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民间收藏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qianw@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022年8月27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钱 卫 视觉设计∶黄 娟

■ 银鎏金花丝烧蓝扇

前些天，我回去看母亲，发

现她拿着一把旧蒲扇，坐在门

前跟邻居聊天，手中的扇子不

时摇动几下。

扇子是夏令必备之物。有

一句俗话叫“六月天气热，扇子

借不得”，道出了炎夏之时扇子

对人们的重要性。时至今日，

即便空调、电扇等家用电器已

基本普及，用起来轻巧优雅的

扇子依然是许多人度过炎夏的

必备之物。

扇子最早称“翣”，在中国

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趣的

是，早期的扇子还是一种礼仪

工具，用于彰显地位与特权，所

以又叫“仪仗扇”。随着时间的

推移，扇子逐渐演变为具有纳

凉、娱乐、欣赏等功用的生活用

品和工艺品。

扇子主要材料有竹、木、

纸、象牙、玳瑁、翡翠、飞禽翎

毛，其他如棕榈叶、槟榔叶、麦

秆、蒲草等也能编制成千姿百

态的日用工艺扇，其种类包括

羽毛扇、蒲扇、雉扇、团扇、折

扇、绢宫扇、泥金扇、黑纸扇、檀

香扇等。中国一向有装饰日常

器物的传统，一把普通的扇子，

经能工巧匠精心镂、雕、烫、钻

或名人挥毫题诗作画，就能变

成美观实用的艺术品，身价百倍。

历史上有许多名人与扇子结缘，其中

有一则巧用扇子“助人”的故事，一直为人

们津津乐道。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被誉为“书圣”。民

间传说他在绍兴任会稽内史时，一个炎夏

的傍晚，访友归来，见一位老妇人在桥头摆

摊卖扇。老妇人衣着破旧，神情沮丧，一问

才知是扇子卖不出去。王羲之有心帮她，

便从附近的店铺借来笔墨给每把扇子题了

字。老妇人很不高兴，王羲之告诉她，只要

说这是王羲之的字，扇子可卖百钱。老妇

人照他说的去卖，果然很快被抢购一空。

我收藏扇子已有十年，藏品中有着大

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扇子一百多把，其中最

珍贵的是一把银鎏金花丝烧蓝扇。它的扇

面呈圆形，直径21厘米，整体高33厘米，重

321克。扇子材质为纯银鎏金，扇面施以

花丝工艺和烧蓝工艺。只见明月般的网状

扇面上镶嵌着两株梅树，树上有的梅花正

娇艳盛开，有的打着花骨朵儿，一只羽翼丰

满的喜鹊栖息在梅枝上，它微微昂着头，仿

佛即将展翅高飞。扇子的边框和扇柄上用

珍珠、红宝石和青金石镶嵌装饰，显得古香

古色、富丽堂皇。

烧蓝工艺又称点蓝工艺、银珐琅，是以

银作胎器，敷以珐琅釉料烧制成的工艺品，

尤以蓝色釉料与银色相配最美而得名。烧

蓝工艺是我国传统的首饰工艺之一，由于

这种“蓝”只能烧制在银器表面，因此也称

为“烧银蓝”。

“清凉世界，出自手中。”虽然家里有电

扇、空调，但每到夏天，我总会把这把银鎏

金花丝烧蓝扇拿出来赏玩，其纤细明亮的

银丝、惟妙惟肖的图案、精湛优雅的工艺，

常常让我忘了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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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

蝉，忽然闭口立。”这是清代诗人袁枚在《所

见》一诗中所描绘的动人意境。中国文人喜

欢以“牧牛童子”的形象入诗入画，表达返璞

归真，潇洒从容的生活态度。笔者最近从一

位藏家手里淘得一件“牧牛童子”紫铜镇纸

（如图）。

“镇”在汉字中是很复杂的一个字，本身

有重量向下压的意思，又引申为威服、压服

和安抚、安定之意。《楚辞》中有“白玉兮为

镇，疏石兰兮为芳”的诗句，这个“镇”是用

来压床、榻、枰的四个席角。后来，又有了镇

纸、镇尺。在陈浏的《陶雅》卷上这样记载：

“镇纸谓之压尺，铜与瓷玉皆有之，亦多肖生

物者。”

笔者手中这件镇纸为紫铜材质，铸造精

细，长6厘米，宽4厘米，高3.7厘米，重114

克，刻画的牧童、黄牛十分传神。黄牛卧伏

于地，昂首引颈，双目圆睁，犄角如月，双蹄

收束，体态健硕，神态怡然。牧童跨于牛身，

头戴斗笠，略略欠身，一手扯牛绳，一手抚牛

背，面含微笑。

在古代诗歌里，牧童们往往是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洋溢着天真与童趣的。牧童成了

诗人们追忆快乐童年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寄

托，成了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文学意象。

宋代诗人雷震描绘过一幅牧牛归来图

《村晚》：“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

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诗

歌前两句绘景，天气将晚，太阳就要落山，长

满青草的池塘波光粼粼。后两句写人，放牛

归来的牧童横在牛背上，随意吹着不成曲的

小调。唐代诗人栖蟾写过一首《牧童》：“牛

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青山青草里，一笛

一蓑衣。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何人得

似尔，无是亦无非。”这首诗中的春风、细

雨、青草和牧童、短笛、老牛和谐地融为一

体。最后两句抒发心态，表达了对超脱世俗

生活的赞美和向往。

我收藏的这件“牧牛童子”铜镇纸，将牛

的忠实、牧童的天真和文人的意趣三者融合，

相映成趣。

◆ 胡胜盼铜镇纸 ·牧牛童子

我爱收藏奇石，也爱收藏小摆件，它们往

往能为景观作品起到画龙点睛和锦上添花的

作用。几年前，我在万商花卉等市场买了不

少摆件，其中就包括这款古代牛车。

这件石刻仿古牛车（如图）长7.5厘米，宽

3厘米，高3.5厘米，有一主一仆两位古人和

两头拉车的黄牛，其中仆人正用鞭子赶牛，主

人坐在车中。我找到一件尺寸相配的千层石

作为底座，顿觉作品变得生动逼真起来。

据记载，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古人就发明

了牛车和马车，史书上有“立皂牢，服马牛，以

为民利”的记载。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商部落

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有人用牛车拉着货物

到其他部落交易，便有了“商人”的称呼。历

史上牛车曾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尤其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牛车特别受到人们

的青睐，着实风光了四五百年。

初期的车为独辕、双轮，车厢是方形或长

方形，车辕前端缚有一根叫“衡”的横木，衡两

边各缚有人字形轭，用以系马或牛。由于是

独辕，必须由双数的马或牛拉动。秦以前的

车，分为两大类，“大车”指牛车，车厢大，主要

运输物品；“小车”指马车，车身比牛车略小，

由两匹马或四匹马拉着快速行进。那时，马

车车厢大多敞开，对乘车人的仪容有讲究，要

求保持端正的姿态。另外，由于马车速度快，

被用于军事作战，也称“戎车”。春秋战国时

期，战车数量的多少成为国家强弱的标志。

据《史记》记载，西汉刚建立时，因为多年

战争，马匹奇缺，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

相同的马拉车，一些官员不得不乘坐牛车。

到了东汉初年，有官员乘牛车出行，被视为

“有损国典”，还因此受到处分。

东汉末年，牛车造得越来越讲究，车厢里

安置了凭几等物，而且牛车行走慢，颠簸小，

扬尘少，且车厢宽大，有车篷和围挡，人在里

面可以自由坐卧，舒适度较高。于是，牛车逐

渐成为官员、贵族的代步工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员使用车辆时

马车、牛车并用，牛车成为主要出行车辆。

◆ 阿 炳石刻摆件 ·牛车

有一道谜语：“哑巴先

生学问大，来人请教不说

话。他把钥匙交给你，门牌

号码自己查。”猜一种工具

书，也许您猜中了，这谜底

便是“字典”。字典是无数

人使用过的，查阅文字的音

形义的工具书。

1949年之后，出版过多

种版本的字典。1950年启

动编撰《新华字典》后，《新

华字典》的发行量超过6亿

册，在世界图书出版史上写

下光辉一笔。2016年《新华

字典》荣获两项吉尼斯世界

纪录：“最受欢迎的字典”

“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前不久，有“国民

字典”之称的《新华字典》出到了第12版。

不过，相对于人人皆知的《新华字典》，它

的前身《四角号码字典》如今已知者甚少。笔

者至今仍在使用一本72年前出版的《四角号

码字典》，它既是我中小学的“启蒙老师”，也

是我参加工作40多年从事公文写作和文学

创作的“良师益友”。

这本“年逾古稀”的字典长15厘米、宽10

厘米，1950年由商务印书馆第一次编辑出版

（如图），数十载冬去春来，历经无数次翻阅，

“老态龙钟”的字典可说是“伤痕累累”。但是

它的功能依然“年轻”。这是一本以语词为

主，兼收百科的通俗性语文工具书，主要收录

现代词语，也收一些古词古义，释义力求简

明，重在实用。打开这本褐色封面的老字典，

开头几页是四角号码检字法介绍，还有一首

通俗易记的《笔画号码对照歌》：“横一垂二三

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

下有横变零头。”别看笔画号码对照歌只有

28字，只要理解了它的含义并掌握了它的用

法，就如同掌握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

典》等工具书的“部首检字法”一样，遇到不识

的字、不懂的词都可以快速从《四角号码字

典》中查出来，这种查字法远比部首检字法要

便捷得多。这是由于汉字是方块字，按每个

汉字四个角的笔形可以有一个四位数号码，

这个汉字在字典中的位置就被确定了。记住

号码先上后下，从左到右的取角（号码）顺序：

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

一旦掌握方法，就能看字知码，检字速度比基

于偏旁部首或拼音的效率要高得多。

看着这本字典，就像与阔别多年的同胞

兄弟重相逢，往事历历在目。那是20世纪60

年代，我在福建东山岛县城上小学。当时县

城里没有新华书店，我们海岛人要买一本字

典真是太费劲了，需要拜托出远门的熟人到

城市购买。更糟糕的是，那个年代的书店里，

字典经常缺货。我表哥小学快毕业那年，我

姨妈就叫表哥回家，参加劳动挣工分。表哥

平时成绩很好，老师听说他要辍学，多次上门

动员我姨妈让表哥继续升学。可惜，姨妈让

表哥辍学也是迫于无奈，姨丈30多岁患病，

无钱医治，过早谢世，撇下年幼的表哥，还有

一个长期卧床不起的老母亲（表哥的奶奶），

表哥家的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听完姨妈的含

泪叙述，老师惋惜不已。当时，表哥曾想利用

工余时间借助《四角号码字典》自学，不少人

自学成才靠的就是字典。未成想，姨妈要他

忍痛割爱将字典让给我，可以想象当时表哥

那种难舍的心情。

对于当年的我来说，能有这样一本价值

1.7元的《四角号码字典》，简直是文化荒漠里

的一片绿洲。正是有了这本难得的工具书，

我才能在之后的岁月中学到许多文化知识。

韶华易逝，岁月难留，大半个世纪悄然过

去，我对“四角号码查字法”犹如掌上观纹，烂

熟于心。时至今日，厚重的纸质字典逐渐被

更环保、更易用的电子字典所替代，但我依然

与这本《四角号码字典》难舍难分。每当看到

它，我总会由衷感念当年表哥的让书之恩，感

念这本老古董的辅导之情。

◆ 林长华情深似海忆字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