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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自明止堂收藏古砖二十多年
来，搜寻渠道从农民老宅动迁的征
集到文玩藏家手上的收购，从乡村
野舍到全国各大古玩市场，而今互
联网时代的信息日新月异，征购的
渠道也起了很大变化，用现在专业
术语叫做“线上线下互动”。今年，手
机微信圈的考古信息莫过于江西海
昏侯汉墓和湖北襄阳南朝画像砖墓
了，由于我的“砖家”名号，友朋皆
知，“砖痴”圈内无人不晓，所以但凡
看到此类消息的都狂轰滥炸地发于
我，致使我潜意识里总有一个声音
在说：“全国人民都知道湖北襄阳的
画像砖墓，如果不去一探究竟，那还
算啥砖家。”
对于古砖的寻访考察，往往如

此，知道就得立即开道，否则转瞬即
逝，永远看不到。于是 !"#$年 #!月
!%日平安夜那天，我与字砖馆的胡
斐一同飞到了襄阳。由于先前几天
刚恰在明止堂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字
砖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
先生与会并致开幕辞，他饶有兴致
地介绍了自己考察襄阳画像砖墓的
情况，并分享了他拍下的精彩绝伦
的南朝绘画砖。在楼会长和武汉大
学罗运环教授的引荐下，我结识了
襄阳市博物馆馆长王先福和此次发
掘领队叶植两位先生。抵达武汉天
河国际机场时，浓浓的雾霾给我们

访砖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探索感，车
行三小时，犹如云端飞行。抵达襄阳
后，考古所领队叶植先生热情接洽，
带我们来到襄阳东南的余家湖社区
柿庄自然村 &'$号南朝画像砖墓，
墓区四周正在施工，拟是又一新建
化工厂，细观墓址，风水极好，稍高台
地，前有汉水拱卫，北有岘山之屏。墓
室四围，工厂林立，烟囱吐雾，异味刺
鼻，我与考古现场的刘队长行走在雾
霾笼罩、伸手不见五指的土路上，周
遭草木萧瑟，真有时空穿越之感。遥
想一千五百年前，肯定也是一批人
来来回回穿梭这片田地，繁忙地营
造着墓室。走近幽室，我被这座设计
精巧、高厚宏伟的豪墓之气势所震

撼，虽目瞪口呆，很想倒吸一口凉
气，大声呼唤出来，忽然想到雾霾会
吞噬无数的肺细胞，还是抓紧闭上
了嘴，径直走进了墓室观赏。墓室为
多重券顶结构，墙壁、地砖满是画像，
计有儒家类的郭巨埋儿、礼乐出行；
道家类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千
秋、万岁、博山炉；佛家类的男女供养
人、忍冬莲花缠枝纹。造型多与河南
邓县学庄村西南的南朝画像砖类似。
襄阳一地为南朝萧梁皇室起家之地，
且为屏藩重地，多为太子及重臣经
营之域。早些年的襄阳城西贾家冲、
襄城区檀溪办事处麒麟村出土的南
朝画像砖同样精美绝伦，儒释道三
教合一，画风如出一辙。由此更联想

到南京、丹阳等地出土的竹林七贤
及羽人戏龙等大型拼镶画像砖，其
技法和风格，虽小有不同，但似祖一
蓝本。探讨六朝绘画，世无真迹传
世，只得从画像砖中寻求，因此六朝
画像砖墓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另外此墓所出之砖证史补史也非妄
言，例如千秋砖和万岁砖，它们与常
州博物馆所藏千秋万岁砖基本一致，
均是身着开襟衫，束腰，两翼张开，长
尾上扬，双爪并立。人首鸟身为千秋
砖，这可从《山海经》等书中寻觅，兽
首鸟身为万岁则史料几无记载，只能
从各地画像砖中补识探究。

!"'$ 年圣诞节这天最大的礼
物就是让我这个“砖家”在南朝砖室
墓里痴待了一整天，我对考古所领
队说：“我愿长躺在这精美的幽室，梦
回六朝，‘此间乐，不思蜀’”。考察就
要结束了，在离开现场时，我心有不
舍，大家也读出了我这个“砖痴”的心
绪。来到博物馆，王馆长拿出三块砖，
捐赠给明止堂古砖研究与保护中心
供研究之用，并举行了简约的捐赠
仪式，以偿我的心愿！
回到上海，我欣然写下七律一

首以志纪念。
萧梁幽室向天空，并立三教互

会融。郭巨埋儿非也是，莲花四象绿
尤红。千秋搏击展雄翅，万岁腾奔振
宇穹。胡角声声醒俗世，睡乡作梦雾
霾中。

! 朱明歧

明止堂襄阳得砖记 ! ! ! !女儿从欧洲出差
回来，带来一大堆纪
念品和食品，其中最
令我高兴的是外国火
柴，而且是不多见的
迷你型小火柴，给我
的火柴世界增添了新
成员。
这种小火柴产于

荷兰，超级迷你，人见
人爱。它长 !()厘米，
宽 #(*厘米，厚度仅 '

厘米，体积只有指甲
大小，是普通火柴的
五分之一，小巧玲珑，
真称得上是名符其实
的迷你型火柴。
精致的是，它虽

小却具备了普通火柴
的所有元素。这盒风
景图案的火柴盒，正
面是一幅荷兰著名的
阿姆斯特丹河畔的建
筑风光，上面标有阿
姆斯特丹的英文文
字。火柴盒反面，上边
印有“&+,+ -./0123”，
即英文迷你火柴，旁
边是荷兰的红白蓝三色国旗，下
边是迷你火柴的条形码。侧面分
别印有欧盟生产、纪念品、#4支
包装和联系方法等文字，另一侧
面是磷片，用于擦火柴取火。小小
火柴，生产制作工艺规范精致，它
的功能特征和商品元素一应俱
全。为了安全起见，火柴盒上还特
别注有“请远离儿童”的安全提示
文字，真是用心良苦。

打开火柴盒，'5 支红色药
头、黄色木梗的小火柴依次躺在
火柴盒里，可爱之极，令人喜欢。
火柴虽小，但取出火柴，每根火柴
一擦即燃，发火灵敏度极好。女儿
这次带回的火柴有 $个品种，分
别是荷兰风景、荷兰国旗、国花郁
金香、七叶枫叶和特种火柴等图
案。上月，第三届全国商标收藏文
化节在常州举行，我带了几盒迷
你火柴送收藏同好，围观的人啧
啧称奇，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羡慕
的眼光。
如今，火柴已渐去渐远了，它

的取火功能已被打火机所替代，
逐步退出商品市场。目前，在一些
宾馆里还能看到火柴的踪影，但
更多的则是怀旧和收藏留念的功
能了。聪明的荷兰人匠心独运，将
火柴缩小成迷你型小火柴，创意
和做法其实很简单，但融实用、艺
术、留念、收藏为一体，拓展了方
寸火柴的创新天地。虽然这种迷
你火柴价格不菲，每盒竟然售价
'欧元，但女儿最了解老爸这个
火柴迷的心思，凭着她娴熟的英
语，询问打听找到这种奇异火柴，
并毫不犹豫捧了一大堆回来。现
在看来，真是物有所值呀，因为它
已成为我的家庭火柴收藏馆中最
小最迷人的火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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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紫砂壶由壶身、壶嘴、壶把、壶
盖、壶钮、壶底这些基本构件有机组
织而成，形成壶系统———一个个独
特的小宇宙。

那么紫砂壶是怎么分类的呢？
这要从紫砂壶器形样式的来源来考
量———

从紫砂器皿的传统形制看，顾
景舟和徐秀棠在《宜兴紫砂工艺陶》
中归结为六类：“仿商西周春秋战国
青铜器造型，如鼎、尊、爵、彝等；仿
古代陶器造型，如罍、觚、杯、瓿和秦
汉瓦当、画像砖纹饰；仿古代玉器和
秦权等造型；仿瓜果、花木变形塑
造，如莲、荷、桃、柿、葡萄、松、竹、梅
等，运用浮雕、半圆雕手法装饰；仿
器物提炼概括成形，如笠、柱、础、
筐、升等；以各种几何图形体组合成
形。”可以看出，“仿”在传统紫砂器
皿造型中的基础性作用。
就造型而言，目前大致有六种

分类方法———
第一种分类，为徐秀棠《中国紫

砂》（上海古籍出版社，'667）中的三大
类分法：光货（光素器）、花货（塑器、花
塑器、象生器）、筋囊货（筋纹器）；
第二种分类，为钱剑华《紫砂茶

壶的造型与鉴赏》（江苏人民出版
社，'66!）和李壮大《宜兴紫砂器是
怎样成为中国名陶的》（《古陶瓷科
学技术———'676 年国际讨论会论
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66!）中的三大类分法：几何形体造
型、自然形体造型和筋纹器造型；
第三种分类，为江苏宜兴陶瓷

工业公司《紫砂陶器造型》（轻工业
出版社，'687）中的四大类分法：几
何形体造型、自然形体造型、筋纹器
造型、水平壶和茶器造型；
第四种分类，为姚国坤、王存

礼、程启坤《中国茶文化》（洪叶文化
事业有限公司，'66$）中的四大类分
法：几何型、仿生型、艺术型、特种型；
第五种分类，为潘春芳《宜兴紫

砂器造型图集》（荣宝斋出版社，
!557）中的四大类分法：圆器、方器、

塑器、筋纹器；
第六种分类，

为韩其楼、夏俊伟
《中国紫砂茗壶珍
赏》（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55'）中的
五大类分法：圆壶
类、方壶类、花塑器
类、筋纹器类、水平
壶类；

第七种分类，
为吴山《中国紫砂

辞典》（凤凰出版集团江苏美术出版
社，!558）中的五大类分法：圆形器、
方形器、筋纹器、花色器、仿古器。
值得注意的是，韩其楼在编著

的《紫砂壶全书》（华龄出版社，
!55*）中将之前与合作者夏俊伟的
上述第六种分五大类的分法做出调
整和修订，从上述第三种分四大类
的江苏宜兴陶瓷工业公司的分法。
台湾紫砂研究学者黄健亮《明清紫
砂艺术》中，从南京艺术学院潘春芳
教授的上述第五种分四大类的分
法。刘黎平在编著的《紫砂壶典》（湖
北美术出版社，!5'%）中，综合了上

述第一、二种分三大类的分法：光器
（光货、几何型）、花器（花货、自然
型）、筋囊器（筋纹型）。

而杨子凡著作 《紫砂的意
蕴———宜兴紫砂工艺研究》（中华书
局，!5'%）中的分类法，为上述第一
种和第五种的综合，分为光货、花货
（也称塑器）和筋瓤货（现在多称为
筋纹器），其中光货又分为圆器、方
器。所不同的是，习惯上的“筋囊”一
说，在这里为“筋瓤”。
我个人认为，从视觉欣赏角度

看，还是要化繁就简，以第一种分类
徐秀棠的三分法比较简约。从收藏
和研究的角度看，以第五种分类潘
春芳的四分法比较科学，这种分类，
为紫砂成型工艺的分类。圆器、塑器、
筋纹器为围制成型，方器为镶制成
型。如我们日常看到的，圆器的代表
壶型，比如石瓢（见图）、井栏、掇球；
方器的代表壶型，如，传炉、僧帽、砖
方；塑器的树瘿、佛手、松椿；筋纹器
的代表壶型，比如菱花、瓜形、合菊。
但不管怎么分类，正如明代周

高起在《阳羡名壶系》所言，紫砂壶
都要让饮茶人感受“能发茶之真色
香味”为第一要义，“尽色、声、香、味
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
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换句大白
话，紫砂壶再怎么分类，第一要义是
壶乃泡茶所用之物，造型再好看，泡
不出好茶来，那还是要归为假把式。

———人间紫砂之九 ! 刘运辉

! ! ! !这是一块上宽下窄、高 79)厘
米、宽 8(7厘米、略呈陏圆形的普通
鹅卵石，经高手简单地勾描涂饰，便
成了一件足可把玩、陈设的美物。
此石本有一些纹理，制作者就

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天然线条和色
差，攫其天趣，稍添几笔，便“变”显
出岧峣山姿，峰峦起伏，悬崖峭壁，
观之如临绝境。作者在左侧岗巅绘
一绿顶小亭，亭左古树昂立峥嵘，亭
右老松弯垂，虬枝接叶，含迎客之
韻；中部的高山包上点染树丛，隐现
葱郁，透着生机，活力存焉。卵石虽
微，景致却有近、中、远之别，而石面
天然的色光，又彰显光影效果；山丛
中一抹浅淡的白色，恰似漂移之云
霭，平添灵动之感，耐人寻味。我琢
磨制作程序大抵是：选中卵石先洗

净，依其天然纹理为基础构思画面，
略加几笔山势，精心描绘亭、树，待
墨彩干后敷上一层薄薄的树脂加以
保护，即使浸水亦无虞也。
这件妙作的“出品人”，乃是川中

大画家、“没名堂”堂主谭昌镕先生。
'6))年生于成都的谭先生，')岁即
拜师来自上海的倪冰先生（抗日战
争时期由沪入川），绘制舞台布景，
由是与画结缘，凡戏剧人物、花鸟走
兽、山水竹木均有涉猎。他说：蚕儿
是吐丝的天才，蜜蜂是酿蜜的天才，
但只有天赋而没有勤奋，依然造就

不出丝和蜜。谭先生正是有此感悟，
数十载矢志不渝，手勤苦修，终于自
成一格，成为杰出的花鸟画家。美国
总统卡特访华时，政府曾以其代表
作《雄鹰图》致赠，受到高度赞誉；中
央电视台大型电视专题片《邓小平》
中，有谭昌镕为小平同志所画《白猫
黑猫》图的描述……中外媒体对谭
先生的艺术成就介绍甚众。
近十年前，我在蓉偶识谭先生，

他即热忱邀我去“没名堂”。在观赏
淋琅满目的佳作之余，他还慨赠画
册画作和这块别具情趣的鹅卵石留

念。嗣后，我专配了白色透明的小塑
架搁放此石，并置于书桌，时常引起
亲友来客的观兴。可见，物不必以大
为贵，也未必以贵为上，有艺则趣，
有趣则灵。“没名堂”主实在是“有名
堂”呵。

壶以类聚，型以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