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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封住的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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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天津沈阳道的古玩市场只在
星期四才有，双休日反而不开。于
是，来自天津周边的收旧货的星期
三晚上就赶到，天蒙蒙亮就为收藏
客摆出琳琅满目的古物旧货。今年
! 月 "# 日我正在天津作一个外
调，于是顺便赶了过去。
突然，我看到一个小地摊上放

着十多块泥封。何谓泥封？古代“邮
票”是也。那时候的文书奏章都用
刀刻或者漆写在竹简和木札上，然
后用绳子绑住打个结。那么这些古
代文书送往京城的路上，被人私拆
了怎么办？于是，在打绳结的地方

填上一块胶泥，然
后用自己的玺印
在胶泥上钤一下。
如果这个胶泥动
过了，皇帝就知道
有人私拆过了。

泥封，相当于
一个密封条，秦朝
汉朝都用它。自打

纸帛盛行以后，泥封从此偃旗息
鼓。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泥封，都是
两千年前的古董。据说泥封还是在
清道光年间被首次发现，以前人们
还不知道它派什么用场。

我蹲在摊子边细看。因为玺
印是阴文的，所以钤在胶泥上的
应该是阳文———这一点没错。由
于胶泥是不规则的，盖了玺印后
泥面的四周是不等的宽边———这
一点也没错。那块东西是胶泥
的———也不错。
我抬头问摊主：假的吧？他说：

大哥，你看这些泥封，每一个都不

一样，我要造假就要为每个开一个
模子，而我卖只卖到 $块钱一个，
值吗？这是古墓里挖来的好东西，
现在有几个人识泥封？

我还是疑惑：皇帝要看奏章
拆开泥封便是，为什么还要把泥
封带到坟墓里去？难道他死后还
要“昼断狱，夜理书”吗？

摊主说：大哥，我也不懂，
收来的。你看这些泥封上不但正
面有字，反面还有图腾，那是艺
术啊，两面都可以欣赏。
我沉默不语，手里盘摸这些古

拙质朴率真自然的古玩，心想到天
津来之前我上了一次网，正好看到
有个网友晒出 %个泥封，开价是一
万二！如果我买下 &个泥封，只要
'(元，绝对是捡个大漏啊！我只要
把它让给别的藏友 )*+(元，就可
以再到沈阳道来跑两次了。
我不再犹豫，从十多个泥封里

挑拣出 %个品相好的，付了 '(元，
心满意足地带回上海。

就在我探究泥封上的文字到
底是什么的时候，就在我欣赏泥
封背面精彩的图腾时，我仔细梳
理起封泥产生的全部过程：先把
竹简卷好，然后在竹简外面扎上
绳子，然后在绳子上打个结，然
后在绳结上填上胶泥，然后在胶
泥上钤个玺印，然后烘干……问
题来了，泥封的正面留下玺印的
阳文，而它的背面应该留下一条
一条绳子痕迹，或者一道一道竹
简木札的痕迹，哪来的图腾？哪
里来的龙和马的图案？
啊，弄巧成拙了，画蛇添足了，

这 %个所谓的两千年前的泥封，没
能封住它的破绽。我不放心，特地
到图书馆查阅了傅嘉仪先生编著
的《秦封泥汇考》，书里展示的 *,(

个彩版的泥封背面，无一图案，皆
是竹印、泥印绳印。这样看来，我在
天津淘来的是“现代泥封”无疑。我
安慰自己，反正只有 '(块钱，'(
块钱买一个教训是值的。

! ! ! !三月里迎春花盛开的季节-我
约了邻居阿长踏上了上海至兰州的
.//0次列车，来到了天水寻觅六
道木根雕。天水周围都是山，蕴藏
着丰富的根雕天然资源。六道木其
干无心有结，每结自成纹路。纹路
竖行，均为六道而得名，民间俗称
降龙木，行内人又呼其为八楞木。
该木生长于海拔 /(((1*+++ 米，
我国北方多有，主要产于太行山、
燕山、恒山三山交汇的崇山峻岭
中，其根系发达，在空旷地、溪边
或岩石缝中均能生长。因生长缓
慢，木质坚韧，木面光滑细密，根
节布满折皱，纹理相当清晰，其奇
特的造形和细腻的纹理是根艺创作
良好的材料，成为许多根艺爱好者
追逐、寻觅的目标。

娘娘坝镇舒家村是寻觅的首
站，距天水市 ,2公里，地处秦岭
南麓，,/0国道横贯全境，境内地
势起伏大、青山连绵、森林比较茂
密。我们走进了一家靠在公路边的

根雕营销铺。面积不大，是个兼营
其他商品的杂货铺，靠窗的货架上
存放的根雕主要是形态各异的挂
架、笔桶和烟缸。主人还带我们进
了他家后院，房间地上和桌上摆放
了不少动物造型和笔桶等根艺，这
些根艺多为当地的木质根雕，六道
木根雕虽有几个，但造型一个也看
不上。
麻沿河乡山庄村，是我的第二

站，距天水市 02 公
里，同属山区，交通
便利，“,/0”国道横
穿本村，当地农民
“靠山吃山”，全村
%( 多户人家把附近
林区的死树根挖回
来，简单修雕，成为

根雕作品，摆在门前销售，有栩栩
如生的老鹰、老虎、狮子等动物造
型，也有古朴的椅子、花架等，然
而正宗的六道木很少见到，即使有
但让我看中的没有。近年来因过度
开采，六道木产地已很少见，取而
代之的是一种叫“羊奶子”木，然
而其纹理和造型远不如六道木那样
神奇了。

好在我出行之前做足了功课，

于是将目标转到天水市内。我们先
去了麦积区和东桥头花鸟市场，结
果在东桥头市场西侧中间的店铺
内，发现了不少漂亮的六道木根
雕，主要是一些笔架之类的根雕，
材质和造型都很好。我细细观赏了
货架上的每件作品，最后选了一件
路上能携带的笔架，老板自恃货好
开价很高：“单买这个至少 /*((

元，要就拿去，你去瞅瞅整个市场
上有这样好的货吗？”最后经我好
说歹说了，还搭买了几个小件总算
以 /%0(元买下了这个笔架。（见图
右 /）。

我们住宿选择在曦都假日酒
店，附近也有二处地方可寻
觅———伏羲庙广场和坚家河花鸟
市场。我在坚家河市场中间的两

个铺内意外地觅到了二件比较满
意的根料。经讨价还价，最终花了
$0( 元如愿收下。我看中它的原
因：一方面是正宗的六道木，另
一方面它们是半成品，尚可加工
修凿。（回沪后我专门找到国家级
根艺术大师孙新先生，依据根材
原有的形态和纹路，顺势完成了
“鸳鸯水洗”和“烤鸭”，见图右
*、,）。

班得瑞 《晨光》 曲在返程的
.//$次列车内渐渐响起，我被这
清新悠扬的旋律，朦胧惊醒，列车
经过一夜的奔波迎来了曙光，天水
因是小站，能购到硬卧上铺的票已
不错了，我凝视着车顶思绪万千，六
天来的奔波，历经了食、宿、行、觅
等带来的各种不便和疲备，但此次
寻觅根雕过程总算顺利，亲近大自
然，放松心情，对我们长期生活在
34*5%浓度较高的城市里人是太向
往了，更让我高兴的是觅到了我喜
欢的神奇的六道木“宝贝”。

! ! ! !砚台与笔、墨、纸是中
国传统的文房四宝，是中国
书法的必备用具。砚台不仅
是文房用具，由于其性质坚
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
代文人作为珍玩藏品之选。
说起砚台的收藏，一般

人都把中国的“四大名砚”
作为收藏的重点对象。但本
人自迷上收藏以后，却通过
民间收购、藏市淘宝、藏友
交换等方法淘来数十个玉
砚、瓦砚、铁砚、瓷砚，其
中一个出自清代的狮子纹青
花瓷砚台却让我爱不释手。

那是在去年的下半年，
我和几个同事来到郊区的某
小学，看望慰问贫困学生。
慰问间隙，校长便带我们到
阅览室看学生的书画展。在
欣赏书画展的时候，在阅览
室的一角，我发现了这个青
花瓷砚台。砚台总体呈长方
形，长 252 厘米、宽 05! 厘
米、高 )5$厘米。砚台的四
周外延是一些简单的图案，
中间则绘有三只蓝色的狮
子。而在狮子的中间，则是
一个蓝色的绣球，表明三只
狮子在玩绣球。从画工来
看，手法一流，狮子惟妙惟肖、动态
感十足。见我爱不释手，校长便爽快
地表示将砚台送给我。

后来，经过与藏友的综合分析，
判定此砚台出自清代中后期，具有一
定的收藏价值。此后，作为补偿，我
又购买了许多学习用品送给学校。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

来。初期的砚，形态原始，是用一块
小研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压墨丸研
磨成墨汁。至汉时，砚上出现了雕
刻，有石盖，下带足。魏晋至隋出现
了圆形瓷砚，由三足而多足。箕形砚
是唐代常见的砚式，形同簸箕，砚底
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撑。唐、宋
时，砚台的造型在使用中得到了多样
化的发展，砚材的运用也极为广泛。
其中以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
歙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山西绛县的
澄泥砚最为突出，称“四大名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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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神奇的六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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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的文字是由不同的线条
构条，不同线条通过有序的配搭
形成了不同含义的字。象形、形
声、会意的字最多。说明字是与
人身外的自然相模仿。传说中仓
颉造字之时，惊天地泣鬼神。这
字除了交流表达思想外，有一种
无形力量的存的。因此，对文字
的崇拜在中国有传统。而对字形
的改变那是大事。古人算命的测
字业就是因字生意的。而字的简
化，那测字就消灭了。
说了这些道理，无非想表达字

的不同凡响。在瓯窑的器物里，不
少就是以字的谐音来命名或造型
的。如两晋时期流行的鸡首壶，首
先在瓯窑与越窑烧出来以后才流
向全国，并且在南北朝时成一时风
尚的典型器。鸡首壶作茶酒器称为
“天鸡壶”。汉代《韩诗外传》中赞美
大鸡，有文、武、勇、仁、信五德，是
实实在在的“德禽”，故把它引到日
常生活中来做为一种标榜的理想
境界来追求。鸡在古代有特殊的禳
灾除凶作用，是吉祥之禽，汉代应
劭《风俗通义·祀典·雄鸡》载：“鲁
郊祀，常以丹鸡礼祀日，以其声赤
羽，去鲁侯之咎。”民间认为“大鸡”
即为“大吉”。

笔筒、水注、砚台作为书斋几
案必备文房用具，以雅集自居的学
子文人们更是厚爱有加，其含吉语
自不待言。如瓯窑青瓷笔筒，仅存

温州市郊杨府山三国时期墓葬出
土两件，均作直口圆筒形，制作规
整，胎釉结合紧密，尤其是外壁刻
划的水波纹，线条浅细流畅，技艺
娴熟，是难得的精品，其寓可理解
为好事成双吧。水注即用来注水于
研中研墨的用具，有嘴称水注，无
嘴则称水丞。瓯窑青瓷中的龟形和
蛙形水注既有实用和观赏价值，更
有吉祥美意。如蛙形水盂，作蹲伏
状，背设管状进水口，腹部扁圆以
贮水，蛙头前伸，嘴内穿有一小孔，
以便滴水。腿弯曲贴于腹壁，股肌
得力内含，状似待捕飞坠昆虫，优
雅生动。采用龟（鳖）蛙（蟾）造型，
寓意深远。隋代开始实行开科取
士，学子们与水盂等文房用具朝夕
相处，寒窗苦读，贷与帝王，更含进
取吉祥的深意。“独占鳖头”和“蟾
宫折桂”也成为后来科举制时期士
子们的美好祝愿。
这里说的多角罐，是明器。从

出土来看，此容器内常盛谷子，又
叫谷仓罐，是由唐代的多嘴罂演变
而来，用途为陪葬用，意为墓主人
贮放粮食，死后能过仓满粮实的殷
富生活。在中国传统的风水观里，
活人家居为阳宅，墓为人死后的阴

宅，按事死如事生的葬俗，阴阳相
生，或相克，阴阳之宅需等同重视，
两者同可阴庇后人，旺家兴丁、福
星高照。多角罐（瓶），虽有明器用
品，古人却从来不马虎。而名称读
音更被赋予一层吉美之意。在南方
的一些方言区，如福建、广东的方
言“角”“谷”音近，多角即多谷之谐
音，它既是吉祥语，也反映了人们
祈求五谷丰收的愿望。此外，浙江
古代青瓷产区的方言中“嘴”与
“子”同音，故“多嘴”寓意“多子”，
并将瓶身逐段形成的级层，美称为
“连升三级”或“四级”、“五级”，将
五管立肩称五子登科。谷仓罐从秦
代开始流行，一直到元代，明清式
微，其延续近二千多年，种类的变
化在明器里算是最有特色的明器
之一。唐代可做为其变化的分水
岭，之前，罐的上部造型非常有生
活气息，有亭台楼阁、杂耍伎艺，飞
禽走兽。唐之后，因受唐多嘴罂的
影响，开始走向抽象。如此件瓯窑
褐彩多角罐，高 ,)5*、口径 05*、底
径 )+5!厘米，是 )!$0年温州市郊
西山出土的，时间是五代。直口，
五层塔式深腹，假圈足。腹部每
层鼓腹处各置五个锥形角。最下

层鼓腹下贴塑凸棱一周。灰色胎，
器表施褐色釉，但釉已脱落殆尽。
器物完全没有人物、动物出现，
而用棱角分明的的角来表示，其
含义不言而喻。

唐五代至宋，瓯窑进入一个
复兴时期，此时烧造的瓷器种类
非常的多样，同时，唐代国力昌
盛，不同窑口窑工也更加注重交
流与学习。比如远在长沙的铜官
窑的釉下褐彩的装饰即为当时瓯
窑所用。因此多嘴罐在瓯窑里的
出现也决非偶然。何况在温州的
方言里，“多角”与“多谷”也含
谐音。趋利避害，禳灾化吉，人
心都是相通的。

多角罐：谐音里的口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