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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唐代诗人元稹《生春》

诗：“鞭牛县门外，争土盖
春蚕。”鞭牛是吴越地区旧

时的传统年俗，立春日或

春节开年，造土牛以劝农
耕，州县及农民鞭打土牛，

象征春耕开始，期盼丰收。
庚子鼠年，新冠疫情泛滥，

给整个世界带来不小的灾
难，岁末初春，人们更期盼
辛丑牛年的早日到来，“牛”转乾坤，让世界恢

复秩序。不少收藏爱好者也都找出有关牛的
藏品，借此展望来年，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十年前，沈胜利先生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举办
过个人玉器收藏展，其中有一件唐代玉牛饰

片，让人过目不忘。春节前夕，我去拜访沈胜利
先生，并与沈先生一起赏玩了这件玉牛。

这件玉雕

长 6.5厘米、高
3.6厘米、厚约

1厘米，玉质白
润，圆雕，雕工

娴熟，根据背后的 3组牛鼻孔，我们可以断定

这是一件玉带板。牛耳朵、牛嘴、牛足的雕刻
都特别生动传神，特别是牛眼，仅仅两刀加一

个圆孔，但圆孔中的包浆却使牛眼更加炯炯
有神，真可谓是牛眼圆圆看祥瑞。牛的造型为

伏地回首状，这是绝对聪明的处理方式，把牛
角完全藏在画面中，因为这是玉带板，如果设

计成牛角外露，就会使佩戴者不适。同样牛尾

巴的处理也是如此，牛尾巴弯曲和牛腿连在

一起，整个牛的造型厚实圆满。
1978年，内蒙巴林右旗白音汉公社辽代

窖藏中有出土玉饰片，其中有一件白玉狐狸，

圆雕、小耳、尖嘴，弓身卧伏状，形象也是十分
生动。如果只从正面纹饰来欣赏，你可能会认

为这是一件陈设玉雕，其实它的厚度只有 1.5

厘米，不可能是镇纸之类的文房用品。而从背
后的小孔可以推测这也是一件玉带板。张明

华先生在《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 100年》一书
中也是这样认定的。也正是为玉带板所雕，故

而造型也是非常圆滑，没有尖角，这和我们手

中的这件玉牛的工艺同出一辙。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强的封建朝代之

一，唐代也是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受到来
自异域文化的洗礼，一直作为祭祀礼仪用的神

秘玉器，也出现了极大的改变，玉器的实用功能
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唐代玉器在纹饰图

案中减少了神秘色彩，而以生动形象的人物、动
物、花卉为主，具有明显的写实主义风格。

春节期间，我专程去上海博物馆观赏“卓
荦迎新：中韩牛年生肖文物交流展”，此展览

别出心裁，在大厅和各展厅分别展出和牛相
关的文物。而在 4?的玉器馆，我却惊喜地发

现正在展出的被断代为唐代的玉鹅，其玉质、
造型特征、玉雕工艺和风格，几乎和我们手上

的唐代玉牛完全相似，看得我一阵激动，这应
该也就是辛丑牛年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了。

    记得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

梦熊先生曾对我说：“陈望道不
仅是社会活动家，参与中国共

产党早期创建工作，翻译了《共
产党宣言》，他还创办并主编了

《太白》半月刊”。说着，他把收
藏多年的旧刊交给我，嘱我好

好保存。

《太白》半月刊创刊于
1934年 9月 20日，每月五日、

二十日出版。据说“太白”两字
有三层意思，一是指“黎明前的

启明星”，暗示要为破除黑暗、
迎接曙光而努力。二是“至白、

极白”，形容比白话文更“白”，
即“大众语运动”。三是“太白”

两字笔画简洁，符合他希望简
化文字的主张。《太白》创刊号没有创刊

词，但在封底把《太白》定为“简明文字的
语言艺术半月刊”。创刊号设置的栏目体

裁全都是短小明快、雅俗共赏，如：短论、
速写、漫谈、科学小品、读书记、风俗画、

杂考、歌谣、文选等，适合普通的大众读
者阅读欣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刊物设

有 11位编委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包括朱

自清、叶圣陶、郁达夫等，还罗列了“本刊
特约撰述”名单，如巴金、艾芜、冰心、丰

子恺、胡愈之、张天翼、韬奋、靳以、朱光
潜、老舍、陶行知、许杰等 68人，真的网

罗了“全国多数作家”。鲁迅当时受到严
重迫害，无法公开出面，也用公汗、长庚、

姜珂、越丁等笔名发表文章，一年中有
25?之多。当年上海滩刊物众多，《太

白》能独树一帜，与同期的《论语》《人间
世》等刊物形成错位竞争，充分体现了陈

望道的办刊智慧与经验。

此刊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提倡
“科学小品”文体，文章精短务实，颇接地

气。另一个刊物的装帧设计端庄素雅，格
调高洁。封面上的《太白》两字集碑帖而

成，鲜艳夺目，所配的淡彩花卉国画小品
则取自鲁迅、郑振铎编的《北平笺谱》。内

页目录后的扉页，每期刊登一位木刻家的
两幅作品，如刘岘、新波、张慧等。所有栏

目都绘制题花，美观悦目。我手上的第一
卷十二册合订本，全部插图都是丰子恺的

漫画，妙趣横生，如把这些漫画单独印成

一册，也是很不错的漫画读物！可见陈望
道办刊的美学理念，在当年已胜人一筹。

作为当年主要作者之一，唐弢先生
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在中国期刊史上，

《太白》做到绚丽而不浮华，多样而不杂
乱，朴素而不呆板，即使在今天，也是一

个值得追念和推崇的范例”。

    我书房的橱柜内有一只青花

瓷罐，是三十多年前从南汇的一

户农家觅得的。
说起它的来历，还有一段故

事：那时候，南汇一带还没有开展

桃花节之类的旅游项目，专程去

观赏桃花的人不多，但桃园却比
比皆是。那年三月末的一个休息

日，天气晴好，我兴致很高，一个
人乘长途车去观赏桃花。当我在

桃园里摄影赏花时，一位头上包
着花毛巾，年过半百的大妈向我

走来。因为附近没有其他游人，我
心里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在无意

中犯了什么错，没想到她走近后
犹犹豫豫地对我说：“师傅，看你

的样子像是有文化的。我娘家最
近拿来一件瓷器，说是让我帮忙

卖掉，我不懂，能麻烦你帮忙看看
吗？”边说边从土布包袱里拿出一

件青花瓷罐。

我对古玩瓷器有点兴趣，平
时有空也会去市场里逛逛，有合

眼缘的便收几件，却最不爱听别
人讲故事。喜欢玩古玩的人都知

道，如果相信那些故事，十有八九
会吃“药”。不过我还是仔细看了

一下，这件瓷罐器形完整，反光内

敛，品相不错，很可能是一件老
货，便有些心动，如果价格不高的

话，倒是可以买下来。其实我那天
只是去赏花游玩的，不是去寻觅

宝贝的，身上带的钱不多。经过一
番交涉，我给自己留下了回沪的

车费，用余下的 230元买下了这
个瓷罐。

回到家里，我进一步对它进

行测量，这只瓷罐高 16厘米，口
径 7 厘米，底径 11 厘米，罐身是

一幅完整的山水人物画。远山近
水，水波线条清晰。近有农家茅

舍，茅舍旁有三棵高大的树木，树
木后边有一幅垂钓图，渔夫、钓杆

和渔线都清晰可见，远处的水面

上还有两艘扬帆的小船。整体来
看，釉面闪青，色泽灰褐，沉隐而

显晕散，似乎是清朝初年的制瓷。
从画面来看，人物居于景中一角，

再加上画面山峦起伏，茅舍在青
山以外，给人以疏朗简洁，清新明

快之感，是比较典型的“景大人
小”。清朝康熙年间瓷器上的山水

人物画面一般是“人物大景色

小”，到了雍正时期才从“大人小
景”逐渐演变成“小人大景”。另

外，从器件底径较大的特点看，也
符合雍正年间瓷器的特征。所以，

这件青花瓷罐很可能已经有了三
百多年的历史。

    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

农民起义军，为了巩固政权
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铸

造了自己政权的钱币，但由
于这些钱币的流通，在当时

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上这些
政权的存在为时短暂，以及

这些钱币铸造数量不多等

多种原因，这些起义军政权
所铸的钱币，流传到后世者

为数极少。
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压

迫激起了各族人民强烈反
抗，在元朝末年（公元 1351

年），韩山童、刘福通等在黄
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一带领

导农民起义，起义军一度发
展到数十万人。由于起义军

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
在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佃

农出身的朱元璋参加了郭
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后郭子

兴死，朱元璋成为这支义军
的领袖，接受小明王的官

职，1356 年朱元璋攻占集
庆，改名应天府，在那建立

了政权，于 1361年至 1364

年铸造了“大中通宝”，有

“小平钱”“折二钱”“折三
钱”“折五钱”“当十钱”五种，

钱文都是楷书直读。
朱元璋利用当时的有

利时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征战十余年，建立了大明
政权。朱元璋称帝后于洪

武八年（公元 1375 年）颁
布“洪武通宝钱制”，分为

五等：“小平钱”“折二钱”
“折三钱”“折五钱”“当十

钱”，背面各有“一钱”“二
钱”“三钱|”“五钱”“一两”

等字。

    孟子云：“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

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我们家，知道孟
子原话的人不多，但人人都懂得规矩，这

规矩简单地说就是四个字———心中有
秤，它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标杆，是指引后

辈昂首向前的晨星。
父亲爱好收藏古秤，源于一次给我奶

奶去中药店抓药。那天，当他走进古色古

香的中药铺时，抓药师傅正用一杆小号的
司马秤称量药材，那杆精巧的小秤顿时吸

引了他的目光。他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喜
爱无比，当场表示想要买下。药店的学徒

对他说，若真想买的话，可以到专门卖小
秤的地方去看看。从此，父亲开始对“度量

衡”中的“衡”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并把
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花在了收藏老秤上

面。他不仅知道了“戥秤”是一种迷你小
秤，专门用来称量金银药品等贵重物品，

最大的单位是两，并且还知道了秦始皇的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以

及发明了秤的经济学家范蠡。
在父亲收藏的古秤里，有一杆清代

古秤，体积较小，分量也轻，被盛装在一
个精雕细琢的琴形木盒里，它的秤杆、秤

砣、秤盘由全铜制成，杆径只有 0.6厘
米，长度也只有几十厘米，非常精巧。有

一天，父亲给我介绍这杆古秤时说，这种

带有秤、砣、杆的全铜小秤叫做司马秤，

是古秤中很珍贵的一种，主要用来称黄
金、药材等贵重物品。讲到高兴处，他还

念了一句客家谚语：“司马秤，司马砣，好
老公，好老婆”。

闲暇时，父亲总喜欢把这些杆秤拿
出来，一件件仔细擦拭。把玩老杆秤，品

味过往的岁月，这是父亲最大的乐趣。父

亲说，杆秤是公平公正的象征，天地良心
的标尺。做人就要像一杆秤，人有心，称

有星，“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
人”。这也是他对我们兄弟的最大期望。

不久前，89岁高龄的爷爷去世。为
爷爷料理完后事，父亲把一个很有些年

头的木盒子交给我保存，说是爷爷留给
我的“宝贝”，我知道，这是爷爷收藏了大

半辈子的一杆司马秤。
细看这杆秤，秤杆由黑色的乌木制

成，质坚如铁，杆上有一排致密且间隔有
序的星眼；秤盘为黄铜制成，厚薄均匀，

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然成为黑色，秤盘斜
面上有 4个小孔，用来结系绳纽；秤砣同

样用黄铜制作，呈现出漂亮的花型，工艺
精美。保存戥秤的盒子用红木制作，古朴

典雅，带着天然的色泽和纹理。秤盘、秤
砣和秤杆可以嵌入盒内的凹槽和沟槽，

严丝合缝，显示了制秤匠人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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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罐的故事
◆ 沈中海

浅谈农民起义钱
◆ 严秀方

心中有“秤”做凡人 ◆ 陆明华

■ 大中通宝正面

■ 大中通宝背面（小平光背）

■ 洪武通宝正面

■ 洪武通宝背面（十·一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