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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说起近两年仙逝的刘旦宅、周
汝昌两位大师，都会想到他们曾经
合作过的一本画册：《石头记人物
画》。这本画册也成为他们各自的代
表作流传后世。
画册初版于 !"#"年 $月，售价

%&'元，印数达 !!万册，由刘旦宅绘
画，周汝昌配诗，共计四十幅画四十
首诗。两位大师当时正值盛年，以各
自所长挥斥方遒，可谓珠联璧合。郭
沫若先生为画册题写书名，天津书

法篆刻名家徐嘏龄
先生为周先生诗幅
治印。画册由名家
曹幸之先生装帧，
长 '( 开如线装书
形制，一诗一画，天
头留出大片空白，
更显大气。可以说，
该画册的参与者皆
一时之选。

印数 )! 万册
确实多了点，以致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旧书店里还能觅
到它的踪影。不过，我藏有的《石头
记人物画》得之于父亲徐开垒，独一
无二，因为画册上写有周汝昌、刘旦
宅两位先生的亲笔题词。这当中与
我父亲的文学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年 $月画册出版，周汝昌
先生 *月才拿到一本样书，所以他
在扉页上写下了“一九七九、七、廿
六，己未闰六初三，始得样书，汝昌
记”的字句。是年夏天，父亲赴京访

问冰心、叶圣陶、曹禺等先生，在周先
生府上，周先生慨然将唯一的样书送
予父亲，并且题词曰：“开垒同志兄到
京来晤，因此书尚无副本，遂以‘自存’
之册奉贻。亦一段故事也。汝昌记。汝
昌自存本。己未夏日。”周先生因有目
疾，题词写满整张衬纸，却洒脱而有
法度。周汝昌与父亲本已熟稔，常有
书信和文稿往来。这一年的 '月 ()

日，父亲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
了《+红楼梦,研究的题外话》一文，
好评如潮，叶圣陶、魏绍昌、周汝昌、
徐恭时等纷纷来信表示赞赏。周先
生将“自存本”相赠，其中就隐含着
这样一段“红学”研究的情缘。
这一年，父亲马不停蹄地来往

于京沪各地，他撰写发表了叶圣陶、
曹禺等人的访问记；作为上海代表
出席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
国文代会，他出于记者的敏感详尽
记录了会议内容。这一年冬天，父亲
意犹未尽，他兴致勃勃地携《石头记
人物画》造访刘旦宅先生，是年 )

月，刘旦宅在“笔会”副刊连续发表
了根据曹禺先生话剧《王昭君》改编
的连环画一十四幅。因此，刘先生欣
然在画册上题写了“开垒先生得此
册好之，当有以教我。”题词虽然是
钢笔书写，抑扬顿挫，仍然显出浓厚
的书卷气。并且刘旦宅很郑重其事
地钤盖了一枚私章。
《石头记人物画》，后来写入父

亲的散文中，记叙了他与周汝昌先
生的一段友情。也曾经出现在别人
描写父亲的文章里，赞叹他的藏书
故事丰富有趣。父亲的这本《石头
记人物画》，由于他常常把它放在
案头枕旁把玩赏读，品相难说完
美，却证明了他对此画册超乎寻常
的珍爱程度。
《石头记人物画》无疑是出版物

的上乘佳作，也是刘旦宅和周汝昌
两位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精品之
作。现在，加上他们的亲笔题词，更
如锦上添花。留给我的，还有父亲那
一段值得回忆的文学纪事。

! ! ! !人对某些东西
发生了一定的兴
趣，久而久之就会
慢慢地产生了一种
热爱，也就会不由
自主地去寻找，从
而会在其中增长学
识，增强对事物的
认识度，在有意无
意之间，就会珍藏
一些东西。可是每
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
所以人们对自己所爱，各有各
的目的和作用，这也就产生了
收藏的多元化。
著名画家江寒汀先生，他

生平也好藏一些文物，大多是
拿来用的。江寒汀先生认为，
真正的好东西，不应藏在深
处，而是面对人们。当为大众
得到借鉴，提高人们对艺术的
理解和鉴赏的水准，充分推动
艺术的发展。一日到江圣行
家，见圣行在整理其父江寒汀
的印章，有一方陈鸿寿刻的
章，印面为江郎二字，三面边
款，此印章人们较为熟悉，原
来藏在她家，江寒汀珍藏。圣
行告诉我说：此印也是其父亲
用印，实为古为今用。出于好
奇，便问圣行，能否见一点其
父珍藏的物件，圣行说大多我
都见过。她父亲所藏之物基本
上都是自己用的，别的并无所
藏。说小时候经常随父一起出
去玩，看到好的书画，买下挂
在家里，不久不是转让了就是
送人了。说学到其内涵即可，
何必一定要藏着呢，他人喜欢
就让他人收藏吧。君子满足他
人所好，留在家中也无用，作
为一位画家，应把书画收藏在
自己的脑海之中，而不是藏在
家中。圣行说：这方陈鸿寿的
印章也蹊跷，你熟悉的这方印
章并不是她家这方印，也就是
说此印有两方。她也不知哪方
才是真的，不管哪方是真的，
对她来说父亲留下的遗物总是
最珍贵的，何况是父亲一直在
用的，可见其更珍贵了。
江圣行和我谈了一通其父

的理念真是高见，是任何的事
物在谁的手中，起了什么作用，
如无作用的藏，最多也只能算
是一位保管员。一位收藏的保
管员，必须懂得保管，否则可就
为难先人了。听了圣行讲其父
亲，想我们对藏物的理解相差
甚远，要学到藏有所用、藏有所
学，这才是真正的收藏。

! ! ! !一直对松果情有独钟，它们形
如垒塔、片如鱼鳞、层层叠叠，格
外的漂亮可人。自从喜欢上收藏之
后，我便处处留心带有松果的古时
制品，希望不同性状的松果能为书
房增添一抹别样的情调。
与清代仿生松果红铜笔架的邂

逅，要缘于一次巧合。老家的祖屋
最终没能逃过城中村的改造，母亲
刻意打来电话，叮嘱我得闲时回去
探望帮忙。在那挤满忙碌身影的改
造场地，太阳干涸着每个人的鲜
血，无奈占据了每个人的心灵。
按照母亲的吩咐，我与表哥一

同将挂于祠堂正门的牌匾取下，当
我正准备折回身的时候，突然发现
放置牌匾的石墩后面，夹放着一个

小物件。好奇心驱使着我向它靠
拢，我定睛细看，喜出望外，好一
件松果笔架，真是“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大有众
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宝却

在自家祖屋处的
意韵了。
我小心翼翼

地抹去笔架上堆
积的灰尘，笔架
品相完好，包浆
醇厚，重约 )%-

克，长约 .- 厘
米，通体红铜，
浓抹淡施、造型
精美。三个大小
不一的松果，间

隔排列于粗细有致、错踪复杂的
“枝桠”上，体如垒塔的松果，刻
意求工、层次分明，再加上高翘的
“枝头”，更显得笔架多了几分精致
细腻，使人感到美不可言。我迫不

及待地想探求掌中宝贝的年份，于
是便揣与母亲端详。母亲见到笔架
后异常的惊喜，眼中带着些许泪
花，向我道出笔架背后的故事。
爷爷的祖辈曾为清代一官宦人

家当夫子，因酷爱书法，加之交情
甚深，人家便把笔架赠送与他。祖
辈一直将它视若珍宝，流传至今。
“文革”时期大动乱，爷爷便偷偷将
笔架藏起，而爷爷的突然离世，致
使笔架的藏身之地成了一个谜。母
亲告诉我，她与父亲曾找寻多年，
终究未果，没想到这次的机缘巧
合，竟让笔架“重出江湖”。
我将笔架放置于书房最显眼的

位置，习书累时，拿起观赏，思绪
便慢慢地飘散开来，仿佛置身于古
时人家的书堂，禁不住的摇头晃脑
和之乎者也了起来。我想，祖辈流
传下来的不止是松果笔架，更多的
是刻苦习书的精神。

! ! ! !康熙在位长达六十一年之久。
他振兴产业，奖励学术、艺术，对于
瓷业生产亦投入不少心血。据史载，
当时景德镇有御窑五十八座，与民
窑合计不下三千余，窑火可谓旺矣，
烧造出后人啧啧称道的官窑与民窑
“康熙瓷”精品。

这是一件“康熙瓷”白地五彩牡
丹观音瓶。高 ("/$01，口径 2/'01，底
足 */$01。观音瓶是康熙时期流行的
典型器。口侈、肩宽，自肩以下逐渐收
敛，至底外撇，形似观音菩萨手中的
净水瓶而得名。烧制白地五彩，先在

器物瓷坯上施上白色地釉，进窑高温
烘烧，出窑后在白色地釉上以红色为
主体，另配以黄色、紫色等彩釉绘画，
再装窑不低于 2--!烘烧。炉温较高，
彩釉融化充分，釉层较厚、透明度较
好，光的反射较强，因此彩釉给人较
硬的感觉。与后来雍正朝烧制的粉彩
相比较，“康熙五彩”称之为“硬彩”，
雍正及后来烧制的粉彩为“软彩”。康
熙五彩瓷地釉除白色外，尚有黄、黑、
绿、洒蓝等多种色地的五彩瓷。

此瓶纹饰，在白色地釉上绘整
株盛开的牡丹，彤红的花在翠绿的

枝叶映衬下十分张扬，勃勃生机、
格外娇艳。三月春风，牡丹总领群
芳光顾人间。唐代诗人有“唯有牡
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
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等佳句，
表达人们对牡丹花的喜爱。自元明
直到现在，景德镇生产的瓷器，牡
丹成了人们喜见乐闻的图案纹样，
它象征富贵、吉祥、美丽、喜庆等
祥瑞的寓意。据专家研究，不同时
代，牡丹花和枝叶画法各有不同的时
代风格，成了瓷器断代的重要依据之
一。仔细观赏，此瓶牡丹花形饱满、花

瓣肥润，粉红渐至深红过渡自然，枝
叶繁茂，大红大绿于一器，色彩搭配
大胆张扬而不俗气，画风格调与康熙
盛世时代特征颇为吻合。

整瓶器型敦厚规整，从侧面看，
彩釉周围有一层闪亮的“蛤蜊光”，瓷
胎坚致细白，断面如糯米糕，手感较
重。底釉较白，瓶肩接痕明显，有明瓷
遗风。底足为二层台底，青花双圈底
款，圈足底边有折口，足墙直，足端有
斑块残缺现象，且有似枇杷的浅黄色
“火石红”。

随着时间推移，遗存民间的康熙
瓷日见稀少，渐成凤毛麟角，不要说
官窑，连民窑也难得一见。我所以推
荐这件康熙白地五彩观音瓶，乐于与
藏友分享欣赏康熙瓷珍品的快乐。

! ! ! !水乡题材的油画作品，是
著名画家陈逸飞在他整个创作
生涯中涉猎比较早的一个题
材。也是他的创作重要而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
逸飞到美国求发展开始，就是
从水乡题材着手的，对水乡的
四季和风情风貌熟稔，使他很
快走出一条具有东方独特情致
韵味的水乡油画之路。哈默送
邓小平那幅《周庄双桥》油画，使
陈逸飞蜚声海内外，同样标志

着他油画作品正式立足国际艺
术大舞台。那时一大批拥趸除了
艳羡就是冷静思考中国油画的
发展之路，单学陈逸飞是没有用
的，重要是有一颗平常心。

聪明人往往知道怎样进
退。纵观陈逸飞留下的创作，
会惊奇地发现，什么叫绘画与
生俱来，就心静作用的使然。
陈逸飞心境平和，凡事能超然
明白，路途没有曲折就没有提
高。正是这样画油画一样，一
笔一笔画，慢慢修改一直到自

己满意为止。
朋友收藏的这幅《夕阳下

的水乡》，正是陈逸飞那个时期
的代表作，四方形构图静谧含
蓄，实现他对水乡风貌的诠释。
朦胧中不失细节的刻画，取景
不繁琐却韵味十足，河岸边小
船静静地停泊，增加丰富了画
面层次感。确实只有高手才能
画出如此典雅风光无限的佳作
来，看得陈逸飞技高一筹和不
同凡响的艺术根基，好的画让
人一看就怦然心动。

康熙白地五彩牡丹纹观音瓶 ! 许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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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联璧合长相忆 ! 徐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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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仿生松果红铜笔架 ! 李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