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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阳春三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台湾著名收藏家团体“清玩雅集”三
十余位资深收藏鉴赏家，赴西泠印
社，赏景观画。团体成员有现任理事
长潘文华伉俪，第一届理事长蔡一鸣
伉俪，第八届理事长陈永泰伉俪，第
九届理事长洪三雄伉俪、第四届副理
事长张益周伉俪，以及李明德、林木
和、林明哲、詹忠志、张威仪、叶荣嘉、
廖桂英、郭玉雨等著名收藏家。
西泠印社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

华，裙屐蹁跹，楼台掩映，为众多文
人雅士向往。而每逢春秋佳日，印社
必有雅集，缅怀先贤伟绩，赏鉴金石
书画，觞咏尽欢。印社秉承“保存金
石、研究印学”及“兼及书画”的宗
旨，融诗、书画、印为一体，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本
次鉴赏雅集，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极为重视，选出库
藏精品以飨来宾。

本次鉴赏会计有蓝瑛、陈洪绶、张瑞图、王铎、
朱耷、王时敏、金农、丁敬、罗聘、蒋仁、黄易、奚
罔、赵之琛、吴让之、虚谷、赵之谦、吴昌硕、李可
染十八位历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二十件。另有明代《范
氏集古印谱》、名家题旧拓三老忌日碑、吴昌硕刻田
黄自用印及朱文印“西泠印社中人”。
本此雅集，均为志同道合的笔墨知己，观赏研讨

十分契合热烈，如浙派殿军蓝瑛积雪图寒而不枯的雪
景内涵、朱耷书画册页的简远意境、王铎的风骨独
标、王时敏的专精熟习、金农漆书的犀利挺劲、罗聘
梅、竹、石的清雅绝俗、西泠八家金石家书法的古茂
浑朴、海派名家虚谷、赵之谦、吴昌硕
书画的融古铸今，均随名迹之雅舒慢卷
而摩挲研讨，兴味无穷。席间诸藏家对
极具创新精神的虚谷梅、兰、竹、菊四
屏，尤为关注。

虚谷梅、兰、竹、菊四季屏（梅、竹见图），设
色纸本，纵心 !厘米，横 "#厘米，梅花釉题曰“有
粉有色更精神，一树梅花天地春，一觉浮生尘世外，
空山流水岂无人。紫阳山民虚谷。”时年为 $%&'年，
虚谷 ()岁。
此梅花轴构图奇特，枝干均从左边向上斜出。以

淡墨赭石画主干，以焦墨、浓墨写支干，圈梅则轻灵
苍涩略以朱磦点蕊，尤显内力。此图疏枝交柯，暗香
浮动，峥嵘向上，生机勃勃，题诗也冷隽奇逸，高妙
超凡，与画面相得益彰。虚谷写竹，浓淡相间，对比
强烈，竹叶纷披，元气淋漓，竹下野草摇曳生姿，极
富神韵。

虚谷 （*%)"+*%&,），俗姓朱，名怀仁，出家后
名虚白，字虚谷，别署倦鹤、紫阳山民。不茹素、不
礼佛，来往上海、苏州、扬州等地卖画为业。自谓
“闲中写出三千幅，行乞人间作饭钱。”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一百多年后其奇逸画格益为艺坛所重，
至今日还为收藏界津津乐道！

美味可以很精致
郎海宝

! ! ! !三十多年前我高中毕业，
考入了一家烹饪学校，老师安
排我学习刀工技术，从此，我
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校实行半工半读，我实

习的单位是豫园一家老字号饭
店，带教我的汤师傅，虽只长
我几岁，却已是上海市青年岗
位能手。当时十年浩劫刚结
束，许多烹饪绝技濒临失传，
全店上下掀起了你追我赶的学
技术热潮，在这种氛围感染
下，刚入行的我对刀工充满了
憧憬，片丁丝条块粒样样缠着
师傅学，渐渐地我对自己的专
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转眼到了第二年，有一天

师傅笑眯眯地对我说：“小
郎，你跟我学‘扣三丝’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扣三丝那可是上海传统名菜，
以刀工极其精湛著称，初出茅
庐的我能行吗？
既然师傅信任我，我就不

能让师傅失望。扣三丝刀工是关
键，它集中了六种高难度刀法，
光单位里练不行，而要自己花钱
买扣三丝原料———金华火腿、冬
笋、鸡脯肉来练习根本没那经济
条件，怎么办？我省下零用钱，
清晨到菜场买回五十斤土豆，下
班回到家里就一头躲进厨房苦练
刀工，第二天
把切好的土豆
丝带到单位，
师傅或点评或
示范，每每使
我豁然开朗，就这样整整练了三
个月，日长月久，厚积薄发，以
至到了拿起刀“以神遇而不以目
视”的境地。练毕土豆，再练正
宗“三丝”，自然少走了弯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又过了三个
月，我能不出半小时将 "##克原
料分别横批成如蝉翼似的长片，
再竖切成头发丝般的细丝，且一
款扣三丝里的 )###根细丝，长
短相等，粗细一致，煞是“壮

观”，终于师傅让我独当一面制
作扣三丝了，饭店经理说，我是
这家店这么多年来最年轻的扣三
丝制作者，职业的自豪感在我心
中油然而生。
毕业后我留校担任了刀工专

业教师，走上讲台从学生到教师
的角色转变，使我能把对刀工技

术的热爱和学
生共同分享。
为了在原料上
剞上各种菊花
的刀纹，我和

学生们连续五天赶到长风公园观
摩菊花展，流连忘返于几百种不
同品种、姿态各异的菊花中，由
于抓住了不同品种菊花的各自特
征，一款菊花青鱼可以做出十种
形态不同、栩栩如生的菊花形
状，在餐桌上大放异彩。
创新是刀工技术的精髓。老

祖宗留下了一座丰富的餐饮宝
库，但如何继承创新是新时代的
重要课题。我带领学生学画画、

学美学、学设计，融会贯通，把
不同的剞法与原料特性、烹饪方
法、调味运用等灵活地对应起
来，化平常为神奇，创制出松鼠
形、金狮形、核桃形、花瓶兰花
形等十多种花式剞法。任何一件
看似普通的食物都像被施了魔法
似的，瞬间变成艺术作品，散发
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常常让宾客
“未举箸先留影”，不少外国元首
称之为“精致的艺术品”。
时隔三十年，我参加餐饮文

化名师评定，在斟酌自选菜时，
我又情不自禁地选择了以刀工为
主的扣三丝，只不过今天的扣三
丝注入了更多的时代特色：中餐
西吃的迷你扣三丝小巧玲珑，白
灵菇替代了鸡脯肉，口感更佳，
成品似耸立在碧波中的一座靓丽
的小山，刀工技术显示了其无穷

的魅力。
明日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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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世纪 %#年代末，我曾数次拜访
著名图书馆学家、书法家顾廷龙先生，
或约稿或闲坐。顾老洵洵长者，学问深
厚，书法温润靜穆，坐在他并不宽大的
居室，真是如沐春风。一次他取出一本
《叶景葵杂著》，说是他编辑的，题签后
送了我。杂著作者叶景葵是大藏书家，
自号书寄生，内容有书跋、札记、诗
词、回忆，全是旧时文人气息。其中一
篇谈收藏顾祖禹手稿本 《读史方舆纪
要》事，说该稿到手时，“则故纸一巨
包，业已烂碎”，遂不惜工本请人修补，
花费两年时间，“于是完整如新矣”。抗
战初期，叶景葵与张元济等人在租界创
办合众图书馆，不仅捐出全部善本书

籍，而且在图书馆旁造屋居住守护。顾老说，他在合
众随叶工作十年，受益良多，故有编辑此书之举。看
得出他对叶景葵的尊重和怀念。

彼时印象留存至今。近年因涉猎近代金融史研
究，才知道叶景葵还是一名职业银行家，如果从
*&*!年担任南三行之首———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算
起，到他抗战结束后辞去这一职务，竟然连任长达
"#年之久，这在上海金融界几乎是一个奇迹，更不
用说之前他担任大清银行监督等其他经历了。
叶景葵是近代金融界当之无愧的元老，但为人低

调，有很浓的文人气，与其他银行家作风迥异。他是举
人、进士出身的文士，曾为晚清大吏赵尔巽捉刀弄笔多
年，也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在新式银行家中是极为
罕见的。因在晚清官场的口碑和才干，在大清朝廷倾
覆前，他竟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受命署理大清银行
（中国银行的前身）正监督，得以一脚跨入近代金融业
的最高权力圈内。武昌起义爆发，照理说覆巢之下安

有完卵，叶景葵却在辞职前数日，以长
芦盐票三张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作抵押
借款，平息了一场因清皇室退位而引发
的大清银行挤兑风潮。他辞职后，以秘
书长项兰生为主联络部分浙江籍股东与

高级负责人，发起成立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随即由
联合会主持，厉行改革，又得到孙中山的支持，迅速将
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开创了近代中国金融业的
新纪元。这一切，不能说与叶景葵没有关系，因为实施
改组事宜的基本班底，仍是他周围的一批挚友。
叶景葵掌管浙江兴业银行后，将业务重心由杭州

搬迁到了上海，改上海分行为本行 （后改为总行）。
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三方四界的政治格局，使上海
迅速成长为一座远东国际大都市，浙兴的有备而来，
无疑为银行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 *&*!

年到 *&),年，可说是浙兴的全盛时期，资本和存款
均列各大民营银行之首。茅以升主持设计和兴建钱塘
江大桥时，叶景葵首先响应，联合其他银行组成贷款
银团，共同投资 )##万元，浙兴自认一半。
在近代中国，官商勾结是普遍现象。南京政府上

台后，南三行、北四行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均与蒋介石
关系密切，只有叶景葵始终不为所动，游离在政治秀场
外。而且叶景葵自律甚严，担任浙兴董事长后，便在
报端发表启事，称亲朋好友说项求职之类一概不应。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浙兴的业务发展受到影响，叶

景葵虽然感到内疚和自责，但个性使然，仍能淡然处
置。上海解放前夕，面对国民党军警的疯狂抓捕，叶
景葵与张元济、陈叔通等
社会名流 *#人共同具名，
分函吴国桢（上海市长）、
宣铁吾（上海警备司令）抗
议，史称“十老上书”。这
时候，叶景葵已经是著名
的爱国社会活动家了。

闻 香
胡建君

! ! ! !以前和画家方增先聊
天，他说自己对气味很敏
感，每个房间和人群都有
不同的味道，在接触的第
一时间就能察觉，瞬间决
定情绪的好恶。我也是如
此。其实，色彩、声音、
神情、文字也都有气味。
比如我喜欢新割过的草
地，太阳晒过的被子，雨
后的花园；喜欢清澈温醇
的嗓音，爱人含笑的眼睛；
喜欢“小楼一夜听
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这样的句子，
还有“栀子花白兰
花”的叫卖声，一
样清新明媚，令人沉醉，
令人欢喜。
最近喜欢沉香，有很

多因缘巧合吧。定园主人
让我帮他的一种特细线香
起名，我说叫“纤云”吧，取
秦少游“纤云弄巧”之意。
后来送了我几盒。*) 厘
米长的黄花梨香筒打磨得

一丝不苟，仿佛有了岁月
的痕迹，想来古人用燃香
计算时间，而香筒便是储
存时光的容器了。我随身
带了，有时上课也点上一
支。前不久在巴中与朋友
彻夜长聊，填过一首《金缕

曲》，其中有“萍寄
巴中春且住，正寒
轻香细银河渡。漫
夜 语 ， 屡 回 顾
……”写的正是沉

香袅袅的氛围。少愚又给
过我两片沉香木的随形书
签，表面长得像鹧鸪，有
一种凉甜的香味，我把它
们夹在自己的书《飞鸟与
鱼》里。我还有一个随身
的镂空老银香囊，是清代
赣工的，侧面可以开合，
爸爸帮我削了沉香木片放

在里面。盒身的执莲童子
开脸甚为喜庆，闻香更令
人欢欣。好的东西总能跨
越时空，受到最大程度的
接纳和肯定：最广为人知
的西方圣典《圣经》中记
载沉香是上帝所栽种的树
木，而最家喻户晓的中国
画《清明上河图》中也描
绘有“刘家上色沉檀柬
香”的香店。

但沉香毕竟有些奢
侈，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简
单易得的植物香料。其实
这个观点早就有人提出
过，五代高僧法号“知
足”的，反对当时上层社
会竞相选用名贵香料的作
派，“但摘窗前柏子焚”。
这种小清新的享受一直影
响到大学士苏东坡，他也
曾铜炉烧柏子，伴香夜读
书。我也试过。这个季节
校园里的侧柏已经结子，
除了新结的嫩绿果实外，
树上往往还挂着去年的干
枯的果实，爆裂成四瓣花
形，取下里面小小的米粒
般的柏子，在清酒中浸泡
几天后晾干，便可以做熏
香使用了。我用的是电控
的白瓷熏香炉，里面还残
留着沉香屑，放上几粒柏
子，加几颗 "# 年老陈皮
的碎渣，温控到 ))#度左
右，一会儿便有一种乡村
或野地般的暖香弥漫，不
浓不淡，像旧日阳光的味
道，适合书房的暗夜遐
想。“烧柏子香读周易，
滴荷花露写唐诗”，也是
难得的浪漫吧。
法国的朋友寄来普罗

旺斯的薰衣草，我自己用
手织的蓝条纹土布缝制粽
子香包，四边压上白色的
线迹，拿在手中有种低调
的奢华感，放在枕边或车

上，可以享受好几个月。
无论开敞或密闭的空间，
薰衣草不疾不徐的香味都
很好，飘飘渺渺像一个晴
朗的梦。
我还曾经兴致勃勃地

参照古法，备齐原料，尝
试用杏仁油浸泡加热玫瑰
花提炼胭脂原液，掺入山
茶油、植物蜡，调和在豆
粉、米粉、云母粉中，试
图制作天然的玫瑰胭脂
膏。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粉块色轻而不亲肤，却仍
留着好吃的甜香味，被猫
吃去一小块，其余让我拿
来画玫瑰书签玩了。想到
苏东坡贬谪海南之时，也
饶有兴致地自己制墨，结
果引燃灶火，差点把房子
都烧了，我还算小有成绩
的吧。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

的一时兴起，成与不成都
无妨，最重要的，还是馨
香一缕的意念和心情吧。

十日谈
我做手艺人

卖经书
蒋一民

! ! ! !丹宁说，她在停车场
遇到一位身穿黄袍的胖和
尚，背个大口袋，问她信
不信佛。丹宁摇头。和尚
说阿弥陀佛善哉，买一本
佛经吧！能保佑平安……
丹宁不语。和尚就说那您
要是信基督教呢，我这儿
也有圣经，说着就从大包
里掏出一本圣经要卖给丹
宁。丹宁摆手离去。和尚
急了，一边追着问那您的
信仰是什么？您竟然没信

仰吗？一边
又伸手掏那
大 口 袋 ：
“我这儿还
有别的。”

丹宁说她快步溜走了，不
知道和尚还会掏出一本什
么经书来。
前些日子在浙江一座

佛寺里看到正殿是菩萨
（佛教），偏殿是关公（道
教），想起学者们指出在
中国有儒道释三教合流的
现象。现在可好，世界几
大主流宗教也在这个“布
袋和尚”的大口袋里有了
合流的可能。
许多人骨子里重实际

实用的现世性特点由此可
见一斑。很少中国人真信
教，都是求现报。去寺庙
看看，拜佛求神鲜有不是
为了一个具体的功利目
的。谁让我早生贵子，谁
让我快速发财，甚至谁让
我的贪污不被发现，我就
拜谁信谁。典型的“临时
抱佛脚”。
那个“布袋和尚”应

该是个山寨版的吧！他的
商业行为或盈利模式却涉
及到更深层面的东西。一
位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
现在的读者大都只对实用
的书有兴趣，什么书能让
我马上得到看得见摸得着

的好处我才买。看样子
“布袋和尚”是把经书
当成实用书籍来兜售
了。悲乎！信仰也可以
拿来叫卖了。对于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短期行
为的盛行可能见效于一
时，从中长期利益来
看，未见得是好事。毕
竟短期利益不可大于长
远利益，“术”不可大
于“道”，信仰不可沦
为工具。

积健为雄
张屏山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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