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夜深人静，窗外的霓虹如此
迷人，可惜我却无心欣赏。不经
意间，想起父亲离开我已经快一
年了，看着窗外，难免回忆起和
父亲一起的日子。
床头的台灯，照着墙上的一幅

字，它在我思绪里引出了一段往
事。那时我还年少，父亲和母亲也
因为要工作经常不在家，我独自一
人在家总觉得非常的无聊。因为家
中文玩字画比较多，我亦被母亲严
禁在家随意翻弄，生怕我损坏些什

么。有一次，父亲与母亲从外回家
时我就抱怨起来，一个人在家非常
的寂寞无聊。母亲只是对我笑了
笑，我便不罢休地缠上了父亲。父
亲想了想，从书房里拿出了一幅他
自己收藏的赵冷月先生的书法赠
我，上面写着柳宗元的诗：“千山鸟
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
钓寒江雪。”他告诉我这首诗的含
义说：“一个人寂寞没什么的，做人
要耐得住寂寞，要在寂寞中寻求快
乐，你母亲在比你小的时候，你外
公就离世了，她也就是这么耐住寂
寞，慢慢地成长起来。”他说这幅字
中的诗句是他最喜欢的，就送给我

了。直到今日这幅字还一直挂在我
的房间之中。父亲去世后，我难免
黯然神伤，但每当想起父亲的谆谆
教诲，便不断鼓励自己，要如父亲
所说那样耐得住寂寞，在寂寞中学
会成长。毕竟自己也已经快接近而
立之年，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少年
了。而且我还有我的母亲，照顾好
母亲，才是我如今最大的责任，也
一定是我父亲最大的心愿。

虽然赵冷月先生赠予我父亲
的这幅字在家中的收藏里并不算
珍品，但是我却一定会当成至宝一
般收藏，因为这是我父亲留给我最
为贵重的回忆与鼓励。

寂寞中成长 ! 张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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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农历甲午年已经到来，各种有关
马的钱币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我
国古代有一种铸有各种马形图像的钱
币，这种钱币既不是流通钱币，也有
别于一般花钱，而是一种自北宋开始
盛行于民间的钱形游戏棋———打马格
钱。据说“打马格钱”的创始人是北
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编著的
《打马图经》一书中曾详细地介绍了
这种游戏的规则，她称打马游戏是：
“博弈之上流，闺中之雅戏”。序言中
又自谓：“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
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由此可知，
玩此游戏，十分耗时。
打马格钱品种繁多，有的一面铸

有马形图像，另一面铸以马名，多为
历史上及传说中的名马，有周穆王的
赤骥、盗骊、白义、山子、渠黄、骅
骝、绿耳、追风等八骏，有秦始皇的
追电、追风战骑，有唐太宗的“昭陵
六骏”以及飞黄、渠黄、赤兔、龙驹
等广为人们熟悉的名骏；有的一面铸
有骑马将军或马形图像，另一面铸以
名将或官职名，如赵将李牧、齐将田
单、赵将廉颇、燕将乐毅、唐将尉
迟、魏将吴起、汉将散骑等。这些打
马格钱上，马形图像铸制逼真，或
立、或卧、或走、或回首顾盼、或仰
天长啸，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打马
格钱自宋代以后历代均有铸造，种类
很多，数量不少。马钱为宋代前后作
打马游戏用，格局类似棋牌，其玩法
惜今已失传。所以，自宋代至今已逾
千年，尚未发现过全套打马格钱，偶
有发现，寥若晨星。
随着时代的变迁，打马格钱已成

为历史文物，由于这些钱皆非出土而
多为传世品，所以历来价格不菲，故
深受钱币收藏者所青睐。同时，马是
人类的朋友，也是瑞祥的动物，其中
所蕴含的古老文化和祥瑞之气，颇有
意义。

! ! ! ! !""#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李安导
演的电影《色戒》荣获“金狮奖”。新场
镇是《色戒》唯一拍摄实景保留地所
在。从此，深藏于南汇的新场镇走向
前台，面对世人的眼光，展露出其古
朴、迷人的身姿。其实，她是一个已有
$""年历史的古镇了。当时歌楼酒
肆，商贾云集，号称“浦东十八镇，新
场第一镇”。近年来，古镇的修缮工作
得到了新场镇政府的高度重视，保护
和开发工作部署有序、力度较大，取
得突破，新场更显其古朴娴雅，成熟
妩媚的丰姿。

大型根艺作品《英雄柔情》最
近在新场古镇展出，受到圈内人高
度评价。该作品高 !%&米，取材珍
贵的红豆杉。展现一只大山鹰正在
给一只雏鹰喂食，山鹰的羽毛和雏

鹰争食的神态逼真传神。作品曾在
第六届中国木雕竹编工艺美术和第
十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
会上，两次荣登金奖宝座。为著名
根艺大师孙新先生所作，也是近年
来被新场镇引入的一位艺术家。孙
新，'()*年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工
艺世家，幼年受环境熏陶，学习书
法、国画、篆刻等艺术，十八岁被
中国近代根艺创始人屠一道收为首
位入室弟子，从此专攻树根造型艺
术，擅长飞禽走兽造型，作品雄奇
博大，融国画、书法、雕塑于一炉，
取自然之势，溢自然之趣，达到天

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具有较高的收
藏价值。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
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作品《神雕》
《荷花》分别获第二届、第三届“刘
开渠”根艺奖、银牌奖，作品《天
鹅》和《渡》荣获了全国根艺博览
会金奖；他的作品曾被上海豫园、
文庙和三山会馆等多家藏馆收藏，
'(($年《神雕》作品被日本大阪博
物馆收藏，!"""年受澳大利亚墨尔
本中澳文化交流中心邀请举办个展；
'((& 年入中国根艺家辞典，!""+

年获中国雕刻艺术大师称号，现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雕刻艺术委员

会委员，中国根艺
研究会会员。

新场镇政府
高度重视古镇历
史文化工作，一
批宋、元、明、
清建筑得到修
缮 ，“ 整 旧 如
旧”；另一方面筑
巢引凤，广纳贤才，
引进了一些像孙新先
生一样的优秀人才，为他
们及时提供了必须的工作场地。孙
新先生五年前就入驻了海泉街，为

进一步改善条件，去年镇政
府又重建新馆，目前已初步
建成，正投入内部装饰，今
年四月份“孙新根艺藏珍
馆”将迁入新址。政府的关
心，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
积极性，焕发了他的艺术青
春。近年来，他在积极创作、筹
措个展的同时，开始专注根艺
理论的研究，潜心总结根艺经
验，准备撰写一本《孙新根
艺鉴赏》。此外，今年他
将被邀请到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为学生授课，主
讲《中国根艺和塑造宋代
彩绘观音》的课程。千年古

镇，筑巢引凤，孙新根艺，圆梦
新场！

! ! ! !木兰替父从军，老少皆知。
而华夏历史上有位精通拳术剑法、
武艺高强、治军严明的老妇人代曾
孙出征剿倭，立下赫赫战功，被朝
廷封授“女官参将总兵”（相当于

今之军师级将领）的典故却知之者
甚少。

明代中后期倭寇屡侵我东南
海疆。朝廷征调骁勇善战的广西
壮族俍兵（地方土兵）赴江浙沿
海抗倭。时田州土官（壮族世袭
地方官）岑大禄年幼不能任兵事。
其年近花甲的曾祖母瓦氏夫人请
缨代曾孙率桂西北（今河池，百
色地区）壮族子弟兵约八千，披
星戴月，历经数月，坎坷跋涉数
千里，于嘉靖三十四年春 （'***
年）抵达抗倭前线金山卫 （今上
海境内）驻防。

瓦氏率壮家军与官军协力，
重创倭寇主力，斩首溺毙倭敌四千
余人，取得了著名的王江泾（今嘉

兴境内）大捷，从此扭转了抗倭战
局。瓦氏夫人亦成为震寒敌胆的常
胜将军。明浙江巡抚胡宗宪所撰
《筹海图编》中载瓦氏“能以少击
众，十出而九胜，可死而不可败。”
之后瓦氏在漕泾和金山两次阻击战
中，又以少击众。虽陷倭寇重围，
身边将校纷纷阵亡，但她仍毫无惧
色，披发舞刀，纵马冲杀，驰援同
胞。而她胯下那匹心爱坐骑亦刀伤
累累，遍体殷红，尾毛全被敌人削
光，仍奇迹般驮着她奋蹄腾跃，往
来冲撞于敌战阵中，助瓦氏救出战
友，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大凡古代
战将的成名，离不开马的襄助，古
人常以喻马思英雄，如项羽之乌
骓、关羽之赤兔等。故此瓦氏的坐

骑被壮兵和家乡壮民传颂为神驹，
在桂西北民间流传。当地壮胞还将
瓦氏这匹神驹的雄姿刻画在众多
生活器具上，寄以思念。

图中所示一款高 )%$厘米，外
形略呈倒梯形的双层银质旱烟盒，
为清代桂西北南丹、田阳壮家所
用。该盒盖周边錾刻回纹以示驰骋
无阻。盒两旁耳襻刻制成竹节状，
意喻着刚直忠节。壮族艺匠于盒身
上錾刻一骑拙朴可掬，在空旷的沙
场尘烟与劲草间四蹄腾空，扬尾疾
驰的神驹，藉以缅怀她们的女英雄
瓦氏夫人。甲午之际，凝瞩着这枚
壮家马纹旱烟盒，昔日金山卫古战
扬上，女总兵官帅旗迎风猎猎，壮
家鼙鼓隆隆，战马冲天萧萧，金刀
铁戈锵锵和壮族将士杀倭卫国，吼
震天地的壮烈之声，音犹在耳。瓦
氏夫人不仅是壮族同胞，也是上海
人民与中华 *)个民族永远铭记心
中的巾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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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神驹长嘶鸣
! 邬久益

孙新根艺 圆梦新场 ! 原野!上海"

! ! ! !今年是吴昌硕先生诞辰 '#"

周年，在近日童衍方先生为其弟
子举行的一场鉴赏会上，展示了
吴昌硕先生的书画、绘画、印章
等珍贵藏品，其中一方吴昌硕先
生为数不多自刻题铭的“云腴”
行箧砚，格外引人注目。

行箧砚因其形制袖珍，为旧
时文人为方便携带而藏于书箧中
而得名。这方行箧砚上刻“云腴”
二字，玲珑可人。并有吴昌硕先
生所刻题记：“渔川珍藏，昌硕题
记。”从刻款的年份来看是甲午
年，应该为 '$(+年。

这样一方两个甲子之前由吴
昌硕先生刻铭的砚台，在 '!"年
后，恰逢吴昌硕先生诞辰 '#"年之

际露面，可谓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巧
合，这也恰恰体现出收藏的巨大魅
力。据童先生考证，砚台上的“渔
川”是吴永的字，他是曾国藩的曾
孙女婿，盛宣怀的妹夫，陈巨来的
《安持人物琐忆》中对其有专门的
介绍，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京扰乱
时，两宫微服仓皇出奔怀来县境
时，吴永出城迎接并得慈禧的欢
心。吴永另外一个被人们记住的原
因，就是其写得一手好字，据史料记
载，其练习董其昌书法三十余年，已
经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吴昌硕刻铭的砚台原本就不
多见，在童衍方先生为其弟子举
行的鉴赏会上，还展示了一方蕉
叶白砚，上题：三分火捺七分蕉

白，赠者香叶铭者苦铁，惜平水
坑微裂。童先生拿出一本其收藏
的杨岘亲笔题写书名的 《缶庐
诗》，其中就有这段内容的记载，
而“云腴”行箧砚的特别之处在
于这是吴昌硕先生用刻图章的独
特方法刻的，在其题铭的砚台中
是非常少见的。

据童先生介绍，晚清、民国
初年有一批吴昌硕铭的珍贵砚台
流到日本去，并集中在河井荃朗、
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手中，但后来
在二战后期损毁大半。这二位收
藏家拥有的一百多方吴昌硕铭砚
也就所存无几了，因而每逢有其
题铭的砚台，总是能够引起业内
的极大关注。

120年前吴昌硕题铭的行箧砚
! 方 翔

" 吴昌硕自刻题铭“云腴”行箧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