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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仿太湖石 ·瓷笔架 ◆ 原 野

红丝砚里剥莲蓬 ◆ 胡胜盼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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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藏的李淑一手稿 ◆ 雷克昌

■ 李淑一写给雷克昌的信件

■ 红丝石制作的莲蓬砚，包括上盖、下盖和砚心

■ 粉彩描金缠枝西番莲五子登科瓶

■ 仿太湖石·瓷笔架

    2015年夏，收藏协会赴景德镇

学习实践，我在一个集市上收下了
这件仿太湖石的瓷制笔架。其实它

是当地学生们的实践作品，长 25厘
米，高 7厘米，宽 4.6 厘米，采用仿

石釉制作。所谓仿石釉，是一种特种

制瓷工艺，用类似石质的彩釉勾绘

出石质纹理，如大理石釉、虎皮石
釉、竹叶石釉、卵石釉、绿松石釉等。

其实，早在清乾隆时石釉制瓷技艺
就达到了巅峰，加上清高宗嗜古成

癖，瓷器制作创新之风盛行。清乾隆

时期，除了仿制奇石色纹的瓷器外，

还有一些仿制奇石造型的瓷器，主
要有砚山和山子两类造型。清乾隆

年间朱琰《陶说》曾称：“戗金、镂银、
琢石、髹漆、螺钿、竹木、匏蠡诸作，

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不过，瓷
器毕竟是以土为器，可塑性虽强，但

在窑烧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变化，所
此类瓷器往往成品率不高。

清朝末年的赵尔丰说过：“石体

坚贞，不以柔媚悦人，石性沉静，不

随波逐流，吾乐与为友”，这件仿太

湖石 ·瓷笔架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山
峰高低错落，沟壑嶙峋，褶皱细密，

玲珑透空，孔窍通达，很好地模仿了
太湖石“皱、漏、瘦、透”的特点。作品

整体气质婉约秀美，质感逼真，包浆
沉厚，古意盎然，让人瓷石莫辨。无

论雅间陈设或案台清供，都不失文

人雅士的书香之气。

    “六月到盘洲，水

阁盟鸥鹭。面面纳清
风，不受人间暑。彩舫

下垂杨，深入荷花去。
浅笑擘莲蓬，去却中

心苦。”宋代诗人洪适
在《生查子 ·六月到盘

洲》中如是写道。荷花

看尽结莲蓬。笔者新
近入手一个清代红丝

石文房盖砚———莲蓬
砚，很是欣喜。

红丝砚，是一种传统名砚。在

中国观赏石之乡的山东省青州市邵
庄镇的黑山顶峰石洞中和临朐县冶

源镇老崖崮村的壮山周围，出产一
种红丝石。用这种石头制成的砚称

为红丝砚。红丝石纹理如丝，红黄
相间，色泽艳丽，是制砚的上等石

材。西晋张华撰的《博物志》中有：

“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
为第一。”由此可见，西晋时就有红

丝砚制作，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
的历史。明嘉靖版《青州府志》载：

“红丝石砚外有皮石，磨去皮砚纹
理，红黄相参，理黄者其丝红，理红

者其丝黄，须注如满砚池，庶不见渴

燥。昔唐彦猷甚奇之，云不减端石。”
清光绪《临朐县志》载：“老崖崮石黄

质红纹，时作山水、草木、人物、云
龙，鸟兽诸状。制砚微滑，其温润者，

不减端溪。”清人胡渭在《禹贡锥指》
（卷四）中也称：“青州黑山红丝石，

红黄相参，文如林木，或如月晕，如

山峰，如云霞，如花卉。”
红丝砚不但美观，而且研墨如

油，蓄墨似漆，匣藏不干，极为实用。
笔者手中的莲蓬砚即为红丝石质

地，长 8.5厘米，宽 8厘米，高 3.1厘

米；器分三体：上盖、砚心、下盖。整

体构思巧妙，雕工精湛。加之砚台包

浆浓厚，品相一流。
自唐至今，历代典籍对红丝石、

红丝砚多有记载。唐宋时期，红丝砚
被誉为四大名砚（红丝砚、端砚、歙

砚、洮河砚）之首。宋朝文学大家欧
阳修在《砚谱》中写道：“红丝砚须饮

水乃发墨”；宋太宗时，礼部侍郎苏

易简撰《文房四谱》，谓：“天下之砚
四十余品、青州红丝石第一，端州斧

柯山石第二、歙州龙尾山石第三。”
红丝砚的兴盛繁荣期在宋朝。

宋仁宗嘉祐年间，翰林侍读学士唐
询（字彦猷）任青州知府时，亲自参

与过石料开采和加工，在他所作的
《砚录》中云：“此石之至灵者，非他
石可与比较，故列于首。”《砚录》还

对开采红丝石及制作砚台有详细记
载：起初，因山高洞险，无人愿往，

“因厚给其赀，勉之使行”，青州石工
苏怀玉等“既往六七日，仅得方四五

寸者二，其外有若皮肤掩蔽，渐以粗
石磨治，已而文理尽露，华缛密致，

皆极其妍，既加镌镵，则其声清越，

锵若金石，殆非耳目之所闻见，亟命
裁而为砚。”此后，“自辛丑夏四月至

癸卯春三月”，也就是嘉祐六年至八
年(1061-1063年)，“凡工人数十往，

其所得可为砚者，大小共五十余。”
足见开采之艰难、红丝砚之珍贵。

    日前在发黄的故纸堆中发现了

李淑一在上世纪 60年代初写给我
的几封信札，使我追忆起了给毛主

席诗词改注释的往事。
毛主席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

词最初在全国各报刊公开发表时，
为让读者加深理解，词末加了“编者

注”，全文如下：“这首词是毛泽东同

志在 1957年 5月写给湖南长沙第
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同志的。词

中‘柳’是指李淑一同志的爱人柳直
荀烈士。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战友，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
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

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2年在湖
北洪湖战役中牺牲。‘骄杨’是指杨

开慧烈士。她在 1930年红军退出长
沙后，被反动派何键杀害，她是李淑

一同志的好朋友。”

1963年 12月毛主席诗词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蝶恋花》

词收入该书时，标题由《赠李淑一》
改为《答李淑一》，还在“编者注”末

添加了如下数语：“1957年 2月，李
淑一同志把她写的一首纪念柳直荀

同志的《蝶恋花》词，寄给毛泽东同

志。毛泽东同志写了这首词答她。”
当时我看了这个“编者注”后突

发奇想，决定写封信给李淑一索要

她寄给主席的那首《蝶恋花》词。信
被转到了李淑一在北京的寓所，她

在 1964 年 3 月 12 日给我写了回
信。之后，我又与她有过几封信件往

来，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那是 1957年的春节，李淑一给
毛主席写了封贺年信，因为她已经

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主席了，算是向
主席请安。信中还附上了她在 1933

年夏天写的一首《菩萨蛮》词，当时
因为传言直荀牺牲，淑一结想成梦，

大哭而醒，和泪填了这首词，词云：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
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

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
满衫清泪滋！”信中还请求主席将早

年赠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词抄

给她，几十年过去了，淑一只记得词
的开头两句。当时主席正出访，回国

后见到李淑一的来信，便在 5月 11

日回信，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

过于谦让了，我们是平辈，不是前辈
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

改。”意思是说李淑一不应当用“请

安”的字眼。淑一的《菩萨蛮》词主席
看了，信中说：“大作读毕，感慨系

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
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

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

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接着，
就写了这首《蝶恋花》词：“我失骄杨

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
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
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

倾盆雨。”李淑一本来想要的是一

首旧词《虞美人》，却得到了一首新
词《蝶恋花》，这让她非常欣喜。

李淑一收到《蝶恋花》词后很高
兴。在讲课时，就把这首词讲给学

生们听，不少同学还把这首词抄在
笔记本上。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

一位同学发现这首词后，要求拿去
发表，李淑一说：“这是私人唱和，如

要公开发表，得经主席同意。”师院
张明霞同学就给主席写信，请求公

开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
表，只是把题目《游仙》改成了《赠李

淑一》。于是这首词就在院刊《湖南
师院》1958 年元旦特刊上发表了。

接着，1月 5日的上海《文汇报》率
先转载了这首词，很快《人民日报》

《诗刊》和全国各地报刊均以醒目篇

幅相继发表了这首词。
据此，则前面所提到的《蝶恋

花》词“编者注”的最后数语有误。据
李淑一所述，这段话应该是主席添

写的，因主席一时记忆有误，把李淑

一的《菩萨蛮》词说成了《蝶恋花》。
李淑一信中说：“不过，这首《菩萨

蛮》确是主席写《蝶恋花》词的写作
背景。譬如我说：‘征人何处觅，六载

无消息。’主席答：‘我失骄杨君失
柳’，其意若曰：你失掉了柳直荀呀，

我也失掉了杨开慧啊！你不知道他

们上哪里去了吗？‘杨柳轻飏直上重
霄九’，杨柳的忠魂轻轻飘扬，直上

九重霄去了。”李淑一的信中还提
到，1959年 6月 27日，毛主席访韶

山老家返回长沙时接见了她，他对
在座的湖南省党政领导介绍说：“她

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
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和

了她这首《蝶恋花》词，完全是照她
的意思和的。”

关于“编者注”的错误，李淑一
在信中也提到，她“将请主席在再版

时予以校正”。但因主席年事已高，
为国操劳，已无暇顾及一条“编者

注”的琐事。不久，《毛主席诗词》再
版发行，“编者注”未作改动。我作为

知情者，在 1964年 9月间致函出版
社，建议修正。果然，在 1965年的新

版《毛主席诗词》中，“编者注”的最
后数语改成了：“1957年 2月，李淑

一同志把她写的一首纪念柳直荀同
志的词，寄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

志写了这首词答她。”这一改动省去
了李淑一词的词牌名，不说前注有

错，却又确实纠了错。

    儿子今年高考发挥不

错，被一所心仪的大学录取。
他在南方经商的舅舅获知后

很高兴，为了表示祝贺，爱好
收藏的他，特意从众多藏品

中精心挑选了一件清代粉彩
描金缠枝西番莲五子登科赏

瓶送给我们。

这件赏瓶个头较大，整
器施彩华丽，器形十分罕见。

其高 32.3厘米，口径 7.8厘
米，底径 9.7厘米。敞口，细

颈，丰肩，圆腹，圈足。通体施
松石绿釉，瓶身纹样以蝙蝠

和缠枝西番莲为主题，枝蔓
绵绵中祥蝠飞舞，彰显着吉

祥寓意。口沿及足胫部饰有
回纹、如意云头纹、仰莲纹等

吉祥纹饰。所有的纹饰都是
粉彩描金，显得富丽堂皇，色

彩艳丽，精致华美，生动活
泼，让人叹为观止。

更让人惊奇的是，五个
身着鲜艳服饰的瓷塑童子，

装饰在瓶的肩部、腹部和足部，他
们恣态各异，表情生动。只见瓶肩

上一左一右站立着两个童子，右
边的童子手握如意，左边的童子

一手扶瓶，一手握寿桃，他们相视
而笑，似乎在为他们率先爬上了

瓶子而欢呼雀跃；瓶肩正中，有一

童子趴在那里，左手撑地，右

手朝下伸去；而最下面的两
个童子，个子小的被大的抱

起来，正伸手欲借力爬上瓶
肩。那大个子小孩虽抱着小

童，但显得一点都不吃力，气
定神闲地扭头看风景。在瓶

底绿地上，有“大清乾隆年

制”六字篆书。总的来看，这
个五子登科瓶胎质致密，釉

层莹润，人物表现细腻生动，
布局合理，惟妙惟肖。

瓷瓶制作工艺为先拉坯
成形，另外手工雕塑五子，粘

上去后再上彩，先低温浇一
次，出窑后再加彩，然后入窑

再烧。瓷瓶上为何雕塑五个
童子呢？原来，这里面有典

故。传说五代时期，燕山脚下
有个叫窦禹钧的人，年轻时

人品极差。虽然家里很富有，
却还贪得无厌，不断盘剥百

姓。然而，令他苦恼的是，虽
然妻妾成群，可三十多岁了

却还没有一个儿子。有一次，他梦

见去世的父亲对他说，如果他再
这样作恶下去，上天就会发怒，对

他进行惩罚。窦禹钧醒后十分害
怕，决定痛改前非。之后，他积极

行善，尽力帮助穷苦之人。过了不
久，他父亲又托梦告诉他，他将会

有五个儿子，而且

他还能长寿。窦禹
钧后来果然有了五

个儿子。他对儿子
们严加管教，勤于

教导，使他们全都
知书达理，健康成

长。后来，他的五个
儿子，都在科举考

试中金榜题名，做
了大官。窦禹钧也

活到八十二岁，无
疾而终。“五子登

科”由此得名，成为
教子有方的典范。

《三字经》中就有
“窦燕山，有义方，

教五子，名俱扬。”
“五子登科”因此也

成了明清瓷器中经
常出现的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