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笔架———挂笔的文
房用具，已有 !"##年的
历史，南北朝已有记载，
但传世品尚未发现，至
唐代已成为文房的常
设之物，宋代传世品和
出土物较多；到了明
清，进一步得到发展，
不仅形态上多变，而且
取材上繁多，并成为文
房中不可或缺之物。笔
架一般采用竹木制成，
近年来由于对黄花梨
的热炒，因而将它作为
笔架的材料有不少。但
“高贵不等于高雅”，市
场上所见到形态好的笔架并不多，我
经过实践，认为采用崖柏的材料制成
的笔架更为理想。

崖柏属于柏科类中的侧柏属，通
常生长在海拔 !$##米左右土层或岩
缝中，我国主要产地为山西、河北交界
的太行山脉。由于崖柏不少生长在环
境极端恶劣的悬崖陡壁上，历经风刀

霜剑的磨炼，形成了它
的枝干曲折妖娆，跌宕
多姿，有的似摇曳多姿
的丝飘带；有的似腾云
驾雾的飞龙；有的似飞
流直泻的瀑布……真是
千姿百态。在艰苦的环
境下崖柏吸天地之精
气，经风霜之磨炼，铸就
了其奇特的飘逸，弯曲
灵动的英姿，成为笔架
最理想的材料。
去年十月上海展览

中心举办的第四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家具展览
会暨红木家具精品展，

我们原野艺术工作室的笔架有幸参
展，引来了不少商家和观众的赞誉，当
场有多家红木家具参展商向我们提出
代销笔架的要求，清华大学美院的师
生一行六人，见到后当即踌躇观望，赞
叹不已，并用相机一张一张拍下来，一
位老师并赐我们名片，欢迎我们能向
美院的《装饰》校刊上投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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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在“民间收藏”栏目写过一
篇《握猪的地位》，是说我收藏 !!

枚握猪的故事。所谓握猪基本都是
玉做的，也是达官贵人用的。现在，
我要说说没什么地位的陶猪。

照片上前排的三只陶猪，是我
十年前到北京潘家园闲逛的时候买
的。我看到一个地摊上有几只陶猪，
拿起来一看就有些心动，它们都在
!!厘米左右，鼻长耳短，四肢粗壮，
慵懒地趴在地上，真有些吃饱了喝
足了的神态。我想，河姆渡遗址出土
过陶猪，长只有 %&'厘米，口方体
肥，作疾走状，当时好像只出土了一

只，而眼前是造型
和泥质稍有不同的
三只陶猪！

摊主说 !##元
一只。我说比猪肉还
贵？摊主说这是汉代
的陶猪。我说三个我

一起要呢？摊主说我给你 (#一个。
摊主收下钞票说大哥您给我

留一个手机号，再收到陶猪我给你
个信儿。我说我是上海的，坐了飞
机到你这里来买陶猪吗？摊主笑
了，说现在懂陶猪的人太少啦……
回上海不久，我就在老城隍庙

的一个专卖紫砂茶壶的店里买了
一只站立的紫砂猪（照片后排左侧
的那只），记得是 !)#元。它的造型
很传统，就像是一头等待出栏的老
母猪，猪的腹部还刻有 *对乳房。

我那头黑陶猪是我在江苏宜
兴的一个陶艺研究所买的，应该是

陶艺家的作品，底部有款，陶艺家姓
侯。这头黑猪笑眯眯地拱着屁股伸
着懒腰，眼睛眯着似乎还没睡醒，猪
身上还点缀着金黄色和褐色的斑
点，非常有喜感。细细观赏，能看出
它所用的陶泥是很精细很地道的。

照片后排右侧的那只最简单
的陶猪是我在陶艺坊里自己做的，
现在是“+,-”时代了嘛。我先做一
个像鸭蛋一样的球体作为猪的身
体，然后再做三块一元钱钱币那么
大的陶土圆块，一片戳两个洞作为
猪的鼻子，另外两块往猪身上一
贴，作为猪耳朵。至于猪腿猪脚就
省略了……这陶猪被店主放进电
炉，像挂炉烤鸭那样烘烤，第二天
我再到陶艺店，一头圆滚滚的造型
简洁的陶猪就出炉了。

收藏家谷良收藏了一个汉代
的陶猪圈，圈内有小房子，有两头
猪，还有饲料盆什么的，活龙活现，

十分有趣。因为古时候猪的地位是
很高的，谁家养的猪越多就象征着
谁家越富裕。什么是家？宝盖头下
面一个豕字，豕就是猪。
我想用 !###元的价格请谷良

让给我。谷良摇摇头：价格出得再
高都不让。

我以为古代的陶猪是没什么
地位的，因为它取材是陶土（不是
玉），捏一下，搓一下，就放到炉子里
去烧了。造型和做工都比较粗糙，无
法和玉质的握猪相比。因此，有专家
甚至认为陶猪是古代的一种玩具，
随便捏一个给小孩子玩的。
谷良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去

年，在成都青白江出土一只陶猪，'#
厘米长，%斤重，它腹部光滑圆滚，憨
态可掬，活龙活现，可见我们的先民
造型技艺之一斑。经过专家考证，这
是汉代的陶猪，应该属于我国原始
的雕塑了，因此很有历史地位。

! ! ! !我收集民国老期刊，
说来也有些年头了，初时
一直对文史类老期刊感
兴趣，无意中错失了不少
的机会。之后渐渐地补
上，价格早已是上涨了不
少。特别是民国时期的画
报和漫画类期刊、影刊等
等，均是非一掷千金而不
得。记得最悔的一次，见
到三十多本《立言画刊》，
开价九百多元，一翻是讲
戏曲类内容的，并且版式
不大喜欢，一个闪念未
购，便被他人购去，悔了
好一阵子。后来再想购，
却难得。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
有一《立言画刊》的合订
本上拍，共十二册的合订
本，起拍价才一百元，这个诱惑可就大
了，马上竞价跟拍，心理价位五十元左
右一册，但现时老期刊已价涨多时，凡
是有些图片的，非高价而不能得。到了
最后结束前，不少买家竞相争夺，一会
儿的功夫便突破了千元，不得不放弃。
《立言画刊》之后以一千多元成交，均
价将近百元一册。失之颇有些遗憾。

《立言画刊》!*'(年 !#月创刊于
北京，主编为金达志，立言画刊社编辑
出版，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外椿街上三条
二十八号，在天津、青岛、济南等地设有
办事处。周刊，逢周六出版，十六开本，
前附“小画报”，专刊名伶剧照。文字部
分内容包括京剧、昆曲、文学、食谱、国
术、科学、体育、书画、家庭、漫画等等。
其所刊戏剧部分占了全刊的一半以上，
且多为第一手资料，为戏曲史提供了重
要的文献。《立言画刊》!*$"年 (月终
刊，共出版三百五十六期。
出版将近七年的《立言画刊》，是

一本深受读者喜爱的艺术类刊物，特
别是刊物中所设的“侠公话剧”、“脸谱
讲座”、“戏剧问答”等专栏，均由当年
著名的剧评家汪侠公、徐凌霄、景孤
血、翁偶虹等主持，对于中国传统戏剧
的挖掘和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立言画刊》还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如由民俗专家金受申开辟了“北京通”
专栏，发文三百余篇，涉及风土人情、
历史掌故等，极受读者青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前于旧书

市场，终于淘到一册《立言画刊》，品相
不错，价格也合适。淘得此刊十分高
兴，毕竟又多了一个品种，所得《立言
画刊》为 !*$'年 '月 !'日出版的第
二百三十三期，封面为名坤伶章遏云
的便装照，刊前“小画报”除名伶照之
外，有几幅“满映明星李香兰主演《哈
尔滨之夜》”剧照，甚难得。其他精彩内
容还有《如此“八仙得道”》（景孤血）、
《谈武生》（红叶）、《记随园》（退叟）、
《寡过未能斋随笔》（吴闰青）、《北京的
养鸽》（金受申）、《大泽龙蛇传》（宫白
羽）等等，可谓精彩纷呈。得之阅之，自
是喜欢不已。
将近七十年前的《立言画刊》，表现

的是那个年代的戏曲文化和娱乐，关注
的是京剧、昆曲等传统戏的命运，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来表现社会文化的一些
侧面。泛黄纸页间所透现出的，是旧时
文化的特殊韵味，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
华。那些旧梦随着故纸渐渐地湮灭，消
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重新拾起这些旧
梦，可以感受到故纸背后的一些故事，
和沉浸于故事之中的沧桑。

! ! ! !邾公华钟乃春秋时期青
铜器经典，传山东邹县出土，
器上有铭文 ."字。此全形
拓，纸本立轴，纵 !')&"/0横
%)&"/0。纸墨古雅，拓工精
良，有吴昌硕（!($$1!*).）
题识：“钟不知谁氏旧藏，铭
文辞义与阮仪徵所藏之周公
望钟、两罍轩所藏之周公（牛
巠）钟大略相似。审安字作
晏，实宴字。他器中往往释为
安或即尧典钦明文思安，安
有作晏，晏者耶，且释名云：
安，晏也。晏晏然和喜无动懼
也。咏韶旧句，以为然不？甲
辰八月，吴俊卿昌硕客沪”。
钤印“吴俊之印”（白文）、“安
吉吴俊章”（白文）
此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

馆，全形拓难得，名家所题更
显珍贵。

! ! ! !先秦时期，古人逐渐形成了
“仲夏”是“恶月”的观念。所谓“仲
夏”就是指五月。由于五月开始天
气逐渐变得燥热，各种瘟疫容易流
行，古人的医疗水平有限，对于疾
病、瘟疫颇为畏惧。再加上燥热的
天气也利于蛇虫鼠蚁的繁殖，民间
称蛇、蝎、蜈蚣、蜘蛛、蟾蜍为“五
毒”，五月正好是“五毒”大行其道
的时期，这些毒物四处流窜很容易
咬伤人和牲畜，重则致命，老鼠等
也会助长瘟疫的传播。所以五月这
个月看起来实在不那么可爱，更多
地让人生畏。“午”是干支记日方法
中所指的一个日期，所谓“端午”就
是指五月的第一个午日。古人常常
认为五月初五是“恶月”中的“恶
日”，到了这天邪佞当道，五毒并
出，十分不祥！
因为端午如此之“毒”，古人对

端午颇多忌讳。历史上有名的孟尝
君因为将在端午出生，他的父亲甚
至想让他的母亲不要生下他，因为
按照当时的风俗，但凡五月五日出
生的人，日后有可能会男孩害其
父，女孩害其母。到了东汉，甚至有
学者如王充建议在荐举人才时不
要推荐五月生的男子。即使到了宋
代，贵为皇族的宋徽宗赵佶，仍然
因为五月初五出生而从小就被寄
养在宫外。由此可见，古人对端午
“恶日”的避讳之深，敬畏之甚。

《礼记·月令》中有这样一段文
字：“是月（五月）也，日长至，阴阳
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

毋燥，止声色。”说的就是五月太
阳照耀的时间开始变长，徘徊于
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交相冲撞，
生死相分，不可谓不“恶”。为了驱
灾避邪，君子当斋戒、禁欲，遮掩
自己的身体，不使身心受到邪佞
之气的侵袭。可见，从古开始，出
于对“恶”的敬畏与趋避之心，人
们过五月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驱
邪纳吉。作为“恶月”中的“恶日”，
过端午更应如此。
为了驱邪纳吉，人们想了很多

方法，比如备置驱邪的吉祥物，如
铜镜。铜镜在民间也有称“照妖镜”
的，现在有些乡村百姓自己盖房子
时，仍会在正门之上的墙壁上镶上
一面镜子，希望镜子能反射掉一切
侵袭而来的邪气，能映照出扮作好
人模样的妖魔鬼怪的原形，驱灾避
邪，降妖除魔，保得家宅平安，万事
大吉。如此神奇吉祥的铜镜自然被
求吉避灾的古人所看重，虽然日常
家里已备有铜镜，但临至端午之
时，有条件的人家还是会花费精力
铸造一枚新的铜镜，希望新铜镜更
加光亮照人的神力能为家宅安全
度过端午大显神通。
《容斋随笔》中曾记载：“唐世

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新镜以进，
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子词，多用其
事。”说的就是唐朝时在五月初五

端午节专门在扬州扬子江的江心
铸造新铜镜，铸出的新铜镜专门上
贡给皇帝，此后宋代的翰林院撰写
有关端午的诗词时还专门引用那
些事。可见当时端午铸新镜不仅是
传于民间的风俗，连皇帝都颇为重
视，还专门有翰林为此赋诗，可见
唐宋端午铸镜之盛，难怪当时的人
把这些“贡镜”称为“天子镜”。
《镜龙记》中还记述了一段更

为传奇的传说。相传唐天宝三年
（.$$年），扬州曾经上贡了一枚在
江心所铸之镜。该镜镜面直径九
寸，精心炼制的青铜散发着莹亮耀
眼的光泽，镜背上有华丽逼真的盘
龙纹饰。当时上贡此镜的“进镜官”
说当初铸造此镜时炼炉并不在扬
子江江心，工匠也不知道如何才能
铸造出能配得上皇帝“真龙天子”
威仪的“真龙镜”。后来有一位称呼
自己为龙炉的老者对铸造工匠说
自己知道怎样才能铸造出真正的
“龙镜”。说完他就进入炼炉所在的
屋子，闭门自处三日。三日后开炉
时，所有的人都遍寻不着龙炉老者
的踪影，只看到一条素绢落于炉
前，素绢上写着“盘龙盘龙，隐于镜
中。分时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
雾，行雨生风。”铸造工匠看到这段
话后，心有所思，立即将炼炉移到
扬子江江心，在五月初五端午之日

终于成功铸得一面“真龙镜”。如此
宝镜还有更神奇的传说，据说七年
之后遇上大旱，皇帝命人召来道士
求雨。道士对着此枚“真龙镜”奉祀
有嘉，顷刻镜背上的盘龙竟然口生
白气，片刻功夫，雾气就弥漫了整
个大殿，不一会儿，甘霖普降，旱情
顿时就消弭于无形。

这样生动神奇的传说固然有
前人夸张修饰之嫌，但也真实地反
映了当时的人们的确相信端午铸
镜能驱邪纳福。铸镜的地点越讲
究，工艺越传奇，铸出来的新铜镜
的“神力”就越厉害。虽然这样威力
无穷的铜镜只能上贡皇宫，但“上
之所好，下必甚之”，可以想象当时
民间对端午铸新镜的认可及对其
招福避灾的期待。这种风俗到了宋
代仍可见其一斑。苏东坡就曾在诗
中提及“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
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
无逸鉴兴亡。”虽然他是借铸镜以
讽喻，但也间接地表明了及至宋代
仍有夏日铸镜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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