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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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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牛象征着刻苦、踏

实、勤奋、坚韧，备受人们的推崇与喜爱。牛也
成为不少艺术家创作表现的对象，如齐白石、

李可染画牛，刘开渠、熊秉明雕塑牛等，我就
收藏有海派紫砂陶艺大师

许四海创作的紫砂卧牛。

尽管许四海以“江南壶怪”
扬名于世，是海派紫砂壶

传人，但他在雕塑方面功
力深厚、造诣独到，有很强

的造型能力和空间意识。
他那把被称为当代紫砂壶

经典之作的“睡翁壶”，就

采用了雕塑的手法造型，
整把壶就是一位睡翁的生

动姿态。这个紫砂卧牛气
势郁勃轩昂，造型生动稳

健，表现细腻传神，形态逼
真自然，极富艺术感染力，

弥散出蓬勃的生命气息。
据称，许四海在设计

构想这件雕塑作品时，曾设想有耕耘田地之

牛、昂首挺立之牛、悠闲行走之牛等，但他最
后还是觉得卧牛更有内涵与意蕴。细观可见，

卧牛一足弯曲、三足相盘，席地而卧，似是在

辛勤耕耘或拉车远行之余，享受片刻小憩。牛

头却依然高高昂起，似在随时听从召唤，形成
一静一动的呼应效果。牛眼刻画得相当精细，

炯炯有神，顾盼生姿。粗壮坚硬的牛角，则显
示着卧牛的魁梧和强壮。前伸的牛鼻淳厚饱

满，似在呼吸着田野的芬芳和丰收的谷香，不
禁令我想起李白的咏牛诗：“自来鼻上无绳

索，天地为栏夜不收”。从雕塑手法来看，这件

卧牛雕塑采用了团状结构，更有形体的伟岸、
视觉的张力和空间的气派，使之线条流畅、节

奏明快而浑然一体。牛的四足与体相盘弯曲，
强健壮硕而颇有力度，不仅增强了动感，更透

露出一种脚踏实地的拓荒牛精神。
紫砂又称为“五色土”，有诗曰：“人间珠

玉何足取，岂如阳羡一丸土。”紫砂泥有天青
泥、紫泥、红泥、绿泥、段泥等，许四海的卧牛

选用了上等乌泥，色泽纯正，砂质细腻，手感
润泽，给人的感觉十分大气雍容。尤其是烧制

时火候到位，乌泥经过一段时间的盘玩后，会
形成光华潜蕴的包浆，泛出瑰丽典雅的宝蓝

光，从而使卧牛显得神采焕发、气度潇洒。作
为四海壶艺的传人、许四海的儿子许泽锋今

年亦制作了牛年纪念壶，设计精巧、独具匠
心，壶壁上的四头浮雕牛均可转动，寓意扭

（牛）转乾坤，气势奋发。

匠心艺道 非遗传承 ◆ 海 青

四海卧牛 神采焕发 ◆ 王琪森

古玉鉴赏话玉蝉 ◆ 刘国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文物局在扬州

培训中心举办“全国古玉鉴定培训班”，为此
编印了《斑斓璀璨 中国历代古玉纹饰图录》，

这是在张永昌先生直接指导下编写的一本古
玉鉴定教材，傅大卣、杨建芳、杨震华、于卓思

等古玉鉴定专家也都参与其中，毕竟那时候
古玉收藏鉴赏的图书还很少，这本教材就显

得弥足珍贵，对古玉感兴趣的朋友们竞相传

阅。原上海文物商店的王逸先生参加了这个
学习班，至今仍珍藏着这本教材，我曾经向王

逸先生借阅，后来一直在网络旧书市场上寻
找，却只购得一本复印本。

这本教材收录了许多玉蝉图案，从商代、
西周、战国到汉代，还有东晋、宋代和清代。在

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到玉蝉从高古的简洁到
明清的繁复，基本上可以了解玉蝉纹饰的发

展路径。特别有趣的是，从之师兄还研究了玉
蝉图案的雌雄之分，在蝉的背部图案中，如果

在腹部有两条弧线的蝉是雄蝉，反之，只有斜
线的就是雌蝉。查阅了相关资料，确认雄蝉在

腹部有圆弧形的发声器官，而玉蝉腹部的两

条弧线表现的就是雄蝉的发音器

官。这本《斑斓璀璨 中国历代古玉
纹饰图录》是非常值得玉器爱好者

深入学习反复研究的。
在古代，同样的玉蝉，其实有

三种用途，一是琀蝉，也就是丧葬
用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玉蝉可以

是琀，但琀不一定是玉蝉。二是佩

蝉，和琀的区别在于在蝉的头部有
穿孔，或者是在顶上有一象鼻孔，

这样可以系绳佩戴。三是冠蝉，也
就是帽子上的饰物。

沈胜利先生收藏有不同年代
的玉蝉，图中左侧是西周时期的玉
蝉，长 6厘米，宽 4厘米，玉质为青玉，形制与

人舌相似，可以说早期玉琀就是模仿人的舌头
的形状。人们认为蝉的幼虫入土后变成蛹，出

土后又变成蝉，所以，琀蝉寓意逝者可以得到

重生。蝉的刻画线条也较为简洁，有着毛刀痕
迹。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玉蝉头部有一小孔，但

并没有打穿，也许是后人所为。

图片居中的玉蝉是著名的汉八刀玉蝉，
长 5.5厘米，宽 2.3厘米，中间最厚处约 1厘

米。汉八刀，刀法简练挺拔，看上去寥寥数刀，
却是古玉行业最难仿制的玉器。上世纪八十

年代，沈胜利先生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工作期间，曾经安排上海、苏州和扬州的玉雕

技师复制汉八刀玉蝉，为国家出口创汇，但制

作出的仿品总是不尽人意，缺少真正汉八刀
的神韵。这枚玉蝉是白玉质地，形制古朴。用

粗线条刻画出蝉的头部和翅膀，腹部有细线
条交叉纹和粗线纹尾部。从侧面观察，可见中

部略厚，四周较薄，线条自然，造型流畅，这件
玉蝉可谓汉代玉蝉的精品。

图中右侧的玉蝉是清代康熙年制白玉
蝉，长 5.2厘米，宽 3.5厘米，厚约 0.7厘米。

玉质白净，刻画极为讲究，玉蝉头部背部和腹
部刻画有火焰纹、云纹，以及蝉脚等细节，在

头部有小圆孔，用来系绳佩戴，由此可知该玉
蝉是用作配饰。由于蝉栖息在树上，不食人间

烟火，佩带玉蝉有品德高洁的寓意。

    拓印是一门古老技艺，在照相技术诞生

以前，那些损坏残缺或因种种原因无法收藏
的文物就是依靠墨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的。

时至今日，墨拓对于研究历史文献和文物依
然有着重要价值，是中华宝贵文化遗产的一

部分。通过墨拓，研究者既可以取得研究所需
的材料，又能避免文物遭受污染或损坏。

去年 12月在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举办

的“钱江雅韵 ·第四届‘弄潮杯’钱塘江金石竹
木拓片展”上，有一件“春秋吴王夫差盉”拓品

引人瞩目。“吴王夫差盉”是春秋战国时期吴
王夫差遗留下来的唯一一件青铜酒器，细观

此件墨拓，器物立体原貌被转换到平面拓纸
上，墨色浓淡相宜，气息古雅醇厚，犹如一件

充满生机的绘画作品，呈现出透视合理、器形
准确、纹饰清晰、铭文规范的视觉效果。据悉，

该作已被西泠印社收藏。这件墨拓的作者正
是 2019年 5月成功入选上海市黄浦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制版拓印工艺代表性传
承人章国良。

章国良从事印刷制版行业四十余年，后
从制版转拓版，职业生涯使他得以积累了丰

厚的专业经验。在他的墨拓作品中，除了最早
的“鼎系列”，又逐步推出“名帖系列”和“名画

系列”。由于制作拓片要求制作者具有一定的
传统书画基础，这就给了章国良发挥自己强

项的机会。章国良自幼喜欢书画艺术，他是绍
兴人，对兰花情有独钟，尤爱画兰，多年来创

作了丰富的以兰花为题材的“兰系列”。从视
觉表达层面上讲，兰花由于叶片狭长，对线条

的品质要求高，强调画家的勾线能力，故历来
画兰高手，其书法基础功底大多扎实、稳重，

能以书法之笔“写”出兰之形、兰之神。在章国

良的墨拓系列中，几乎每件作品上面都有他

的题画诗跋，提升了拓片的艺术性。一张成功
的拓片，是娴熟技法与墨纸的完美结合，墨色

深浅以及下手轻重全凭作者的艺术直觉，从
而赋予它丰富的审美意趣和收藏价值。

    那是 2012年春天，迎春花开

放的季节，我与邻友阿长，赴甘肃

天水寻觅神奇的六道木（也称降

龙木）。在天水伏羲广场的一家根

艺店铺里，觅得这件根艺作品（见
下图）。当时柜台上绝大部分是六

道木根艺，我却被这件“崖柏 ·仕
女”深深地吸引了，它高 28厘米，

直径 9.5厘米，仕女梳垂髻，身披

长纱衣，整体呈“S”形，姿态婀娜。
在传统文化中，仕女代表的

是那些美丽聪慧，且有一定文化
素养和社会地位的女子。宋孟元

老《东京梦华录 ·潘楼东街巷》中
写道：“又接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

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

夜游，吃茶于彼。”说的是繁华胜
景，仕女夜游的风景。元石德玉

《曲江池》第一折：“你看那王孙蹴踘，仕女秋

千，画屧踏残红杏雨，绛裙拂散绿杨烟。”这里
将仕女与王孙相提并论，可见其社会地位。在

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有专门的“仕女画”类
别，历代艺术家都会依循心中的“美”来塑造

仕女形象。张光福《中国美术史》也提及“唐寅
能诗工画，既画人物、仕女，也画山水、花鸟。”

崖柏主产于中国四川大巴山、华北地区

太行山脉，一般生长在海拔 700米至 2100米
的悬崖峭壁的崖缝中。崖柏的陈化料一般色

彩偏深，而生料的色彩偏浅发白。它是崖柏的
树皮、边材在悬崖上完全风化朽落，只剩下木

芯部分，也被称为风化料、脱骨料、舍利料。这
件崖柏仕女其实是店主女儿的作品，看似只

是随意之作，但我感觉这块陈化料相当出色，
仔细观察仕女头部还带有深色的留海细丝状

纹路，酷似仕女的秀发。
《崖柏 ·仕女》质感硬脆，包浆凝重，拿在

手上感觉沉实，可见密度较高，其形天然成

趣。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的纹理非常细腻，
即使在粗看没有花纹和瘤体的地方，若用放

大镜细看，仍然可以看到星点状微小纹理，这
些都符合崖柏老料的特征。没有树皮，没有边
材，那一道道沟壑，代表的是岁月，是沧桑，是

顽强。根艺者崇尚追求的就是此类材料。

    笔洗是属于“文房四宝”中

的延伸物件，原来的主要功能
是用于给砚台添水和润笔，在

传统绘画中许多特技笔法也需
要使用笔洗来实现。不过，目前

传世的笔洗大多是观赏件，其
玩赏性大于实用功能。

我收藏了一件白玉笔洗，

是上世纪 80年代，从一位方姓
藏友处淘得，已在我案头上摆

放了近 40年。这件白玉笔洗高
3厘米，口径 3.5厘米，圆径 6.5

厘米，底径 4厘米。虽无花纹雕
刻，但玉质温润，挖堂薄巧，器

壁细匀透亮。由于年代久远，玉质表层内出
现黑沁色或云雾状，还有部分牛毛纹。此笔

洗还有一附配件，是铜质小水匙，已呈褐
色，小匙中有双“喜”文字，由于水渍和长期

施用，字迹略有磨损。
经我仔细观察，从玉质、器形，藏品的

包浆及其变化看，此笔洗大致可判定为明

代以前的作品。闲暇时，我经常将它拿在手
中把玩，恍惚间仿佛与古人对话，有时又会

产生诸多联想，这也是收藏的一大乐趣。

西周玉蝉

汉八刀玉蝉

清代玉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