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齐白石作品《筠篮新笋》

春雨潇潇，又是竹笋破

土而出，让人尝鲜时候。此

时，翻阅著名画家齐白石的

《画集》，品赏他创作的许多

以竹笋为题材的画作，也别

有一番韵味。

竹笋，有“竹萌”“竹雏”

“箨龙”等之称，其品种较多，

按时节分，有春笋、夏笋、秋

笋和冬笋；依形状论，有笔杆

笋、鞭子笋、牛角笋之别；按

质地来说，有鲜笋、干笋之

分。竹笋脆嫩鲜美，清香可

口，享有“素食第一品”之称，

更有人认为“肥羊嫩豕，何足

比肩”。竹笋性寒味甘，有

“利九窍，通血脉，化痰涎，消

食积”等功效。《千金要方》

载：“竹笋味甘，微寒、无毒，

主消渴，利水道，益气力。”

竹笋不仅让人大饱口

福，也成了一些画家笔下创

作的题材。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中

国近现代画坛极富传奇色彩

的画家，擅画花鸟、虫鱼、蔬

果、山水、人物，融诗、书、画、

印为一体，被称为中国画大

师。在蔬果题材中，他一生

非常喜欢画竹笋，常以其肥

大、鲜嫩的特点入画。他有

许多竹笋画作，诸如《笋菇

图》《竹笋图》《竹笋蝗虫》《蔬

香图》等。齐老往往用寥寥

数笔，将竹笋之状描绘得淋

漓尽致，形象逼真，尽显艺术

魅力。

本文所附的《筠篮新笋》画作，

大小为136厘米?33.5厘米，是齐

白石于1945年创作的。画面中偏

下部，有一篮子自然地盛着几只竹

笋；画面下部有一锄头，旁有两只

竹笋，自然地摆在地上，似乎在告

诉人们，这些竹笋是用锄头刚从土

里挖出来的，新鲜水灵得很！同

时，画面上部的题画诗：“筠篮沾露

桃新笋，炉火和烟煮苦茶。肯共主

人风味薄，诸君小住看梨花”不仅

优化了画面布局，也表现了齐老悠

闲自得的乡居生活，真乃诗情映衬

画意，情趣盎然。

齐白石喜欢画竹笋方面的题

材，这与其出生于农家，心系乡村，

时常下地种植蔬菜息息相关，如他

的家乡湖南湘潭产竹笋，他为此创

作了《竹笋蝗虫》，并在画上题道：

“湘潭晓霞山出小笋，味甘芳。”他

在《自传》中谈其有这一习惯：“所

画的东西，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

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

虽好，总是不切实际。”难怪，画竹

笋以及画好竹笋，在他本人看来是

极其自然的事，可谓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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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心灵栖息的场所，结束一

天的繁忙工作，回到家里，每个人

都希望在尘世的喧嚣中寻觅一方

舒适的心灵港湾，在静谧的夜里找

寻一份淡泊与安全感。点亮一盏

优雅的台灯，让温柔的光线穿透寂

静的夜色照进心房，填满内心的空

虚，抚平心头的寂寞，这款精美西

洋人物台灯，便是夜晚最佳的搭

档。它以一隅优雅显一室繁华，尽

显清雅古朴之风情。

台灯灯罩直径31厘米，高约

48厘米，底座边长10厘米，整体造

型方正清雅，流露着一股浓郁的西

式情调，精致的铜艺灯座和精美的

暖色调贝壳艺术灯罩，让台灯整体

在素雅中彰显简约大气的古典之

美。底座之上，一个虔诚的男童正

在默默祈祷，灯光透过灯罩，显得

缠绵而温馨，似乎有着安抚人心的

魔力。让点亮后的灯光，既不显得

刺眼，也没有丝毫昏暗感，带着恰

到好处的柔和，将周围的世界照

亮。灯罩顶部和底部的连接包边

和整体简约的外观带来点睛的设

计感，让其在典雅中透着灵动。

灯座的设计同样兼收并蓄了

东西方文化风格，搭配细致古朴的

雕刻工艺，既带有传统中式风格中

的大气和古朴，又泛着现代意蕴的

精致和繁华。

台灯作为辅助照明工具，更适

合出现在沙发边，床头旁，书桌上，

默默渲染，不争不抢，从卧室到客

厅，无论哪个位置加入台灯，都能

让它变成亮丽的一角，既不会喧宾

夺主地成为视觉中心，又能起到锦

上添花、画龙点睛的效果。

台灯的美在于成全与衬托，不

是一枝独秀，而是与环境融为一

体，带来更和谐的审美享受。

◆ 原 野

精美西洋人物台灯

▲ 铜制西洋人物台灯

近日整理家居，从一大摞纸堆

里翻出一份五十多年前上海港航当

局制作的通讯信号工具卡。虽然这

件巴掌大的工具卡算不得赏玩藏

品，但细细端视，其竟也隐隐地透发

出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

它集水上交通语汇于一身，于

1969年10月1日制作发行，分门别

类地将水上交通语言的表达和显示

的实体形式，通过“声号、灯（光）号、

旗号、型号、符号、记号”等组合，构

成船与船、岸与船之间的交流语汇，

犹如古战场作战双方以鸣金击鼓

（声号）、烟花罩灯（光号）的变化来

指挥部队进退攻守一样。

这个卡盘呈椭圆形，圆长15厘

米，径宽7.5厘米，由两张同等大小

的正面印有图文的硬纸板组成，用

铆钉拷锁又留有适当松度。卡盘正

面左侧印标“手旗示图”，分解清楚；

中部顶端从上向下，转盘小孔对应

摩斯灯光符号、手续信号和记号；下

部分列数字旗、出版单位和出版日

期；右侧顶端分布“强台风信号”，转

动圆盘小孔分别对应“月历”和“通

语信号旗”，查找便捷。卡盘反面则

包括“世界各国国旗”“码头边潮水”

“泊位信号”“港内工程信号”“封港

信号”，以及“上海港常用声号”“追

越声号”“拖轮联系声号”和“其他声

号”等内容，用户可按需查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黄浦江航

运的鼎盛时期。江面上百舸争流，

码头上吊臂挥舞，汽笛声此起彼伏，

一片繁忙景象。作为港务工作者，

我曾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写

过一篇短文《汽笛的妙用》，对各种

类型船舶在上海港水域与他船隔空

对话的“船舶语言”进行解读。

可惜的是，这种原始的“船舶语

汇”始终制约着水上交通的监管效

能。改革开放后，随着科技进步和

经济发展，来往于黄浦江上的木帆

船、挂机船、小火轮和拖驳船逐渐难

觅踪影，巨轮大舸均已移师大小洋

山、外高桥和宝杨等码头靠泊装卸，

内港水域水清岸绿；沿江两岸全线

贯通，码头工厂的“企业圈”也已变

身居民游客的“生活圈”。

沿着历史的脚印探寻，可以发

现上海的水上交通事业快速发展，

从一只望远镜、一个铁皮喇叭、一台

甚高频电话的视听呼喊，到陆海空

立体化的VTS船舶交管系统，全要

素的“水上大通讯”通达四方。

◆ 费桂生

掌上船舶“通语卡”

数十年前，得暇至东台路古玩

市场寻宝。在一摊位上发现了一件

菱形器物，墨乌乌、脏兮兮，材质难

辨，底章也模糊不清，但内壁隐约透

出的紫砂段泥色泽引起了我的关

注。买下后回家清洗，一件漂亮的

方胜形段泥笔洗渐露真容。

笔洗是文人墨客书桌上不可或

缺的文房用具之一。毛笔书写后，

都要洗涮干净，而盛水之物就是笔

洗。收藏界有句老话：餐桌不如茶

桌，茶桌不如供桌，供桌不如书桌，

所以置于书桌案头，形制多样、工艺

精湛、雅致精美的笔洗不仅美观实

用，更是文人雅士怡情养性之物。

这件方胜形段泥笔洗敞口、浅

腹、圈足、双菱束腰呈内弧形，高5.5

厘米，长21.5厘米，宽12.5厘米，段

泥质地细腻，淡黄色略带橙红。通

体装饰浅浮雕竹篱墙，中部以一竹

枝缠绕周身。在圈足中心部位有一

款识，钤有“祥记制”阳文方章。

有趣的是，笔洗外表的竹篱墙

由108根竹竿构成，竿竿有劲节，节

节相错落，形象生动，富有韵律感。

108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有深意，

它代表的是尊贵、圆满、平安、吉祥

和消除烦恼。中国古人将一年分为

12个月，有24节气和72候，相加正

好是108，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北

京天坛的最下层栏板有108块，祈

年殿每层有石栏108根。在道教中

有36天罡和72地煞，总合108；在

佛教中，佛珠由108颗组成……

笔洗种类繁多，器型各异，有圆

形洗、长方形洗、海棠洗、荷叶洗、梅

花洗、玉环洗、双鱼洗等，方胜洗则

较为罕见，但它同样有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方胜由两个菱形压角相叠

而成，是汉族传统纹样，有祥瑞的寓

意。根据材料、纹饰和造型的不同，

有华胜、玉胜、金胜、方胜、人胜、春

胜、宝胜、罗胜、方番胜、彩胜等。

◆ 蔡一宁

段泥笔洗方胜形

墨斗，古称绳墨，又称赭绳、涵

绳、线墨、班母、鲁班斗等，传说为鲁

班发明，由墨仓、线轮、墨线（包括线

锥）、墨签四部分构成。墨斗是中国

传统木工行业中极为常见的画线工

具，也可被用于长度测量和房屋建

造等方面。

墨斗使用前，应在墨仓内盛墨

汁，线轮槽内装上缠了墨线的线轮，

线轮外壁连接摇柄便于收放墨线。

使用时将濡墨后的墨线一端固定，

摇出墨线牵直拉紧在需要的位置，

再提起中段弹下即可。墨斗的体量

较小，材质多样，由青铜、石、铁、瓷、

木等材料制作而成，木质的居多。

其造型除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长方

形墨斗外，还有龙形、云形、狮形、鱼

形、船形、圆柱形等。

藏友李先生最近入手一件制作

于清代的双鸟纹木雕墨斗，材质为

楠木。墨斗长18厘米，宽5.5厘米，

高9厘米，由一整块楠木料雕凿而

成，墨仓呈鼓状，线轮槽两壁雕成一

对紧紧偎依在一起的鸟儿。只见那

对鸟儿羽翼丰满，似久别重逢的情

侣。它们的头部只是用线条简单地

勾勒，但气韵生动，尾部翎毛排列整

齐，像孔雀开屏，又似花儿绽放。墨

线头缀着一颗绿色珠子，给暗色的

墨斗带来一抹清新。

这件墨斗，雕工精湛，木质细

腻，制作规整，线条流畅，保存较好，

颇为难得。虽然制作时费工费时，

但对于当年的工匠来说，有心仪的

墨斗相伴，也是一种慰藉。今天观

之，仍能感受到其中的匠心与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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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鸟纹木雕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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