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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今年是狗年。平时喜欢收藏
各种小动物摆件的我，家中摆放
了不少生动、可爱的各种材质的
“小家伙”，其中当然包含今年属
本命年的“狗狗”了。

这对题为“母子情”的狗狗，
是来自世界著名童话王国丹麦的
皇家哥本哈根瓷器，便是一例。
其造型可爱，栩栩如生，它披着
一身漂亮的鬈毛，耷拉着一对大
耳朵和明亮的大眼睛，翘着一只
像涂了黑漆似的、嗅觉很灵敏的
小鼻子，一张常常伸出粉红色舌
头的大嘴巴，显得有些俏皮、可
爱。狗属于食肉目，为犬科动物。
中文亦称“犬”，分布于世界各
地。它与马、牛、羊、猪、鸡并
称“六畜”。专家早在中国吉林榆
树县等地考古中，就发现了大量
动物头骨“半化石”，被确认为是
旧石器时代的家狗遗骸，这可足
以表明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早已
开始将狗家化。按中国人的传统

习俗，人有 !" 生肖 （属相），是
!"种动物，与 !"地支相对应，凡
“戌”年出生的人生肖属狗，故称
“狗年”。

“玉犬哮天守戍戍，国泰民安
旺户户”。狗的存在、进化与人类
文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亚洲地区的日本、朝鲜、韩国、
蒙古、越南等国，受中国文化的
影响，也习惯使用农历，以干支
纪年，在那里同样称新岁为“狗
年”。越南人也有十二生肖，其中
有 !! 个与中国的一样，一个不
同，中国的兔在越南由猫替代，
新岁也属狗。至于华族占 #$!以
上的新加坡，“送鸡迎狗”活动更
是色彩纷呈，不亚于中国。狗是
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从原
始时代起，无论游猎、农牧、狗
都是人类的好帮手。也是和人类
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原产地俄
罗斯及中亚诸共和国牧羊犬，性
格冷静，强壮、勇敢、自信，为

毫无畏惧任何生物的犬种%传说它
们含有中国藏獒的血统，喜欢在
野外奔跑，听说它们一个眼神就
能让吵闹的羊群安静。它们还会
看家守户，在家中它们却很友善，
对待孩子们、甚至对待家中其他
动物也如此。

我国台湾北海岸有名的十八
王公庙，就供着忠心救主人的一
条狗狗成为“人类最忠实的朋

友”。狗与人的故事不胜枚举，直
至今日，狗在许多方面：如刑事
侦查、抢险救灾、缉私查毒和平
常生活中，帮助盲人过路导盲等
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狗是
最早开始陪伴人类的动物，也是
与人最亲密的动物，堪称是人类
无言忠实的朋友，千百年来一直
陪伴着我们人类。

（图片摄影：张静庵）

! ! ! !青铜器是中华古老的文明，它
承载传递着许多重要文化信息，受
到国人的青睐。日前友人在古玩市
场觅得一尊青铜塑座像，不知是何路
神仙，让我鉴赏。我一眼看过去，黑黝

黝的人物塑像，黑皮包浆，服饰线条
流畅，浑厚质朴，比较大气，惹人喜
欢，这清楚表明应是明代的旧物。

青铜座像一上手分量挺沉的，
有二斤左右，这是道教人物，高度有
"&厘米，眉慈目善，双耳下垂，嘴唇
微闭，右手托着官袍腰带，左手靠膝
盖舒展向上，脚趾自然裸露，身着典
型明代官服，大褶纹装饰，飘舞的彩
条边上，镶以如意纹饰，头发髻系在
后脑勺，气宇轩昂，它绝不是道教人
物中的等闲之辈。铸造工艺也比较
精到。根据我所掌握的道教文化知
识，此尊青铜座像应是明代老百姓
喜爱的真武大帝。

真武大帝是道教一位重要人
物。真武大帝在明代时名声尤为显
赫，也是民间信众中最为普遍的神
灵。我是根据铜像造型以及当时的
文化背景来分析，确定为明代。真武

大帝又称玄天上帝，为道教神仙中
赫赫有名的玉京尊神。民间传说，真
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化
身，他投胎在古印度净乐国，成了国
王明真大帝和善胜皇后的儿子。后
来，真武大帝来到武当山修道，最终
得道成仙，如今武当山贡奉的主神，
就是真武大帝。
明朝初期，朱元璋的儿子燕王

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
传说在燕王的整个行动中，真武大
帝都曾显灵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后，
对真武大帝更是崇奉有加，即下诏
特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
帝”，将真武大帝视为护国大神，还
在京都建造真武庙。永乐十年'!(!"

年) 又命隆平侯张信率军夫二十余
万人大建武当山宫观群，建成八宫
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
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

使武当山成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
地，并在天柱峰顶修建“金殿”，奉祀
真武大帝神像，使武当山真武大帝
的香火达到了鼎盛。由于明代帝王
的大力提倡，真武大帝的信仰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间也修建了
大量的真武庙，加以供奉。

武当山道教提倡的“三教合
一”。“三教”即儒教、道教和佛教。明
代，皇帝把道教总分为全真、正一两
大教派：以修行为主的教派，归为全
真派；而以降魔驱鬼、祈福消灾等符
箓活动为主的各派被归为正一派。
武当山以全真派为主，由于全真派采
纳的儒家孝道的思想，修正了“出家
人六亲不认”的旧礼制，宣扬孝道，专
门修建了父母殿，作为敬奉父母的
殿堂，以此清纯民风，教化世人。
北京故宫钦安殿供奉着明代真

武大帝塑像，一组共有五尊，真武大

帝为主神和从神，由两个文神、两个
武神组成，其中四个从神分别是：文
神为请书卷从神和请印从神；武神
为请剑鞘从神和请皂旗从神。由此
可见当时宫廷非常重视真武大帝。
记得 *年前，我应邀访问丹麦，

在哥本哈根老城区古玩店里，看到
一尊真武大帝的请印从神铜像，神
态生动，造型优雅，比起我手里这尊
的真武大帝，略低了七厘米，也是明
代的青铜器。当时店主开出 +&$$元
的价格，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
(&$$元购得。我终于把流失海外的
这尊道教人物带回中国。回沪后，曾
向浦东新区的钦赐仰殿道观丁道士
请教。丁道士认为从脸相气势和站
立姿态来看，将其定为真武大帝的
请印从神还是比较恰当的。
如今看到明代的真武大帝青铜

座像，回想起当年在海外觅得的真
武大帝请印从神的往事，两者造型
风格相似，年代相近，主从分明，
有可能是一组的。这真是奇缘巧
事，令人玩味。

! ! ! !我有两件黄杨木雕的
工艺品，大的那一尊（图
左一）雕着一个小和尚，
似乎刚刚出家，正在庙里
练习打坐，眼睛似睁似
闭，两肩亦紧亦松，还没
有完全沉静下来，也许正
念想庙外缤纷的世界。小
的那一尊（图左二）则是
一位老和尚，两耳垂肩，
双手合十，嘴角上扬，虽
然笑容可掬，但是那笑很
慈祥宁静，似乎在对施主
说：阿弥陀佛。
木雕件为什么要选用

黄杨木，而不用白杨或者
杨柳树来雕刻？因为黄杨
树生长极为缓慢，长了四五十年，
树干只有 !&厘米粗，所谓“千年难
长黄杨木”。由于它的慢长细生，所
以木质特别光洁，纹理细腻，很
少节节疤疤，木头的硬度又适中，
不软不硬，所以特别适宜雕刻。老
红木太硬，雕琢艰难；新松木太
软，容易散架。黄杨木还有一个
优点：它的颜色是微黄的，很像
象牙，显得高贵而庄重。

我有时琢磨，和尚长时间打坐
念经，有没有放松的时候呢？有没
有表现他们轻松自如的黄杨木雕
作品呢？应该有的。终于，我在福州

路的中福古玩城看到了一个造型
奇特的布袋和尚造像（图左三），他
袒胸露腹，笑口大开，躺在一把摇
椅上洋洋自得，大有摇啊摇，摇到
外婆桥的意境。

古代，黄杨木雕刚刚兴起的
时候，多以雕民间神话中的人物
为主：八仙、观音、老寿星、布
袋和尚等等。当然，布袋和尚不
属于神话人物，因为确有其人，
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向居无定
所，随处寝卧。

老板说：这是一个老雕件，皮
壳已经很厚了，你摸摸看。别看这

个微型的摇椅只有 *厘米长，但是
它像真的摇椅一样可以前后摇动。
说罢，老板在摇椅的一头轻轻一
碰，那摇椅果然像跷跷板那样前后
摇动起来，很是俏皮，布袋和尚的
那洒脱的不拘小节的神态在摇椅
的衬托下栩栩如生。老板说：我不
多要你，!&$元拿走。

"$!#年的 +月 ,!日，我到上
海图书馆查找一份有关烟台历史
的期刊，看见图书馆的右侧正举办
“第十五届中国上海民族民俗民间
文化博览会”，展览会不但请来了
上海各界的工艺大师，还请来了全

国各地的，北京鼻烟壶、
天津烙画、唐山骨瓷、苏
州双面绣……来自浙江
的工艺美术大师方江鸿
坐台，他是非遗“乐清黄
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
我先是欣赏他摆放

在橱窗里的大型黄杨艺
术品，那里的每一件精
雕细刻，每一件造型生
动，尤其是人物雕件，真
是形神兼备。最后，我拿
起展台上的一个黄杨木
的手串（图右），手串的
!" 颗黄杨木珠上刻着
!" 生肖，狗、猪、鼠、羊
……我爱不释手，因为

我知道雕刻小型的圆形的雕件，特
别适合采用黄杨木，它是传统的
最佳材料，更何况这些大大的动
物被“浓缩”在 !-+厘米的小珠子
上，还活灵活现的。

我问：方大师，这 !"生肖的手
串价格多少？他说：!$$块吧，明天
要撤展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都卖
完它吧，我不想带回去了。

眼下，成材的黄杨树越来越
少，因为人们等不及它长到 ,$厘
米，就已经把它锯下来送去雕刻。
其恶果是：成材的黄杨木越来越
少，大型的黄杨木雕也越来越少。

! ! ! !笔洗是一种传统工
艺品，属文房四宝之外
的一种文房用具，是用
来盛水洗笔的器皿，以
形制乖巧、种类繁多、雅
致精美而广受青睐。笔
洗质地很多，包括瓷、
玉、玛瑙、珐琅、象牙和
犀角等。各种笔洗不但
造型丰富多彩，而且情
趣盎然，不但实用，更可
以陶冶情操。
主题为《招财进宝》

的笔洗作品，长 !+ 厘
米，宽 !,-&厘米，高 #-&

厘米，画面由童子三人
围绕圆坛展开，底部并
有宝钱、寿桃和如意等
喻示招财进宝、吉祥如
意等物件相伴% 雕工精
湛、画面生动。
上述两件作品取材

冻石 %施以传统寿山功
技，经打坯、凿坯和修
光三道工序，然后上色
仿古做旧（非平常说的
放在茶叶水里泡）。其
特点：人体比例准确，
坐势自然舒展，神态悠
然自得，面额饱满，两
眼微闭，鼻宽且丰，两
唇微翕，表情生动；衣
纹用刀流畅，富有动
感，古雅大方，浑朴厚
重。作者充分领略了古
人意蕴，运用其刀法、
款式和构图。仿是传承和发展的基
础条件，也是再现古代历史文化风
貌的关键。通过欣赏仿品，让更多
喜欢文房的人目睹“历史面貌”。
则就需要了解历史和审美取向，掌
握传统技艺的应用原则，更要学习
传统文化，本着对历史传承的责任
心，这样才不会亵渎仿古石雕艺术
的魅力。

明真武大帝青铜像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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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木雕小摆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