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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2020年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周年，得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将颁发“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周年”纪念

章这一消息，父亲从抽

屉里拿出一本珍藏了
66年的日记本。

这是一本红色硬
面日记本，封面上方印

着“奖给人民功臣”6
个烫金大字，下方印着

“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
第七十二师司令部、政

治部奖”。翻开日记本，
首先映入眼帘的分别

是毛泽东与朱德的照
片，以及他们的题词：“战斗英雄们，

你们是人民解放军的模范人物，希
望你们继续努力，更加进步，为建设

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随后一页写
着：“奖给刘忠凯同志。”刘忠凯是父

亲儿时最要好的伙伴，他们一直亲
如兄弟。

上世纪 50年代初，父亲从江苏
老家来到上海机床厂谋生，刘忠凯

则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参军奔
赴了抗美援朝战场。父亲说，如果他

不到上海来，一定也是和刘忠凯一
起，毅然奔赴朝鲜战场了。当年他和

刘忠凯都是 20多岁的热血青年，彼

此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朝鲜战场，虽

然相隔万里，但一直保持着通信联

系，互相激励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

战斗岗位上争取立功受奖，为国出
力。这本日记本就是刘忠凯 1954年

5月在朝鲜西海岸战场上荣获战功
后，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七十

二师司令部、政治部奖励的。刘忠凯
随即将这本日记本转赠给我父亲，

让父亲分享他的那份荣誉。
在扉页上，刘忠凯写道“送给：

亲爱的同志———刘征文，作为我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赠给您的留念！你
的同志刘忠凯赠于朝鲜西海岸。

54.5.2?”。同时，刘忠凯还在日记

本内写下一段激情昂扬的赠言：
“亲爱的同志征文：我们相隔千

山万水，踏着中朝两国的领土而以
最高贵的革命感情来紧紧的握着双

手，沿着祖国的大道共同迈开步伐
前进吧！一直为着人类所愿望的社

会而奋斗吧！并祝您在建设的岗位

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争取立功创模，
作为我学习的榜样。最后希您确实

的（地）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三
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再

见吧！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您的同
志刘忠凯”

正是这本来自枪林弹雨的朝鲜

战场上的日记本，激励着年轻的父亲
在上海机床厂努力工作。在这本日记

本里父亲写满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与
工作札记。在一篇写于 1957年 4月

13 日的日记中，父亲写道：“自
1956.9.27党支部大会通过我为预备

党员到现在，已将近半年，在这期间

我的进步是很少的，在思想和阶级觉
悟上虽有所提高，但还是不够，现在

我检查大概存有以下些优缺点……”
这应该是父亲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在

“起草”给党支部的思想汇报吧。
抚摸着这本见证了 70年前那

场伟大战争的峥嵘岁月，以及父亲

与其发小刘忠凯珍贵友谊的日记
本，年逾九旬的老父亲眼眶不由湿

润了，他哽咽着说道：“当年，刘忠凯
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我在国内建

设社会主义，我俩互相鼓励。如今，
他却不在了……”

父亲说，刘忠凯从朝鲜战场凯

旋回国后就退役复员了，被分配到
河北唐山市工作，他们一直通过书

信保持联系，父亲还曾前往唐山与
其相聚，共同缅怀那些难忘的岁月。

数年前刘忠凯因病离世。这本日记
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来自抗美援朝战场的日记本 ◆ 刘 翔

    每当回到郊外老爸的乡下四

合院内时，到处悬挂的传统大红
灯、宫灯、瓷碟拼成的大龙灯营造

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而展厅中的
10 多件器形别致的古代灯盏更

散发出深沉的文化气息。老爸每
每谈起古灯来便滔滔不绝。

老爸小时候，离家不远就是

上海市古旧书店。他平时没事就爱
到古旧书店去逛逛，那里的古籍善

本、名人字画常令老爸流连忘返。
但老爸一直仅仅是心动而已，并没

有真正动手收藏。1990年冬，老爸
因工作关系到乡下小村子里呆了

半年，和村民同吃同住。一天，老爸
被老乡家里一把弃用的破铁灯吸引住了，很简单的碗状造型，

而且是锈迹斑斑的。老乡见老爸喜欢，执意要送给老爸，后来
老爸掏了 20块钱买了下来，自此老爸的古灯收藏一发不可收

拾，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二百余件。随着藏品越来越多，老爸
对古灯的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从文字中的“镫”“登”相通，到

历代古灯器形的特点和断代……收藏的兴致也越来越浓。
灯的历史，就是人们追求光明、效率的历史。战国灰陶

熊顶灯、汉代九头凤鸟绿釉陶制盘式灯、北魏四人顶灯、唐

代五越窑青釉孩儿灯、宋代石质孩儿顶灯、明代尧头窑黑釉
鸟灯、清代青花福禄寿纹烛台、20世纪初的亚细亚玻璃壶

形灯……这些灯为陶、石、铜、瓷材质，有的灯讲究实用，有

的灯追求精美，有的灯结构精巧，曾是宫廷行灯、书案座灯
或外出行灯。它们昔日的主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布衣百

姓，无一例外都是热爱生活、追求光明的。
古灯给老爸的快乐，远胜于其本身。战国古灯材质多为

陶质，汉代古灯材质多为青铜，唐宋瓷质古灯较多，明清古
灯上开始出现青花，清末时期开始出现玻璃灯。古灯的器形

有的古拙、有的粗率，所用的燃料从动物脂、植物油到工业
油，这些均和所处的时代丝丝相扣、互相印证。而文学作品

中，关于灯的名句不胜枚举：“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观

灯咏史，引鉴兴亡”……与古灯相处，就如同与古人相伴交
流，老爸从古灯那里得到启示———灯是光明的身影，时间的

留影，文明的显影，幸福的倒影，吉祥的化影，历史的缩影。
在众多的藏品中，老爸最中意的是汉代蓝田玉龟灯

（见图）———它可以印证一段历史：打眼一看，甚至觉得它
略显粗陋，是上灯盘下底座右灯柄三部分组成的简单形

制。仔细观察，其灯盘以豆形灯为范式，灯座其实是个刀法简洁的乌

龟。龟头、龟眼、龟尾，均刻画到位，有关专家从其简约生动、因势塑形
的手法断定该器为汉代石刻。因为时间久远，该器物大部分已经石化，

但从灯底可以看出其依然润泽的玉面和藏于其间的翠根。
因为热衷收藏古灯，退休金并不宽裕的老爸没少挨老妈的埋怨，但

老爸依然乐此不疲地继续着自己的古灯收藏。老爸最大的一个愿望是
成立一个古灯博物馆，让古灯永留人间。

    以往，竹子是崇明岛上最为常见

的生产生活用品原材料，当地人使用
的家具、农具、日常用品多半用它手工

制成，手艺人从容而娴熟地操着传统
工具，一只只精巧而经济实用的篮、

椅、筛、匾、箩、筐、藤盘等便在他们手
下慢慢成形。也许这些手工制品不如

现代机械工艺打造的产品精致规整，

但它自有一股清新拙朴的味道，而且
散发着原材料的清香，给人亲近自然

的感觉。
在我的家乡崇明岛，一千多年的

岁月里，先民们为了生存，上岛安居之
后，辟出一块地来，满足自给自足，除

种植粮食作物外，还在房屋周围种植
竹子等作为生产生活原材料，并用它

制成各种农具和日常用品，于是便涌
现出众多的民间竹编手艺人，他们中

有的是祖传的，有的是拜师学的，在崇
明乡村，可谓是村村都有这样心灵手

巧的竹编手艺人。

我哥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离

开崇明到横沙岛学竹器，在那

里工作了 20多年，掌握了

一手竹编手艺，可谓是样

样精通，尤其是筛子、藤

盘、竹凉席的编制，成为

拿手绝活。我收藏的这只

小藤盘是他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在横沙手工业社

工作期间编制的，做工精巧

细致，盘心中间编有双喜字，扎

口和四周编有花纹，美观大方。这

种小藤盘是当年妇女用以做针线活

时摆放针线、顶针、刀剪头及零星布

块的专用盛器。这只小藤盘至今已
有近 50年历史，尽管现在早已不作

针线活的盛器，但还是完好无损，而
且历经沧桑岁月，倒也是泛润着古

铜般的光泽，与现代家居摆放在一
起平添几分雅致。

如今，这些竹编手工制品大多

已在不经意间被流逝的岁月和发展

的时代所淹没，在乡间，种竹子的人
家基本没有了。在商品流通领域，此

类竹编制品踪影难觅。很多民间竹
编艺人纷纷改行，传统的竹编手艺

遇到了传承的困境。我家这只竹编
小藤盘作为农耕文化的印记，值得

好好珍藏。

    我手头有一只瓷罐，已经收藏了

三十多年，从一位汪姓朋友手里“淘”
得，据说是元代中期的器物。如果这种

说法是真的，那么这个瓷罐的存世时

间已近 800年了。

此罐产于江西景德镇，高 7.5

厘米，口径 5.5厘米，底径 5.5厘米，

器型不大，有着存贮器典型的广口、
深腹、平底、圆足等特征，表面涂釉，

釉面光洁淡青，无纹饰。由于年代久
远，罐体表面釉层有一圈圈的细小

斑纹，下半部分还有淡淡网状裂纹。

景德镇原名叫昌南镇，在唐代
即以制瓷闻名于世。北宋真宗景德

年间，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为景德
镇。元代因仅一百年，且多因战乱，

瓷业没有多大进展。元代中期，烧制
的白瓷白中微泛青，与这件瓷罐的

釉色相符。此类瓷器因釉色似鹅蛋，
也被称为“卵白釉”。元代卵白釉瓷

器大多为小件器皿，用途不一，既有

用于存放茶叶、干果等食物的，也有

用作文房水盂或闺房粉缸的。元代
的卵白釉上彩瓷器在中国制瓷历史

上很有意义，它为以后的釉上彩、釉
下彩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卵白釉的釉面淡青，常有
人将其误认为“影青”（宋代景德镇

的主要产品），其实这两者的区别还

是比较明显的，卵白釉的特点是胎
体厚重，胎质坚硬细密，釉面色透，

釉色白中泛青，如卵白色。卵白釉底
部常有乳针状小突起，我手上这件

瓷器也有几颗。
茶余饭后，细细赏玩这件充满

历史沧桑的瓷罐，似乎可以听到它
在诉说自己的坎坷经历，怀古幽思，

自有一种独特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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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编小藤盘 ◆ 郭树清

卵白釉瓷罐 ◆ 沈中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