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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收藏天地千奇百怪，我收藏了
不少迷你篮。“迷你”意为小的，短
的，袖珍型的，是从香港、澳门地区
传入的外来语，由英文 !"#"一词转
化而成的，指同类中的极小者，通常
形容小巧可爱迷你，也是一种时尚。
第一只竹编篮（图左 !）是我六

年前赴赣南旅游，在排队等候漂
流，路边拐角处一位竹农正在边织
边售，我以 $%元收下的，它直径 &&

公分，尽管式样土气，却是篮中个
头最大、最壮实的一只篮。框架和
提把由竹骨削制，篮口、底因受力
重，由竹青编织，充分透显了老区
人民纯朴、厚实的情感。
第二组三只篮（图左 "）是我

$''%年，在清闲的茂名南路 %(号
内收进的，为觅到一串上面挂满各
种小篮、包、帽等产自东南亚的草
编挂饰，半年去了五次才见到了女
店主，并以 )'' 元才成交的，其中
最小的一只篮直径仅 )公分，为我
收藏中最小一只篮。
第三组应称“背篓”（图左 #）。

是在凤凰古城街上以每只 *'元买
的。湘西“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大山
区，道路崎岖狭窄多险，手提、肩挑

不方便，便与背篓结下了不解之
缘，至今仍盛传“篓不离背，杵（用
来支撑的木棍）不离篓”之谚。
第四组一对柳编篮（图左 $）是

亲戚赴深圳，知道我喜欢收藏小
篮，于是带回一只红色的柳编篮和
一只白色的小花篮，能放入这花篮
的花不知何处有采？

第五组为历史悠久的傣族竹
编篮（图左 %）。是七年前在天山茶
城内，以每只 )'元收进的。工艺精
细、美观，傣族男子从小学竹编，有
一手精湛技艺。如果一个小伙子不
会竹编，就被视同姑娘不会织绣一

样，很难找到心爱的伴侣。
第六组手提篮，是享誉东南亚

的福建永春漆篮（图左 &）。是在上
海艺博会上以 %'元购得，一只白
坯是商家赠的，另一只是加工后的
漆篮。以竹篾编成篮坯，经裱褙纱
布，涂盖油灰，上漆描金而成。它有
“竹篮打水水不漏”之说。

第七组（图左 '）一对来自云南
普洱的竹篮。知道喝普洱茶益处的
人不少，据说可减肥、降脂、降压、
抗衰老、抗癌、解酒等近 $'种功
效，被赋予“长寿茶”美称。但了解
如何保存的人不多。茶这么名贵，

将它藏在密封性好的瓷、锡罐中？
错了！它必须是透气性好的容器，
使藏品加速陈化；反之，透气性差
的容器，不利于茶的陈化。普洱茶
可长期存放，且愈陈愈香，故被称
作是“可以喝的古董”。

第八只篮为藤田灯船篮（图右
"）产自广东佛山，它仿制美国人喜
欢的居家品牌———灯船篮工艺，做
工考究，采用三种材料构成，骨架
和柄用竹，编织用藤，篮底用木。但
价格不菲，$'&'年在虹桥花卉市场
一家工艺品铺以 (%元拿下的。
最后一组产自上海（图右 !），

大的为遐迩闻名的嘉定草编，原生
于嘉定东澄桥镇的滩头河边，自明
代起出现，光绪时得到发展，近代
草编已十分发达；小的是塑编篮，
精明的上海人废物利用，用塑封带
替代竹篾，既牢固又耐用，六七十
年代到处可见。$'')年南京西路改
造，一家即将歇业的香薰店员见我
诚心收藏，仅以五元就给了我，成
为我“篮藏”中，一件难得的可以见
证历史的宝贝。

民间收藏，见多识广；只要坚
持，天地宽广！

! ! ! !当初看到这本民国期间的《妇
女杂志》的时候，立刻就被其封面所
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本出版于 &+$,

年的老期刊，封面所绘的女性形象，
简单而又安静，平视着的眼神，身上
的服饰，都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魅
力。《妇女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名牌刊物，在几十年的出版过程
中，以其面向妇女而久负盛名。所得
这期《妇女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
是“妇女生活状态”的专号，共刊登
了三十八篇文章，从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上世纪二十年
代后期各国妇女的生活状况。

中国的妇女地位，自晚清开
始，特别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古时妇女不
出闺阁之门，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
的，到民国前后妇女享有了和男子
一样求学和工作的权利，除了操持
家庭以外，也开始成为学校教员、
女职员、女工程师、女作家等等。这
种变化也标志着新女性的形成，她
们已渐渐成为社会重要的一分子。

《妇女杂志》“妇女生活状态”
的专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
视角，在内容上，共介绍了“意大利
撒丁岛的妇女”等十篇有关国外女
性的生活状况，其余的均为中国各
地方的妇女生活，包括济南、烟台、
菏泽、大同、安阳、怀远、徽州、南
昌、黔阳、云南湎宁、新会、韶关南
雄赣州、梅县、松口、厦门、绍兴、上
虞、苏州、无锡、扬州、奉天、黑龙
江、察哈尔、直隶定与县等，其多涉
及沿海地区，少内陆地区的，虽有
一定的局限性，却也从一个侧面真
实再现八十多年前的妇女生活。

比较感兴趣的是江浙一带的
妇女生活，其中共涉及苏州、无锡、
扬州等。其中“苏州的妇女生活”，
从苏州妇女的个性、习惯、美德、嗜
好、装饰、发髻、职业、娱乐、卫生、
迷信、思想和知识、缺点等十二个
方面，来阐述那个时代苏州妇女的

全貌。如在“苏州妇女的个性”中饶
有趣味地写道：“也许苏州的妇女，
是得着了山水的秀气，所以她们的
性情是好动不好静，虽然家里还有
许多事情没有做完，但是亲戚邻家
却要走走，当然是中等以上的人家，
家里的粮食，平时不十分的考究，只
是吃些咸菜、咸鱼，不过在出门的时
候，必须穿得花团锦簇，就是家里没
有新鲜衣服，总要去借一身来穿穿，
所以有几句吴谚说：‘看戏头棚船，
吃饭萝卜干，困觉柴里钻，’这便是
表示苏州妇女个性的讽刺话。”

又如《妇女杂志》“妇女生活状
态”的专号所写的“新会的妇女生
活”中，专门提到了妇女的教育问
题，新会是广东广州旧府下的一县：
“新会女校是很多的，如县立女子师
范讲习所及女子小学等，办的很好。
其他还有男女同校的，如县立初中、
罔州中学、县立师范等，大家同在一
讲堂里上课，亦不以为异，因为女子
求学日益增加了。且家庭方面，看得
女子读书亦很注重，以为女子读书，
不是时髦的装饰，是谋生的大计，教
育子女，不是防老享福、是为国家服
务。城里既如此，而乡间的妇女教育
又如何？乡间女校也很发达，差不多
各大乡间随处有学校的。若一乡间

女校，既往邻乡求学，城里求学，或
往外县求学。总之新会妇女的教育，
在广东各县份中，可算是发达的。”
从文中可见，把女子的教育作为一
件大事来做，在民国时期教育相对
发展较好的是广东沿海一带，能使
广大的妇女享受同等的教育，也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
“妇女生活状态”专号中的文

章，大多为浮光掠影，因为在有限
的篇幅之中，要来展现 &+$'年代
后期中国各地妇女的生活，是有一
定难度的。但作为不断进步中的社
会，妇女问题是要密切关注的重要
问题，从教育、职业、社会地位等的
变化，折射出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
程度。

女性教育和妇女解放，是影响
和制约社会文明程度的，《妇女杂
志》“妇女生活状态”的专号所描述
的只是其中的一斑，另外还有妇女
爱情和婚姻，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
等等，虽有所涉及，可没有全面深
入的展开，这或许是《妇女杂志》下
一个专辑的内容。八十多年前的女
人花，虽然未及如《妇女杂志》封面
女性那样的绚丽，妇女地位的提高
也是一件长期的过程，但作为这个
社会的一分子，女人花尽管开在八
十年前，也可能是我们奶奶外婆辈
的青春，泛黄纸间所流露的，是对
妇女生活的关注。

! ! ! !日前，笔者带着特别喜欢
火车的 %岁小孙子去天目东
路 $''号上海铁路博物馆参
观，既满足他想看蒸汽火车的
愿望，也让他从小见识一下中
国铁路和火车发展的历史。当
然也有圆我自己对铁路的一
点怀旧情结。

在博物馆广场零距离地
看到了两台分别于 &+$,年和
&+*(年由美国制造的蒸汽机
车，其中一台还挂着一节精
致的包车车厢，另一台是原
行驶在 (''毫米窄轨上的小
火车头。在室内约 &'''平方
米展览大厅里，我和孙子坐
进一台模拟机车的车头中，
体验了一次从上海火车站出
发开往苏州站做司机的滋味。
当在参观和中国火车有关的
铁路老设备、老器材实物和
历史图片时，我突然发现在
一个玻璃展柜里，有几本十
分陈旧的书籍杂志，其中一本 (*开
精装布面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技
术管理规程》十分眼熟，很像我书柜
里的那一本！

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我
的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列车运
行规则》，虽然和上海铁路博物馆展
柜内的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技
术管理规程》不是同一书名和内容的
书，但从两本书的封面装帧和大小样
式完全一样来看，这两本书很可能同
属于 &+%*年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铁
道部成立后正式发行的第一套铁路
管理丛书！

在此书的封面扉页上载明了“北
京市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字第零
壹零号”、“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和发
行”、“人民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一九五
四年十二月初版第一次印刷”、“精装
印 $$'，''' 册”、“定价 )，''' 元”等
内容。
不过，我买进这本书的本意并不

是因为该书是“初版第一次印刷”有收
藏价值，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先见之
明，能够预先知道铁道部会被撤并准
备留个念想，而是在上世纪末的一个
周末到大木桥路云洲古玩市场底楼周
末开放的一个摊位上，在一大堆旧书
中拣出来用 %元钱买来的。因为自己
工作单位有多股铁道线和一个货车站
台、两台机车头和几十节化学罐车，我
所在的部门又是具体负责管理和使用
这些铁路设施、设备的，而我当时正好
在负责制订部门相应的规章制度，所
以就临时起了买下这本书用于参考的
决定。

这以后，我用在这本书中学到的
有关知识和专业名词，顺利完成了
《押运员岗位职责》《道岔岗位职责》
《车辆管理岗位职责》等多个涉及铁
路运行管理一些规章制度的起草和
修订任务。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再也不需要

用这本《铁路列车运行规则》作参考来
指导自己的工作了，因此这本书已经
转换了功能，成了我又一个有意义的
收藏品。当然上海铁路博物馆如果需
要，我也愿意无偿捐献，让她成为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放在一起展出的展品！

! ! ! !华语流行天王周杰伦的御用
词人方文山写的《青花瓷》一曲极
为曼妙，“素坯勾勒，色青花白”的
自然灵动，抒发了文化之美，以诗
意的瓷性展示艺术审美之光辉。青
花瓷始创于唐朝，经宋元明清延宕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各
个朝代的青花瓷境遇却大不相同，
藏界都以元代青花最为精致珍贵，
但若论器型规整，釉色庄重者，以
清朝为最。在大清王朝二百六十多
年的制瓷历史中，反映在国势强盛
的制瓷业中，当以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为冠。

今在藏友处匀到一件清代青
花矾红龙纹笔洗，纹饰繁密、染画
工整、造型新奇。直径 &)厘米，高 )

厘米，笔洗外沿有一圈简单纹饰，
颇有清幽淡雅的康雍两朝遗风，然
而笔洗外部纹饰则比较大胆新奇，
为两条矾红巨龙，一居高俯瞰，一

跃跃欲试，轻灵之中又隐隐跃动一
股不羁霸气。再看笔洗底款，为清
乾隆中期官窑惯用的“大清乾隆年
制”篆文题款，刻画工整。釉色光亮
却没有火气，这是因为清代青花瓷
以国产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
描绘纹饰，然后覆盖上一层较薄的
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烧
成后釉面清爽透亮，纹饰灵动而不
失规矩，其表面的青花发色含蓄沉
静，历久弥坚，简直可以用“难以磨
灭”来形容。通过一番赏鉴，我已基
本断定这件青花笔洗是近年来不
可多得的瓷器精品。但几番讨价之
后，还是有些不安。

因为青花瓷价值非凡，一旦
“吃药”上当，损失特别巨大。现在
收藏的升温和造假技术的不断提
高，防止“打眼”是青花瓷收藏人士
们的必修课。在这里，笔者学习行
内高人的鉴定经验，默念起了鉴定

口诀：“辨真伪”、“断年
代”、“定窑口”、“评价
值”。鉴定青花瓷，首先
可以用眼观，看胎釉、
观造型、看材料、观纹
饰，正宗的青花瓷，花
色淡雅，花纹合理有序，表面细腻光
滑，制作工艺精细。而近代仿冒的青
花瓷由于难以掌握青花瓷制作之精
髓，大多做工粗糙，可一眼识别，也
有少数做工较为精细的赝品需仔细
查看，赝品的花色大多发暗，不流畅
明快，花纹也较为凌乱随意。其次，
如果肉眼难以确定真伪，我们还可
以动用科学仪器等现代技术手段
对其进行鉴别。

我这件笔洗正是通过以上鉴
定才得以断代识别的，虽然过程复
杂艰辛并且惊心动魄，但收藏到一
件精美的藏品，依然十分兴奋。

然而兴奋过后，却也有一些思

考。这件笔洗是藏友在乡下“铲地
皮”时收上来的，据说是一落拓农
家小院，来历有些蹊跷，因为清代
官窑，特别这样器型规整又有美好
寓意的青花笔洗，一般不会流落民
间。笔洗是旧时文人书斋案头的文
房用具中，用来盛水洗笔的笔洗是
不可或缺的器具之一。想来应该是
清朝官宦人家子弟家道败落而致
明珠蒙尘，几经流传传到了我的手
上。想到这里我又不免感叹，都说
藏家收藏汉唐高古，盛世收藏，似
乎人文遗物玩弄于股掌，到后来也
不过镜花水月，是藏品收藏者不同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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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迷你篮”! 原野!上海"

青花矾红 素坯清灵 ! 刘英杰

女人花 ! 姚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