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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每年
从腊月二十三送灶神起，意味着过
大年的倒计时开始了。随着城市化
的进展，如今民间传统的送灶神习
俗已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淡出，但
回味祭祀灶神的种种趣闻轶事，祈
福平安和薪火相传乃是芸芸众生
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笔者酷爱火柴与火文化的收
藏和研究，凡是和火有关的实物、
史料、图片等，立马收入囊中。前不
久，藏宝楼古玩商徐先生为我觅到
一对清代木质灶神像，高半尺多，
灶公灶母雕像精致，金粉镀身，虽
经岁月磨损，表面有些剥落，但仍
神采奕奕、惟妙惟肖。

传说灶神是天帝派至人间的
神，常年留驻在家家户户的灶头

上，与百姓朝夕相处。他掌管每户
的灶火，护佑每家的安全，但他作
为天帝的耳目，又监视着民间的一
举一动，尤其监察人间有什么罪恶
之事。由于灶神掌握一家的寿夭福
祸，于是人们在自家灶间恭敬而虔
诚地供奉灶神，有雕像的，有木牌
的，更多的是纸质的画像，左右两

旁书写“下界保平安，上天呈好事”!
盼望家庭安康岁岁平安。

每到年底，灶神要上天向天帝
汇报人间好坏之事。在日常生活
中，人们总有些磕磕绊绊和争争吵
吵的琐事，大家唯恐灶神向上讲坏
话打小报告，于是采用祭拜来奉承
灶神。我国汉族地区祭灶神的习俗
已有千百年的历史，每年末从腊月
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起开始祭拜
灶神。这天，一家人摆上酒席，备好
纸马和麦芽糖，纸马是供灶神骑着
上天。麦芽糖用来甜润灶神的嘴
巴，老年人往往会将糖涂在他的嘴
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点，不好
的话别说”，使得灶神满嘴甜糖，向
天帝汇报时，粘牙糊嘴、含糊其词
只讲“好，好，好”，多讲民间好话，
使人避祸得福。这时，人们把灶神
牌位反转过去，谓之送灶。到了除
夕三十，灶神上天汇报结束，人们
又将灶神牌位再转回来，或者再贴
新的灶神像，称之迎灶，标志着新
的一年又开始了。

最近，徐先生又热心为我收集
到一件挂壁式香火炉，这件香火炉
用陶土制成，形状为倒梯形，中间
可插香，背部有两个小洞，穿绳可
悬挂在灶壁上。炉面自上而下分别
刻有“司命”、“灶君”、“香火”字样。
由于经常烟熏，表面灰黑色，古拙
而又质朴。

据传，司命原本是神话中的文
昌宫星神，主司人寿，掌管人的生
命。因职能与灶神有点相似，以后
就混为一谈，成为灶神的代名词。

在我国浙江、福建地区，人们
将司命灶神作为护佑家族传宗接
代的象征。家里子女长大成家立业
了，全家会举行隆重的香火继承仪
式。父母将大家庭的炉灶烧得旺旺
的，然后将火种引燃儿子家里新砌
的炉灶，在熊熊炉火前，儿子在自
家新置的灶神牌位前点香，插在这
个香火炉中，意喻家族香火不断人
丁兴旺。平时大家所说的“香火不
断”，也就是这个意思。此时，大家
燃放鞭炮，又一个新家庭成立了。

灶神像和香火炉，形成了我国
民间特有的灶头文化。现在，祭祀
灶神的场景已渐去渐远了。但追根
溯源，这种过年时曾经盛行的重要
节俗，表达了先民们对家庭火源的
崇敬之情!是生生不息的企盼。

! ! ! ! 辛卯年九月下
旬，我有事来到老店
新开的顺昌路淮海旧
货商店。这里老旧货
琳琅满目，有老钟表
旧工艺品，是新上海
人知之不多的店家，
也是许多“老克勒”收
藏玩家光顾的理想天
地，这里价格公道假
货少又是少的有国有
店，是淘宝的圣地。
这天我在店里看到一
块工极细，土白色的石头，以前我
从没看到过此类物件，就好奇地问
营业员这块是什么。他干脆地说是
“压货”。我也不想要了就回家了。
晚上睡前突想此事，我这人对自己
看不懂的更感兴趣，况且标价 "#$

元，我想明天就去买。
第二天上午赶去东西还在，我跟

营业员熟识，问他有什么好东西，他
说新到一只图章“周易”挺好的，分量
特别的重，材料质地还不能肯定，标
价 %$$元，我两样东西一起买下，一
块石头给人看都说是“压货”。

"$ 月 & 日，星期六，在多宝古
玩城 '楼，卢湾区收藏家协会开例
会，我拿出这两样东西，多说石头是
“压货”、图章是铜或金合铜。直到原
卢湾区古玉协会副会长朱家国先生
的到来，我忐忑不安地拿给他看，他
接到手里观摩了好长一会对我说：
“小殷你收了一块好古玉啊！”他说
这是一块明代的子辰佩玉牌。上面
雕刻了一条精致的三爪蟒龙，驾着
祥云，下面一只肥硕的老鼠，双方双
目相对，栩栩如生充满着生动的张
力，场境大气，非一般工匠能企及。
料可能是鸡骨白的青玉。朱会长还
向我们讲述了子辰牌的由来。始于
汉朝兴于明代，古人认为子辰之时
即晚上 ""点至明日早上 (时，此时
阴气最足，无常鬼抓性命之时，佩戴
子辰牌能保佑自己安稳度过这段时
辰。也是古人对长命长寿之祈愿。听
完这番话我对自己无意中收到这么
难得的珍品而感到庆幸。

! ! ! !人对一件事物一旦产生情感，
在闲时的把玩中，就能找到更多的
乐趣。这几年结识了几位制壶朋友，
对紫砂壶的热情，有增无减，因好
壶好泥把握在手中，茗茶之间多了
一份观赏之乐，见壶身的名家书画，
从中见到书法、绘画、刻工于一身，
使壶中这一小天地，顿时变大变美，
别有洞天。壶握在手中，慢慢地紫
砂壶外面的皮壳发生了变化，犹如
玉壶，可谓美不胜收。

多一份爱好，生活就多一份乐
趣，茶畔静消无事福，这种乐趣所在，
同道中人定然是心知肚明。一日申壶
葛军来我家小坐，我给他泡上了一壶
大红袍好茶，与友谈天说地。可是他却拿着
我泡铁观音的壶，在手中不停地抚摸，看
了又看，不愿释手。我对他说你是制壶能
手，家中所藏好壶也是无数。他说不是的，
在数月前见此壶尚没有如此的透亮，好像
是把新壶，用上几个月竟发生了如此的变
化，叫人惊叹。他说这泥是上等之泥，是真
正的龙山泥，好泥制好壶，把在手中观其日
日发生着变化，不亦乐乎。他说去年年底曾
请韩敏先生画的几把茶壶，转眼就有一年
了，这几把茶壶，他只用了一把，哪天拿来

让我过目一下，那可美着呢。想起
去年年底，葛军想请韩敏先生画几
把茶壶，托我想想办法，朋友之邀，
我理应尽力而为，可我与韩敏先生
不熟，幸好我与茆帆感情甚好，心
想若是托茆帆帮忙肯定能成。

葛军给了我好几把茶壶，其中
两把指名求鱼和竹，其余的就看老
先生随性发挥了。我到龙华古寺请

茆帆兄帮我邀请韩敏先生画几把茶壶。茆
帆兄也不多言，只说好啊，留下吧。没过多
久，茆帆便来电告知，我所托之事已经办
妥。在此我深为感谢。我将完成的壶交给
葛军时，便问他为何一定要鱼和竹，难道
别的没有特别喜欢的吗，还是另有深意？
他说没什么意思，只是想，人须知足，生
活才快乐，少烦恼，鱼就这样，鱼在水中
游，冷暖自知，自由自在地生活，是人生最
重要的。我想也是，能在这美好的生活中寻
找自己的一方天地，这样就够了。

! ! ! !这是一张摄于上世纪 #)年代看似十分普通的老照
片，用现在眼光来看是如此酸涩，它折射的是当年人们
的喜好及追求，是当年国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局长小华沙、厅长伏尔加、省长翘尾巴”，这是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则顺口溜，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私人
是鲜有轿车的，就连公车的拥有量也很少，国产轿车更
是凤毛麟角，能够坐轿车的，大多是些有相当地位的官
员。然而，对拥有轿车的向往与追求，则是长久以来人的
天性，那时，如果有一部高级轿车停在那里，常会让多少
人投去羡慕的眼光。为了满足自己的轿车梦，于是就流
行起以轿车为背景的照相潮流，也是一种时尚。

未料想，直至近日我才发现，照片中还暗藏玄机，因
为照片的阴暗部分时常会为人忽略，那时照相，一辆车往
往同时有几个人争抢，大家也都很自觉，顺序进行。经过仔
细端详，在轿车的另一侧同样也有人在拍照留念呢。

这张照片为本人杰作，背景是停于公园里的苏联
产伏尔加牌轿车，照片中是我的弟弟，光阴荏苒，如
今弟弟早已经跻身“有车族”，看过照片他感慨万千，
国人生活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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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世博会参展国名片》连载
从 %))(年 ""月 "%日在《新民晚
报》*&版刊出后，读者反响强烈，许
多读者每天将报纸剪下或贴在白纸
上装订成册，或夹在文件夹中收藏，
等世博会开幕后带到展馆盖章。
%)")年 &月《上海世博会参展国名
片》一书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
中心正式出版，并在 %)")年杭州全
国邮展中获银奖。读者在来信中提
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这么多国
家、这么丰富题材的邮票是如何收
集的？”其实答案也简单：“贵在持之
以恒。”
六十年前《开国大典》毛主席头

像下天安门前，隆隆驶过的坦克车
&))元的邮票是我收集的第一枚邮
票。进入中学，当时邮票公司供应社
会主义国家的盖销邮票，吸引我开
始收集外邮，记得为了买一套九毛
钱 "+枚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首
都的盖销票我足足攒了半个多月的
早点钱才如愿以偿。为了熟悉世界
各国的位置和概况，我努力学习地

理、历史知识，平时关心时事、看报、
听广播，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哪
洲，首都是哪里，我全部印在脑海中。
为了迅速辨认外国邮票上的国名和
地名，我花了一个多月在图书馆里抄
下了陈印白先生编写的《外国邮票
地名手册》，通过运用这本书核对外
国邮票上的地名，我练就了一眼就
能识别外国邮票地名的基本功。

"(+&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
会标志性建筑原子球模型塔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 "('"年才买
到这套邮票，这是我第一次与世博
邮票结缘。七十年代广东率先改革
开放，在佛山邮展上看到张文光先
生一国、一票、一封的展品，更坚定
了我要收集到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
区邮票的决心。而最能代表一国标
志和概况的主要是国旗、国徽、地
图、首都、民族等邮票，以后进一步

拓展到国歌、国花、国鸟、国树、风
光、名胜、民族风情和建筑等方面的
外邮，最终形成了我自己的集邮特
色。我因工作关系经常有条件到京、
津、沪、汉、渝等全国各地出差，工作
之余到邮局或邮市补充藏品，只要
自己需要的邮票及时出手，不会因
讨价还价而失之交臂。上海的俞鲁
三和陆宗良先生也给过我指导和帮
助，进一步完善了我的收藏。"((,
年我以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多枚邮票编著出版了《邮票列国志》
一书，并获北京亚洲邮展银奖，此书
后来成了许多集邮爱好者喜爱的集
外邮工具书之一。
这本《圆梦 %)")年上海世博会

珍藏》一书的诞生极富戏剧性。这是
老、中、青三代，四位忘年交共同奉
献的结晶，我们怀着对世界充满好
奇与渴望，带着追求更加美好生活

的满腔热情，了解外国先进与发达
内涵的愿望，寻找与先进国家差距
的思维，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我们经过了 -))天的努力，克服了
难以想象的困难，在 -万张照片和
上万件藏品中挑出了 +'))个，历经
# 次重大修改，打了 #))) 张彩样
稿，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选出 +))

多张彩色稿件，交给中国美术学院
出版社在纪念世博会闭幕周年之际
正式出版。
全书共 +%&页，大十六开，彩色

精装，以平民的视角，全景式地介绍
了 +个主题馆，,"个省、市、自治区
和港、澳、台馆，"()个国家馆，+'个
国际组织，"&个企业馆，&)个案例
和展区内各项服务设施，大到世博
轴、小到饮水机。全书采用照片和收
藏品配以说明文字组成，内容包括：
%,)) 张照片、"+)) 枚邮票、&)% 枚
徽章、#&)个章戳、")'枚火花、"))
张彩票、"%'枚公交卡和 ,)枚历届
世博会奖章、纪念章等，,))件国宝
单独展示。有评论称赞这是“一本上

海世博会的大辞典”。
《圆梦》一书，不但圆了郑观应、

陆士鄂的百年预言梦；十三亿中国
人的自豪办博梦；#,)&万参观者的
美好忆博梦；炎黄子孙的不息强国
梦；而且圆了我们四位作者为这届
上海举办的第 -"届世博会历史留
下浓墨重彩的美梦。

圆梦“世博” ! 王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