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钱 卫 视觉设计∶黄 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qianw@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12021 年 5月 26日 星期三

民间收藏

《东山在望》鼓舞人心 ◆ 蔡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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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钱亚君精心收藏的物件中，有一叠厚

厚的单据票根格外引人注目，因年代久远，单
据颜色早已泛黄。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

的父亲钱树庠担任上钢三厂厂报记者时所收
到的《新民晚报》寄来的稿费单。与之对应的

另有一本厚厚笔记，详细记录着每篇稿件发
表的日期和各类刊物名。从记录上来看，最早

一篇写于 1954年，最后一篇写于 2002年，第

一篇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是 1959年，写作
时间跨度长达 48年，公开发表各种文稿 900

多篇，约计上百万字。
在钱亚君的记忆中，父亲工作勤奋，热爱

读书，一生笔耕不辍，当年居住环境浅窄，家
中有一台老式“上海”牌缝纫机，机身收进去

就是父亲的书桌，就在这块小小的缝纫机盖
板上，一篇篇稿件源源不断地写出，投向祖国

各地的报刊杂志。出身宁波鄞县望族之家的

父亲自小受家庭熏陶，接受了全面扎实的文

化基础教育。工作后，伴随着新中国钢铁工业
的蓬勃发展，担任厂报记者兼通讯员的父亲

先后采写了很多稿件，从稿件名字就可以感
受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的鲜明时代气象，比如《在节日里为钢而战的
人们》《三个吊车司机》《加强冬防工作》《冒雨

拾铁保生产》等。

钱亚君至今珍藏着父亲亲手制作的一箱
活字字模，木箱里密密麻麻每只大小约 6-7

厘米见方的小石块被整整齐齐地码在一格格
字盘内，每个小石块上刻着一个反写汉字，共

2700多个字模。“这就是‘活字’。”钱亚君说，
“这箱字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一个字一

个字写好后刻出来的。”父亲写作之余喜摘抄
读书笔记，这些笔记也被保存至今。退休后，

父亲将主要精力投入儿童文化教育，出版了

《娱乐大世界·成语诗词集》，书的扉页上写着

对小孙女钱玮婧的祝福寄语。这位清秀文静
的女孩自小追随沈尹默弟子费声骞、戴自中

两位老师学习书法，如今已取得不俗成绩，没
有辜负祖父对她的厚望和栽培。

在钱亚君看来，陪伴父亲走过一生的，是
对职业的一腔热爱和深情坚守。每每翻阅父

亲留下的遗物，一叠叠稿费单、一本本笔记、

一行行文字的背后积淀着的，是沉甸甸的岁
月，折射和见证了大时代的繁荣与变迁。

父亲的稿费单 ◆ 海 青
    在我多年的收藏中，最爱公

道杯。这独具匠心的公道杯让我
很是开怀和陶醉。

说起公道杯，我很早就喜欢
上了，想亲自收藏一个，但一直未

能如愿。后来得知一位藏友家有
收藏，我就动起了收购的心思，可

惜被拒绝了。有一次机缘巧合，得

知他很想收藏一只孔明碗，我马
上找上门去，提出用我收藏多年

的孔明碗交换他收藏的公道杯。
这一招可真灵，我刚把想法说出

来，那位藏友就满口答应。我们俩
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全都实现了

多年的心愿。
明代洪武年间，官府在景德

镇开设御窑厂，专门为皇宫制造
御瓷。当时景德镇隶属江西浮梁

县，临近的都昌、抚州、丰城、乐
平、鄱阳等县瓷工多聚集于此。御

瓷要求高，制造难度大，这些瓷工
都是手艺高超的能工巧匠，经他

们之手造出的御瓷皆是极为精巧
的佳品，公道杯便是其中之一。

公道杯又叫漏水杯、平心杯，
分杯体和杯座两部分，杯心直立

一龙首，底部有一漏孔。运用了虹吸原理，注

水时，浅则滴水不漏，满则水流殆尽。寓意“知
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

相传朱元璋就经常用公道杯宴请文武大
臣。一次宴会上，朱元璋给几位心腹大臣倒了

满杯的御酒，给那些喜欢直言不讳进谏的大
臣倒得很浅。结果，几位被皇上有意照顾的大

臣因为酒水倒太满，酒全从杯底漏光了，其他

大臣则高高兴兴喝上了御酒。公道杯的典故
告诉人们，做事必须公道，为人不可太贪。

随着陶瓷工艺发展，景德镇陶瓷艺人不
断对公道杯进行改进，原来的杯子龙头角度

朝下，装饰单一，且盛水不足杯子容量的
70%时所盛之水便全部漏光。经反复试验改

进，公道杯龙角朝上，用青花、粉彩装饰得五
彩缤纷，极为美观，且盛水容量也由原来的

70%上升到 90%。
我交换得来的公道杯，为明代龙泉窑制

品，高 21厘米，中间有一龙头，施釉肥厚，胎
质坚硬，圈足宽阔，极富时代特征，我当然很

是喜欢，常常拿出来与朋友共同赏玩。

    周国桢 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是我国当代著名陶艺家，也
是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是一

位陶艺教育家。喜欢他的动物瓷塑
作品的人不少，但深谙并收藏他上

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人物瓷塑作
品者就不多了。今年三月底，我在东

方陶瓷美术馆看到一批他的人物瓷

塑作品，如《东山在望》《芭蕾舞》《迎
春》《荷花舞》和《风雨无阻上学去》

等。其中《东山在望》不仅题材好、品
相全，而且胎釉佳、造型美、工艺精，

是其成名之作。当年《陶瓷美术》《景
德镇瓷器选集》都曾有著录；在景德

镇市美协对当时 500多件各类作品
的质评中位列甲级，并被周国桢“从

艺六十周年陶艺作品展”收录。

瓷塑《东山在望》高 15厘米，长

9厘米，宽 8厘米，虽尺寸在盈握之
间，但小器大样，极具神韵。作品表

现了一位健康可爱、乐观自信的女
饲养员形象。她头裹印花头巾、身着

白衣褐裙，正沉浸于劳作后的喜悦
之中，边用围裙下摆擦手，边乐呵呵

地注视着脚下肥嘟嘟的小猪，笑逐

颜开。一旁还竖着一把刚刚放下的
木勺……头巾上绣有五只青花描金

蝴蝶，象征“五福临门”……
据周教授回忆，上世纪 50年代

末，中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

缺，人心浮动，情绪低落。当时 28岁

的他正在农村采风，在体验生活中
灵感乍现，有了用瓷塑作品来鼓舞

人心的想法。回去后，他以喜悦的情
调、适度的夸张和洗练的造型，刻画

出了一位人见人爱的村姑形象。作
品面世后好评如潮。

“东山在望”的命名源于著名典

故“东山报捷”。东晋时期，前秦皇帝

苻坚倾举国之力，亲率大军南征，以

图一举消灭东晋，进而统一全国。面
对兵力十倍于己的来犯之敌，坐镇

会稽（今绍兴）东山的东晋大将军谢

安力主抗击，派谢石、谢玄率军，在

淝水之战大获全胜，苻坚只身逃回
北方，南北分立之势再次形成。“淝

水之战”就此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
“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因此，所谓

“东山在望”其实就是胜利在望，凸
显了中国人民迎难而上、顽强拼搏

的坚强意志，以及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守望相助的乐观主义精神。诚如
释语所言：水中著盐，饮水乃知。艺

术品如能妙用典故，汲古出新，别出
机杼，就能达到“辞约而旨丰，事近

而喻远”的目的和效果。

胡杨根艺·蟒 ◆ 原 野

珐琅彩九桃纹印盒 ◆ 苏 凝

    “桃花四散飞，桃子压枝垂。寂寂青阴里，

幽人举步迟。”这是唐代姚合吟咏桃子的诗
作。中国是桃树的故乡，《诗经·魏风》中就有

“园有桃，其实之淆”的句子，民间年画上的老
寿星，手里总是拿着桃———“寿桃”。桃花娇

艳，果实多汁，古人不仅喜欢将桃子入诗入
画，还经常将其描绘在日常生活用品上。

笔者收藏有一对清代珐琅彩九桃纹印

盒，直径 11．6厘米，高 6厘米，盒身扁圆，子

母口，鼓腹，矮圈足。白洁的外壁以珐琅彩绘
饰果实累累的桃树和展翅飞翔的蝙蝠。盒身

和盒盖上的纹饰相连，浑然一体。只见两株
桃树比肩而立，枝干遒劲，桃叶疏密有致，数

朵桃花和蓓蕾点缀其中。盒身绘三个鲜桃，
一只红色蝙蝠；盒盖绘六个鲜桃，两只红色蝙

蝠。盒身与盒盖上所绘的鲜桃均饱满红润，

新鲜水灵，让人垂涎。盒盖中的
两只红色的蝙蝠，正大张着羽翼，

用尽全力向桃树飞来。盒底有
“乾隆年制”的双行四字楷印款，

看来，此印盒为清代中期制造。
印盒，亦称印奁、印色池，是

盛放印泥的用具。中国古代文人
墨客写诗作画，往往要在书画前

后钤上印章，印盒自然是文人书
房案头必备之物。印盒多为扁圆

形，体积较小，有铜、瓷、玛瑙、象牙、玉等材

质，以瓷质为最佳。
印盒的起始年代已不可考，目前传世的

藏品中有唐代印盒，并于宋代开始流行，这有
宋曾巩的诗为证：“印奁封罢阁铃闲，喜有秋

毫免素餐。”宋代的官、哥、定、越等窑均烧造
过印盒。明代印盒多为铜制，大多圆形，面微

凸起。清代常见的印盒是铜、玉、瓷质的，但以

瓷质的最为普及。我收藏的这对印盒就是瓷
质的，器型规整，纹饰画意生动，彩绘技法娴

熟，色彩艳丽喜庆，胎质坚固致密，包浆自然
深厚，观之让人赏心悦目。

值得一提的是这对印盒上的纹饰也大有
讲究。“蝠”与“福”谐音，红色的蝙蝠寓意“洪

福齐天”。桃在我国古代神话中一直是祝寿佳
品，进而成为寿的代称，民谚中有“榴开百子

福，桃献千年寿”之说，桃和蝠组合在一起，寓
意“福寿到来”。为何印盒上绘九桃呢？原来在

古人的理念里，九是极数，用九个桃子装饰就
是希望能够寿运无极，天长地久。小小一对印

盒，不仅寓意深厚，还兼有实用和观赏价值，
令笔者爱不释手。

    胡杨是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五桠

果亚纲、杨柳目、杨柳科、杨属的一种植物，是
落叶中型天然乔木，直径可达 1.5米，木质纤

细柔软，树叶阔大清香。耐旱耐涝，生命顽强，
是自然界的稀有树种之一。胡杨树龄可达

200年，树干通直，高 10-15米，稀灌木状。树
叶奇特，因生长在极旱荒漠区，为适应干旱

环境，生长在幼树嫩枝上的叶片狭长如柳，

大树老枝条上的叶片却圆润如杨。通过对
天然胡杨的瘤、包、根、枝、树干、树皮等进

行雕琢，再经过打磨、上蜡等工艺处理的胡
杨根艺作品千姿百态，天然成趣，备受收藏

者和根艺爱好者的青睐。
这件被命名为“蟒”的根艺作品就采用

胡杨制作，长 73厘米，高 31厘米，宽 40厘

米，是根艺大师孙新的作品。在创作时，孙
新总是尽量保持作品的天然本质，决不轻

易动刀。孙新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的

作品必须保持根艺的本质，而不是根雕。”这
件“蟒”就是他的典型作品。春天的太阳暖暖

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万物都苏醒了。一条蟒

蛇蜿蜒匍匐在贫瘠沙岩地上，头略微向上抬
起，伺机捕捉猎物。

蟒，本义是巨蛇。蟒蛇又称琴蛇、蚺、梅花

蛇，是世界上最大的较原始的蛇类。体长 3米
至 7米，重数十千克。头小，吻端扁平，通身被

覆小鳞片，腹鳞窄，尾短。主要分布于我国的
云南南部、福建、海南、香港、四川等地。属于

世界濒危动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蛇体鳞
光滑，背面呈浅黄、灰褐或棕褐色，体表花纹

非常美丽，对称排列成云豹状的大片花斑，斑

边周围有黑色或白色斑点，体后部的斑块很
不规则。蟒蛇头小呈黑色，眼背及眼下有一黑

斑，喉下黄白色，尾短而粗，具有很强的缠
绕性和攻击性。

我与孙大师打交道已近十年了，他的
脾气十分固执，但确实有一双“慧眼”，普通

人眼里只能充当燃料的树根，在他的眼中
都是宝贝。四处“寻根”被他视为人生中的

一大乐事。经过他的一双巧手，一块块枯朽
的树根，或变浮雕挂件、挂画，或成桌上茶

盘、落地式茶几，全都成了极富灵气的艺术
作品，堪称“化腐朽为神奇”。作品《胡杨·

蟒》的诞生便是最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