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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闲时想到，世间万物都在有意无意中转换
着。有的东西原本是你的，却怎么也想不到转入
了他人手中。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说是奇怪，
好像又不奇怪，因为好的东西总是留在人间，没
有人会随意破坏，千转百回也就很正常了。这样
就使人玩得舒心惬意，在玩中就会多一份故事，
生活也就多了一些趣味，如此这般也使在藏物中
多了一点意思。
我藏有一本册页，册页中没有几页画，但页

页精彩，张张名家。山水、人物、花卉、鱼鸟样
样齐全。画册年龄大我一岁，均为 !"#$年所作，
我非常喜欢。此册页的原主人我也相识，也不知
他是怎样流失的，因为其中一页有他的藏款。相
见多次也没有和他提起。
国庆佳节期间，因朋友相邀一起喝茶吃饭聊

天，好几位朋友一起聊得甚为开心。原册页主人
也在一起，聊得开心时，无意间就与册页主人施

立华先生说起，我有一本册页原是你的，现在在我手中。施
立华先生即问是本什么样的册页，我说有张陈佩秋先生的水
墨山水，江寒汀的花鸟。刚说到此施立华先生即说：这本册
页是他十几岁时请先生们画的，有陈慕康的人物，钱镜塘的
山水，他看着江寒汀先生为其作的画，看着张大壮先生画的
菱花串条鱼，美极了。这几页画，页页能体现出大家的风
格。他并讲在陈佩秋先生旁聆听她说这张水墨山水的妙处。
我说还有一张大壮先生的山水，有藏款为丙申年，灯下为小
竹画。施立华先生说此画未见，这本册页可能就在大壮先生
家遗失了，今在你人梁手上也算是件美事。

晚上喝酒时，我和施立华先生谈笑说，原本是他的东
西，现在在我手中，问他有何感想，施立华先生说，这有什
么感想，说这就是一种缘分，就如我们相识一样，有缘者
得，世间万物就在二个字上，叫得失，想通了什么都看开
了。

! ! ! !上世纪 %&年代初，广西的考古出
土文物旱烟锅，佐证了旱烟在明代中
晚期的嘉靖年就已吸食，比原记载的
万历始有吸烟之说推前了五十余年。

自明嘉靖年间点燃了吸食旱烟
的星星之火起，随之产生了一种空
腹、广口覆有盖，以绳线串悬于旱烟
管下或腰间，用作贮存旱烟丝，大如
拳头，小如拇指的旱烟盒。屈指数来，
其已有四百五十余年历史。

旱烟盒进入了宫廷皇戚、达官
显贵、文人儒士的上层社会，即被
视作身份地位的象征，并兼作观赏
把玩的佩饰。旱烟盒盛行的明清时
期正值我国竹木牙角雕刻艺术进入
鼎盛期。刻匠及文人雅士在制作旱
烟盒时，或雕竹镂木，剔犀刻牙；
或范匏琢角，错银贴黄；或烧瓷嵌
骨，髹漆镶钿等广施百技，博取殊
材。在这不足三寸之躯上充分发挥
他们娴熟精湛的治器功夫和手艺。

明清两代是我国民间神话、传
说、曲艺、戏杂、历史典故及吉祥
寓意诠释的承前启后，不断创新的
繁荣期。刻家们把寓喻这些内容的
图符与纹饰大量引渗和烙刻到旱烟
盒上。这些被文人及艺匠镌镂刻画
得精细繁缛、神采飞扬、惟妙惟肖、
呼之欲出的祥禽瑞兽、花鸟鱼虫、
故事人物及吉祥物，又使旱烟盒出
落得焕采脱俗和清雅神奇。

因旱烟丝为粉丝状，旱烟盒造型
不受被贮物拘束，可任凭匠师驰骋无
穷的想象力。故其外型被雕琢成球
瓶、壶坛、六方樽、八椤罐；似熏
鼎、篓篮、鼓墩、图腾柱；或肖形人
物、鱼螺、禽兽、瓜果等等变化万
端、姿态百千、终使盈手可握的小小
旱烟盒透溢出惹人痴醉的盈盈灵气
（图示余所藏部分精品明清旱烟盒）。

然而让今人遗憾的是，明清旱烟
盒的存世量却极其的少，究其原因有
二。其一，民间谚语有“十只烟盒九个
布”，余下的一成中由古艺匠，文人刻
家精心雕刻的旱烟盒仅占很小一部
分。随着长年使用磕碰，虫蛀风蚀霉
腐，沧桑变迁等，能传代的旱烟盒自然
锐减。其二，据史载，从明崇祯至清乾
隆及太平天国政权，考虑到“烟草与粮
夺田”，无益民生国计，均“传旨禁天下
吃烟（指旱烟）”，违者课重刑。就连林
则徐南下禁鸦片烟时，也不忘顺带收
缴了不少旱烟具。如此前后禁烟二百
年中，旱烟管与旱烟盒屡遭收缴、销
毁，那劫后余生，工艺精湛的明清旱烟
盒已寥若晨星矣。
如今那些有幸得以传世，且争姿

斗奇的明清旱烟盒不仅传承着华夏文
化的遗韵和传统雕刻工艺的轨迹，也
为后人留下了窥视明清两代我国各地
域各民族的乡俚习俗、市井风情和民
间传说的可贵证物。

! ! ! !已是十月中旬，天气却未见
凉，暖暖阳光里，依然宛如夏
天。今去文庙稍晚，八点至，见
门口依有地摊，零星地占了路的
两旁，有书贩在叫：“一块一本，
一块一本。”在一大堆旧书前，
挤满了淘书者，从中捡得一本
《萧红短篇小说集》，是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 年出版的，细看
书上的印章，为浦东某街道图书
馆的处理书，可惜好书太少。巡
检一遍其他旧书摊，并未见特别
中意的旧书。见书友，笑曰你来
晚了，早上有十几本周作人的
书，一本有题签，被人以两万五
买去。一笑，得书随缘。

偶见一中年男子书摊，多为
翻译小说之类，也有一些港版
的政治书，均价五元一本。见书
摊角上有几本上海书店影印的
“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细
看之，有丰子恺 《率真集》、黄
裳 《锦帆集外》、徐志摩 《爱眉
小札》 等。此套书已集有近百
册，但 《率真集》、《锦帆集外》
不存，便购下。曾见黄裳 《锦
帆集外》 网上卖五十一本。能
以此价淘得三本，亦属幸运。
另见有书摊出售影印本 《良友》
杂志，为国家图书馆新版，因
开价高未购，被一青年人悉数
购去。

后进文庙书市，由于天气晴
朗，淘书者自是不少。见一熟悉

的书友出摊，多民囯老期刊，便
挑了几本，民国二十九年出版的
《健康生活》，刊中有周瘦鹃、施
济美、顾明道等的文章，但刊物
已成散页，品差价高，未购。花
百五十元得《小说海》（)"!*年
)+ 月出版第一卷第十二）、《少
年》（!",-年 %月出版第二十卷
第一号），此类旧刊难得，价高
也得收。无奈现时即使如文庙旧
书市场，真正卖民国旧书的摊位
仅几个，偶然见到非出高价而不

能得，只能够着买。
今到文庙虽晚，运气还算不

错。有一平时卖旧连环画的，不知
从何处收来一批五六十年代的旧
书，且书全部用纸包着，因而品相
绝佳。但多为翻译作品，我感兴趣
的古典文学和史料方面的不多。
从中选了四本五十年代的《译文》
杂志和“中国历史小丛书”《文成
公主》，和摊主闲聊，言此批书花
了几万块钱从一老教授家收得，
多民国书，其中有郭沫若的签赠

本，现只取出一小部分售出。但无
论怎么问，不肯告之老教授姓名，
想想聚书难散书则易，平生出一
份感叹来。

文庙淘书必须仔细地觅寻，
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一书摊
处，就寻得一本小册子，是中州
古籍 !"%! 年出版的 《郑逸梅文
稿》，封面由俞平伯题签，小三
十二开本，仅八十八页，书中多
郑逸梅题跋和序稿，对于“补白
大王”郑逸梅所著书，见之必
收。无奈摊主也识郑逸梅，坚不
还价，只得购下。《郑逸梅文稿》
印数五千，现恐不易得。虽已有
六卷本 《郑逸梅选集》，但见单
本也不想放弃。

遇书友，知其淘得一本王洪
文著的哲学书，细看为 !"*$ 年
出版的，王洪文成名在“文革”
后期，此王洪文非那王洪文，一
乐。书友赠拍卖目录几册，知上
海工美将于下周拍卖，友言可以
去一看，其中有不少我喜欢的老
期刊，起拍价也不高。参加过几
次沪上的拍卖，感觉并不好，拍
卖拼的是财力，少了一点淘书的
趣味，但可以前往一试，只要价
钱合适，也是一个获取旧书的渠
道。欣然所约。

淘书归，渐起风，知冷空气眀
将影响申城，史上最热的夏天也
将画上句号。有书淘的日子，如同
企盼中的秋天一样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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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市民文化节很热闹，
我两次报名参加春季夏季收藏
展。现在又开展秋季展，我找
出这很少见的老家什参展。七
八十年前，在抗日战争前后，
这种高 ..厘米、直径 ),厘米
的六层提盒，曾风靡上海滩，
显示出它在海派饮食文化中独
特的意义。

那时各大商店公司中午大
多吃包饭，由饭店准时送来，店
伙和账房先吃，吃完学徒再吃。
回顾当年大小二厂都没有食堂，
中午工人自己带饭，怎么带？就
用这种提盒带。一些小店两三个
伙计和学校女教师等也带饭。特
别是清晨上班路上这种彩色提
盒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形成了
上海一种特殊的街景。
这提盒何人设计已无从查

考，不过携带方便很实用而功
能齐全，共六层。底层较大可盛
饭冲汤，二三四层可盛菜放馒
头糕点和稀饭等。第五层是碟
子，也起到盖子作用，当年工人
吃饭没桌子，四处打游击，这小
碟子也可起到放鱼刺放骨头作
用。最妙是第六层，它是一个倒
扣的碗；下面四层两边都有方格
小攀。便于铁提夹从两边一层层
穿进小攀，到了顶端提夹形如

“而”字形：最上面一横木棍为拎手，下面
分为“六”字岔状。这碗底设计了一个小圆
碟，反扣之碗扣在第五层圆碟中，上面以
“六”状钩扣紧碗底小圆碟，这样利用金属
提夹层层相扣和提夹的弹力作用，使提盒
提在手中稳稳当当。开饭时搬开“六”字
句，将碗反过来即可盛饭，十分便当。

七八十年前，以碳酸钠涂在铁皮
上，烧制成的搪瓷工艺刚从国外引进，
既可防锈色彩又精美，比以前用铜盒、
竹木提盒轻巧多了，故深受纺织和其他
女工、女教师等欢迎。
自古以来中华美食名扬天下。清代

美食家袁枚曾写下“美食不如美器”名
言。确实如此，我国古代的青铜鼎、唐
三彩双鱼壶、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
纹盖碗、唐代鎏金银箸等，现在都成了
古玩收藏品。
大约 +-年前，我在周庄水乡旅游，

巧遇台湾作家收藏家三毛，在古玩店中
买这种搪瓷古董提盒，她是民俗收藏
家，对刀叉勺、碗碟、瓶壶瓷罐等特别
感兴趣。受三毛启发，我回到上海也买
了这个六层蓝花搪瓷提盒收藏至今。我
不是赶时髦，主要是看到提盒的提夹上
插了一双象牙筷。我是筷子迷，收藏研
究箸文化 ,-多年，发现这提盒的设计
者很巧妙地给筷子安排了一席之地，既
不占地方，筷子又不会遗失损坏，这独
特绝妙的构思，令我这筷箸收藏者如获
至宝，连价也不还，毫不犹豫地付款将
这提盒拎回家中。

! 姚一鸣书淘十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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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佩秋先生绘山水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