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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的虎年将至，写“福”

祝“福”，笔者在整理自己藏品时，发

现早些年曾买过一件清代白玉“福”

字牌，拿出来重新审视，颇有感悟。

“福”牌，在旧时是指“福气”“福运”。

老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

是企盼来年福气的到来，具有浓郁

的民俗风情。一个“福”字寄托了人

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

未来的祝愿。

“福”乃福、禄、寿、喜、财、吉六

大吉祥之首，求福、纳福、惜福、祝福

又是各种民俗文化现象的概括。

“福”又分“五福”，《尚书 ·洪范》中

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

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把福

的形式和内容具体化了，福在中国

文化中的含义不是物质满足，主要

是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明清玉器题材内容多通俗吉

祥，寄托着当时人们对生活的祈望

与追求，代表着一种民俗文化。清代

和田白玉福字牌就是通俗玉器中的

一种。顾名思义，福字牌就是整块牌

子琢磨成一个福字，这在清代中晚

期玉器中比较常见。

笔者收藏的一

件清代和田白玉福

字牌，玉质油润，雕

工精细，是很好的佩

件。整块白玉牌子由

一个福字构成，福字

肥润，俨然颜体。颜

真卿自然是大书法

家，宋徽宗赵佶更是

大书法家。我见过不

少白玉福字牌，有用

颜体字的，有用柳体

字的，还有用欧体，

没见过用瘦金体的。

并非宋徽宗是亡国

之君，而是他的字太瘦。皇帝食不厌

精，需要减肥。老百姓却不希望佩着

一块瘦削的玉牌子，不会希望自己

的福气减肥。所以，肥润是明清福字

白玉牌的共同特征。

有同好之人写了首诗咏“福”字

玉牌，诗云：“一片腰牌一片心，长留

祈愿到如今。颜书福字雕成器，锦织

红绳系向身。历尽沧桑人未老，久经

把玩玉犹新。徽宗不惹芸生爱，任尔

狂书瘦若金。”真实地反映老百姓对

“福”字白玉牌的喜爱。

清代白玉福字牌都是非常精美

的，主要反映在用料精细、做工考

究、文饰精美而有民俗内涵。我看这

一件福字玉牌，虽然只是一件小小

的佩饰，但是选用了上好的和田白

玉，雕工一丝不苟，整体浑然天成，

字体轮廓的勾边非常仔细，线条流

畅毫无阻滞感，确实令人赏心悦目。

反过来看看现代很多仿制清代的白

玉福字牌，往往只是仿制了其用料

和形制，雕工和美感是绝对难以达

到清代的玉雕水平。

虎年祝“福”民俗情
虎年来临，虽然和老虎有

关的收藏品火了，但从另一个

方面来讲，这一类题材并非长

盛不衰。这类题材也是一年一

度的，要注意风险性，如 1986

年的虎年邮票因发行量因素

等原因，到现在也涨幅不大，

而 1980 年的猴票却涨幅惊

人，以至收藏界戏言：真是山

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据收藏品市场某邮票店

主吴肖平介绍，1980 年的猴

票当时面值 8分一枚，现在价

格涨至 6000 元左右，和当初

相比涨了近 8万倍。一版 80

枚 T46全品相猴票，都能买一

辆奥迪了。

然而，发行量多的生肖

虎票就没有碰到这等好事。据

介绍，1986 年虎票当时面值

8 分，现在市场价 1.5 元 / 枚，只涨了

近 20倍。1998 年第二轮虎票，两枚一

套，面值共 2元，现在只涨到 4.5~5

元一套。今年的虎票面值 1.2 元 / 枚，

现在仍是 1.2 元 / 枚。

同一市场专卖邮币卡的店主厉

先生也表示，中国邮政发行的虎年贺

卡加信封，进来时售价 5.5 元 / 个，春

节前和元旦前卖出 4000~5000 个，在

市场上非常俏。但春节过后，售价便跌

至 2.5 元 / 个。估计过了元宵节，就只

剩下几毛钱一个了。

但和老虎有关的邮币卡也并非

一概没有收藏价值。收藏者要根据发

行量多少和题材好坏，对纷繁的收藏

品进行筛选，此外还需具备一定的收

藏经验。

据某钱币收藏爱好者介绍，他店

中有两块泰国虎舌银（泰国钱币），摆

放在店中两年之久，一直乏人问津。不

料今年春节前，有位老客户专来淘与

老虎有关的宝贝，看到这两块泰国虎

舌银就一见倾心，买来作为虎年的吉

祥物。“因虎舌银在泰国的数量较多，

加上客户熟，最后以 800 元的价格卖

出。而我的朋友节前光一块虎舌银，就

卖出 600元。”

除书画、玉器和邮币卡之外，其

它收藏领域中的“虎”也各有所爱。据

介绍，有家工艺品商场的一张上世纪

六十年代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织锦的何

香凝画的老虎丝织画，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无人问津；但碰上虎年来临，春节

前有人专门前来搜集，以 800 元的价

格成交。此幅作品在 5~6 年前，店主

仅仅花了几十元钱买入的。

此外，市场上和老虎有关的图

章、铜器，也都被商家摆到了较为显眼

的位置。据业内人士介绍，在一些古玩

收场市场里，还陈列了一些古代青瓷

大罐，上有猛虎逐鹿图，甚为漂亮。

不过尽管群“虎”亮点多，专家也

提醒，生肖是十二年轮换的，有很大的

时效性，也就是说这一类的藏品，每年

总有一个热点，从收藏投资来说，最好

能够打提前量，这样进出就比较自如。

篆刻是我国特有的艺术，中国汉

字的发展与印章有密切的关系。大篆、

小篆、隶书、楷书等在印章上都有所表

现。所以，中国印章不仅是一种信用凭

证，更是一门微缩的艺术，从秦汉到今

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爷爷有很

多印章，都是朋友为他刻的。我小时候

喜欢把爷爷的印章拿出来玩，大大小

小，五颜六色，好玩极了。更让我惊奇

的是，小小印章竟然隐藏着深奥的意

义。今年元旦假期，爷爷带我去拜访了

著名篆刻家、书法家陆康爷爷。

见到和蔼可亲的陆康爷爷，我发

现他的家里堆满了书，客厅、书房里都

是书，就连卫生间和厨房里也要放个

小书柜，墙上挂满了书画作品和木头

对联。陆康爷爷让我坐在他身边，我

的采访就开始了。

“您小时候练书法是家长逼的，还

是自己的兴趣呢？”我开门见山地问。

陆爷爷回答：“我不是被迫学书

法的，而是受家庭影响爱上书法的。我

的爷爷是一位作家，他们这一代人习

惯用毛笔写字，我就在一旁看他磨墨、

写字，觉得中国的汉字很神奇，从此就

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我问陆爷爷：“您练书法到一定的

程度会不会厌倦？如果会的话您是怎

样克服的呢？”

“我从来不会厌倦。”陆爷爷说：

“因为我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个目标，比

如今天要比昨天写得好，这样就不会

厌倦了。”

“刻图章一定要有书法基础吗？您的

老师又是如何训练您的呢？”我继续问陆

爷爷。

陆爷爷笑了笑说：“老师让我边学

篆刻边练书法，书法练到后来我才发

现，写不好字，就刻不好

印。书法原来是篆刻、绘

画等传统艺术的基础。”

我最后又问陆爷爷：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电

脑时代，您说学书法是否

还有意义？再有，现在我

们学校里实行‘双减’了，

有些同学也利用课余时

间开始学起了书法，您对小学生学书

法有什么建议吗？”

陆爷爷大声说：“中国的书法跟外

国字不一样，它的一笔一画都是有意

义的，一个汉字有时会有多个读音，意

思也不一样。我们学书法不仅要会写

字，更要了解汉字的含义。汉字是中国

的文化符号，小学生要弄懂这个符号，

打好文化基础。学书法也是一个人的

修养，这个修养就要从小开始做起。”

采访结束后，陆康爷爷带我参观了

他的书房，我看到一支比扫帚还大的毛

笔，一方比拳头还大的印章，还看到他

刻图章用的刻刀，有大有小，真是好玩。

陆爷爷还送了我两支毛笔和一盒印泥，

都是私人定制的噢。今天的采访使我

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汉字的奥妙，快乐

极了。

作者系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三

（5）班学生，《少年日报》小记者

学好书法，读懂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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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奈、博纳尔到马蒂斯：
法国现代艺术大展
即日起至 2月 20 日，在延安东

路 2 号举办“从莫奈、博纳尔到马蒂

斯———法国现代艺术大展”。在此次展

览中，观众们能幸运地欣赏到 19 世

纪末至 20 世纪初，法国现代绘画发

展轨迹中极其重要的 80 件真迹画

作。涵盖了印象派、点彩派、象征主义、

野兽派、立体主义等众多艺术流派。艺

术大师包括亨利 ·马蒂斯、皮埃尔 ·博

纳尔、保罗 ·西涅克、克劳德 ·莫奈、贝

尔特 ·莫里索、卡米耶 ·毕沙罗、保罗 ·

高更、巴勃罗 ·毕加索等耳熟能详的平

时只能在艺术史书上看到的艺术家

们。

重庆市文物局日前公布各区县

“镇馆之宝”，大量深藏文物库房的

一批文物重现天日。

其中，巴南区文管所就有一件

来之不易的“明朝嘉靖款青花莲瓣

纹瓷杯”。

根据重庆市文物局专家的评

定，这件文物器型完整，外底款“大

明嘉靖年制”，有明显的明代特征，

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然而，它被发现的故事也是十

分曲折离奇。

1983 年 4 月，重庆原巴县双河

口乡大地村村民余德秀在自家玉米

地中，发现一处窖藏，有碗、碟、杯等

器皿共 100余件。

其中就有这件青花莲瓣纹瓷

杯。但余德秀及其家人并不知道这

是文物，而是干脆将其作为餐具使

用，几个月下来还损毁了 20 余件。

幸好，在上世纪 80年代的全国第二

次文物普查期间，当时文物工作者

发现余德秀家竟使用古董用餐。

对于这一让人哭笑不得的行

为，文物部门立即上报县普查办前

往征集。经过动员，余德秀将所余

77 件全部捐赠国家，由县文化馆收

藏。当时政府还给了一定数量的奖

金，按照当时的比例还不少，并以荣

誉证书的方式表彰了余德秀的先进

行为。

这也是这款嘉靖青花瓷杯能保

留至今，重现天日的重要原因。

地里挖出明青花 村民不识当餐具

大如斗 红似火 惟桃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