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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四方童子壶 苍然有古风
◆ 储有明

◆

海

青

    以纯手工打身筒、镶身筒工艺制作的紫

砂壶，素有方器和圆器之分；方器相比圆器，
制作难度更高。一般来说，四方壶壶形方正，

上敛下敞，由四个上小下大的梯形块面镶嵌
而成，刚正挺拔。壶盖、壶柄、壶嘴也以方形为

基本形制，棱角分明，点、线、面之间结合锐
利，脉络清晰，立体感强。

近日在华亭宾馆 4楼“徐汉棠紫砂工作

室”举办的紫砂壶艺展中，一把由紫砂壶终身
成就奖获得者徐汉棠的再传弟子顾益制作的

“四方童子壶”，被行家赞誉为“形质秉青铜，
苍然有古风”。据介绍，这把“四方童子壶”采

用宜兴黄龙山原矿青段泥纯手工制作，胎质

细密坚致，发色古雅。在微鼓隆阜的壶腹上，

镌刻了具有海派书画风格的童子，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线条灵动，憨态可掬，画面与壶型

浑然天成，相得益彰。壶形借鉴商周青铜器雄
浑壮美的气度和气韵，把单纯刚直的直线，隐

于怀柔的曲线之中，在方圆之间展现微妙的
融合，寓方于圆。

顾益出身阳羡紫砂世家，其母壶艺名家
朱剑芹自 16岁起就拜在徐汉棠大师门下，尤

以方圆素器蜚声艺坛。顾益幼承庭训，精研壶

艺近二十载，近来又拜在有紫砂新锐“四小

龙”美誉的工艺大师江建翔门下，转益多师，
精益求精。这把“四方童子壶”就是在江大师

的督制下完成的，兼融江建翔与朱剑芹的壶艺

制作精粹。

    在父亲严艺英的遗作中，

严小丹格外喜欢那幅“鹤舞”
（上图）。这幅行草写得酣畅淋

漓，气势不凡，浓淡枯润间透露
出强烈的情感。从结字看，“鹤”字浓淡相

间，写意性强，好似“云中鹤”；“舞”字通体
气息优美，墨法枯润相宜，令人联想到翩翩

舞者。这种把中国画技法运用于书法的风
格形式令人过目难忘，余味无尽。

在严小丹眼里，父亲严艺英多才多艺、

文化造诣很高。出生于上世纪 20年代中期
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热

血青年，即使在后来一系列大时代的革命
运动中从上海调至辽宁丹东，从事美术方

面工作的父亲也从不放弃自己的艺术追
求，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并培养了很多优

秀的学生。鸭绿江畔的小城寄托了父亲深

厚的感情，他为唯一的爱女取名“小丹”，以
此来纪念自己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在小丹印象中，无论何时看到父亲，似乎永
远都在看书、写字、刻章。除了书画篆刻，父

亲对摄影、设计等方面都很有造诣，家中的
房间布置，家具摆设，无不体现着父亲的美

学品位，即使种花种草，父亲也能写出一本
厚厚心得。上世纪 80年代，父亲作为辽宁

省书法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引起当地
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屋

子字画、印章、手稿、日记。在整理父亲遗作
的过程中，小丹感受到了那些笔墨、文字背

后的淡泊从容，以及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
追求，她的心灵受到感动，同时也更加深刻

地理解了父亲的艺术人生。为父亲出版画
册、举办展览成了她的心愿。
文艺作品必然反映出作者对生活和艺

术、对虚构和现实的认知和理解。对书画作
家来说，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风格和对笔墨技法

的运用。在严艺英先生留下的书画篆刻作
品中，尤其是他对浓墨、淡墨、留白、飞白等

水墨语言的运用方面，能够明显感受到他
的水墨语言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这也是

中国传统水墨艺术所追求的。

◆ 董国宾

    收藏邮票是我的爱好之一。金秋时节翻

阅集邮册，邮票里的秋山、秋水和秋果显露无
边秋色。

我收藏的一枚 1979年秋天发行的长城
之秋邮票（图 1），面值 8分。这枚

邮票上，壮观雄伟的长城像巨龙

呈腾空之势，极富立体感，又气势
磅礴，象征着华夏文明的崛起。放

眼望去，邮票上秋色正浓，漫山的
金黄与橘红裹着一片片厚重的浅

绿，将整幅画面写意得庄重又极
富神韵。

2014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

套金秋水果邮票，我亦妥为收藏。
这套邮票中的水果有苹果、桃子、石榴和金

橘，这些秋实让我看到了一个饱满丰盈的秋
天，看到了满满的希望与丰硕，还看到了劳动

人民春播的劳作和炎夏挥洒的汗水，更看到
了万人期盼的喜庆之秋。这套邮票以金秋水

果为主题，苹果寓意平安幸福，桃子象征长

寿，石榴寓意多子多福，金橘象征吉祥，均代

表了人生中的美好与一步步走过来的喜悦和安

康。观赏这套金秋水果邮票，仿佛看到秋天灿烂
的阳光，感到指尖滑过的日子甜如蜜。

武当山南岩秋色，走进了 2001年的邮票之
中，也珍藏在我的集邮册里。南岩是武当山 36

岩中的一处，《南岩秋色》邮票（图 3）中，群山起
伏，峰峦高耸，漫山红叶似火，秋之南岩披着金

色高擎天空，其势震撼而壮观。细看去，山石

兀立，苍松遒劲，云雾行走在一片片金黄之
中。好一幅武当山秋日壮景。这枚邮票把祖国

的雄奇山岳揽入心胸，书写了险崖秀谷间的
秋色，更抒发了豪情。

菊花是秋天的一抹红艳，我有幸收藏到
邮电部 1960年 12月 10日发行的一套菊花

邮票，全套邮票共 18枚，面值分

别为 4分和 8分。此套邮票画面
采用中国画工笔重彩的技法，将

秋菊各种品种的姿色和形态细腻
地描绘出来，菊花的清丽和雅致

也灵动地从秋色和秋韵中跳出
来。每次打开集邮册，抚摸这些在

岁月中弥散芬芳的各色秋菊，心

情也会莫名开朗起来。
为展示中国园林艺术风貌，

邮电部 1980年 10 月 25 日发行
一套《苏州园林 ·留园》邮票。这套

邮票采用中国工笔画勾线技法，
以精细的线条和瑰丽的色彩，淋

漓尽致地描绘出了留园的典雅和精致，体现

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精巧和历史文化的瑰
丽。其中的《留园 ·涵碧山房秋色》（图 2）中，

廊边的枫叶已被季节染红，显出明艳秋色。
走进邮票，走进金秋，处处闪烁着季节的

绚丽和多彩，更引发出对于祖国灿烂文化和
壮丽山川的倾慕和向往。

    这件“山秀园石 ·锹甲”（下

图）长 12厘米，高 8厘米，宽 4厘
米，由山秀园石雕琢而成，整个作

品颇具分量。山秀园石的特征是
石色相间，主要有红、棕、黑等色

层断续相间，其中黑色为多。这件
作品上部五分之一的地方雕了一

只威武好斗的大锹甲，其余黑色

部分全是底座，锹甲稳稳地站在
上面，紧紧地守护着周围的一切。

锹甲属昆虫纲鞘翅目锹甲
科，是千余种甲虫的统称，四川地

方叫夹夹虫。锹甲体色多棕褐、黑
褐和黑色等色斑，有的种类带有

金属光泽，雄虫头部大，接近前胸
之大小，上颚异常发达，多呈鹿角

状。锹甲是一种好斗的昆虫，分布
范围很广，东南亚是锹甲的大本

营。一身坚硬盔甲又带着发达大
颚的锹甲受到许多昆虫爱好者的

喜爱，制作精良的锹甲标本也受
到许多收藏家的关注。随着锹甲
的饲养方式逐渐被世界各地的爱好者发掘出

来，锹甲饲养也成了一个新的玩赏方式。经过
人工饲育的锹甲往往比野外采集的个体更

大。我国境内大约有二百五十多种锹甲，是世
界上锹甲科分布种类最多的国家，资源相当

丰富。近年来饲养锹甲的爱好者队伍也逐渐
扩大，走进不少花鸟市场的“爬来爬‘趣’”宠

物馆，往往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山秀园石 ·锹甲》不仅是观赏摆件，也是
一件镇纸，是实用的文房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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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东亚运珍石大展”忆痕
◆ 吴少华

    上海市收藏协会 1992年移师三山会馆

创办“上海民间收藏品陈列馆”，在市旅游局
与南市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接连举办

了三个有影响的大展览，“迎东亚运珍石大
展”是其中之一。

“迎东亚运珍石大展”，于 1993年 5月 8

日在三山会馆开幕，展期两个月。所谓“东亚

运”即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这在当时是一个重

要的国际赛事活动。
上海市收藏协会提出“迎东亚运珍石大

展”的倡议，是有自身的资源优势的，因为当
时协会有个珍石分会，是上海最早的藏石组

织，成立于 1989年 9月 23日，发起人是已故
著名雨花石收藏家杜宝君。

所谓珍石，也就是各类可供欣赏与品鉴
的珍贵石种，门类众多，从放在水中欣赏的雨

花石一直到矗立在庭园的景观石，什么灵璧
石、昆石、英石、戈壁石、黄蜡石、菊花石、黄河

石、印章石、砚材石、钟乳石、昆仑石、太湖石、
绿松石、玛瑙石等。

珍石收藏的历史非常悠久，但真正将赏
石文化撒向人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藏

石也从小众走向了大众。
上海不出产石头，但上海却是我国当代

藏石热的发祥之地。上了岁数的老人都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人民广场的西侧出现了

一个“江阴路花鸟市场”，这个市场就是我国
第一个珍石市场。因为有了珍石的买卖，就有

了藏石者的集聚。杜宝君女士就是在这里结
识了不少像她一样的藏石者，他们中间有唐

玉白、吴浩源、陈留齐、俞莹、杜继华等。杜宝
君热情，善交际，又具号召力，还特别热衷社

会活动，她来与我商量，上海能否成立像南京

雨花石协会一样的雨花石组织。我建议她是
否能搞个综合类的藏石组织，于是便有了“珍

石”之说。杜老师确实有能量，登高一呼，上海
收藏欣赏联谊会第 7个分支机构———珍石分

会成立了。杜宝君当选为主任，副主任是陈留
齐，首批会员 30余人。

这个珍石大展共聚集了沪上 41位藏家

的近千件藏品，既有天赋神韵、姿态万千的奇
峰怪石，例如灵璧、昆石、英石、太湖石、雨花

石、木化石、水冲石等，也有因材施艺、巧夺天
工的珍石文玩，举凡古砚茗壶、盆景石雕、印

章盂器，无不精彩纷呈。更有玉器、化石、佛像
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这是上海地区第一

次全面展示珍品收藏的展览，得到了社会各

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这是一个值得一记的展览，不少精彩的

展品至今仍清晰记忆，其中最大的展品是高
达 2.3米的云石落地屏风；最小的展品是张

雷创作的微雕石壶，只有指甲般大小；年代最
悠远的藏品是贵州龙化石，距今约有 2.4亿

年的历史；最为奇异的是徐国栋收藏的一块
“黄山晴雨石”的灵璧石，它的奇异之处在于

能预测天气变化，天晴，石色浅灰，天阴，则色
变深灰，天将雨，石之顶峰呈黑色，黑色延伸

至半山腰则雨量中等，石体全部变墨黑则将
倾盆大雨，若是伴有水珠滴落，则将山洪爆

发。许多参观者就是冲着这块“神石”而来的。

■ 昆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