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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高档的紫砂器历来是文人玩赏
的心爱之物。其本色质朴、素洁无
华、与人亲狎、可以比赋的特点决
定了它常能窥视人的内心、撩拨人
的情愫，成为寄情相思寓意的信
物，成为常置文房案头的尤物。笔
者就收藏有一个紫砂赏盘，紫泥素
胎，方形倭角，长 !"#$，宽
!%#$，高 !#$（请详见附件） &十
余年前购自方浜中路藏宝楼。盘内
精心陶刻着一株飞雪迎春的梅花，
右侧刻有“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
春”行书字样，落款为“岩如氏
刻”，底部还钤有一篆体阴文方章
“方汉”。中国文人骚客历来喜梅，
并赋予其坚贞、高洁、谦逊之品格
和气节。其与松、竹相伴，称之为
“岁寒三友”，而与兰、竹、菊联
袂，则誉为“四君子”。刻梅赏盘
置于书房几案，文人焚香捧读，清
风徐来，书香沁脾，梅馨盈室，漫
忆、体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朋友情谊的深
情，此时“梅花忆我我忆梅”、
“四海为盟满怀赋”的意境早已在

书斋雅室中弥漫开来了。
“岩如氏”为民国陶刻大家邵

云儒 （'(((—')*+ 年，宜兴上袁
人，清末紫砂名家邵大赦的第三
子，清嘉道壶艺巨匠邵大亨的侄
子，自幼读经书习书画，成年后与

卢兰芳、韩泰结为
挚友，成为了宜兴
清末民初的著名书
画家，同时经营陶
业，他的陶刻颇具
艺术风范和文人气
息，是宜兴紫砂陶
刻专业的开山宗
师，自他开始，宜
兴紫砂行业中形成
了陶刻这个专门工
种———“ 刻 字 先
生”。邵云儒常常
在紫砂器上刻署北

岩、北研、筠如、北岩氏、岩如
氏、岩如主人、岩如逸人、逸然轩
主、岩如山人等款。也有人认为
“岩如”是民国紫砂艺人吴汉文或
蒋永西。不管是谁，凡“岩如”的
陶刻之物，皆属紫砂器物之名品和

精品。邵云儒还曾担任过紫砂陶刻
名家陈少亭和任淦庭的指导老师。
民国初年，他还曾任宜兴阳羡紫砂
陶业公司的经理，为宜兴紫砂业的
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梅花是春天的使者，是品行高

洁的象征。再观紫砂赏盘上的陶刻
图案，刻者奏刀如挥毫，刻梅若探
花，刻法娴熟于胸，一气呵成。只
见老枝横斜遒劲，雪梅错落有致，
暗香四溢，向人们传递出梅花饱经
风霜、迎来春天的讯息。“刻字先
生”的艺术功底和深厚涵养果然名
不虚传。寄梅送春古已有之，文人
雅士之间折枝赠梅，以此表示咏
梅，或委婉表达别后相思、金兰之
交，高雅而含蓄，耐人寻味。赏盘
上所刻的诗句就源自南朝著名文人
陆凯写给好友范晔的诗：“折梅逢
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春。”许愿梅花寄情思之
意跃然纸上。知己虽然可以远隔千
山万水，但踏雪寻芳、相诉衷肠的
信物给予人的情感慰藉却是无法估
值的，也是难以割舍的。

! ! ! !说实话，收了十几二十年的文
人书法，郑振铎的字还是第一次弄
到手，不是说他的字难找，也不是
价格奇高，而是写得称心的实在太
少，要不给你通钢笔信？我也不
要。京中友人的一件毛笔书札，十
年前向其提过匀我，人家不搭理，自
己也不好意思再提。前年“嘉德春
拍”盼来一张乾隆高丽笺写的书法，
上款也好，送给唐弢的，录了一首鲍
参军的“行路难”。不料香港老友
专程为此件而来，情面难却，互相
协商后郑振铎归他竞买，也让了件
他看中的黄宗仰画归我买，结果皆
大欢喜、如愿以偿，我与郑失之交
臂，此后再无郑氏书件的踪影。
去年九月北京“中国书店”拍

卖行预展，现身一函《长乐郑氏汇
印传奇》的线装书，为文献学家赵
万里插架之物，随手一翻，首页有
张毛笔书跋：“近二三十年来，剧
曲之研讨风行一时。静庵、瞿庵导
其先路，隅卿、斐云搜访尤力。予
亦购求颇劬，微有所获。今王吴俱
逝，隅卿亦墓木已拱。南北数千里
间惟斐云与予。尚于风雨如晦之
时，事此不急之务耳。偶发一念，
欲续汲古之业。惜力有不足，仅成

一集，谨邮致一函于斐云兄，以寄
远思。谛。十二月十三日。”

观此题记，廖廖数语，融史
料、人物、志趣于方寸一纸，简述
明清以降曲剧之流布。静庵是王国
维，瞿庵是吴梅，二位均属曲学大
师，隅卿是大名鼎鼎的“不登大雅
之堂”主人、小说、戏曲古籍的大
藏家、北大三马之一的马廉，斐云
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善
哉！既予人以知识，又平添几许审
美真趣，这当然又是可遇不可求的
良机，欲罢不能，十几个回合下来
终收囊中。
谛是西谛，近世言文物考古之

学者莫不知有长乐郑氏，而知西谛
为郑振铎者估计不会很多。郑振铎
字西谛，福建长乐人，博雅多识，
学殖宏富。最初专治文学，是文学
研究会十六位发起人之一，先后编
辑过 《小说月报》 《文学》 周刊
等，蜚声文坛。又以藏书家身份搜
罗宋元佳椠、孤本秘藉，蔚为大

观。建国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
兼国家文物局局长，')"( 年
'% 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西
亚，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西谛的字虽算不上好，但

也用功至深，习过颜真卿和写
经体，时而效仿，故楷中带
行，倒也自成一体。可是他本
人却被现代书法史列入争议性
的人物，缘于当年一篇追忆朱
自清的文章《哭佩弦》，其中
谈到他们曾在冯友兰、梁宗
岱、朱自清等十二人的聚餐会
上辩论“中国字”是不是艺术
的问题，他的论点是：汉字向
来“书画”同称，书法非艺
术，冯友兰持赞同，九人皆谓不
然，而朱自清则赞成一半。或许他
的言论与其时代意识相关，书法就
是书法，何必一定要拔高到艺术的
范畴。直到建国初期有人倡议成立
书法家协会，郑振铎仍然反对，谓
书法是每个人应该会的，没有必要

专门成立一个协会。搞建设人多
好，书法就不要那么多人去写，书
法成为专业，则对书法是大破坏。
章士钊、陈叔通与之辩论，推来嚷
去，谁也没说服谁，只好让毛泽东
来评判，毛泽东笑笑：“我们多一
门艺术，又有什么不好呢？”

! ! ! !天下人各有所好，便有了各式
各样的收藏。作为故纸遗珍的老商
标，因其画面设计漂亮，历史内涵
丰富，吸引不少人收集欣赏，我也
收藏了一些清末民初的老商标，其
中上海达丰染织厂的“中国首创”
老商标更是经典出众。
上世纪初，洋钉洋火洋布充斥

上海市场。民族企业家王启宇
,'((*—')-". 从定海到上海发展，
在虹口塘山路创办上海达丰染织工
厂，由于是完全国货，赢得国人关
爱，购买者众多。')!% 年他又在
曹家渡北岸购买 /%亩土地，雄心

勃勃大兴土木，购置世界一流的印
染机器设备，在厂门口用醒目大字
书写“中国首创漂染工场”，开始
生产中国第一代机器印染棉布。一
个由中国人自己生产经营的首家机
器印染厂，集自纺、自织、自染、
自漂的完全国货为一体的纺织联合
体，在上海滩洋商云集之地崛起
了，其价廉物美均压倒同业洋商，

大张中国人志气。因成功首创机器
印染业，王启宇一举成为我国机器
印染业先驱，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
留下不朽的篇章。
王启宇在经营管理达丰染织厂

时，十分重视企业品牌，产品商标
广告很有特色。如达丰染织厂的商
标广告画的设计都选择吉祥富贵的
图案，富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上
方印有商标名称，下方印有“中国
首创”四字和厂名；商标制作聘请

有名气的画家绘制，工笔描绘，金
粉抅线，张张精美无比；商标名称
起的很讨口彩，如一品图的麻纱，
双童图的哔叽，三星高照的直贡
呢，四喜图的府绸，五子高升的卡
其，七子闹元宵的海昌蓝布，九子
得利的斜纹，产品真是花色繁多、
琳琅满目。
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达丰厂生

产销售的布匹都夹有宣传标签，最
上面醒目印有“中国首创”，中间
是大大的荾形格“卍”字商标和
“永不退色”的四字为记。下方印
有宣传语：“注意！凡本厂所出不
退色之布疋，布边上均有此‘卍’
字商标及‘永不退色’四字为记”。
这些广告标签随着纺织产品，走
向市场，流进千家万户。作为一
家完全国货的民族企业，达丰商品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深受市场追
捧。
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达丰老

厂已成为历史。这一枚枚商标广告
画历经百年沧桑，纸张虽微微泛
黄，但依然光彩夺目，它们叙述着
我国民族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记载
着民族实业家的创业和成就，也再
现了上世纪民族纺织行业曾经辉煌
的那段时光。

! ! ! !吴昌硕（'(//—
')!+），原名俊、俊
卿，字昌硕、仓石，
别号缶庐、苦铁等，
浙江安吉人。中国近
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
渡时期的领袖级人
物。“诗、书、画、
印”四绝，为“海
派”的代表人物，曾
担任享誉海内外的百
年名社西泠印社首任
社长。吴昌硕与任伯
年、蒲华、虚谷同为
“清末海派四大家”。

吴昌硕的篆刻、
书法、绘画、诗文等
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
和不朽的精神风骨，
他还擅写“石鼓文”，
扑茂雄健，精气盘
旋，突破陈规而自成
一家，表现出一种遒
劲感与气势，从而给
人以视觉的丰丽竣逸之美。!%'/

年 *月，我爱人的哥哥送我两枚
铜质镇纸，上面有吴昌硕的石鼓
文。这两枚镇纸是他在 *%多年
前，一次出差时，从旧品市场买
下的，一直收藏至今，虽因时间
久远，表面有些磨损，但所刻的
字仍然清晰。
石鼓文，我国现存最早的刻

石文字之一。在十块鼓形石上，
用籀文（即大篆）分刻着十首为
一组的四言诗。因内容为歌咏秦
国君的游猎情况，也称为“猎
碣”。唐初在天兴（今陕西风翔）
三畸原出土。以前有人误认为周
文王或宣王时的石刻。近人考证
为秦刻石，但仍有秦文公、秦穆
公、秦襄公、秦献公等不同说
法。历来都很推崇其书法。现在
其中一石字已磨灭，其余九石也
有残缺，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两枚吴昌硕石鼓文镇纸，
不仅是一种回忆，更是一种表
达。我看着这两枚镇纸，既为吴
昌硕的书法而震撼，更为它的美
文而钦服。去年正值吴昌硕大师
诞辰 '+%周年，得些佳物，也受
到知识的陶冶、哲理的启迪和诗
意的熏染，可谓典型的文化大
餐。为继承和发扬吴昌硕大师的
艺术成就，以及缅怀他的不朽精
神风骨，人们会将这一国粹发扬
光大，永恒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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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谛书跋 ! 王金声

寄情的紫砂赏盘
! 蔡一宁

“中国首创”的老商标
! 李涌金

" 图 !!三星高照老商标 " 图 "!九子得利老商标 " 图 *!达丰染织厂老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