

员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与工
人、农民一样，生活在社会底
层，他们自强自立，“位卑未敢
忘忧国”。工作之余，小职员创
办了以小职员为主要阅读对象
的《小职员》，一种难得见到的
平民杂志。艰辛自然不言而喻。
《小职员》就是这样，用通

俗、浅易、亲切的语言，讲述他
们自己的切身感受，让社会倾
听到他们微弱却坚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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