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代绣品家属中，有一类用布
料或绸缎缝制，上面刺绣着花鸟兽
鱼，故事人物、吉祥图纹的小烟丝
袋，俗称烟荷包。烟荷包问世于明
代，盛于清朝，至民国年间渐渐淡
出，解放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较
流行。烟荷包因其实用又可观赏，
并与烟杆一起常携带于身，故明清
以来除妻为夫制，母为子作外，又
作为少女精心绣制赠与意中人的
定情信物。那小小烟荷包上不仅倾
注了少女的纯洁心愿，从中亦可窥
出姑娘的女红功底和才识深浅。它
不论在款式、构图、配色及刺绣手艺
上都颇费未嫁女的一番闺思。
烟荷包分有盖和无盖两种。无

盖的穿绳后可收口，使烟丝不至散

落和受潮。一般有盖的工艺比无盖
的繁缛，它的鉴赏价值亦高于无盖
的。有些烟荷包还配以玉坠或流苏，
古人将之系悬于旱烟杆下或腰间，
一步三摇，悠闲自得，气派十足。

九十年代末，我在苏州文庙古
玩摊上喜获一款清代布质绣花烟
荷包（见图），该烟荷包高 !"#厘
米，最宽间距 $%厘米。它外形别
致，构思巧妙，图案寓意含蓄，配色
艳丽不俗。此烟荷包用蓝、绿二布
作底，裁剪成娃娃脸蛋形袋囊，冠

以公子帽袋盖，帽沿两端翘檐下悬
一对串珠绿色流苏。荷包前后两片
间用织花滚边布条缝接。袋盖上绣
缠枝花，周边框以贴绣条纹。袋囊
中绣着三朵烂漫的折枝花，似印嵌
在娃娃脸上的笑靥。花丛上绣一羽
高冠公鸡，又喻锦上加官之意。妙
在那羽公鸡不落俗套，而取伸颈俯
首欲作仰天啼鸣前的蕴气蓄势之
态。从中可窥出绣女借鸡喻意，巧
妙地寄托她激勉郎君奋发图进，不
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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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个人虽已离开了这个世
界，人们却仍在追忆着他生前
的点点滴滴，这人也该此生无
憾了。人这一生也就是非常短
暂的一瞬间，这短短几十年若
有一丝光辉足以照亮这个世界，
为后人之典范，这人也该称得
上一位伟人。

前几天我到圣行家，正巧
遇见其两位师兄，杨正新和陈世
中，两位言辞之中，处处流露着
他们对老师江寒汀无比的敬重，
连老师家过去的墙上挂着什么
画，挂在什么位置都仿佛历历在
目，能一一道明。杨正新说他现
有的成就，全都有赖于老师的培
养。他忆起当年还是一个小青
年时，老师教他绘画也教他做
人，教起画来一笔一划讲得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从不打马虎眼，
不像有些老师，就拿一张画稿叫
你自己琢磨，自己理解。认真的
老师教学生是事半功倍，有些老
师教学生就成了事倍功半了。江
寒汀对学生是无私的，他教学生
总是付出很多，却不求回报。我
在旁听了不禁感慨道，难怪现下
海上花坛，花鸟名家大多师出其
门哦。他师兄弟笑而不语，我想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江寒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有“小孟尝”之称，这称号
就是他人格魅力的写照。看吴
湖帆先生为他书写的对联足以
为证：“一山桃李同时发，千重
湖湘如兴新。”边跋云：“寒汀
兄门弟子遍各处，每旅历以丹
青相授，属余书联，爰拾是语，

书赠博笑，倩庵又识。”
墙上的这副对联，也引起

了陈世中的追思，他对我们回
忆道，记得当年，老师带着他
和师妹出游，一次苏州园林游
览时，老师说：汝果欲学诗，
工夫在诗外，画画也是如此，
如果想画出好画，必须寻找画
外的东西，这就要看个人的悟
性了，老师所教的只是纸上谈
兵，不过是基本笔法和章法，
真正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画家，
就得有自己的绘画思想，对绘
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些就
不是老师能教的东西。现在回
想起来，也许这才是老师带学
生出游的真正目的，大自然才
是人们最好的老师，老师的心
胸是伟大的。

! ! ! !龙泉窑是烧单色瓷的，其青瓷
釉色温润如玉，翠如雨后春山，醇似
五月青梅，鲜活玲珑，摇曳而生姿；虽
不敷粉黛，也纯美天成，堪为瓷界之
西施。宋享国祚之际，虽外患当前，但
全国上下风流一片，从皇上到草根莫
不感到艺术潮流的涌动，用今日的眼
光审视，无疑是中国人文仅有的流金
岁月吧。因此，回过头来看看龙泉窑，
恰恰出现在文化艺术科技诸峰并峙
的宋代，就一点不奇怪，仿佛一切的
产生都是合理的“水到渠成”。在风
雅闲逸的文人骚客眼里，这龙泉山沟

沟能烧铸出如此绝色瓷品，足
可反证那个时代对美的追求犹
如水银坠地，无孔而不入。

宋代官、哥、汝、定、钧等名
窑中，哥窑是龙泉窑的一个支
系。关于龙泉窑的美丽的传说

中，章生一与章生二两位兄弟各领风
流，如同今日家族企业一样，虽源同
根，却各另辟蹊径，在一千多年前与
世隔绝的浙西南的崇山峻岭里垒炉
生火，最终形成了哥窑与弟窑。今日
不管这个传说有多少可信度，但是哥
窑与弟窑却支撑起龙泉窑族系耀眼
的穹天，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后人再也
无法企及了。
龙泉窑作为青瓷系列，它与浙

江青瓷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
最早的青瓷产品便出在浙江。虽然
原始青瓷的胎釉结合、工艺技法远

逊后代，但是却为日后声名鹊起的
浙江青瓷埋下伏笔。如东汉以来的
瓯窑、越窑青瓷都是成功榜样。只不
过来自浙东的越窑在唐代成为皇室
的贡品，奠定了官窑的地位，特别是
五代至北宋，吴越国大量烧造“贡
品”，一度风光无限。兴衰成败仿佛
是轮回似的，过度的烧造导致能源
与原材料的枯竭，越窑也慢慢地退
出舞台。此刻，隐匿于深山的龙泉，
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把浙江
青瓷的接力棒接了过去，不但技术
接过去，甚至把越窑的熟练工们也
借了过去。而同一时期的瓯江下游
的瓯窑也进入一个生产的高峰期，
作为青瓷产区，越窑与瓯窑以不同
的形式给予影响。这种借鸡生蛋的
方法，使其少走了很多的弯路。而龙
泉偏隅浙西南山地，山高林密，燃料

充足，高岭土等资源丰富。占尽天时
地利，章氏二兄弟，联手出击，和谐
开发，岂有不成之理？因此，龙泉窑
堪称是吸众家之长脱颖而出的一匹
“黑马”的典范。

说到龙泉窑，考古界按釉面与
瓷胎的特点，一般分“哥窑型”和“弟
窑型”。如哥窑型，形制如官（窑），紫
口铁足，釉面开片；弟窑作品，则釉
色粉青，朱砂底足，釉无纹路，有温
润如玉、玲珑可爱的釉面。哥窑的开
片纹本是烧制过程中窑变的瑕疵，
原因是釉与胎因膨胀系数不同所导
致，虽釉裂但胎不裂。窑工们发现其
装饰效果非常有趣，也有意这样做
了，由此变为哥窑最为显著的特征。
但温州范围的窑址虽有不少窑在南
宋与元直至明代大量仿烧龙泉窑，
不过，哥窑的瓷器却很少见到。从目

前在温州发现的南宋龙泉窑产品中
一般都是以弟窑粉青、梅子青产品
为代表，而且模仿的工艺水平都非
常的高超。总体感觉是釉层厚，不起
浮光，沉着柔和；色泽青翠，浑厚滋
润；内外均匀，精致细腻；釉汗固着，
极少流动。有些釉层甚至比胎骨还
厚，近看如同碧玉。细观此件元代龙
泉窑青瓷牧童骑牛砚滴（如图），就
完全符合这些标准。该砚滴通高 &'(

厘米，长 !'(厘米，牧童高 )'*厘米。
头梳双髻的牧童跪骑牛背，双手前
曲，短笛牧歌。牛伏卧于地，牛背后
部开注水口，嘴为流口。施粉青釉，
露朱砂底。造型奇巧生动，极富乡野
生活气息。砚滴于 +!,-年 .月出土
于浙江温州泰顺县南浦乡（今筱村
镇）孙坪一元代窖藏出土。当时共出
土六件，如玉壶春瓶、高足杯等，件
件都是上等级的珍贵文物，此砚滴
为其中之一。如今它们业已成为元
代的龙泉窑青瓷的代表作之一，在
全国出版的关于龙泉窑的图录里时
时可一窥见其风采。

! !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次
画展上认识了唐云先生，本来像我
这样的年轻人不敢贸然去老前辈
家。多亏张桂铭先生，一口答应陪
我同去。

以后每隔一二星期早晨，我都
会骑了自行车到江苏路唐先生家。
唐先生的画室，其实也是他的卧
室，唐先生与我交谈时手里的画笔
是不停的，不过有时也会对着一幅
画迟迟不下笔。有一回一朋友差人
来取画，唐先生拿出画看了一会，
撕了。来人哭了，说取不到画，主人
会讲她的。“哭什么，下星期来，画
张好的。”来人笑了，唐先生自己也
笑了。有时，唐先生把一幅刚画好
的画，反过来再看，我很惊奇。唐先
生说，“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唐先生很少与我谈艺术，艺术对唐
先生来说都在他的肚里，没有对手
了。唐先生常说他的书法好，我不
以为然，不入行，唐先生就说“你不

懂的”。不过，唐先生对画外事如年
轻人一样感兴趣。那时我在文联研

究室供职，唐先生曾长期在美协工
作过，接触的文人多，我很诚恳地
向唐先生求教，好些事情经唐先生
一讲我明白了好多，至今他的好些
见解仍然影响着我的为人为学。

有一天大早，唐先生取出一张
办公用纸，“你看看这诗写得怎
样？”唐先生与别人对话带着浓重
的杭州口音，我喜欢戏剧，唐先生的
对白对我来讲如同听戏剧的说表一
样入耳。我十分仔细地看了纸的内
容，这是一朋友收藏的李可染的画，
要唐先生题个跋。画很好，出于对李
可染艺术的尊重，唐先生写了题跋，
后赋七绝一首。作诗平仄很重要，唐
先生说他不常写诗，对其中一字要
我查一下康熙的字典，那天也是超
常发挥，一下就查出了。唐先生有些

不信，“再查一字”，又是的。这天唐
先生精神很爽，重点便是讲到他对
后代的教育，又扯上了傅雷对孩子
的教育，“傅雷打孩子，他爱人没办
法就来找我去劝的”。唐先生对于傅
雷的家教十分感慨，经常提及人要
勤奋勤学，这几乎成了以后我们每
次重要的话题。

当天，我见唐先生在这张纸上
写满字，改了又改，望着他那沉重的
身子，不由肃然起敬，我提出把这张
字给我，唐先生问“做啥”，因为别人
都是问唐先生要字画的，对于我要
这草稿纸很感不理解。“你这把年纪
还如此勤奋，我留着它会激励我的
学习的。”唐先生拿着这张纸，看了
我好长时间，把纸给了我，笑了笑，
点了点头。我年轻时读了好多鲁迅
先生的文章，“藤野先生”至今如初
读一样，我今年六十多了，常想放下
读书的事儿。但看到这张纸，又挑灯
读上一阵或写上几笔方入睡。

! ! ! !前不久，在一收
藏古家具的朋友家做
客时，我向他买了一
件红木梳妆箱。回家
后，清理梳妆箱时，我
在箱内抽屉角落发现
了一件方形老玉片，
莫非是朋友疏忽遗漏
所致？我立即又赶到朋友家中归还
玉片，友人看到玉片后颇感惊诧，说
/%%% 年从古玩摊上将梳妆箱买来
后就放在家中，一直还不知里面有
个玉片，这算与我有缘，就交给我收
藏了。我推脱几次，朋友却执意送
我，最后我只好道谢收下。
对于玉器，我一直知之甚少，因

此对这件意外得来的玉片全无了
解。于是，拿去给一位收藏玉器的资
深藏家“掌眼”，他端详一会后，笑着
对我说：“很开门，清晚期的和田青
玉帽正。”见我一脸不解，他说：“帽
正就是旧时人们帽子中间的饰物。”
他的这番话忽然勾起我的回忆，我
小时候也见过帽正的，那老太经常
拿着一只铜烟袋在阳光下幸福地晒
太阳，阳光下，她的黑色小帽上有只
熠熠生辉的圆翠片。
经查阅相关资料，我对帽正有了

更深的了解。帽正是中国传统服饰文
化的组成部分，有玉石、翡翠、玛瑙、
蜜蜡、象牙、金银、料器等多种材质
的。帽正除了具有装饰效果外，最主
要的作用是随时校正帽子，使之不影
响戴帽者形象。帽正历史悠久，唐代
就已产生，到了明清时期，帽正式样
更为繁多，匠人们以浅雕、镂空雕、浮
雕等多种方式，将如意纹、寿字、花鸟
人物等图案运用其中，用他们的智慧
装饰着平淡的生活。

这块为我所藏的帽正整体为长
方形，长近 )厘米，浅绿色的玉质，质
地细腻，油润光泽。一面四周经过研
磨处理，中间隆起。另一面中间刻有
圆形寿字纹。帽正上下两端，钻有两
个小眼，这应该是为了方便用针线将
其穿钉在帽上。从整体形制来看，该
帽正用料考究，工艺简洁流畅，很有
可能是当时某位文人雅士的帽冠之
物，虽然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让它
随着梳妆箱一起辗转流传于市坊之
中，但我想，它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
或许见证了硕德耆宿的风雅往事，或
许承载了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爱情
……一切一切，都只有留待今人去
回味、去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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