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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数年前我收到第一个蛋杯（图
左 !）的时候，竟然不知道它是什么
东西，大红色，意大利产，中间有个
圆形凹陷，外围有一圈凹槽。我以
为这是一个烛台，便把一个扁扁的
带铁壳蜡烛往里面一放，大小合
适，也很温馨。

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对蛋杯也
很陌生。

中国人早餐喜欢吃个白煮鸡
蛋，往桌面上这么扑的一敲，然
后剥开，蘸些酱油吃。

以前的欧洲人早上起来也喜
欢吃个鸡蛋，然而吃法考究了：
先是把生鸡蛋放到一个叫鸡蛋开
口钉的器具上一按，蛋的底部立
刻扎出一个非常细的洞。据说这
样做是把蛋里的空气释放出来，
鸡蛋煮时才不会裂开。然后，才
把鸡蛋放入锅子里和冷水一起煮。
水沸后煮三到五分钟，然后关火，
让鸡蛋放在热水里闷。再过一会
儿，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此时的鸡蛋不像我们煮的蛋，
光光的，软软的，有弹性。法国
人英国人煮过的鸡蛋有点像豆腐
花，半生不熟。他们把鸡蛋放入

蛋杯，然后用专门的小勺子笃笃
地敲鸡蛋的顶部，直到顶部可以
剥出一个小口子来。然后，他们
拿起精致的盐瓶 （图左 ! 不是蛋

杯! 是一个鸡蛋型的盐瓶），把盐
撒入自己的右掌心，放下盐瓶，
用左手在右掌心里拿起些许盐，
慢慢撒入鸡蛋上端的口子里，然
后用小勺子舀着稀稀的鸡蛋吃。
蛋杯和小勺子一般都是银的。

为什么要吃得那么复杂？不
为什么，习惯。

我收集的这个扁扁的蛋杯不
是银的，而是瓷器的。因为用了几
十年，外表很润泽了。

我收集的那个像酒杯一样的
蛋杯（图左 "），是我在伊朗的一个
小镇里买的，陶的。如果不是店主
在蛋杯里放一个同样用陶土烧制
的“鸡蛋”，我还真不知道它也是一
个蛋杯。蛋杯的造型有明显的波斯
风格。那个“鸡蛋”被染成喜气洋洋
的紫红色，就像我们中国人生儿子
给亲朋好友发喜蛋的色彩一样。

我收集的那个不锈钢的蛋杯
（图左 #）是我在新西兰一个叫哈密
尔顿的小镇上淘来的，只用了半块
欧元。虽然它是瑞典出品的，但我
估计是现代商品，因为在一个世纪
以前，还没有不锈钢，至少还没有
不锈钢的蛋杯。

我收集的最精致的蛋杯应该
是那只有盖子的蛋杯（图左 $），英
国的名牌产品，是我在美国达拉斯
的一个古董市场买的，%美元。杯身
上画了一只雄鸟抓到一只虫子，正
点头哈腰向一只雌鸟献殷勤，准备
把虫子送给雌鸟吃。买的时候我还
不知道它是蛋杯，只觉得带回家放
一点烟丝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眼下，欧洲的年轻人已经不喜
欢用蛋杯吃半生不熟的鸡蛋了，喜
欢吃炒蛋，喜欢吃西班牙蛋饼，还
有“日月蛋”（也就是我们吃的那种
下面熟上面生的荷包蛋）。如今，只
有到欧洲超五星级的宾馆里，才能
吃到正宗的用蛋杯盛的鸡蛋。

蛋杯正在大步退出历史舞台，
它们将会成为一种收藏品，或者
成为欧洲贵族的一种难以割舍的
记忆。

! ! ! !彭雄这个名字，是我在参与沂
蒙红嫂纪念馆筹建工作时，因整理
文字资料，而知道的抗日战争时期
我军牺牲的一个高级将领。他牺牲
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年仅
&'岁。当时，我心里一颤，最美好的
人生年华，却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牺
牲，真是可敬。

我开始对彭雄感兴
趣，并搜集他的有关信
息。彭雄（!%!$!!%#"），原
名文灿，江西省永新县
人。!%"'年 !月，彭雄任
八路军路东支队司令员，

率部进入山东，开辟山东抗日根据
地。!%"%年 "月，陈光、罗荣桓率
!!$师师部和 "#"旅挺进山东，彭雄
任独立团参谋长。之后，彭雄率部进
入蒙山一带，协助地方建立抗日民
主政权，开辟费北抗日根据地。彭雄
带兵打仗在蒙山一带那可是出了名
的牛气，曾多次击退日伪军的重兵

进犯。因此，在蒙山一带，有这样的
民谣：“涝怕阴，旱怕晴，鬼子汉奸怕
彭雄。听到彭雄来，鬼子汉奸跑掉
鞋。听到彭雄到，鬼子汉奸不敢笑。”
!%#!年 &月，彭雄任新四军第三师
参谋长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年
"月 !(日率干部团乘船北上延安
时，在东海与日军汽艇遭遇，激战竟
日，弹尽无援，壮烈殉国。

今年春天，我到平邑出发，一
位朋友带我去参观蒙山白云岩清
虚观遗址。没想到，在这里，我竟然
看到彭雄的摩崖石刻，那份不期而
来的兴奋与激动，又让我心生疑

窦，此彭雄是彼彭雄吗？看我那既
惊又疑的表情，朋友问我：“看来你
对彭雄有所了解，刻字之人就是
他。本来，我想给你个意外惊喜，没
想到你竟然熟悉他，我也就不卖关
子了。!%"%年 !!月，彭雄因在白马
战斗中负伤，被安排在蒙山深处的
白云岩休养。正是在养伤期间，他
刻下了这些字。”我心里念叨着，原
来他不仅个革命家，还是一位书法
爱好者啊。他的题词内容为“山清
水秀”四个字，成两行，字径差不多
$)厘米。题字后面有落款，“彭雄
题”三字，字径约为 &)厘米。对着
“山清水秀”的摩崖石刻，我不禁陷
入了沉思：那时，彭雄的字迹已显
得苍劲、雄浑、饱满，如果假以时
日，他不是英年早逝，他的字会达
到怎样的境界呢？

! ! ! !邮票是国家名片，集邮
多年，我知道我国从 &))!年
' 月 && 日开始试办个性化
邮票。听到此消息，我是蠢蠢
欲动，我曾致电邮政部门询
问详情，答复是需印制 $))

版以上，换言之，要花 !*$万
元左右，更重要的是省级以
上重大活动的代表、嘉宾和
劳模人物才符合条件。后来，
“个性化邮票”门槛降低，专
家学者、劳动模范、企业家、演艺界
人士、知名节目主持人等等均可以
申请将自己的形象印上票面，印刷
数量也降到 !))版以下，即使这样，
我辈还是只能与个性化邮票无缘。
我乃一介平民，无论从哪方面说，我
都不具备制作个性化邮票的资格。

谁知道，我偏偏有了一次获得
将自己照片印在个性化邮票上的机
会。事情是这样的：

&))$年 #月 !$日，上海邮政
局在报刊发布告用户书，让用户对
邮政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我想到给
我送信的民星路邮局的小伙子，这

个小伙子工作一贯认真负责，有时
我收到别人寄给我的较厚的报纸、
杂志，他从不会硬塞入信箱，而是按
门铃让我来取，如家中无人，他会进
行第二次投递。&))$年 !月，我迁
入新居，一时三刻无法全部通知到
有关单位、有关人员更改通讯地址，
小伙子让我写了个说明，自此以后，
我寄到长海二村的信件都会转到我
现在居住的地址。于是我给上海市
邮政局写了封表扬信，我说：“虽然
我已不再在长海二村居住，我还是
愿意写信表扬这个小伙子。”事情也

就这么过去了。这年邮政日（$月
!(日） 后的第三天上午，我接到
邮局电话，恭喜我获一等奖，奖品
是制作个性化邮票，并说在半小时
内上门来取照片。简直是喜从天降，
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由于我搬入
现址不久，照片放何处，还真一时
半晌找不出来，正在我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时，突然想起不妨现场制
作。那天真是巧极了，女儿因下午
出差而在家，我赶紧换好衬衫，穿
上西服，下面穿的睡裤，让女儿用
数码相机给我拍了几张标准半身照。

等我将照片复制到软盘，门铃响了，
邮局同志上门来取照了。当我签下
“制作个性化邮票的授权书”时，我
真真切切感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我
后来知道，是时任上海市邮政局王
观锠局长亲自决定，让 !)个一等奖
用户享受与奥运、世乒赛体育明星
一样的待遇。我是个集邮爱好者，
我知道个性化邮票的价值，那是用
金钱买不来的，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望着个性化邮票《同心结》，我

的半身照印在邮票边上的附票上，
我都不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五版个性化邮票其票面价值并不
高，也就是 ')元，可它的价值却
是无法估量的。更重要的是，我走
进了个性化邮票里。

! ! ! !所谓异形花钱，就是指非圆形
的铸钱，像是刀币形、方牌形、多边
形、菱边形。我藏得一枚异形花钱，
此钱内外部呈八边八角形状，钱径
+*"厘米，双面楷体钱文。正书“积
金非宝壹艺遗业”，背书“诗书教子
忠孝传家”。此钱铜质精良，铸工讲
究，约为清末民初制品。此枚异形
花钱除了独特的八角八边精美造
型以外，钱文也值得深思。
“积金非宝，壹艺遗业。”出自我

国南北朝的北齐颜之推所著的《颜

氏家训·勉学篇》中：“积财千万，不
如薄技在身”，意为积蓄了千万家财
留给子孙后代，终有用光花完的一
天，倒不如教会他们一种技艺，从而
勤劳持家，得以终身受用。《颜氏家
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
体系宏大的家训，后世称之：“古今
家训，以此为祖”。
“诗书教子，忠孝传家。”语出自

一副古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
长”。据说这副古联来源于宋朝的大
文学家苏轼写过的一篇脍炙人口的

文章《三槐堂铭》，文中记述了三槐
王氏祖先的事迹。宋朝时，三槐王
氏家族王佑、王旦、王素等等，几乎
代代都在朝廷为官。三槐王氏一直
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牢记先
祖的教诲，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
产，艰苦奋斗；为官者廉洁自持，秉

公正直。此语出自黄庭坚《题胡逸老
致虚庵》诗中首联两句：“藏书万卷
可教子,遗金满籯常作灾。”

此异形钱虽只言片语、却言简
意赅，浓缩了我国古代传统家训的
精髓，凝聚了古人对子孙立身处
世、持家治业的教诲。

! ! !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
说，吃糖已经不再是一件
稀奇事。可是在我的童
年七十代，糖果对于孩子
们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
一般只有逢年过节或者
有人结婚时才能吃到。
记得那时吃完糖果，我还
会将糖纸仔细地清理干
净，小心地珍藏着，过些
天拿出来看看，仿佛还能
回味吃糖时的乐趣。小
时候走在路上，我最开心
的事也就是能捡到几张
糖纸，就跟得到什么宝贝
似的。
如今，糖果的种类式

样丰富多彩，一剥、一
揉、一丢，通常就是一
张糖纸的命运三部曲。
而对于喜欢收藏的我来
说，我总是会将收集到
的糖纸洗净、展平、入
册，使之成为一件件藏
品，遇到三五好友总会
拿出来把玩欣赏，其乐
无穷。
从收藏的糖纸中可以看出早期

的糖果种类并不多，有卷糖、块糖、
立体糖，鸟结糖、枕式糖、棒头糖、象
形糖……这些糖纸所用材料一般分
为透明包装纸（俗称玻璃纸）和蜡光
纸等。这些老糖纸大都是透明或白
色的底子，上面装点着花卉、水果、
动物等图案，而色彩艳丽的，也并不
鲜亮到刺眼，反而像大家闺秀般，有
几许含蓄的味道!!纸质的材料，
手轻轻抚上去，感受到的，是岁月留
下的柔软质感。
当年算得上是高级糖的首推“上

海奶糖”，这种糖纸上素雅的花纹和
清新的风景特别引人注目。“冠生
园”、“-./”、“塔牌”、“三喜牌”、“义
利”、“老光明”、“西区老大房”、“老虎
牌”……上海老糖纸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扇通向中国糖果业往昔岁月的窗
户。为了搜集更多的糖纸，我还喜
欢去旧货市场淘宝，有一次我很偶
然地“淘”到了几张老糖纸张。其
中一张红白相间的“上海奶糖”糖
纸上，一位小姑娘正忙着浇水洗衣，
两侧则用精巧的小铲和小桶图案作
为点缀。
如今，老糖纸的收藏者日渐增

多，其价格也逐年走高。糖纸记录
的是一种文化、一段历史，更是一
种情感。细观这些糖纸，仿佛舌根
底下还能涌出一丝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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