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收藏外国硬币不是有目的
的，被推着拥着就起步了。
首先，到国外旅游都要准备一

点当地的零钱，买冰淇淋、上厕所都
要用。比如，我以为到了欧洲，欧元
可以通用，哪晓得到克罗地亚不能
用欧元，走了三家烟杂店，想用欧元
买一瓶可乐解渴，店主不理，有钱不
要赚。好不容易从驴友那里换了克
罗地亚的硬币库那，才解燃眉之急。
可是离开克罗地亚到达斯洛文尼
亚，那里却不收库那只收欧元。于
是，口袋里沉甸甸的一把库那没了
方向，它们的唯一出路是：收藏。
如今，我已经收藏了 !"#个国

家的 "$%枚硬币，不算多，也不算
少，其中不少就是“剩余物资”。
其次，我在花鸟市场闲逛时，碰

到一个当过码头工人的店主，他曾
在外国货轮上装卸货物，见到外国
海员便和他们搭讪，对方会送他几
枚外国硬币留念。它们很漂亮，很
新奇。以后，每当碰到老外，他总
要索取几枚该国硬币，或者用人民
币跟他换。再以后，外国海员会特
地收集一些硬币，到上海港找他交
换。于是，到了 $%岁，他辞职开
一家钱币店。
他问我：你不是当过海员吗？你

收了多少硬币？来来，我送你几枚。
如此这般，送了我好多次，我的

脸皮就渐渐薄了，偶尔到他店里买
几枚冷门的硬币，比如：库克群岛
的、基里巴斯的、马其顿的……
有一次他问我：要不要买一本

欧元硬币大集？&%%%元。欧盟国家
有 #'家，虽然欧元在欧盟国家是通
用的，正面刻的都一样，但是反面还
是有各个国家的印记……
我谢绝了。一下子把欧元硬币

收全了，就少了滋味。收藏的味道就在寻寻觅
觅，点点滴滴，对对错错。

第三，我有两个海员朋友经常跑外国码
头，得知我喜欢外国硬币，时不时送我几枚。
硬币的面值大不到哪里去，我也就收下了。我
自己到国外去，尤其是内陆国家，我也会把那
里的硬币带回来送给他们。

我在伊朗收到了带小环的独特的古银币，
用绳子一串，我把它挂在手机上。我收到的最
大硬币是澳大利亚和哥斯达黎加的，直径有
&(#厘米，很重。我收到最小的钱币是捷克的
（)("厘米）、玻利维亚的（!(&厘米），印度的
更小，只有 !(!厘米。
第四，我们家小孩和我一起收集硬币，分

设三本集子：亚洲的一本 （*)&枚），非洲和
美洲的一本（)*+枚），还有是欧洲和大洋洲
的（*%$枚）。有的硬币中间有小圆孔 （丹麦
的、挪威的、土耳其的、日本的等等），有的
硬币是方形的，有的硬币是花瓣形的，还有的
是七角形的。
每当我出国旅游回来，小孩问我的第一句

话就是：收到什么硬币了？似乎她只要这个礼
物，似乎我在那个国家连小小硬币都收不到有
些不像话。于是，每到一个国家，我第一件事
就是请导游帮我收集几枚这个国家的钱币。这
个拜托并不简单，比如，我要老俄罗斯的硬
币，后来变成苏联了，那种有列宁头像的卢布
我也要，再后来又变成普金的俄罗斯了，新的
硬币我也要……
有人说：在所有的收藏门类里，收藏钱币是

最聪明的收藏，钱总是钱，跑不了。我没那么机
灵，我的外国硬币收藏属于“被逼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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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佛家有云：“茶禅一味”，诗
家曰：“酒生诗情，茶意禅。”范建
强之壶艺正如世人说弥勒佛言
“大肚能容天下之事”，意亦在
兹，境亦在兹，知道化焉亦在兹。

凡藏识大家，皆观器问意，
无境不取，气韵生动，妙法自然，
然尤独爱求索，释智化之妙，上
上善器。考中国宜兴紫砂壶，明
清以降，名家若里，名器若长，以
贵以珍合于茶道雅涵，紫砂文化

经多少紫砂艺
人辈辈承袭，苦
若用智，已成独
特东方文化大
支，随太平盛世
之乐，茶时风而
日盛，茶随壶
香，壶栽茶之

道，建强壶艺之成实天时、地利、
人和。

范建强生于宜兴丁蜀镇，紫
砂之乡，祖上范大生、艺根植深，
少小玩泥，灵悟独具，又得徐汉
棠、范伟群等大师少师言传身
教，发以勤苦之功，得入奥堂之
妙，日生月久，渐显自家艺风。范
式之砂壶谨守“无一团和气之
理，不可成器”之规，使每一投世
作品都有“一个说法”、“一个哲

理”、“一个趣境”，为藏家打开了
一个“启智养心、融茶和意”之赏
壶玩壶境界。

范氏的《劲竹壶》平稳安然，
释“稳重求安达”之意，壶身如方
斗，配以竹节，清茶冲发，是说
“如竹之虚，如斯之雅，君子之风
度”。《君子壶》嘴把方成，壶身取
玉璧之形，君子如玉，温文尔雅，
何不引君发幽思，“一壶萌动思
者念，有缘来聚结心知，《高瞻远
瞩》形如智者老人道骨仙风。稳
朴带着飘逸的仙气，如孩童般的
天真烂漫。”此壶之珍，珍在意说
道法自然之真，他的《儒风壶》身
如汲直，把流呼应，蓄势待发，使
人想起千竹波涛，德化养人，以
此壶饮，怎能让人不生发“君子
之交，淡如水”之感慨。《壶中趣》

（见图）存“智于圆”而“畅行于
化”之机，《春风得意》发“乾坤交
泰，大气丰盈”之象，《月影壶》寓
“物物相因，化理归元”之真，“方
寓于圆，圆寓于方”万象易之，世
间事同此理。

由于其制壶成器存知启智，
深得鉴藏大家趋爱，在国内大展
中连连夺魁。《儒风壶》《劲风壶》
分别荣获第六、七届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精品博览会金奖。《方圆
系列》获第十三届中国艺术博览
会金奖，*%%,年应邀赴韩国，并
现场表演制作，获得韩国广大壶
友和藏家赏识。

由此观之，范建强壶艺之
成，入众多鉴赏大家之目，正所
谓：道法自然成方圆。宝器为仁
者得之，善哉。

! ! ! !仙到玉屏留古调，客从海外
访知音。我国贵州省黔东玉屏制
作的平箫玉笛闻名遐迩。自明清
起至民国，当地制作箫笛的工匠
精益求精，代代相传，把箫笛制
作艺术推向高峰，涌现出一批具
有工匠精神的行家里手。其中就
有郑维藩、郑芝山、郑紫山、张仑
山、张嵩山、王金山、王银山、吴
春山、吴云山、彭忠山、杨春山、
黄仲山、洪平山、罗云山、谢嵩
山、聂凤鸣等，他们精雕细刻的
箫笛远销海内外。这些艺人们为
了生计，也常选用当地的优质竹
材制作一些精美的手杖，专供天
下驴友享用和留作纪念，借此把
黔东悠久历史文化传播出去。

笔者收藏有一支玉屏竹质
手杖，此杖长 -*./，球形杖首由
根瘤隆起部雕成，直径 &("./，杖
身直径 #("./，全杖满工满刻。古
人云：“杖有铭，所以寓劝诫之
意”。此杖中段用行草书阴刻清
代郑板桥《浪淘沙·洞庭秋月》
词：“谁买洞庭秋，黄鹤楼头，槐
花树老桂花稠。才送斜阳西临
土，月上帘钩。茫茫大江流。夜静
云已收，万条银线满江浮。不用
画船孤舟去，我自神游”（其中个
别用词与原作不同），并刻有“右

调、洞庭秋月、左句”等字样；上
段刻行书阴文“民卅五年孟夏
月”纪年，并开窗镌四字篆书阳
文“旅黔纪念”；下段照常是行书
落款“黔东玉屏，黄仲山精刻”。
所有杖铭均填以白色或绿色。这

支制于 )-$, 年的手杖
竹质古朴坚实，包浆厚
重，已呈红褐色，所镌杖
铭笔力精绝，隽秀清峻，
""字一气呵成，寓意更
具深契热爱自然、神游
山河之人之情意，旨在
劝慰老人要抛却失意，
乐得自在，安然归隐，潇
洒走人生。显然，这是一
支“年逾古稀”、文人气
息浓厚、值得收藏之杖。
如能执此杖壮游天下，
岂不悠哉乐哉？

郑 板 桥 （),-& 0

)+,"），原名郑燮，字克
柔，号板桥，江苏兴化
人，祖籍苏州。康熙秀
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

元年进士。官至山东范县、潍县
县令，政绩显著，后倦鸟归林，客
居扬州，以卖画为生，其诗书画，
世称“三绝”，是“扬州八怪”之重
要代表人物。板桥先生生性洒
脱，怀抱“修、齐、治、平”的儒家

理想，为人做官追求理想境界，
醉心向往庄子“逍遥游”。当困于
仕途，身心俱疲时，尤渴望能遨
游于天地之间。于是《浪淘沙·洞
庭秋月》就成了其深情吟唱。

据悉，我国手杖文化源远流
长，早在 '%%%年前就已出现。手
杖，亦名扶杖、拐杖、拐棍。在古
代，它不仅是助老行走的工具，
更是敬老尊贵的体现。陶渊明
《归园田居》曾咏：“策扶老以流
憩，时矫首而遐观”，苏东坡《定
风波》词则云：“竹杖芒鞋轻胜
马”。手杖作为“贵儒”的象征，风
行于世。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开
始及兴盛，手杖文化也登堂入
室，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佳侣”。
在老上海，手持“斯蒂克”（手杖
的译音），那绝对是涵养优雅、绅
士风度的体现。然而，随着我国
改朝换代、“移风易俗”，手杖文
化的传统渐行渐远，甚至逐渐退
出了文化历史舞台。然而，改革
开放后，古董手杖收藏重又成为
风尚。上海收藏家陆杰瑞坚持数
十年，搜集足迹遍及五湖四海，
已收藏了 ,%%多支古董手杖，并
成立了国内乃至亚太地区第一
家手杖博物馆，为我国重塑“绅
士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玉屏手杖走天下
! 蔡一宁

道法自然成方圆 ! 尹霄荣

! ! ! !钱知宸是上海根雕协会秘
书长、高级根艺师。受祖父影响，
从小耳濡目染，对根艺执著爱
好，开启了“寻根”之旅，经过十
几年的不断钻研努力形成了别
具一格的形意根雕艺术。所谓形
意根雕，就是以“自然美”为原
则，创作中依形度势、按材施艺，
顺乎自然、巧取自然。
“灵感来自学习，来自本身

的素质”。钱知宸善于学习，他坚
持博览群书，《佛学》《弟子规》等
都是他不离的读物。在他看来，
世上很多奇根异材，只要有发现
艺术神韵的能力，就能赋予根艺
灵魂的意境。近年来，他贴近生
活创作的《石库门的记忆》就是
一例。石库门住宅起源十九世纪
后期，时逢战乱，苏浙一带的富
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拥入租
界寻求庇护，外国房产商乘机大
量修建住宅，在上海，中西合璧
的石库门住宅应运而生。早期的
石库门，门楣是模仿江南建筑的
仪门做成的中国传统砖雕青瓦

压顶门头式样。后期受西方建筑
风格的影响，常用三角形、半圆
形、弧形成长方形的花饰，类似
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
饰。总之，此类建筑以石头做
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
其门楣为最精彩的部分。因外
门选用石料作门框，故称“石
库门”。它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居
民住宅，也成了上海传统弄堂
住宅的代名词和标志。
“好的根艺贵在因材思意，

依据根材原有的天然形态，然后

赋予它鲜活的
个性。艺术的
美在于发现，
根雕艺术就是
要在保留根材
原有纹理魅力
的同时，贯通
人与自然的脉络，追求人文与作
品的完美对话。”钱知宸如是说。
为了传承历史文化1 他还建立了
乾宸文化艺术馆，并利用业余
时间积极搞些创作。作品 《石
库门的记忆》 主题鲜明、构思

巧妙、雕工精美，具有强烈的
个性表现和艺术感染力，她生
动地将旧上海的世俗风情，展
现在现人的面前，勾起老上海
人的温馨、难忘的回忆。

（图片摄影：张静庵）

! 原 野（上海）

形意根雕《石库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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