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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无问西东”是新近一部
热映电影的片名，据说源自
清华校歌中的歌词，雪藏了
数年终于上映，我好奇“西
东”是什么东西，就跑去看，
影院里观众不多，影片时空交错串
联起四代清华人的命运故事，很难
激起我的共鸣，虽说大牌明星云集，
也有煽情演绎，我仍不为所动。片中
给了西南联大诸多笔墨，其中“静坐
听雨”、“跑警报”两段与记忆中的史
实，似乎也有契合之处，直到片尾
“彩蛋”滚动，内心的震撼油然而生，
毫无疑问此刻的感动与电影无关，
那些悄然出现在影片中的龙套，一
一现身大银幕，这才是我真正崇敬
的大师，他们刚毅坚卓的品格以及
薪火相传的风骨值得大家喝彩。
数十年前，我就开始搜集西南

联大名师的手迹，打听到有位联大
毕业的华道一老先生，收藏了一张
校长蒋梦麟的墨宝，还专门写过一
篇文章，回忆抗战时期地处大后方
的昆明为慰劳前线将士曾组织西南
联大三校校长、教授等进行书画义
卖活动，作为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
他花了五元“法帀”，义购了一张蒋

先生节录《史记》中秦将庄桥开发滇
池的书法条幅。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终于收归寒斋。

还记得有次拜谒施蛰存先生，
曾问起他在云南教书，是不是西南
联大？施老回答不是，而是云南大
学，不过两校都在昆明，联大在市
郊，比起联大东一个校舍、西一个校
舍，云大的校舍是滇中最好的，经贡
院改造，还有两幢法式建筑，堪称豪
华，而联大却是铁皮屋顶的教室，不
光夏天热得要命，下暴雨更是叮铃
咚隆响个不停。假日里施老偶尔也
会在昆明一条卖旧货的地摊上碰到
联大教授沈从文和冯友兰等人来此
淘古董，他们是旧识，于是经常约好
结伴同行。施老说他在联大中最要
好的朋友是浦江清，原是清华的教
授，又是华亭同乡，通信也勤，保留
下来还有几十封，当时好想看看这
些信，但因时间有限不敢叨扰，仅又
问了一个沈从文在联大“跑警报”时

被刘文典训斥的传闻，蛰老只答了
一句：“瞎三话四。”
后来这批浦江清致施老的信札

在他离世后流入拍卖市场，我有幸
获得数札，其中一封 !"#$年 %月
&'日的信，详细描述西迁而来的
“长沙临时大学”刚改名“西南联大”
的场景，以及蒙自小镇的风土人情，
内容详实而生动，读来津津有味。
“蛰存兄阁下：别后甚念。弟六日

到蒙自，校址在东门外海关旧园，颇
有花木之胜，惟迄今四人住一室仍
不能作事耳。学校已改名‘西南联合
大学’，至此见门口所榜方悉。园内
多由加烈树，有白鹭栖息树枝，或曰
‘鹳’也，吾侪则美之曰‘鹤’，鸣声如
嗽。华亭今已无鹤，不意于此见之
耳。蒙自县城周六七里，市面不过吾
乡一镇（一小镇）。气候甚暖，满街皆
蝇，惟蛇及蜈蚣至今未遇，想言者过
甚其词，亦有初级中学及师范。南门
外略有风景，曰‘南湖’、曰‘军山’，仿

佛南京之白鹭洲，颇有田野风味，远
处多山，迄未试登。不但天热人懒，且
不知能走否也？下月初开课，不久可
改二人一室。涛弟暂附居宿舍内，此
间我屋住家甚困难，房子简陋而房价
贵，弟家属在汉口，上海者尚怀观望。
此间有民众教育馆，藏有《图书集成》
一部及《万有文库》，亦难得也。尊眷
已由沪启程否？近作胜游否？此请教

安。弟江清。四月十。”（见图）
转眼清华建校已逾百年，%月 (

日西南联大也将迎来南渡八十周年
纪念日，短短八年间，培养出八千名
毕业生，既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
弹一星”元勋，又有 &)%位院士等优
秀人才，造就了大学史上独一无二
的传奇，堪称中国高教巅峰，必将成
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南渡北归 无问西东
! 王金声

! ! ! !笔者对中国四大名陶颇感兴
趣，并小有收藏。宜兴紫砂陶、钦州
坭兴陶、建水紫陶和荣昌陶器因其
璀璨悠久的历史、独树一帜的工艺
造型和丰厚蕴藉的文化内涵而深得
人们青睐。笔者收藏的两件向氏紫
陶彩绘汽锅就是颇具艺术范的餐

具。建水人能
把日常功用的
平凡之锅，炼
成“体如铁、色
如铜、音如磐、
亮如镜、光照
鉴人”的不凡
气质，令人刮
目相看。

其中一件汽锅高 &'*+（缺盖），
口径 ,&*+，底径 &-./*+，器身一边
由向逢春书写唐代钱起的诗句行草
书“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
深”（《赠阙下裴舍人》），运笔气韵生
动，舒展明快；另一面则画了一丛修
竹，尽显春竹秀挺，高风亮节，底款

为楷书繁体章“云南建水向逢春制
造”。另一件高 &0*+，口径 &"*+，底
径 &&./*+，盖由向荣春书写行草
“万古馨香”，骨力内涵，秀美灵动；
器身一边由建水另一名家王式稷隶
书“春花秋月”，蚕头燕尾，婉转精
巧。另一边则装饰“残帖”图案。“残
贴”采用建水紫陶独特的刊刻填彩、
无釉磨光工艺制成，以真、草、隶、
篆、行五体入图，布局别致，斑驳古
拙，凸显了残帖断简所特有的残缺
之美，使之成为了紫陶独具特色的
装饰艺术和标志性图案。底款为楷
书繁体章“建水何兴发制造”。此器
由三位名家联袂创制，书画合璧，相
得益彰，艺术造诣不输陈设器，故甚

为难得。两件器物均器身饱满，打磨
黑亮，抛光细腻，光可鉴人，肩部分
别贴有两狮头耳。

向逢春（&$"/1&"0%），建水县
人，出生制陶世家，自幼随父习陶。
他悟性颇高，刻苦好学，勇于创新，
匠心独运，博采众长，将文人书画结
合进汽锅、烟斗、花瓶、茶具、文房的
造型里，在无釉半成品上进行书画
雕镂，然后填入红、白、黄、蓝各色黏
土，焙烧后用手工细磨，使之光洁如
镜，形成了独特的无釉磨光工艺，终
成紫陶业史上独树一帜的珍品。他
也由此成了建水紫陶艺术的集大成
者。是时建水碗窑村制陶者甚多，但
以向氏所制最为精美，素有“城内三

王，不如碗窑一向”“向氏紫陶，价同
黄金”之美誉。向荣春（&"''1&"0/）
为向逢春之弟，与兄齐名，其同样工
残帖、精装饰，书画形象生动、典雅
古朴。王式稷虽生卒不详，但大名鼎
鼎，工唐隶、行、楷，精山水花鸟，笔
墨取自古法，又能独辟蹊径，富于变
化，书画作品均润秀拙朴，意趣盎
然。“城内三王”指的就是王定一、王
受之和王式稷。
据悉，建水的紫陶汽锅还成就

了一道云南名肴———“汽锅鸡”。该
肴风味独特，原汁原味，肉质滑
嫩，汤鲜味美，曾多次在国宴中出
彩，赢得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首相撒切尔夫
人等嘉宾的赞许，蜚声中外。上世
纪 0'年代周恩来总理出访时，曾
携带建水紫陶汽锅、花瓶作为国礼
赠送给外国嘉宾。

向氏紫陶赛黄金 ! 蔡一宁

! ! ! !春节里，“上海石协理事群”的
微信中，真是闹猛的不得了，特别是
小年夜，群里几乎被一只狗的主题
刷屏。原来，属本命年峻山堂主人老
陆，认为时机成熟，晒出了一张“旺
财得子”的热帖，一时间，迎来会长、
群主、“石头”专家、群友们的热议。
其实，它并不是一条狗，而是

老陆早年就珍藏的一块形、色、
神，酷似八哥犬的大滩玛瑙2为戈
壁石的一种，产自内蒙古阿拉善地
区。质地莹润，表皮风化后，细腻
光洁。按产地分为大滩玛瑙，银根
玛瑙等。自从赏石领域发现和开发
出戈壁玛瑙之后，戈壁玛瑙独领风
骚，迅速成为“国宝级”收藏珍
品，价钿相当吓人，迭只狗其价钿
要远远超过真狗的价值。因此，迎
来石友们关注。群里七嘴八舌：有
的当即表白“愿以二大袋狗粮换取

它”；识货朋友认为，旺旺当红“领
养必捡大漏”；有投资理念出招“狗
市行俏送拍卖会”；更有高者建议：
代表上海队，直接出阵 -月 "日太
原“国粹杯”赏石文化博览会，百方
“名石名犬”精品展。

自恃见多识广、喜欢喝咖啡的
老陆，始终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
却表示：“多年前‘抱’来的迭只狗刚
‘产仔’狗崽尚小，做事要‘石石在
在’慢慢来，吾还要养些辰光，再说
‘好东西至少配三只座子’”其实，前
半句是托词，后半句才是本意。

上海观赏石协会人才济济，
“石”力雄厚，特别是年初又刚经换
届选举，新人辈出，一派生气勃勃的
景象。文人赏石家俞莹最后还在群
里赋诗一首：“大滩玛瑙八哥犬，俏
色动人皆叫好。若问价佃是多少，西
去太原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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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在上海国际
古董及艺术品展会上，我
有幸觅到一件历史悠久、
世界著名的丹麦瓷器《北
京对鸭》，来自皇家哥本哈
根陶瓷（34567 849:;<6=:;）工厂的
作品，均由陶瓷艺术家传统手工精
致而成，釉面色彩逼真、造型栩栩如
生。北京鸭鸟纲雁形目鸭科动物，由
绿头鸭驯化而来，很早就传到外国，
为世界著名的优良肉用鸭标准品
种，羽毛纯白色，嘴、腿和蹼橘红色，
产卵多，生长快，肉肥美。
该作品长 #&厘米，宽 ,'厘米，

高 &)./厘米。生动地表现了一对身
披洁白的羽毛，鸭子的体型硕大丰
满，扁扁的嘴巴，头和喙较短，嘴、腿
和蹼呈橘红色，眼大而明亮，颈粗、

鸭子的腿短短的，脚却大大的，半透
明的脚蹼把几个脚趾头连在一起，
足迹像枫叶似的，胸部丰满，背宽
平，体躯长方，前部昂起，尾短而上
翘，屁股肥肥的，走起路来一扭一扭
的，步态摇摇摆摆，好像在跳摇摆
舞。这对挺拔美观的大白鸭，高低相
衬，呈俯视状。公鸭抬头侧身呈俯视
状，尾部有四根卷起的性羽，叫声嘶
哑；母鸭则低头翘尾呈匍匐状，叫声
洪亮。其实，艺术家经过细致入微的
观察，善于捕捉各种动物的本质特
征，例如：小狗张口汪汪叫，公鸡抬

头打鸣，白鹅引颈高吭……而表现
鸭子，通常是探头探脑寻觅的样子，
当冬末初春时节，常伴有严霜、残
雪，狗、猫等动物还蜷伏在灶边炉
旁、屋檐下时2鸭子却已在池塘、溪
边，冰冷的水中戏游，作品生动地表
现了鸭子一副探寻春天的样子。
“春江水暖鸭先知”是著名诗人

宋·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中的佳
句，就是对鸭的写照。这种物候迹象
告示人们，春天江河水刚刚解冻，寒
意尚未消尽时，气温开始回升，水温
的变化，鸭子先敏锐地感觉到，便亟
不可待地潜入水中嬉游，这是经诗
人细心观察，凝练出的美妙佳句。逼
真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南方早春时的
秀丽景色。同时，这句话还蕴含着深
刻的哲理，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感知
事物的本来面目。勤劳是创造财富
的前提，是劳动人民在千百年的生
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它
强调春的宝贵，强调春在一年四季
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意指一年的计
划要在春天考虑安排。喻示凡事要
早做打算，开头就要抓紧，只有在春
天辛勤劳动才能获得丰收；同时，歌
颂春的创造力，比喻人生需要珍惜
时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事在人
为”一切靠自身努力，明白厚积也能
薄发的道理。

（图片摄影：张静庵）

丹麦瓷器《北京对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