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里，呼朋唤友，相

约围坐吃火锅，是一件相
当幸福的事情。据考古证

明，中国历来有吃火锅的
传统，早在两三千年前的

上古商周时期，人们就已
经开始吃火锅了。据说火

锅古称“古董羹”，因投料

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
而得名。因为人们喜欢吃

火锅，所以历代对于火锅
器具的制作也非常讲究。

笔者收藏了一件上世纪初
制造的铝火锅，冬日里再

次把玩，颇有一番情趣。
这件铝火锅锅面直径

24 厘米，高 22 厘米，重
0.６千克，为带工花鸟烧炭

铝火锅。值得称道的是，火
锅锅身正面雕刻有喜鹊踏

梅图，寓意“喜上眉梢”。锅
身侧面还雕刻有两只可爱的小

羊，神态活泼，栩栩如生，寓意
“喜气洋洋”。锅脚上也雕刻有祝

福图案。可以说，火锅的雕刻图
案既应景，又吉祥，实在是恰到

好处，锦上添花。
关于火锅的起源，据史料记

载，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

是出现在商周时期，那时的“铜
鼎”，就是火锅的前身；另一种说

法是火锅始于东汉，出土文物中
的“斗”就是指火锅。鼎是商周时

期人们做饭做菜、

祭祀最常用的炊
具，即今天的锅。鼎

与锅的不同之处在
于，鼎有三足，不需

要另置灶台，可直
接置于地面，做饭

时将木柴放在腹下

燃烧就行，不少鼎
出土后，腹下有烟

熏火燎的痕迹，就
是这种原因，而这

正是火锅的加热特
征。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藏

有一件西周有盘鼎。有盘
鼎又名灶鼎，鼎下有托盘

用于盛放炭火，其形便类
似于今天的暖锅、火锅。

到了汉魏时期，人们
吃火锅已是很普遍了。从

考古发现来看，此时已有

各式各样的火锅，火锅的
材质也不局限于青铜一

类，出现了铁火锅、陶火锅
等。汉代人还特别流行吃

可以放不同料汤、烧煮不
同口味的鸳鸯火锅。南京

博物院收藏的一件西汉
分格鼎，就有着鲜明的特

征。这件分格鼎在江苏盱
眙县境内大云山西汉墓

中考古出土。鼎分 5 格，
中间圆格外面再分出 4

格，可以将猪肉、狗肉、羊
肉、牛肉、鸡肉这类肉品，放在

不同的格内，从而能吃到 5种
不同风味的火锅。

吃火锅在清代空前兴盛，当
时北京城到了冬天，火锅飘出的

香气就溢满街头。清朝皇家一年
四季中三季火锅不断，除了夏

天，秋、冬、春三季每膳必上火

锅，特别是冬天更是花样繁多。
到了当代，甚至发展出了别具特

色的“火锅文化”，更是让火锅长
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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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张謇是清末状元，是中国近代

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
活动家。他不以字闻名，没有人称他

是书法家。今年 11? 12日，在江苏
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

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称他是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给予高度评价。记得多年前，因为出

差在外，错过观看一场小型字画拍
卖的预展。临拍当天上午，我早早来

到拍场，请工作人员在电脑上回放
了拍品图录，我一眼看中张謇的一

幅扇面书法作品。心想，就买这张
了。拍卖会上，我目标专一，志在必

得，成功将这幅张謇的书法扇面收
入囊中。

张謇字委直，号啬直、啬庵，江
苏海门人，一生从事实业、教育、博

物苑、地方自治、城市建设、慈善等
诸多事业，还与中国的银行业有着

不少关联。1894年，41岁的张謇考

中状元，得授翰林院修撰。然而，中

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他痛下决
心，要走以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之

路。次年，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厂，
继而成立垦牧公司，以棉纺促垦牧。

1910年，张謇设想利用通海地方资
金和两淮盐务资金为他的企业服

务。在创办和经营实业的过程中，他

深刻认识到银行对于实业发展的重

要性，银行具有融通资金的巨大作
用。他认为银行的功能优于钱庄，

“最利中国实业，须兴劝业银行”。因
此，他曾筹划创办劝业与盐业银行。

尽管由于他的实业摊子铺得太大，
财力有限，这些宏愿未能得以实现，

但他仍在纱厂设立“储蓄账房”，收

受存款，发行“钱票”“支票”等，已具

有了银行的雏形功能。1916年，张
謇担任中国银行业商股股东联合会

会长，叶景癸（浙江兴业银行董事
长）任副会长，钱新之（中国交通银

行董事长）任秘书长。联合会要求各
家银行采取通兑等措施，保持市场

稳定，仅仅四天，当时席卷京沪等地

的金融危机得以平息。
作为状元，张謇的学问自然是

渊博的。他幼小便会作诗。一次，有
人骑马经过私塾门前，老师脱口一

句“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即对“我

踏金鳌海上来”，气势之大，令老师
惊叹“此子不凡，将来在科第上必能

出人头地”。那个年代，要做状元，诗
词写作是基本功。从这幅扇面上的

题诗看，词章华美，气象宏宽。他从
丰衣足食、亲人团聚的热闹情景中，

回想到自己“三年五日仍羁旅”，为

事业而奔波忙碌，顾不得家人，不禁
“怊怅芜平忆故园”。诗中没有具体

写到实业和银行之事，但他为之所
耗精力已在感叹之中。题诗未署年

份，当在他整日操劳的青壮年时期。

同样，“但凡翰苑中人，必工书法”，

能考取状元，写一手好字是必需的。
他于楷书外，兼擅篆隶。细看这幅张

謇的书法，可见楷中带行，笔力遒劲。
他说：“最初临帖要像古人，到了后来

要有自己。写字最要结体端正平直，
决不可怪，更不可俗”。他的书法，就

是他这番话的最好实践，在不俗的书

写中，有着自己的面目。从中可以窥

见颜、柳的根底，又在挺拔疏朗中，显
出灵动飘逸。这书法功底就是由传统

文人扎实的学问所铸就的。
张謇的书法作品虽不多见，但

都可称精品。近年来，拍卖会每次
上拍他的书法，或对联或条幅，屡

屡拍出高价，可见人们喜欢他的书

法作品，不仅因为他有企业家、教
育家等头衔，更因为他的作品有着

更多值得探究的内容和丰富的人
文内涵。

    我家有一只上海产的“钻石”

牌机械座钟，它来到我家已经 45

载，被我们全家人昵称为“报时

鸟”。它造型新颖，端庄大气，具有
计时、闹铃功能，且走时精确，音质

清脆，外表闪闪发亮，至今风韵犹

存，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

依然不显落伍。不过，它也没能
摆脱时代的烙印，除钟面右下

角处有个金色“钻石”图样外，
搜遍全身，居然找不到生产厂

家的名称，体现了当年名牌产
品“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观念。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难
以想象，这样的物品当初是何等炙

手可热啊。记得当年，为了筹办婚
事，我把购买座钟的任务也列入了

“一揽子”采购计划。每逢休息日，

我总会早早守候在大商场的门前，

一俟大门开启便直奔钟表柜台，期
盼能够撞到“福星”。当时南京城里

有数的几家大商场，以及全城的各
大钟表店，全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然而，奇迹始终没有发生。关键时
刻，还是靠托熟人关系，利用出差

大上海的机会才辗转觅得。

“钻石”座钟如愿入手，立刻成
了我“上海系列”嫁妆的一员，给我

的婚庆典礼添了一笔重彩。其他上
海生产的嫁妆还包括：上海牌女

表、蜜蜂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

和凤凰牌自行车，为我的终身大事
锦上添花，引来亲朋好友和街坊四

邻的羡慕和赞叹。此后，它一直忠
实地为我家提供着精准的服务，及

时唤醒我们起床，让上班、上学变
得从容；我们需要出差和旅游时，

它也会准时提醒，让我们避免延误

车船和航班……光阴似箭，日?如
梭，如今我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

纪，它又在我们那活泼可爱小孙女
的成长过程中再立新功。

漫漫四十余年，我仍然清楚地

记得，仅给它上过一次油，如今这
只“青春永驻”的传家宝还在欢快

地忙活着，嘀嗒嘀嗒永不休止。

    篆刻艺术作为国粹之一，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凝聚
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反映

着民族的时代文化和精神风
貌。自明代文彭开文人治印先

河以来，这项小众艺术始终保
持着一个稳定的审美传统。然

而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谱作为

小众艺术，只在很小的圈子中
被传阅和欣赏，如果不是那些

最顶级的艺术家、收藏家对它

推崇备至，印谱的价值很难为
外行所知。
其实，就技法层面上讲，篆

刻包括刀刻、做印、钤拓，这三
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

其中钤印的技巧性很强，钤印
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着印文的

美感，还反映着印人的素养，可
以说钤拓水平

决定着篆刻作
品的最终呈

现。去年 4?，

上海静安区人

民政府公布了
第二批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

录，其中有一
项就是传统美

术项目类的
“海派传拓技

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鲁庵印泥制作

技艺第三代代
表性传承人符

海贤先生成为
了“海派传拓

技艺”的代表
性传承人。

最近符海
贤先生携其弟

子制作的《建

党百年印谱》完成了首拓仪式，印谱以

100句讴歌中国共产党、讴歌新中国、讴
歌人民的时代金句为内容，由著名篆刻

家精心创作，并钤拓 100套印谱，预计于
明年 7?前完成。之后还将举办“辉煌百

年———百部原拓《建党百年印谱》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巡展活动。

从题材上讲，印谱的创作者从现实

中获得了创作源泉，一百方来自不同创
作者的不同风格的印章集中于一本印谱

中，是传统治印艺术与时代主流意识形
态相结合的一次实践，也是对当代篆刻

艺术的新主题与新趋势的积极探索。从
技艺上讲，这部印谱首次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鲁庵印泥、世界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安徽宣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江西铅山连四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北京一得阁墨汁、世界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国篆刻艺术、上海海派传拓等
六项非遗制作技艺于一身。

    在传世的线装古籍中，有一种

特殊品种的小型图书叫巾箱本。据
《南史》卷四十一载：“衡阳王钧，手

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巾箱
中，以备遗忘……曰：于检阅既易，

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
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

据此说推断，巾箱本之名应起于南

齐。可见巾箱本出现渊源之久远。
巾箱本古籍，流传至今能见到

的，大都是每册和一个成年人手掌大
小相似的，有的更小似一只香烟盒。

清中叶以前多为雕版。清末

同治光绪年间外国石印技术传入
中国，又出现了石印本的书籍。由
于印刷技术的进步，石印本巾箱

本书籍比雕版书字迹更小，但就
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比起雕版

书就差多了。
我自己收藏的古籍中有巾箱本

书多种：尚可观赏的有清康熙年间
芥子园刻本《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

记》一套，白宣纸本线装。全书 5本
分为 8卷。正文以外夹批带注。小书

8厘米宽，13厘米高。书内文字版框
单页宽 6厘米，高 9厘米。竖排版单

页 16行，每行 15字。每字 4毫米见

方，宋体字笔画清晰方正挺拔。更可
赞叹的是：第一本开头汇刻木版插

图 22幅。每幅

前配有相关情
节诗句两句。

剧情画面构图
丰满严谨，刻

画精美传神。
其中人物、树

石、花卉、楼台

宛若界画，线
条劲健细如蚊

足。人物皆为
整身绣像，表

情神态行动举
止各依书中情节，生动自然。绘画场

面完整，层次分明,?称古代微型版
画之绝唱。此芥子园刊本《西厢记》

在现当代研究者中尚未见有论及
者,待以后就教于专家。

在我的藏书中还有巾箱本石印

《小题多宝船》一套。白宣棉连纸印
刷，10本一函。每册书封皮题签书

名为玉箸篆体，工整秀雅。第一册前
有瀛洲岸吟香书写的序言，序言介

绍了本书选辑者为四明名宿陈立
甫。书内汇集科举考试用时艺小题

文 3000篇范文。书页版框高 9厘
米，宽 6厘米，竖排 30 行，每行 51

字。缩微小字仅 1毫米见方，且是非
常清晰的正楷体。可谓石印技术的

精品，所以被藏书家推重，称这套书
为“科举津梁，考场利器”。

清代国学宗师阮元诗文书画皆
精，于金石考据之学独领风骚，《积

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见附图）为其
力作，其中对古文字款识描摹规范，

考订精严，不失为研究文字学的善
本工具书。此书在清末即有巾箱本

行世。我的藏书中即有宣纸本和竹
纸本各一套。据近年古籍善本拍卖

目录书载，此书已经成为珍稀本古
籍了。几十年前我在古籍书店购买

时不过几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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