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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我虽然一工作就戴上了

手表，但那是我母亲的旧表。
而戴上自己挣钱买的新手表

已经是工作多年以后的事
了。

那时的手表、自行车、缝
纫机和收音机被称为“三转

一响”，是上海年轻人追求的

时尚，更是新婚夫妻婚礼上
的标配。不过这“三转一响”

不是什么牌子买来都能当菜
放进篮子的，除自行车可以

是天津的飞鸽牌外，其他必
须是沪产的。其中手表圈定

四个沪产牌子：钻石牌、上海
牌、宝石花、春蕾牌。

但是，在那个时代，这
“三转”不是仅凭人民币就可

以买到的，是要有专门的票
子才有供应的。像我当时工

作的吴泾化工厂造气车间检
修工段有三四十个工人，每

季度大概只有二三张票子发
下，于是只能靠抽签来分配，

一旦中签了，下次就没有资
格再参加抽签了。

而在这“三转”中，最吃
香最紧俏的就数 17钻半钢钻石牌手表

和要凭自行车花色票才能买到的永久牌
13型、凤凰牌 18型自行车！特别是价廉

物美的 17钻半钢钻石牌手表，不仅走时
准确，而且价格仅 85元，比起 105元 17

钻全钢的钻石牌和 120 元、125 元的另
三个牌子的手表来，在当时的物价水平

和收入条件下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在我结婚前终于抽签抽到了这张梦

寐以求的 17钻半钢钻石牌手表票子。记
得我拿着这张盖有签发工业局和我们发
出单位公章的手表票，赶到南京路上的

中百一店，用 85元买下了这款心爱的手
表，并配上了一根在当时很时髦的不锈

钢坦克表带！
这块表我一直戴到 1987年，终于为

赶新潮先后戴上了石英和液晶电子表。

后来，因为有了 BP机、中文机、手机后，
时间随时都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于是就

索性不再戴手表了。
退休后，外出旅游成为我老年生活

的一部分。但我突然感到在旅途中用手

机代替手表看时间很不方便，因为打开
手机手指滑动屏幕再开锁要花几秒钟，

这样在走路时就很不安全也浪费时间，
特别是跟团游，导游留给游景点的时间

往往要争分夺秒才能多看一些内容；另
外，手机频繁开关机也很费电，于是我想

起还是用手表方便。回家后，在存放全家
两代人旧手表的抽屉里，看到这只半钢

的钻石牌手表依然簇新锃亮，用手轻旋
了一下上发条的柄头，长针居然“嚓嚓

嚓”地走动起来。

到底是 40年多前的手表了，我有些
不放心，于是把手表带到位于肇嘉浜路

的三五牌钟表维修部，请老师傅帮我看
看是不是还好用。老师傅明确告诉我，这

款手表质量好着呢，用的人很多，我们用
老办法清洗一下加点油，你笃定用。

现在，我外出旅游都戴这只手表。大
开面加上清晰的指针和时间，只要手一

抬就使眼睛有些老花的我看得特别清
楚。上一次发条，保证可以走上 30个小

时，而且走时非常准确。我相信，这只手
表会“恒久远”的走下去，等到我不再需

要“她”时，就作为纪念品好好收藏起来
“永流传”！

四
十
多
年
前
的
钻
石
牌
手
表

    去年初夏的一个黄昏，我漫步

在蝴蝶湾花园发现了河边暗褐色
的树干上有两只透明的蝉蜕，喜欢

生物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取下
装进了牙膏盒子中。蝉蜕即蝉儿的

胎衣，它生命中的甲胄、也是羽化
后的蜕壳。其形略呈弯曲椭圆形，

壳面有光泽，呈透明黄棕色。蝉蜕

的过程是个漫长、寂寞、枯燥甚至
是个痛苦的过程。蝉的蛹在地下阴

暗的土壤里，不断吸食树木根部的
液体，作为一个能量积蓄的储存

体，准备破蛹而出。大约需要度过
三年或许更长一段时间，然后在某

一天黄昏时从洞穴中拱出，攀爬到

隐蔽的枝叶间，抓住树干或树叶上
便安静下来了。当蝉蛹的颈背上出
现裂缝时，蜕皮就开始了。头部有

一对触角，复眼突出。额部先端突
出，上唇宽短，下唇伸长成管状。颈

背部呈十字形裂开并向内卷曲，腹
面有 3对足，腹部饨圆形。蝉蛹的

前腿呈勾状，当成虫从空壳中出来
时，它便牢牢地挂在树上。蝉将蛹

的外壳作为基础，慢慢地自行解

脱，就像从一副盔甲中爬出来。整
个过程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当蝉的
上半身获得自由以后，它又倒挂着

使其双翼展开。起初，蝉的双翼很
软，经过生物风化后展开的双翼就

开始变硬了。然后飞向蓝天，实现
了它生命中的蜕变，所以麦忙过

后，禾苗初露头角，原野便成蝉的

时代了。
为了展示蝉蜕的生动形象，我

特意制作了一个实体标本，我将它
置于一块长 30厘米，宽 14厘米，

厚 1厘米的三叶虫化石板上。三叶

虫化石、燕子石，也叫蝙蝠石，学名
叫三叶虫化石。三叶虫，属古生节

肢动物，属三叶虫纲，生于海底，其
种类繁多，大小不一。三叶虫是距

今 5.6 亿年前的寒武纪就出现的
最有代表性的远古动物，至二叠纪

完全灭绝，前后在地球上生存了

3.2亿多年，可见这是一类生命力

极强的生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其生命演化的纷繁、复杂和精彩。
这块化石，是我几年前石展上，从

一位沂蒙山产地石农觅来的。将它
作为底板，别无它意，主要为了描

绘自然生命的规律，烘托环境，增
强历史沉淀的厚重感。

蝉，是夏的精灵。万物在热辣

的阳光炙烤下，恹恹欲睡，唯独蝉
引吭高歌，试图唤醒沉睡的大地，

使万物重焕光彩。蝉的幼体成长在
黑暗潮湿的土壤里，不甘寂寞，努

力储备能量，破壳而出的蛹，因为
它明白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需要一

双展翅高飞的翅膀，大自然就是生

活的舞台，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
这个热情、奔放和充满激情的季节

里；因为它更懂得使命，活着就该
精彩每一天，要放声高歌叙述生命

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活着，就该
绽放自己的精彩。看着蝉蜕，我突

然联想到人生，从婴儿诞生、童年

求学、成长发育、青春启帆、跨入职
场、涉足社会，人生何尝没有经历

蝉蜕？蝉通过蜕变，迎来了生命的
繁衍和生命的辉煌阶段，与我们人

生何其相似乃尔呢？也给了我很大
的人生启迪。人生在世，不如意之

事在所难免，当我们为生活的琐事
而烦恼、为人情世故而着急、为幸

福婚姻而困惑、为郁闷的心情而沮
丧、为颓废的生活而绝望之时⋯⋯

我们要像蝉那样，不惧困难，对生
命的价值绝不轻言放弃，慷慨高

歌、扑扑翅膀飞翔蓝天，因为海阔
天空，总有我们歇息安生的地方。

认真面对生命的蝉蜕，经过努力完
成生命的重大转折和飞跃,实现生

命的再生和凤凰涅槃，谱写出新的
生命华章。

著名诗人泰戈尔曾说：天空也
许不记得翅膀的痕迹，但我们曾飞

翔过。恰如蝉，夏过无痕。当阳
光最饱满的时候，它以自己特有的

热情，努力的绽放，唱出了生命的
精彩！ （图片摄影：王 路）

蝉蜕·生命的华章

    从陕西南路站地铁出来步行

三五分钟，就来到老建筑聚落陕南
邨。这里地处淮海路商圈与文化广

场的包围中，闹中取静。阳光透过
窗户照进旋转楼梯，徐之麾先生已

在门口迎候。茶香、墨香与书香在
古旧的老宅里氤氲着，一道窗户挡

住了外面市井的喧嚣。

如今徐之麾的名字似乎并不
为年轻人熟知，然而他在上世纪

80年代却是上海书法篆刻界的风
云人物，曾多次参加市级展览比

赛，艺术风采在报纸上整版展示。
1988年到 1994年，徐之麾旅居日

本，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回国以
后，他疏于参加展赛笔会活动，印

名只在很小的朋友圈里流传。身居
闹市的徐之麾如同闲云野鹤，遨游

在艺术的自由天地，篆刻和书法也
因这份淡逸的心境获得滋养，避开

流风而跃入新的境界。
徐之麾幼承庭训，后从童衍方

先生游，被尊为童门大师兄。名家

的点化、聪颖的悟

性加上个人的勤
奋，徐之麾打下了

扎实的基本功。几
十年来，他未曾远

离篆刻与书法，每
日在家与艺术为

伴，不断获得精

进。徐之麾上追秦
汉，下抚明清民

国，特别倾情于赵之谦一路，作品
中透出古雅清隽之气。

观览徐之麾近年篆刻，白文印
苍古朴茂，得汉印纯正脉息，朱文

印尤以清隽遒美为特色。朱文作品
大多为细朱文，与陈巨来工稳润妍

一路不同的是，其线条走势能方能

圆，生拙劲健，呈现出线条本身的

力与美。方势作品如“乞得名花盛

开”、“莲香池静”，字与字穿插有
度，运刀紧逼线条，完全不用圆笔，

清爽雅致。圆势作品如“亦复如
是”、“后吴遗韵”，布局稳健妥帖，

篆法圆融婉转，运刀则果敢畅达，
整方印透出清新磊落的气息。当代

细朱文印多见陈巨来印风，极尽秀

润，而以清遒古雅取胜者甚少，徐

之麾可为成绩显著的一员。
徐之麾在主题篆刻创作方面

硕果累累，近年完成了“古典诗文”
组印 100方、“醉翁亭记”组印 77

方、三套“鬼谷子弟子铭”各 35方、
“心经”组印 54 方，还有“永康十

景”、“苏轼人生赏心十六乐事”等

主题篆刻，大部分系友人订制。他
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篆刻的积累和

理解融入作品，小心翼翼然而沉着
坚定地探索着当代篆刻的边界，为

弘扬传承这门古老的艺术付出自
己的努力。

已逾耳顺的徐之麾心态淡定
平和，长久不变的是对艺术的敬畏

与执着。《心经》长卷徐徐展开式，
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其中红印、

墨拓、篆书都是徐之麾亲力亲为，
一丝不苟。艺术是他心灵的归宿。

陕南邨的老建筑曾经见证达官贵
人的故事，如今徐之麾置身其中，

续写着新的荣光与传奇。

徐之麾篆刻印象

    因喜好收罗老紫砂器物，数十

年来，常于双休日独自挎包徜徉在
苏杭秦淮一带。累了，路边小憩片

刻，顺瞥一眼风景；饿了，肯德基小
坐一会，汉堡、鸡翅裹腹。虽然空手

而归是常态，但幸运女神也时有光

顾。在杭州文物商店“艳遇”的一对
晚清紫砂段泥粉彩香筒就是其中

的一次意外惊喜。
此对香筒的材质为优质段泥

料，通高 24.5厘米，口径 10厘米，

筒壁较薄，只有 0.4 厘米，有子母
口盖，盖上彩绘了一株盛开的牡丹

花，子口密合，不易脱落，底部为内
圈足，在段泥素筒上，先施一层玻

璃白底色，然后用红蓝绿釉勾勒、
彩绘了“狮子滚绣球”图，其中一只

壮硕的雄狮（图右）足踩绣球，昂首
挺立，头背上的鬃毛扬起，双目圆

睁，光彩照人，身边日月灿烂、祥云

环绕，彩带飘舞；另一只母狮（图
左）则腾空跃起，张牙舞爪，腾云驾

雾。两狮此起彼伏，欢天喜地，栩栩
如生。此对香筒泥质细润，制作精

良，美观大方，画片构思精妙，彩釉
明丽，线条流畅，寓意喜庆，彩绘狮

球、云气、花卉等处呈现浓淡凹凸

明暗的变化，且全品成对，历经百

年沧桑，艰难流传，竟毫发未损，可

见宝主珍藏之悉心。
斗香、品茗、插花和挂画是古

代君子的四项雅癖。香文化的流行
助推了香具品类的繁盛。除了最常

见的香炉外，还有手炉、香筒、薰

球、香插、香盘、香

盒、香箸、香铲、香匙
等。自古以来香筒就

是一种焚燃或盛放
礼神祭祖、养生祛

病、安神定志、净美
环境之线香的容器

和礼具，一般有两

种：一是焚燃线香用
的镂空筒状香薰具，

又称“香笼”，另一则
是盛放线香用的圆

筒(还有四方和六方
筒等)，便于居家存

放、书房陈设，或出
行时携带使用。此对

香筒即为后者。唐朝
大诗人李贺在其长诗《恼公》中曾

诗咏此物，留下了“晓奁妆秀靥，夜
帐减香筒”的美句。由此香筒也成

为了文人的文房陈设雅器和可以
把赏的艺术佳品。

选用色泽沉静、可塑性强、透

气性好、且便于陶刻或彩绘的紫

砂制作香筒，曾流行于清末民初。
宜兴一批紫砂商号和名家曾参与

设计制作。如利用公司、吴汉文、
韩泰等。

“狮子滚绣球”是中国传统吉
庆祥瑞装饰性寓意类纹样之一。汉

时民间就已流行“狮舞”，常在喜庆

的民俗活动中一展身手，意在祛灾
祈福。入宋以后盛行狮子与绣球的

配合纹饰，人称“狮球纹”。后经历
代民间艺人加工、提炼和夸张，狮

球纹样逐渐摆脱了纯自然状态（动
作）的描摹，而趋于艺术化和图案

化，因此更显狮子的神奇英武，且
天真可爱、萌态十足，体现出中华

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
较高的民间审美情趣和艺术价值。

狮子，中国古称狻猊。它是中国古
代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第五

子），形如狮子，喜静好烟有耐心，
或正襟危坐，威武雄健，或吞云吐

雾，神定气闲，所以它的形象一般
出现在佛像、香具上，或充当宫殿

庙宇等的守护神。喜静好烟，符合
香筒功能特征，但欢腾雀跃的舞狮

纹饰，使香筒的制作者和持有者的
价值取向表达不言而喻。

段泥粉彩俏香筒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福寿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