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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国木刻版画具有千年历史，由于遭到
蛀虫、霉变腐烂的原因，传世量极少。雕版印
刷起源于唐朝初年的贞观年间。而木刻雕版
版画则起于宋朝，鼎盛于明清时期。
版画是为枯燥无味的古籍配图，纷纷以

“全像”、“绣像”、“出相”、“补相”为招揽，使
雕版印刷的典籍平添万种风情。创作木刻以
刀代笔，不似复制木刻那样照刻笔画的画
稿，所以要讲究刀法，恰如书画讲究笔法一
样。刻画和画画相反，是在黑地上刻出白线，
版画家应掌握这个特点来产生与笔画不同
的木刻特色。木刻家善于运用和发挥木刻
的特色，才能称得上是创作木刻版画。戏
曲人物木刻雕版画是从属于版画艺术中的
年画表现形式，而戏曲人物版画又是民俗
年画的主要表现形式，因为年画是最具地
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各地不同的文化、不
同的风俗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年画艺术。明
清时期，是我国年画繁盛期，全国形成了
众多的版画生产中心：素有“南桃北杨”
之称的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还有山
东杨家埠、河南朱仙镇等。

木刻版画雕刻技艺要求很高，没有一
定的绘画技艺和长期的雕刻实践经验，是
难以达到此类戏曲人物画雕版的制作水
平，木刻雕版是中国传统木版画的载体。这
套木刻雕版戏曲人物具有典型的传统木版
画的制做工艺。无论是通过刷印还是拓片，
都具有绘画和木版画的艺术特征。对于木

刻而言，能够纤细如发，制
作精工，也能

以简约的刀法刻画出人物事件的风神，更
强调刻画的力度，黑白的对比，立体黑色的
浓淡关系有和雕塑、碑刻相近的韵味，格外
的生动有力，尤其重视神的刻画，让人有精
力四射之感，留下极深的印象。木刻的艺术
特点：尽可能利用对象的本色，显出木味；
巧妙利用“留黑”手法，对刻画的形体作特
殊处理，获得版画特有的艺术效果；发挥刻
版水印的特性，让大块阳刻产生强烈的艺
术效果；通过巧妙构图，以丰满密集和萧疏
简淡等不同风格来衬托表现主题。木刻版
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独特的刀
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
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

我收藏的这几块木刻雕版为梨木
两块四面，规格长 !"厘米，宽 #"厘
米，版面凸雕两文两武戏曲人物画
像，文臣儒雅大方，武将雄姿英发。极
富舞台戏装艺术表现形象，戏曲人物
构图造型准确生动传神，雕刻技艺
精到娴熟，线条舒展流畅、洒脱飘
逸，刀工遒劲犀利、干净利落，或粗
犷豪放，或工雅秀丽，风采迥异。实
为少见的清代戏曲人物画像木刻雕
版。经过使用传统拓片工艺制作出来
的朱拓画像，再现了中国传统木版画
的风采和神韵，极具研究收藏价值。

! ! ! !一次去金华出差，中午 $%点
在宾馆退房后，因为事先已经买好
了下午 !点的回程票，所以中间这
!个小时的时间就有些空闲，没什
么可做，便在市区里走走。我也不
知道古玩市场在哪儿，可就是这么
乱逛，居然也被我找到了。随便找
了家店进去，和店主聊了会天，大
家都是与古玩相关的人，有共同的
语言，聊得兴起，店主人便给我泡
了茶，拉着我侃起了大山，我也暂
时有了个歇脚的地方。
我告诉店主，自己主要是收藏

铜镜，也收藏佛像，听到铜镜的
字眼，店主人便立马说他这儿正
好有一枚别人放在他店里寄卖的
铜镜。我让他拿来一看，就是这
枚唐代双鸾花鹊葵花镜。

花鸟镜是唐代新兴的铜镜类
型，几乎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花
草与飞禽走兽纹饰，它们往往线
条流畅，画面传神，俨然一幅工
整洁丽的工笔花鸟画，极富诗意，
极具意境。此镜直径 $&厘米，八
出葵花形，圆钮，钮的左右两侧
各有只鸾凤鸟，鸾凤鸟足踏祥云，
振翅欲飞，长长的尾巴高高翘起，
一副“鸟中之王”的高贵气派，
那高傲的神情让人仿佛可以感受
到它睥睨天下、声动九霄的威严

与华贵。钮的上方有一鹊鸟衔绶飞过，绶带
是过去为官之人才能佩带的物件，衔绶的鹊
鸟俨然隐含着“喜鹊报喜”的吉祥祝福。钮
的下方是一组花草纹饰，精致的两片叶子托
起一朵偌大的盛开的花瓣，灿烂怒放的美丽
花朵在整个镜背纹饰的映衬下全然昭示着
“花开富贵”的美好愿景。总体来看，此镜
的纹饰、题材极为喜庆，充满了吉祥如意、
富贵美满的美好念想。
遗憾的是此镜的版模有些差，题材虽好，

可惜纹饰有些不清楚，从它模糊的程度来看，
当是依据“三模”铸造而成。莫非是这题材吉
祥得太讨喜了，竟然让铸镜人都不嫌弃它仅
是“三模”就愿意铸造了？我这样想着，有些遗
憾地对店主表示了自己的顾虑。店主人听了
对我说，现在的铜镜行情很高，炒得很火，能
看到像此镜这么完整的镜子已经相当不错
了。该镜虽然版模差了些，可是尺寸挺大，品
相较好，黑漆古的包浆也是光亮照人，镜子也
很厚实，镜缘足有 "'(厘米厚，综合来看，怎
么都算是一枚不错的藏品了。
我听了店主人的话，觉得也有些道理，该

镜的版模虽然差了些，纹饰显得有些模糊，可
即便这样也能清楚看出鸾鸟花鹊的风致来，
整个镜背纹饰中弥漫的富贵吉祥的气氛一点
也没有因为版模的粗放而减少。于是便问店
主开价多少，他说要一万八，我觉得有些贵，
便没有再往下谈。大家接着聊天，店主说他儿
子在上海读大学，有点事儿要人帮忙，知道我
是上海人，不知我可不可以帮帮忙，我说不要
紧，便应承了下来。
回到上海后，我便依约帮店主的儿子办

好了事，他儿子事后也打了个电话告诉自己
的父亲，店主人一听非常高兴，让我再去他店
里一次。于是我又踏上了去金华的路。和几
个人拼了辆的士很快就赶到了，一看到我，
店主非常高兴，连忙谢谢我帮他办了大事。
店的后面便是店主的住家，他蒸了大闸蟹，
炖了狗肉，办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来款待我，
一时间宾主尽欢，好不热闹！
店主人说上次给我看的那枚镜子，他是

)***元进的价，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他决
定一分钱不赚，以进价转让给我。我一听这
话，高兴得不得了。就这样我不但得到了一
枚不错的镜子，还又结识了一位不错的朋
友，此行可真是收获颇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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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是一名收藏爱好者，家里收
藏了许多的钱币。在这些钱币中，我
最喜欢一枚“光绪元宝”钱币。

这枚钱币是我偶然得来的，那
时我去另一个城市出差，刚下火车
出站，见一位老人坐在出站口的一
个角落里，旁边围着许多人。我走
近一看，老人手中攥着一枚钱币，
满脸忧郁。从旁人处了解得知：当
时，有几个小伙子找到老人，跟他
说自己有宝贝，老人相信了，便跟
着到了一条僻静的街道。一个小伙
子拿出一枚钱币叫老人购买，其他
的几个同伙佯装买家，还不时抬价。
老人经不起几人的诱惑，从兜里掏
出了辛苦打工挣的钱，换来了这枚
钱币。可没有想到的是，几人并不善
罢甘休，把老人身上的钱财洗劫一
空后才匆匆离开。

我从老人手中接过钱币一看，
这枚钱币的正面是满汉文“光绪元
宝”，圈外上环“四川省造”，下环“库
平七钱二分”，为行书体。钱币背面
的中心是蟠龙图，上下环英文，左右
各有一十字花星。
根据我的判断，这应该是光绪

二十四年（+(,( 年）四川省造币厂
铸造的。光绪二十五年（+(,,年）清廷整顿各
地造币厂，令四川所需银元向湖北省银元局
搭铸，该币一度停铸。光绪二十七年（+,*+
年）重新开铸，至光绪三十四年（+,*(年）止。
现目前市面上的价格也就是两三百块钱。
老人回家心切，可现在身无分文。他打算

把这枚钱币卖了，只要有一趟回家的路费就
成。旁边有人趁机压价。看着坐在地上跟我父
亲一样年龄的老人，我掏出了钱包，没有丝毫
犹豫，掏出了 +***元钱买下了这枚钱币。旁
边有人笑我傻，老人则饱含热泪地感激我。就

这样我把这枚钱币带
回了家。

有位藏友来
我家，看到这枚
钱币，我跟他
说 +*** 元购
买来的，藏友
不相信。我说，
我收藏的这枚
钱币，与本身的
价格无关，它对我

来说，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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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斛逸事 ! 陈国权

! ! ! !多年前，我和我爱人偶尔在旧家具市场
上收藏到一件官斛（见上图）。

前些年也没当回事，去年我们去杭州旅
游，顺道参观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该
馆第二展厅在一独立展区赫然展示着一件官
斛，外形和文字与我收藏那件无异，说明卡片
注明为《清·苏州府官斛》，口径 %,-)厘米、底径
)%厘米、高 !.厘米。从该官斛造型、文字、尺寸
到锈蚀程度等，也与我家收藏的那台官斛一致。
第二展厅名为“大运河的利用”，展出的大量文
物和史料，充分展示了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发展
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许多文物极为珍贵。但该
馆在宣传资料上指明，该展厅展品中最具历
史价值的就是那件清代“苏州府”木制的
锥形官斛（见下图）。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位于

杭州市拱墅区运河文化广场 $号，
总用地面积 )%,$.平方米（含运河文
化广场），建筑面积 $.&.. 平方米，
%..&年 $.月正式建成开放。据查阅
资料得知，“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展出
的那件官斛，在筹建过程中，杭州市有关方
面专家花了很大力气才征集到的，当时即被
称之为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时
《杭州日报》等媒体都作了相关报道。

据有关资料介绍，%../年无锡博物馆
也曾从民间征集到一件清代“官斛”，形制
与目前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那件相同，
%../年 ,月 )日 《扬子晚报》报道称，这
种特殊文物很少能流传下来，是研究历代量
器的一个重要物证。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官斛、无锡市

博物馆征集入库的官斛和我收藏的官斛，四
面都有刻字，字用黑或红的颜色勾勒，分别
为“官斛”、“苏州府丙记”、“奉院司道仰府
较同”、“仁字伍号”，均为繁体楷书。根据
这些文字分析，这件官斛是苏州府的量器标
准件。所谓“较同”，用今天说法就是通过
了技术质量监督局的检测或是 012,***的认
证，产品合格，绝无误差。

官斛为古代朝廷发下来的标准量器，故

曰“官斛”。斛、斗、升是古代用来计量粮食的
量具。官府向纳户征收田粮、佃户向田主缴纳
租米，均用斛、斗、升来计量。一斛为五斗，约
合现在的七十斤左右。官斛容量本为十斗，
南宋末改为五斗，直至清代。陶渊明说的“不
愿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也就是一斛。过去

漕粮运到京城，要检查数量，就是用这种官斛
来称量，叫做“起米过斛”。过斛时，斛头要用
拉长声的腔调报数，叫做“唱斛”。过去在漕运
码头上，有“唱斛之声相闻，米浪之景时见”之
说，指的就是起米过斛与扬晒漕粮的情景。
在古代，官斛经常被用作盘剥百姓的工

具。如同今天的质量监督局对量器产品必须
进行严格检测和论证一样，古代官斛也必
须经官府严格监制和检测合格后下发，当
时收粮过斛通常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
行，按理是不会有什么手脚可做
了，其实不然。

通州作家王梓夫《漕运码头》一
书中写到，官斛为木制，斛头为了多收
粮食，就用刨子将斛帮斛底削薄，或用
铁棍将斛撑大。单验一斛，可能只多出

一两升米，要是几十万、几百万斛加起来，
那数目便非常吓人了。为多收粮食，有的斛
头便穿上包头厚底纳帮靴，一斛稻米舀起来，
上面还尖尖的，当当两三脚一踢，稻米便塌
陷下去。这叫做“脚踢淋尖”，一斛又能多收
两三升。稻米装进斛里以后，还要用一块刮
板沿着斛口轻轻一刮，那刮板应该是平直的。
可是斛头手里的刮板，看似平直，实际上是
月牙形的。他想多收你的粮食，将弯度朝
下，这样刮出的斛面是凸形的。
农民对斛头盘剥，积怨很深。为此，清朝

初期曾发生过多起反对“大斗剥佃”和“增租
夺仙”的农民斗争，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威
胁。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
阶级矛盾的措施。康熙十二年清政府制造了
统一的铁斛、铁升颁行全国。规定官府征粮、
地主收租，必须以国家的“仓斗”为凭，并在各
县“勒石”，永禁“用大斗剥佃”。
今天观赏官斛，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古

代丰富的粮文化，也可以从另一侧面了解历
史沧桑和中国社会变化之巨大。

木刻雕版收藏 ! 江初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