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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不久前，《中国收藏》编辑刘礼
福先生传来一张彩照，是一件名为
（人）“与熊共舞”的玉器，据说是台
湾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由于大家都
对“望文生义”般的器名感到别扭，
对人兽起舞的构图题材不知所云，
刘先生希望我能够作出比较合理
令人信服的解释，并就中国玉熊写
一篇专论供他发表。
玉熊的文章我感觉问题不大，

但这个难题必先解决，否则，将“与
熊共舞”一知半解地搪塞过去，有
悖自己的一贯学风，也会辜负人家
对我的信任。可是很难想象：一个
白白胖胖眉开眼笑的小孩正在与
一只仰天吼叫的大黑熊，四肢相对
气氛融洽搂搂抱抱翩翩起舞；力大

无穷凶残狰狞的野兽竟会与弱不
禁风可亲可爱的宝宝跳交谊舞？
跳迪斯科？猛一接触，确实让我一
头雾水。文物界喜欢瞎猜一通的
所谓专家大有人在，但出洋相的糗
事也是屡见不鲜。不久前权威大家
在铜官窑壶王、越王勾践剑、西汉
金缕玉衣赝品面前摔了大跟头的
丑剧尚在眼前。我要不要、敢不敢
蹚这浑水，让我一阵迷茫，进退两
难。古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使我释然，说到底，其实，对我
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学术课题而
已，我只要像平时一样，客观、严
谨、认真地加以研究，实事求是地
作出结论，即使一时无法定论，哪
怕是符合逻辑的假设，无能为力的
置疑未尝不可。
形象似熊舞的题材有不少，但

大多是不与人在一起的独舞。湖南
长沙象鼻嘴一号墓玉雕饰、天津市
艺术博物馆的汉代镂雕韘形珮和玉
版、山东青州马家塚出土东汉“宜子
孙”谷纹璧、扬州邗江甘泉“妾莫书”
墓西汉熊龙纹残玉环、徐州石桥村
二号墓出土西汉镂雕环、西安市北
郊汉墓出土汉代镂雕玉剑珌、河南
芒山僖山山汉墓出土西汉镂空玉剑
珌等玉器上的熊等，被以台北故宫
研究员杨美莉为代表的学者一律认
为其形象并非真熊，它们是傩礼的
主角，也就是披着熊皮的方相士的

身份。跳的也不是一般的舞蹈，而是
披着熊皮的方相士在跳与天地祖宗
鬼神相沟通的巫舞。

中国古代人与熊有关的文物
史料有许多，如《汉书·武帝纪》颜
师古注：“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
为熊”所述“夏禹化熊”的故事，
汉代陕西神木大保当“夏禹化熊”
画像石等，这里记录的是人（禹）
化身为熊。如果假设这里的“人熊
共舞”意味着（禹）正在转换化
身为神熊的过程的表达，那么这
个人就不应是个乳臭未干的屁小
孩呀！而应该是一位气宇轩昂的
大人物———大禹呀！

可作参考人熊集于一器的玉
雕件比较少见，如河北定县西汉玉
座屏、湖南安乡县西晋刘弘墓出土
神兽纹玉樽等，两器都雕刻有舞
熊的形象，可是上面的主角俨然
都是地位很高正襟危坐的东王公
和西王母，旁边虽有几位似若起
舞的人物，但与熊体都相距一定
距离甚或相背，关系若即若离，
并非明确的相对共舞。
很无奈，在这件“与熊共舞”的

玉器出现之前，我从没见过这种题
材，我几乎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直
到玉熊研究专论文章即将脱稿，有
关这件玉器的寓意我还没有理出
一点头绪，没有找到一点线索，更
妄论答案。不过老祖宗的“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终于
显灵，就在我习惯性地翻读古玉图
录时，对安徽凌家滩一件著名的鹰
体熊翅玉器和天津市文物处一件
清代鹰熊纹玉瓶有所触动。这两件
都是以“英雄”（鹰熊）为谐音的玉
器。前一件是经安徽张宏明先生
考证，将原以鹰体猪翅改为鹰体
熊翅后，确认为这是中国最早
（距今约五千年）的以“英雄”为
谐音的玉器。台湾这件“与熊共
舞”会否与“英雄”扯上关系？
我没有把握，准备失败。

“与熊共舞”的玉器上熊是有
了，小孩有没有可能与鹰有什么关系
呢？太悬了。我冥思苦想，无意式地在
电脑上将照片一会放大，一会缩小，
突然发现小孩屁股上竟包有尿布，这
说明小孩还只是一位刚刚学会走路，
牙牙学语的婴儿。“鹰”、“英”是谐音，
“婴”、“英”也是谐音呀！“婴”与“熊”
在一起，岂不就是“英雄”的意思！
我如梦初醒，恍然大悟！
一只花瓶里插三把戟寓意“连

升三级（戟）”，一只蜘蛛趴在脚
丫子上寓意“知足 （蜘蛛） 常
乐”，长脚鹭鸶和莲花在一起寓意
“一路（鹭）联（莲）科”……

中国的口彩玉，诡谲奥妙匪
夷所思。

口彩玉，中国文化中的一朵
名副其实的奇葩。

! ! ! !“艺海掇英———上海工艺美术
珍品展”去年在澳门氹仔龙环葡韵
住宅式博物馆展出。送展的 !"件
（套）涵盖了 #"多个工艺美术品种
的作品，是由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
馆藏精品和历届上海市工艺美术
精品所组成，也是上海工艺美术
博物馆建馆以来，走出大陆、面
向港澳台及海外的一次重要活动。
我的好友美籍华裔曹平大师的贴
黄“提梁小柜”也被选中参加展
出，而我的几位澳门朋友却对贴
黄“提梁小柜”非常喜欢，还邀
请我去看看。看他们如此喜欢
曹平的贴黄“提梁小柜”，便把
贴黄“提梁小柜”整个创作过
程告诉了他们。

贴黄“提梁小柜”完成于
$%&%年，当年曹平就将贴黄“提
梁小柜”送展。它在中国西湖博览
会一亮相就惊艳全场，专家和评委
给予的评价是“没想到……”
贴黄工艺始于明末清初。贴黄

是剥取竹筒内壁约 $毫米厚的表
层，经煮压等处理后，贴在木胎
器物上的竹刻工艺品，其表面或
是光素，或是镶刻花纹。早期的
作品以提梁小柜和小盒为主，在

乾隆年间曾达到很高水平。但由
于贴黄的黄片较薄，故传统竹刻
中的圆雕、透雕、深浮雕、深刻等
传统技法无法展示，逐渐从兴旺
走向衰退，以至于贴黄艺术几乎
失传。难怪，当曹平的贴黄“提
梁小柜”出现在中国西湖博览会

上，差点被专家当成古董。
曹平擅长玉雕、竹木牙雕、

珠宝镶嵌，他的作品不是简单的传
承先辈，而是在工艺和构思上突破
传统，力求创新，往往一件作品，
用几种不同工艺有机结合。喜欢挑
战自己的曹平，在故宫等其他艺
术品藏馆里，看到了似象牙制作，
其实是竹子制作而成的贴黄作品
后，被其折服。作为皇宫里最小的
家具，从前的工匠是如何做到眼前
这美轮美奂的惊人效果，不服输的
曹平开始潜心研究和制作。贴黄
的材料非常讲究，要选取三到五年
朝阴生长的毛竹，且虫蛀、霉变均
不可用，一年半的时间里，用掉了
碗口粗的毛竹近 $%%节后，终于成
功制作出贴黄“提梁小柜”。这款
贴黄“提梁小柜”高为 '(厘米，
宽为 $)厘米，厚为 #*+*厘米，外
用黄金提梁和门扣，门扣略设机
关，不能直接打开。贴黄“提梁小
柜”外观似象牙雕刻而成，仔细看

贴黄的拼接无缝、接榫门角毫无痕
迹，精致的手工让人叹为观止，再
看其刀痕走势，文饰设计及制作的
方法都不同于传统的贴黄，甚至超
过清朝乾隆年间的宫廷御制用品，
难怪在中国西湖博览会上的专家惊
呼：贴黄工艺没有失传。

为人低调的曹平不喜欢张扬，
在他的座驾里你见不到任何与艺术
有关的装饰，唯一能看到的是一只
篮球。经常在工作室一干就是十多
个小时的他，偶尔和好友一起打打
篮球，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曹平
的妻子在美国照顾两个孩子读书，
一个人在上海的他把全部精力都放
在了事业上，对于自己的事业到了
废寝忘食的地步，时常忘记了吃
饭。在创作贴黄“提梁小柜”的时
候，我去工作室找他。晚上七点的
时候，看见他办公室里的饭菜未
动。我随便说了一句：“晚饭冷掉
了！”谁知他一拍脑袋，说：“哎呀，
午饭还没吃！”工夫不负有心人，
曹平的努力，换来的是屡获大奖。
现在，曹平又在潜心创作和田玉
雕罗汉，用十八块上品和田耔料，
精心雕琢十八罗汉，准备再次参加
中国西湖博览会。

! ! ! !结识蒋丽平夫妇多年，因大
家有着共同的爱好，所以经常在
外相约，一起吃饭喝茶，谈天说地
的甚为合得来。随着人们生活条
件变好，相互之间很少约到家中
坐坐，慢慢成了一种习惯。这天蒋
丽平夫妇心血来潮地邀请我到她
们家中叙叙，谈得甚为高兴。我见
其家中藏壶不少，却不见其姑妈
制壶大师蒋蓉的壶，便不自觉地
问起：听说你藏有好多你姑妈蒋
蓉的壶，为何不见。蒋丽平笑着
说：多，但不敢拿出来放着，怕人
强买。我顺便就说：能否拿些出来
让我饱饱眼福，同时摆玩一下，暖

暖手。她随即拿出些蒋蓉手制的
壶供我欣赏，其中一把圆梦壶便
使她说起了制这壶的故事。

新世纪开始，我国申奥与世
博成功，完成了我们百年梦想。蒋
蓉大师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的激
动，就构思着做把圆梦壶。那时
其年事已高但热情不减，用了多
年的时间，在奥运、世博举办之
前，精心制作了十把圆梦壶。其
中一把捐赠给了东方明珠。留给
了蒋丽平二把。因那时蒋蓉晚年
经常来上海看病，一切生活的照
顾及费用都落在了蒋丽平夫妇俩
身上。蒋蓉大师为侄女的孝心，

常送些茶壶作为
报答其好，并说
圆梦壶是
封 笔 之
作，以后再
也不能制作
茶壶了，年老了
力不从心了。蒋蓉
说制作花壶必须用
心、用眼和巧手，这
把茶壶是传统与花
壶的巧妙结合，两
只熊猫上下相望，生趣盎然，给
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有一种宁
静而无繁复之感，壶把的设计更
是了得，一根竹竿让一只可爱的
熊猫压弯了，在和盖上的熊猫对
视，壶嘴也是一根短的竹竿圆圆
的往上翘，让人有着想象的空间，

这根竹竿有如直冲云霄之气。
这把圆梦壶，拿在手中甚为

柔和，也非常灵动饱满，整体就
是圆圆圆的组成，充分体现了蒋
蓉大师对自然的青睐，对和谐社
会的向往和对完美生活的追求。
此壶真乃瑰宝也。

! ! ! !那天，我驱车路过西藏
南路、延安东路，不禁特意放
慢车速，深情地遥望了一下
寂寞地“站立”在路口多年的
上海市青年宫旧址，也就是
沪上著名的大世界。和周围
一片繁华的热闹景象相比，
这座外观仿西方古典式建筑
显然像是个被匆匆从其边上
走过的路人遗忘的“弃物”，
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后，
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张珍藏着
的“上海市青年宫出入证”。
望着这张保存完好的证件，
我不禁回想起了自己在那激
情的“青葱”岁月中和大世界
（青年宫）的那段情缘。

那时我在单位里搞团的
工作，#,(-年初春，得知团
市委所属的市青年宫正在全
市的团员青年中招募信息
员，便报名应试。通过严格的
考试，我和来自各行各业的
$% 多名年轻人幸运地入选
了。当时的市青年宫和大世
界游乐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
班子，信息员的工作就是收
集基层单位青年人在精神文
化生活上的需求，重新开放
的上海市青年宫如何开展文
化活动和在游乐项目的设
置、定位上出谋划策，用现在
的话来说就是做调研。领衔我们这支
信息员队伍的是青年宫信息研究室的
茹炳祥先生，大家昵称其阿炳。为了让
我们能够更好地开展调研活动，阿炳
特地给我们每个信息员申办了一张
“上海市青年宫出入证”。有了这张出
入证，我们便可以随时随地免费进出
青年宫了。当时人们业余文化生活还
较为单调、枯燥，工资收入也不高，拥
有这么一张“大世界”的出入证，对我
们来说，绝对是尊享 ./0的待遇了。

因为有了这张出入证，我就可以
想什么时候白相大世界，就什么时候
进去白相，想怎么白相就怎么白相，而
且是名副其实的不花钱的“白相”。简
直是“牛”得不得了。凭借着这张出入
证，我常和当年的影视明星诸如刘晓
庆、潘虹，著名话剧导演胡伟民、演员
焦晃、李家耀等来个零距离接触。旁人
无法企及的签名、合影等，对我而言也
是“小菜一碟”。因此，亲朋好友们都十
分眼红我这张出入证，也曾不断有人
要借我这张出入证混进去免费白相大
世界，但都给我一口回绝了。青年宫
保卫科为杜绝转借他人，不仅在出入
证上写有姓名、单位，并且贴有本人的
照片。同时，上面还有编号、钢印、上
海市青年宫出入证专用章、大世界证
件章。更绝的是居然还仿效当时的公
交车月票上使用的贴花，每月更换一
张。我的这张出入证的有效期是截止
到 &,((年的 &$月 '&日。每次进出
时，门口的警卫都要仔细查验，管理
手段可谓“固若金汤”。
当然，我们也没有辜负青年宫领

导以及阿炳给予我们这种 ./0 的待
遇，从来不敢纯粹地为了白相而白相，
而是带着任务去白相大世界。大家撰
写了许多如何开展、丰富青年业余生
活的调研文章，刊登在青年宫的内部
小报和团市委的内参上，受到了各级
领导的好评。遗憾的是，到了 $""(

年，大世界以修缮为由，开始闭门谢
客，青年宫也名存实亡。从此，大世
界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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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熊共舞”之谜 ! 日 月

惊世之作话贴黄
! 张 东

圆梦壶 ! 王人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