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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此枚币重 !"!克，厚 #"$毫米，
直径 %&毫米，光边。正面内圈中
“%'”为面值，省略分值单位，其外有
正圆线围绕，中间一条竖线又分成二
种背景底图，直横线、菱形线交错有
致，波光粼粼，似水即财。外廓内环形
书写法文“()*%' +,- ./, 012

314”“3567-+ 82661+ 91+”，即
“朱葆三路 ()*%'（号），银元酒吧”。

朱葆三路，就是今天位于上海
黄浦区的溪口路。关于其命名时间，
有相当一部分书籍文献描述：“(:%;

年 :月 %日，朱葆三去世后，为纪念
其贡献，法董局破例将其一条马路
命名为朱葆三路。”关于此，翻阅
(:%&年 ((月 %'日《申报》，本埠新
闻中标题为“盛竹書等组织镇海同
乡会”，文中叙述：“镇海旅户商人盛
竹書傅筱庵等发起组织同乡会于朱
葆三路……”可见早在 (:%&年甚至

更早，这条路便已存在，绝
非在其去世后命名。
另据《黄浦区地名志》

记载：“南起金陵东路，北
至延安东路。全长 ($)米，
宽 (%米……(:%%年又辟
筑此路，初为碎石路面，以
法公董局华董朱葆三名作
路名。(:&$年以浙江省溪
口镇名更为今名。”这是老上海租界
第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
可见其人在当时的影响和声望。
说起朱葆三（()&)—(:%;），原

名佩珍，字葆三，祖籍浙江台州。近
代上海工商界、宁波商帮、金融业等
重要领袖人物。先后担任过沪军都
督府财政总长、中华商业银行董事

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重要职位，成
就了一代绅商的赫赫显名。当时就
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
信”的民谣。
由此可以推断，此币是当时开在

上海法租界朱葆三路上的一家名为
“银元酒吧”的娱乐场所，作为娱乐消
费抑或是赌资筹码的一枚代用币。三

十年代的夜上海烟花繁盛
灯红酒绿，当时以俱乐部、
工会、酒吧等名义发行的
代用币可谓五花八门，它
的诞生就是那个年代特有
的产物。

细观此币正面设计，
与民国广东贰毫系列银币
颇为类似，背面双帆船图

案，亦和民国孙像壹圆帆船银币相
似。为使其更具公信力，其设计图案
和形制借鉴了孙像帆船银币，及清
末民国期间流通银毫的一些特点，
这也是许多老上海代用币共有的设
计特色之一。类似的排版、计值、帆
船图案在一些老上海代用币上均可
发现，大部分币质为铜、铝、镍等材

料，此枚为机制铜镍合金，表面镀
银，同系列还有面值“('”（分）代用
币存世，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此俱乐
部酒吧规模级别相对较高，其拥有
者不惜工本打造独特“品牌”，并
用以提供货币等值服务消费。其使
用时间约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
至四十年代初。（因为 (:$%年始铸
孙像帆船银币”，俗称“三鸟”银
币，而大量发行、广泛流通，在民
间取得了较好信誉度和使用感，则
是其后在 (:$&年所铸“中华民国
二十三年孙像帆船银币”，至 (:&$

法租界宣告结束，朱葆三路亦更名
溪口路。）
一枚小小的银币，可以传递告知

我们那么多的信息和故事，对近代十
里洋场的老上海风情窥一斑而见全
豹。收藏之乐亦使我们遨游在浩瀚的
历史文化长河之中。

! ! !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
用竹制品的国家，所以竹
雕在我国也由来已久。竹
雕也称竹刻，就是在竹制
的器物上雕刻多种图案和
文字，或用竹根雕刻成各
种陈设摆件。竹雕成为一
种艺术，自六朝始，直至唐
代才逐渐为人们所识，并
受到喜爱。竹雕发展到明
清时期大盛，雕刻技艺的
精湛超越了前代，在中国
工艺美术史上独树一帜。
明清时期竹雕艺术出

现了百花争艳的景象，文
人士大夫写竹、画竹、刻竹
蔚然成风，竹雕的文化含
量也迅速攀升。据史料记
载，明代嘉定派竹雕能在
方寸之间刻山水、人物、楼
阁、鸟兽，浅雕，浮雕、圆雕

并用，刀法精巧，艺术造诣深湛，为
时人所赏识，争相请为奏刀。因此，
嘉定竹雕艺术流派的繁盛，一直延
续到清中期，后继者有数十人之多。
明代金陵派竹雕，以根雕和竹板刻
书画见长，与嘉定派华丽的竹雕风
格相比较，显得古朴雅致。
明代的竹雕，总体风格是质朴

浑厚，刀工粗犷，磨工精细，无论是
嘉定派还是金陵派，都具备了庄重、
敦厚、大方、明快、宏健而富于美感
的特点。在题材上，松石山水、人物
典故是大宗，也有少量装饰如动物、
花卉图案。在品种上主要是文房雅
玩，也有少量杯类、香筒等实用器。
比如这件明代竹雕《渔翁》（见

图），为摆件类，供陈设装饰用。作品
依天然竹根形而雕，形体硕大。镂空
雕成了一个圆形大鱼篓，一渔翁骑
坐于鱼篓之上，渔翁左手撑扶在鱼
篓边缘，右手提着两条欢蹦乱跳的
鱼儿，眉开眼笑，鱼篓下雕刻出一圈
水浪纹，有一螃蟹居其中央作为衬
托之物。整件器物造型生动，惟妙惟
肖，雕刻刀法简练传神，立意别致，
堪称明代竹雕工艺中一件不可多得
的佳作。

! ! ! !爷爷的书法在当地很有名气。
小时候我喜欢给爷爷磨墨，在那个
圆形的石砚中，滴上几滴清水，便
轻轻地在里面转动墨锭，墨锭和石
砚摩擦，发出吱吱的响声，听起来
像一首乐曲，我感到十分惬意。可
墨汁磨浓了，湿淋淋的墨锭却不知
道放在哪里好，每次都随便放一角
落以免玷污他物，若是有个临时搁
墨锭的用具该有多好啊！其实古人
比我们聪明多了，早就制造出墨
床，它就像画工笔有一个笔床一
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只是爷爷
在偏僻乡下，无缘享受这等雅致的
文房用具。

墨床出现在元宋，在明代得到

了飞速的发展，明代尚朴素浑厚之
风，因此明代的墨床大都线条劲
挺，棱角分明，表面纹饰极浅，呈平
面化，有的干脆制成光面通体不加
任何雕饰。清代是文房雅玩的鼎盛
时期，墨床的制作材质从古铜、玉
器，发展到紫檀、陶瓷、漆器、琥珀、
玛瑙、翡翠、景泰蓝。墨床从单纯的
承墨用具发展到实用又具观赏的
艺术品。除具有精、巧、雅的鲜明特
征外，其文化内涵在融入了文人个
性化的追求后便更加丰富。

如今的传世墨床里多属玉质，
也最精致。玉墨床温雅圆润，置于
书案风雅而又有情趣。古代玉墨床
分两类，一类是形状扁薄，其下有

木座，墨床上
大多有平雕
花纹；另一类
则为立体形状，造型富于变化，有
的取书卷式，有的仿家具式。还有
一种玉墨床，用旧件改制，如明代
的素面玉带板与剑鞘上的玉，将它
嵌在紫檀上，就成了一件雅致的墨
床了。

我的这件青花粉彩墨床，是我
所藏文房用具中最受宠的一件，从
古玩市场淘来的。长 (;厘米，宽 !

厘米，高 &厘米，是一件迷你型的
小墨床。墨床像一幅展开的画卷，
左边向上卷曲，右边向下卷曲，左
边通过一个斜坡撑起了画卷，斜坡

绘以花
卉，在墨蓝的
叶子中，绽放着
一朵浅红色的小花。主画面是青花
粉彩釉面，绘以花鸟。在浅蓝色花
纹内，牡丹花开别样艳，锦鸡穿梭
春意浓。釉面色彩艳丽，雍容富贵。
让人立于书房之内，却能感受到鸟
语花香的春天。

现在墨床虽然淡出我们生活
的视线，但作为艺术品，将永远传
承东方灿烂的文化，作为收藏品，
其市场前景将无可估量。

! ! ! !今天，在我们的脚底或头顶，
来来往往奔驰着十多条地铁线路；
上上下下移动着七百万旅客人流。
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已经时刻离
不开地铁列车的身影。不过在规划
上海地铁建设初步草案时，却是把
“备战”而不是“民用”作为第一功
能考虑的。

(:!;年 )月，上海市政建交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防止帝国主义
突然袭击的指示，提出建造地铁。%
年后筹建处成立，正式启动方案设
计和技术论证。出于战备要求，当
时的指导思想是根据上海所处的
战略地位，从巩固国防建设原则出
发，应将地铁尽可能深埋入基岩
层，以抵御核武器爆炸所产生的破
坏力。但经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对
浅、中、深 $种埋设方案分别论证
后发现，由于上海特殊的地质条
件，若地铁置于 $''至 $!'米下的
基岩层，技术没把握、经济不合算。
通过测算，以“一井、一站、一公里
区间”为单位，覆土 %'米需花 &'''

多万元人民币；&'米是 ;'''多万；
;'米为 ("(亿；再深，造价更大，且
难以证实深埋的必要性。所以自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探索平战
结合，采取浅埋方案进行工程性试

验。隧道工程局先在浦东塘桥作盾
构掘进试验。(:;$年 $月，继续用
直径 &"%米盾构，分别在覆土 &米
和 (%米处，建成 ;$米长的装配式
钢筋混凝土管片衬砌试验隧道。城
建局综合试验结果得出结论：上海
地铁应以浅埋为主，隧道顶部覆土
;米左右，即不至于影响地下管线
和房屋基础。人防能力基本上可以
符合平战结合的一般标准。

(:;&年 ((月，在地铁规划线
上的衡山路段实施扩大试验工程。
至 (:;<年 <月，完成一井一站和
;''米区间的两条隧道，后因“文化
大革命”中止。(:<)年 %月，漕溪路
响起了隆隆机械作业声，一条长约
('<' 米的区间隧道和一个长约
()'米的车站开工。尽管这段试验
工程的功能定位尚未摆脱“战备”
框框的束缚，但最终竟成了地铁 (

号线的一部分。
地铁 (号线一期，南起锦江乐

园，北到上海火车站，全长 (;"%(公
里，设车站 ($ 座（地面 % 座、地下
((座），总体技术达到 %'世纪 )'

年代中期国际水平。(::$年 (月
('日，首列进入新龙华至徐家汇区
间上行正线试车调试。(::&年 (%

月 (%日，全线开通调试。(::!年 &

月 ('日，向社会开放试运营。
同事董小姐的父母动迁到锦

江乐园附近，她每月前去探望，是
最早享受上海地铁快捷便利的人
群之一。我“妒忌”她坐地铁，更“眼
红”她手中硕果仅存的一张使用过
的地铁票。于是软磨硬泡设法给
“夺”过来，成为我收藏本里的“头
牌”。我相信沪上收藏界持有上海
地铁龙头老大———(号线一期老车
票的为数不多。不过打量这张宝贝
却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该票面上
印刷的所有文字均系繁体字。难道
是有关部门仔细周到为港澳台同
胞着想？还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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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代用币———“朱葆三路银元酒吧”! 耿 毅

地铁1号线老车票
! 何幼平

淘来的青花粉彩墨床 ! 小鱼儿

! ! ! !今年春花绽放时，在宜兴举行
的“第七届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
诸多活动中，百年老店“闻记”后
人，紫砂陶刻家闻正荣的《圆光》
组合盘，从 ((! 件参赛作品中脱
颖而出，荣获一等奖。这是社会
各界对他从事陶刻事业以来的肯
定，也是他默默耕耘、辛苦十多
载应得的回报。

闻正荣是怎么走上陶刻道路
的？在丁山陶瓷城“金田居”他的工
作室里，我们聊起了这个话题。

闻正荣走上陶刻这条路，后又
逐渐追随陈曼生陶刻风格，进而痴
迷于曼生刀法，虽然一直没有名师
指点，但却不缺朋友的帮助。作为
同道中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周
建明先生一直鼓励他走自己的路，

坚持曼生风格；他的壶友们，每当
淘到老壶的时候，也总是叫上他去
观摩、研究。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
再加上自己的悉心揣摩，闻正荣的
陶刻技艺得以突飞猛进。%'':年，
在宜兴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建国六
十周年陶刻展”上，他刻制的一只
笔筒荣获了一等奖。

%'(%年，上海康乐斋出版了
《紫泥雅韵》一书，书中制作的绝大
部分书画文人壶均由闻正荣陶刻，
较好地还原了作者原来的韵味，得
到了同道及书画家的好评。

%'($年，“宜兴第七届国际陶

瓷文化艺术节”
来临之际，他创
作了《圆光》组
合盘，采用曼生
“三角底”刀法，
把金石味较好地
表现在陶板上，
字体浑厚，篆隶
笔意较浓。内容则选取了几首七
言古诗。传统的刻法，加上现代
的表现形式，使作品具有较强的
视觉冲击力，人们一进展厅，就
被深深地吸引了。

这次陶刻大赛获奖，说明了闻

正荣熟练掌握了陶刻技艺，有着广
泛的创新思路，从文化的角度去演
绎和解读陈曼生的书法和陶刻，使
作品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期待
他今后能在陶刻中实现自己的畅
想，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翰墨有声绘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