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 俍

! ! ! !红军长征胜利 !"周年了，这段长征之
路是中国近代史的伟大旅程。我从小就深
为长征路上可歌可泣的事迹感动，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
山，不惧艰难，爬雪山、过草地，冲破国民党
的重重围剿，克服极为严重的困难，将地作
床，天作被褥，在这艰苦的岁月，进行了二
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从井冈山到陕北，一路
上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追杀阻击，四渡
赤水，抢夺泸定桥，呈现出各种英雄伟大的
故事，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崇高品质，沿
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真正显示了
长征是播种机，中国共产党深入人心，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五年前，应老友名画家杨秋宝先生相
邀，去景德镇看其创作红色记忆大幅瓷板
画。这幅瓷板画长 #""厘米，作品描绘了中
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为中华复兴，艰苦
奋斗，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颂扬了井冈山
精神，画面构图严谨，场面宏大，气势磅礴。
从总体布局上看，这幅作品的构图，形象的
塑造，对立统一的的势向安排都恰到好处，
形成了画面生命力的律动，此幅作品前景

描绘了红军将士及马匹的多种动态，画面
人物众多，将中国工农红军将士的刚毅、坚
定的信心描绘的淋漓尽致。

见到如此壮观的场面，江西景德镇市
陶瓷研究所所长赖德全提出由他俩合作完

成。此画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艺术总体把握
的能力，组合恰当，有条不紊，避免了人物
形象的雷同，又突出了红军的威武、刚毅，
把红军战士的精神和英勇的风貌表现得惟
妙惟肖，红军战士在茫茫的草地上威武雄
壮，部分队形掩蔽在迷蒙的草丛中，一面面
红旗飘扬其上，前喧后寂，形成节奏。远景
则是皑皑雪峰，层层叠叠使整个画面千变
万化，突出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宏伟气势，
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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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我收藏的转经筒不是在网上买
的，三个是在西藏的拉萨和日喀则
买的，一个是在上海得到的“奖品”，
还有一个是银制的转经筒，只有大
拇指那么大，是一个挂件，是朋友从
尼泊尔回来带给我的。

十多年前刚到西藏的时候，我
不知道藏胞手里握着转着的是什么
东西，我晓得这肯定不是玩具，也肯
定不是什么体育器具，因为我看到
藏胞们顺时针方向摇动它时，一脸
的虔诚。当我了解到那是藏族特有
的转经筒之后，便到专门的商店和
古董摊去搜寻此物。
图中右侧的那个转经筒是个老

物件，有不少年头了，因为它通体有
了包浆。倘若是某位藏胞曾经转过
的，那么我的接力便是一种福气了。
打开转经筒镶有两颗绿松石的顶部
盖子，里面露出一卷小小的经书，这
是藏在转经筒里的宝物。

藏传佛教认为：持颂六字真言
越多，越表明对佛的虔诚，可以得脱
轮回之苦。因此，藏胞除了口诵之
外，还要制作经筒，把六字大明咒经
卷装在经筒内。从此，一边默默口诵，
一边摇转经筒，每转动一次，相当于
念诵经文一次。藏胞都认为，这是忏
悔往事，消灾避难，修积功德的最好
方式———转经筒原来大有讲究。
图中左侧的这个转经筒是骨制

的，筒身上刻着“嗡嘛尼叭咩吽”六
个字。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骨，应该是
牦牛骨吧？转经筒的材质各异，有骨
头的，也有木头的，铜的、银的，金的
都有。这个转经筒比较素净，筒身上
没有镶嵌宝玉石之类的宝贝。
图中后排的这个转经筒有些特

别。一般的转经筒分为手摇式的和
大型的固定在寺庙轮架上 $米多高
的两种，而我这个骨质的转经筒是
介乎两者之间的，或者叫台式转经
筒，它小巧玲珑，古朴可爱。如今，它
就放在我的写字桌上，时不时顺时
针转它几转，心里顿时觉得很静谧。
照片中间这个转经筒是我的转

经筒里制作最精美的一个，我的判
断，第一，它不是藏族百姓手工制作
的；第二，它是新的，还没有被转过
用过。它的筒身是用红铜做的，分量
很重，上面镶有三颗仿的红宝石绿
宝石和蓝宝石，杆子涂成鲜艳的红
色，特别喜气。当时我参加《劳动报》
的一个征文比赛，半个月后胡绳梁
编委通知我得奖了，请去领奖品。当

我领到不是奖金而是这个“奖杯”的
时候，暗暗惊喜，感谢主办者和赞助
商的别出心裁，让我这个内地居民
得到了这个宝贵的藏民的物件。
对于藏胞来说，除了睡觉吃饭，

无论是走路，还是在路旁休息，转经

筒从未停止转动，它成了身体的一
部分，生命不息，转经不止。而对于
我来说，这几个特别的转经筒是我
的珍贵的收藏品，我小心翼翼地把
它们包好摆好，我对自己说：藏一个
转经筒就是藏一卷经啊。

静静的转经筒
! 童孟侯

! ! ! !马是最令我欣赏的动物，我酷爱收
藏马的造形艺术品。近日在城隍庙藏宝
楼，我兴奋地觅到了两件寿山石马雕摆
件。它是山秀园石，产自福州市晋安区
山秀园村附近，为寿山石一个新的品
种，其质地稍坚，色泽与纹理很有特色，
在白色或淡黄色的石体中，有红、棕、黑
等色层，断断续续地相间或相夹，有如
满天朝霞。

这件《憩马》这件为静态状况下
的石雕，长 $%厘米，宽 !&'厘米，高
(厘米。作者选择黑色在下，作为基
础，采用薄意浅浮雕方式，显示在砾
石河滩上，水草丰美、溪流潺潺，在
“憩马”这一总体为静的作品氛围里增
添了一丝动的情致；以棕色在上，采
用圆雕、镂空精雕的方式，雕了两匹
棕红色马：它们体态优美，双眼炯炯有
神，长伸脖项，鬃毛整齐，一对小三
角形的耳朵高高地耸立在脑门上，仿
佛在随时聆听着四周的动静，一匹低着
头在啃草，另一匹亲密地舔着伙伴的脖
子，画面是如此地恬静安然。作者准
确地把握了马在安闲幽静时的特征，将
骏马的形态、神气及与其相衬的地理环
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巧夺天工。
马，是大型哺乳动物，它神态俊逸、

四肢强健、记忆、判断力都很强，居六畜
之首，素有龙种之称，是人类无言的朋

友)历来被人们崇敬、喜爱和赞扬，无数帝王将相对
马情有独钟，文人墨客、能工巧匠更是把马作为吟
咏、描摹的最佳对象，以致从古至今，文人写之、诗人
咏之、画家绘之，匠人塑之，留下了无数以马为题、与
马相关的名篇佳作、风流韵事：从秦兵马俑、汉铜马
踏飞燕，到唐三彩马；从《双马图》、《饮马图》、《骑射
图》到《虢国夫人游春图》；从九方皋相马、王亥训
马，田忌赛马，燕昭王千金买马到徐悲鸿画马……它
们已成为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艺术瑰宝，也成
为被世界瞩目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闲暇之余我收
藏了不少马的艺术品，有精致的景德镇瓷马、古朴的
宜兴陶马，还有靓丽的洛阳唐三彩马，但它们都属于
陶泥塑品，而寿山石雕其质地远比泥土要尖硬，所以
创作和雕塑的难度显然要比泥塑大。《憩马》的作者
匠心独具，利用石材本身固有的形状与色彩，注重
“依形就势”，“因色取巧”，精心布局。同时，大胆采
用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镂空精雕等多种技法，以精
湛的工艺，惟妙惟肖地为我们呈现出这件韵味十足
的骏马摆件。 （本文摄影：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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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 ! ! !绿泥，也称“本山绿泥”。《阳羡茗壶
系》 和 《阳羡名陶录》 称绿泥为“梨皮
泥”。限制词“本山”，实乃宜兴人自豪之
语，“本山”指的是当地的黄龙山。

绿泥为天然生成矿土，产于宜兴鼎蜀
镇黄龙山脉。其含有绿色层状，硅酸盐矿
如伊利石、绿泥石，原矿呈淡绿色，烧成
后一般温度偏低时呈米黄色；温度适宜时
呈棕黄色；温度偏高时呈青铜色，绿泥由
此得名。

绿泥的矿物组成为水云母、高岭石、
石英、白云母，还有少量的铁氧化物和有
机质。绿泥是紫泥层中之夹脂，分布横截
面形态有点像瘦五花肉中的肥肉。在岩层
中呈淡绿色层片状，在紫泥原矿上层与岩
板间蜿蜒扭曲，时断时续，时有时无，厚
不过 $米，薄仅仅 $*多厘米，俗称“龙
筋”。也就是说，只有在开采紫泥矿时才
能间或附带开采出绿泥矿，贮量较少。绿
泥和紫泥一样，被称为“泥中泥”、“岩中
岩”。绿泥矿层来无影去无踪，乃紫砂泥
矿中的“竹林七贤”是也。

绿泥与红泥、紫泥的最大区别，是矿
料中铁的含量很少，矿料呈绿色。烧成后
的乳黄色为矿物中的钛含量较高所致。假
冒的绿泥便是在白泥陶土中添加化工合成

的氧化物，比如钛白粉。
梨皮泥在绿泥中名声显赫，原因在于

它是天青泥之贴层。《阳羡茗壶系》中的记
载：“天青泥出蠡墅，陶之变黯肝色，又其
夹支有梨皮泥，陶现梨冻色。”天青泥少
有，梨皮泥当然也就跟着少有，矿料外观
均匀细腻，呈淡绿色致密块状，烧成温度
$$(*!+$$!"!，烧成后呈梨冻色，胎质呈梨
皮状。

一般的绿泥因矿地之不同，矿料的颜
色呈现出淡绿色、淡青绿色、浅绿色、浅
灰绿色、浅青绿色、微暗青绿色致密块
状，也就是矿料有那么点绿色。大致在
$$!"!+$%,*!温度区间烧成。呈黄色、亮黄
色、米黄色、浅黄绿色、米黄透微绿色、
浅黄色、微暗黄色、淡青黄色、黄色微透
红等黄色调系。

芝麻绿泥，矿料呈浅绿色、微暗青绿
色、灰青绿色、青绿色等绿色调。大致在
$$!*!+$%**!温度区间烧成。呈微暗黄色、

微暗浅黄色、黄色微泛青绿色等黄色调系。
绿泥中的墨绿泥，矿料颜色“深重”

些，一般呈现微墨绿色、灰墨绿色、浅灰
墨绿色、深墨绿色等绿色系。在 $%**!+

$%-*!区间烧制。成品呈现淡黄色、黄色、
浅黄色、浅黄色微泛青绿、浅黄色微透绿
色等黄色调系。

也有暗青绿色芝麻粒绿泥在 $$.*!+

$%**!温度区间烧制，成品呈现微暗红黄
色调；暗绿色绿泥 $$!*!+$%**!温度区间
烧制，成品呈浅棕色红色调的特例。这主
要是泥料中铁成分显色所致。

绿泥做壶很难成型，烧成结构亦疏
松，一般不直接成泥，常为壶体表面的化
装土。但凡事都有例外，紫砂高手也有用
绿泥做小壶的原料，成品细腻、高贵，显
现出绿泥不易被驯服之美。

现代紫砂花器大家蒋蓉设计、制作的
荷叶蛙声壶，高 '!//，口径 ''//，宽
$'*//。（见图）

此壶便是用墨绿泥成型。色泽
青中泛蓝。此壶最早设计，壶身以
两片老叶合成，壶嘴如新叶卷起，
切出荷梗作把，添上嫩叶作盖，圆
转嫩枝作嘴。所制荷茎、梗芯、荷
刺等皆耐人玩味。$.!' 年，经反
复思考，蒋蓉在壶盖添上一只“歌
唱着”的青蛙，为夏日荷花，再显
荷美。墨绿泥恰如其分的使用，让
此壶沉稳有韵致，切题切景且身
心，功不可没也。

绿泥：蜿蜒扭曲绿龙筋
———人间紫砂之十三 ! 刘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