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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壶福开岁，壶运齐天。在

庚子新年来临之际，海上名窑
四海窑推出了“鼠年庚子如意

壶”，以贺岁迎春，欢度佳节。
此壶由海派紫砂大师许四

海的儿子、四海窑的第二代传
人许泽锋创意设计，既吸纳了

传统紫砂精湛典雅、庄重朴穆
的特征，又融入当代紫砂崇尚

造型、注重装饰的理念，因而
整把壶化古通今，气格高贵。

珠圆玉润，境生象外。

庚子为鼠年，鼠系十二生
肖之首，其始于天干地支的天

人合一，也源于阴阳五行的乾
坤运转。如今国泰民安，世缘

和谐，万象更新。因此，许泽
锋经过反复构思、不断推敲，

决定整把壶的造型取经典的如
意壶式，器形丰逸饱满、圆浑

雍容，视觉效果相当富丽稳

重、融通和畅，以寓意岁岁如
意，年年吉祥。在选定了壶款

后，主题的展示自然是生肖
鼠，其点睛之处是壶盖上安放

了一只造型生动可爱的小鼠。
只见这个小家伙正昂首迎新

年，双耳高耸听佳音，前爪合

拢，弓身背着一个如意大福袋，为大家送

五福来了。小鼠是用三维立体雕塑手法处
理，形小而丰实圆巧，颇有灵动之感与造

型张力。而小鼠所背的五福袋正施放出一
片如意祥云，从壶盖流向壶身，上下相

联，一气呵成。祥云下有一只小鼠正在欢
快地接纳，使之对应互动，为整把壶增添

了欢快喜庆的气氛。
庚子如意壶迁想妙得、独具匠心的亮

点是采用了先进的装饰理念，即福袋所流
出的祥云用黄色彩绘泥点缀，中间用彩线

勾勒，在朱红的壶身上呈现了一片如意祥

云，象征着新岁祝福，弥漫出浓郁的神话
色彩。在装饰手法上，又大胆地掺用了铺

砂法，即让如意纹铺砂与福袋铺砂遥相呼
应，色彩变幻渲染，生机盎然。庚子如意

壶还配有一只如意杯，一壶一杯，彰显了
生活的诗意性和品茗的仪式感。

从岁首之鼠的立体雕塑、福袋祥云的

流飞到如意纹的铺砂，整把庚子如意壶集
中汇聚了艺术的图式和工艺的效应，这既

是对传统紫砂的突破，又是对当代紫砂的
拓展，让人欣喜地看到了新一代崛起的紫

砂壶艺家的创作能量和审美追求。为了增
强紫砂壶的书卷气，许泽锋还特请其父许

四海在壶上题了四字篆书“庚子如意”，

从而使雕塑、绘画、书法集于一壶，真可
谓是“壶小天地大，壶中日月长。”

紫砂泥是紫砂壶之本，因而有“人间
珠玉安足取，且如阳羡溪头一丸土”之

说。值得一提的是此把庚子如意壶的泥料
选用了最好的底槽清泥。该泥产于江苏宜

兴黄龙山系，是紫砂泥的最底层，质地细
腻纯正而光华潜蕴，泥性之佳、砂质之

好，为历代紫砂名家所推崇之首。明清及
近代经典名器中有不少就是底漕泥所制，

如惠孟臣的《柚子壶》、时大彬的《古灯
壶》、陈曼生的《合欢壶》、陈鸣远的《莲

壶》等均采用了底漕清。而此把庚子如意
壶亦是四海窑收藏多年的老泥，因而经窑

火烧制后，泥色红艳华润，润如玉珠，细
如肌肤，尽显“紫泥新品泛春华。”

    这件太行崖柏根艺“蝙蝠”栩

栩如生、浑然天成，它并不是因中
国国家根艺大师孙新的高超功夫

技艺所致，而是仅凭大师睿智犀
利的目光发现，以他丰富的根艺

经验，慧眼识宝觅得的。
蝙蝠长 50厘米，宽 45厘米，

高 40厘米。整件作品未经人工雕

琢，纯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取

材于一件百年以上的崖柏坨料，

坨料通常密度较高，油脂聚合非
常好，整株崖柏的精华都被凝聚

在这个部位，崖柏生长环境恶劣，
常年经风刮和干旱，上部枝体放

慢生长速度，而根部吸收多，导致
筛管逐渐扩大，如同水袋一样，不

断灌水以致袋子变大，逐渐形成

一个坨坨形状。因此它的形成复

杂不易，导致造型怪异，却深受
崖柏爱好者的追捧。该坨坨，酷

似蝙蝠的双翼，经风化的水泥皮
纹酷似其羽翼，而且蝙蝠的头部

清晰可辨，整件作品生动地展现

了一只蝙蝠正在起飞闪动双翅的
一刹那间，动态感极强，形神很到

位，可以说其逼真度达到了令人
咂舌的地步。它是自然界风雨侵

蚀的结果，历史

岁月留下的沧
桑痕迹，也是大

自然巧夺天工
的杰作。

在华夏的
文化里，蝙蝠绝

对是“福”的象

征，这在许多留

存古老的建筑

以及砖刻、石刻
中几乎处处可

见。蝙蝠由嘴发
出高出两万赫兹的声波，叫“超声

波”，人是听不见的。超声波遇到
障碍物就会反射回来，传到蝙蝠

灵敏的耳朵里。蝙蝠通过大脑，判
断出障碍物样子等，来判断是吃

是逃。人类通过模仿蝙蝠的回声

定位发明了探路仪、雷达。蝙蝠在
水平地面上是无法起飞的，一定

要有一点高低落差。蝙蝠的导航
能力绝不仅限于回声定位，它体

内具有磁性“指南针”导航功能，
可依据地球磁场从数千英里外准

确返回栖息地。而此前，众所周

知，蝙蝠是著名的“夜行侠”，虽然
它的视力不错，但其拥有超常的

回声定位方法，仍可在黑暗中导
航觅食。

这件根艺取材柏木，“柏”谐
音“百”，而蝙蝠的“蝠”谐音为

“福”，所以我专为它取名“百福具
臻”,臻意为至，引申为美好的，意

思就是形容各种福运一齐来到。

它不愧是一件根艺中的精品、崖
柏中的极品。前生，吸收天地灵

气，今世，演绎百年传说，给我们

带来美的视觉享受并传递美好的

祝愿。 （图片摄影：吴勇）

庚
子
如
意
壶
迎
春

◆

王
琪
森

    父亲江寒汀先生，是艺坛公

认的近现代花鸟画名家，人称“江

虚谷”。他一生崇拜虚谷，学习虚
谷，当然也倾倒于虚谷绘画的清

新与别致。
《竹月松鼠图》是父亲所藏的

众多虚谷画作中特别精彩别致的

一幅，一方面是尺幅宏阔，有五尺

整张左右大小，另一方面是画面
景致丰厚饱满，一般这种层叠复

杂的构图，都是画家精心经营之
作。画面前后分了三个层次，背景

是一轮皓月当空朗照，几片竹叶
映入月光之中，显得幽静且空明。

画家以浅淡润泽的墨晕烘托出圆
月的皎洁，真如古人诗中所吟诵

的那样：“圆月正当户，微风犹在
林”，是别有一种诗情蕴蓄于画意

之中的。在圆月光晕中，第二个层
次便是压于画幅偏右下一侧的那

块顽石，顽石前后布置疏竹数枝
构成另一个层次。这种前后堆叠

覆压的多层次构图法，很考验画
家处理复杂场景的功力。通过不

同形式的描绘技法，比如浓淡不
一的墨色，线条与墨块的区分，不

同颜色的敷染，都达到划分层次
井然明晰的效果。此图中画家正

是通过用润而略显晕化的墨块来
描绘湖石，全然摒弃了线条的勾

勒，单以没骨法为之。而石头前后
的竹干枝叶，则用双勾法，虚谷用

它独特的断断续续的略带颤动的

线条勾勒竹枝竹叶的轮廓，成功
地将竹与石区分开来。竹是劲健

而且爽辣的，还略带着苍硬挺拔
的气势，石则是浑沦且蕴藉的，加

入它，只为了画面更为凝重浑厚。
与凝重浑厚形成强烈对比的，则

是竹竿上端一对追逐着的松鼠，

所谓“画眼”者是也，这又是一番
灵动活泼的场景，与摇曳斜出的

竹姿是可以形成协调的动感的，
与厚实的顽石则又是一动一静的

相互映衬。
丰富多变的笔墨造诣，独到

的刻画手段，都是虚谷和尚用以
营造其独特氛围的方式。他的花

鸟鱼虫，以不同于前人的画法，用
排比的构图形式，夸张萌拙的造

型，方硬的勾勒线条，构成其自身
不同凡响的绘画语言。他画的竹，

往往以其浓淡交错，沉着酣畅之
笔，表现着“拙”而“朴实”的况味，

他喜欢用逆锋和侧锋，画出的枝
叶并不光滑，反而是艰涩的，错杂

甚至零乱的。我父亲常说，虚谷和
尚的竹枝竹叶，粗看上去蓬头乱

发，不修边幅，实则如枪如戟，自
有一种傲然之气。他的竹叶呢，常

使用两条弧线交错而成，在竹尖

处，或略有停顿形成一个墨点，
或任其交叉错落，但韵趣自然。

我父亲又常说：看虚谷的竹，可
以感受到他本人虚怀若谷与刚正

不阿不谐世俗的品德。可以听到

簌簌作响的天籁，真是奥妙无穷。

说这番话时，往往就会指着墙上
挂着的这幅画为举例对象，他指

着画面，侃侃而谈的样子，那种
陶醉于佳妙艺术境地中的姿态，

至今如在眼前。
《竹月松鼠图》上，在清冷素

净的设色里，画家刻意点缀着几

枝红叶，虽然不是十分明显的艳
丽，只不过是浅浅淡淡略带赭石

混着朱砂的一抹而已，在疏落的
枝条上，叶态正侧俯仰，寥寥数笔

而使整幅画面的色调温暖起来，
如同言简意赅的遣词造句，徒使

文章更具有了活泼的亮点。
《竹月松鼠图》是父亲江寒汀

先生收藏的众多虚谷作品中特别
珍爱的一幅，父亲常在画室中凝

神观览，悉心琢磨画中的一笔一
墨，时时发出啧啧赞叹之声。他赞

叹虚谷画松鼠的变形与想象，赞
叹于松动中求虚实的绘画理念，

以及富有节奏感韵律性的笔法，
空灵的美感常使他醉心画中，听

着他的讲解，来欣赏此幅作品，领
略其中的笔墨之美，意趣之美，从

当初的一知半解，到如今的体会
深切，真是百看不厌的。

    十多年前，我驾车和胡明一

起到新场镇去，在街上闲逛时发
现有家古玩店的角落里扔着两块

小石头，虽然灰不落脱，我觉得那
是青玉，于是打听价格。老板说：

30元一块，两块一道去 55元。我
当即买下。

那块比较厚实的青玉，我请

人雕了一只小葫芦；另一块扁扁
的大小只有一元硬币那么大的雕

什么好呢？对了，雕一只小木鱼
吧。雕完抛光，果然是青玉，还是

老料，小巧玲珑的木鱼上还有一
片一片的鱼鳞（见图正中吊着

的）。我把它挂在背包的拉链扣
上，我到哪里，它陪伴同行，我心

里就很安稳，耳畔似乎有笃笃笃
的木鱼声。

木鱼是佛和道二教最常使用
的木制鱼形法器，都是用木头做

的，没有玉做的。最小的木鱼一般
也有 4厘米，声音清脆悦耳；最大

的可达 90厘米，一个人抱它都吃
力，声音则低沉浑厚。当然，更大

的木鱼有一米多长，真正是一条
用木头雕琢出来的鱼，也称鱼梆，

它挂在寺庙的长廊里和食堂外，
用来召集信徒。

我们都见过木鱼，它们是团

鱼状的，腹部中空，头部正中开

口，尾部盘绕，其状昂首缩尾。敲

木鱼的槌也是木头的，轻轻一敲，
便会发出清亮的声音———这声音

是调节念佛诵经节奏之快慢的，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木鱼声来警

醒修行者，不要懈怠，不要昏沉，
好好念经！

今年夏天，我到山东烟台访
友，闲暇时和振友一起到东方古

玩文化市场去淘宝，转了一圈，突
然发现有个地摊上放着一只两个

拳头大的木鱼，其造型我从没见

过的，木鱼上

竟然带了个把

（见图中间）。
我 问 摊

主：多少钱？摊
主说：80 元。

我说：你敲一
敲我听听。摊

主举起木槌轻
轻一敲，笃笃

笃！笃笃笃！那
声音竟然那么

洪亮，那么飘逸！我没有讨价还

价，100元找 20元。我问摊主：
还有吗？他说：大哥，这么大的

古玩市场只找得到这么一个，你
运气好。

回到振友家，我俩粗粗探究
后一致认为：在寺庙里，比较大的

木鱼是放在桌垫上的；比较小的

木鱼则是拿在手上的，执之以拇
指、食指和中指，左手拿住，右手

敲击便是。然而，碰到做佛教法事
“绕莲”（即绕法堂走），手里捏着

个木鱼就有些拿不稳，敲不准。我

买来的这个木鱼正是解决这个短

板的，“绕莲”者只要握住那个把，
尽管敲就行了，不用担心一失手

掉到地上。
我觉得这个带把的木鱼是桑

木做的。整个木鱼素面，没有任何
花纹雕刻，比起那些香樟木的鎏

金木鱼，比起那些精雕细刻的檀

木木鱼，反而显得朴实而大气。重
要的是它是一个使用多年的老物

件，木鱼的背面和把上已经有了
包浆；更重要的是木鱼的斜面上

有不浅的经过敲击的磨损痕迹，
洋溢着浓重的“佛气”。冥冥之中，

它就像在古玩市场等着我，像是
不露面的老和尚要把这个宝物传

承给我，我真的是“运气好”。
木鱼无疑是吉祥物。专家指

出：木鱼的出现，最晚是唐朝，可
能还要早。我的这个带把的木鱼

是哪个朝代的呢？因为没有落款，
器型也不规整，无从得知。

家里收藏多个木鱼，每天早

起，我就依次敲一下，笃笃，笃笃，
笃笃，等同于烧香拜佛了。尤其是

那只红色小木鱼（见右图），敲起

来声如马蹄，惟妙惟肖，像是催促
我快快开始干我今天该干的活

儿，不要懈怠。

木鱼故事 ◆ 童孟侯

百福具臻

“江虚谷”收藏的虚谷画 ◆ 江圣行

▲“鼠年庚子如意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