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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曼多才多艺，她与徐志摩

的爱情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在

绘画领域，她师从刘海粟、贺天健、

陈半丁等大家，造诣颇深，尤擅山水

画。新中国成立后，陆小曼成为上

海中国画院首批画师、上海市文史

研究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室参事。

由于体弱多病，陆小曼的作品

数量不多，《仿董其昌山水手卷》《干

部劳动热情高》《子美诗意图》（4

幅）等精品分别被浙江省博物馆、上

海中国画院和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

物馆收藏。在春风吹拂的一天，笔

者应约来到陪伴陆小曼走过生命中

最后16年的嫡外甥邱权府上，再次

走进陆小曼的艺术世界。

这些历劫幸存的书画文稿，有

的纸脆色褪，有的已被虫蛀，有的留

有污渍，看了着实心疼。抚摸残破

立轴、单幅作品、缺损扇面和册页，

观看陆小曼在练习簿上用钢笔写下

的文章手稿，眼前常会闪现出陆小

曼和她的师友们的面容。

多年来不时有人提出愿出巨资

收购这批画稿，但邱权毫不心动，他

说：“不能做对不起姑婆、对不起母

亲的事”。2020年秋天，在上海市

静安区政府、上海市文史馆、上海中

国画院的关怀下，这批珍贵文献终

于以展览会的形式重见天日，与公

众见面，《蔓庐墨戏——陆小曼的艺

术世界》一书也由中国出版集团东

方出版中心出版。

邱权对这批作品中的《松鹿图》

情有独钟，因为他目睹了陆小曼创

作这幅画的过程。他说：“这幅水墨

画苍松坚挺，小鹿安逸，意境和谐宁

静，笔墨豪放与技法细腻相得益彰，

是姑婆画作中罕见的精品。”

他回忆少年时，姑婆作画或写

书法时，常由他在旁边磨墨，为她擦

汗、摇扇。记得这幅画是1963年夏

末秋初画的，那时邱权正上初二。

看她画完苍松树干后，就靠在椅子

上，脸色苍白，汗出如浆，不断喘

息。少顷，她嘱邱权拿烟，帮她点燃

后，没抽几口就咳嗽不止。邱权很

少见她作画后如此疲惫。到了下一

个周末再去时，陆小曼正全神贯注

地勾勒那几只活泼可爱的梅花鹿。

落笔休息时，邱权问她应该是羊吃

草，怎么画的是梅花鹿呢？陆小曼

说她姓陆，陆与鹿同音，喻含快乐之

意。陆小曼仰靠在沙发上，邱权拿

来靠垫与脚凳。陆小曼闭目凝思，

示意他噤声，不要打扰她的思绪。

此画墨稿初成后，陆小曼接到工作

任务，于是搁置。由于过度操劳，她

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久住进了华东

医院。出院回家后再没见她在画桌

上进行创作。母亲告诉邱权，陆小

曼本想用这两件作品向新中国成立

十五周年献礼，但直到临终也没能

完成，成为终生遗憾。

陆小曼的画作里动物不多，在

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作品里，有

牧童骑的牛、农民养的猪……往往

寥寥数笔一挥而就，但这次画鹿却

精雕细琢。另外，在她的山水画中，

有遒劲的苍松，有俏丽的杨柳，但很

少有充满阳刚之气的挺拔松干。邱

权反复琢磨，猜测其中原因，一是她

希望画艺有所突破；二是隐喻自己

是那些梅花鹿，在党和政府的大树

庇佑下，幸福快乐地生活。

只可叹陆小曼心愿未了身先

逝。如今有乐震文帮她了却心愿。

一年多后，当邱权取回补成加款的

这批作品时，似乎见到了陆小曼满

意的笑容，不由热泪盈眶。

更巧的是，陆小曼与乐震文都

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又同为上海

中国画院画师，新老两代画师及文

史馆馆员隔空对话，不经意间成就

了沪上文坛的一段佳话。“姑婆陆小

曼若天上有知，足可笑慰平生了。”

◆ 恽甫铭

“姑婆小曼应笑慰”邱权有个心愿——约
请高手完成姑婆陆小曼的
未完稿。可惜苦苦寻觅，却
找不到合适的画家。前年，
经过朵云轩好友的多方联
系，终于找到了上海中国画
院的著名画师乐震文来续
稿。乐震文在《禄在其中》
的题款中说：“禄在其中，君
子万年，福禄宜之。陆小曼
此题材实是罕见，然未成。
今欣然补就矣！”其实，陆、
乐、鹿三字，在沪语中三字
谐音，皆为缘分。——编者

■乐震文补画陆小曼的《松鹿图》（左）和《夏居图》（右）

■陆小曼像

这件仿生瓷白鼠印泥缸

是我多年前在会稽路地摊上

觅得，算不得古董，但“年纪”

应该也不小了，当时握在手中

细细翻看，器型完整，模样可

爱，便掏钱收下。经测量，这

件瓷器长9.5厘米，宽6.2厘

米，高4.2厘米，白鼠呈蹲卧

状，围着圆泥缸东张西望，似

在寻找什么东西。

自然界中的普通鼠类体

长一般不超过16厘米，面部

尖突，长有触须，耳耸立呈半

圆形，眼大，鼻尖，尾长与体长

相仿，尾部表皮下有横列的小

鳞片，一般雄鼠大于雌鼠。老

鼠有多种毛色，如黑色、棕色、

黄色、白色、灰色等，但玩赏鼠

多为白色。

在东方，白鼠在传统文化

中有着独特含义。东晋葛洪

《抱朴子 ·对俗》：“鼠寿三百

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

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及千里外事。”《宋书 ·符瑞志

下》：“晋惠帝永嘉元年五月，

白鼠见东宫，皇太子获以献。”

在西方，鼠昼伏夜出的习

性和与大地、自然的亲密关

系，让先民们对它充满好奇。

古埃及人将鼠与月亮联系在

一起，认为它们象征着富饶的

资源、盎然的生机，并且司职

计算人间的岁月。由于鼠极

为敏感，能迅速对环境变化做

出反应，故又有“鼠能预知灾

难”的说法流传。古罗马人认

为鼠能预见未来，以看见白鼠

为吉，如果衣物被鼠咬破，则

认为厄运将至。在古希腊，鼠

又与主管光明、太阳、医药、畜

牧、音乐等神职的阿波罗联系

在一起。在荷马创作的史诗

《伊里亚特》中把阿波罗称作

“史鸣修斯”，意为“鼠神”。

我收藏的这件白鼠印泥

缸应该是20世纪初制作的，

它构思巧妙、造型简洁、形态

活泼，煞是可爱，是我非常喜

欢的一件小摆件。

◆ 原 野

仿生瓷 ·白鼠印泥缸

我收藏有十几个笔筒，其中两个

梅花纹的瓷笔筒，纹饰精美，最是让我

爱不释手，是我前几年从外地觅得。

第一个是梅花纹青花竹节笔筒，

口径10厘米，高16厘米，底径11.5厘

米。笔筒模仿竹节的形状，筒身有四

个竹节，底施白釉，上面用青花顶天立

地地绘着枝干遒劲的梅树，树枝上朵

朵粉嫩的梅花像一只只小蝶，振翅欲

飞，更多的是缀满枝头的花蕾。

梅花居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

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与

松、竹并称“岁寒三友”。竹，彰显气

节，虽不粗壮，但却正直，是君子的化

身。小小一只笔筒，却包含了竹与梅

这两种高雅的纹饰题材。

第二个是德化窑梅花鼓形瓷笔

筒。德化窑位于福建德化，是著名的

瓷窑，以白釉瓷塑像闻名。我收藏的

这只鼓形笔筒通体施白釉，上下两端

有鼓钉纹，中间有一枝虬曲梅枝，以及

四朵绽放的梅花和数朵蓓蕾，笔筒两

侧有兽耳，底部无印款。这只笔筒造

型简洁朴素，胎体厚重，釉色莹润，纹

饰生动，于素洁中平添几分雅静。

在传统文化中，梅以高洁、坚强、

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

历来是文人墨客吟咏及借物抒怀的对

象。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

动月黄昏”把梅花的暗香写得有影有

神；黄庭坚的“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

知春近”让人在梅花中看到了浓浓的

乡情；陆游的《卜算子 ·咏梅》更是以清

新的情调书写傲然不屈的梅花。

这两件瓷笔筒置于我的书斋案

头，古香古色，每每读书写作困乏时，
观赏着笔筒上风骨傲然的梅花，似有

暗香浮动，令人精神一振。

◆ 胡 萍案头梅花暗香来

▲梅花纹青花竹节笔筒和底款

▲德化窑梅花鼓形瓷笔筒

藏友老张去年春季收购了一只玲

珑别致的小酒台，邀我一起赏玩。别

看它颜色单一、形制简单，听他说，那

可是一件宋代汝窑出品的物件。

史料记载，北宋时期，历任皇帝酷

爱瓷器，当时瓷器烧造业空前发达，瓷

窑遍布大江南北。“汝、哥、官、定、钧”

五大名窑均诞生于这一时期，烧造工

艺堪称一时巅峰。而在这五大名窑

中，专为皇宫生产御用瓷器的汝窑，又

被称为“五窑之魁”。

宋朝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饮酒十

分讲究，对酒具的选择也十分苛刻，他

们喝酒不但要有诸如“酒杯、酒盏、酒

碗”等酒具，还要有盛放这些酒具的酒

台。这件汝瓷天青釉酒台又被称作酒

盏托，是用来承托酒杯的托盘。宋人

饮酒讲究礼节，劝人喝酒更是一酒一

台——将酒具放在劝盘中的酒台上，

双手端起，以示敬重。

藏友的这件酒台，托盘平沿稍微

向内倾斜，盘心凸起一圆形托台，足墙

顶端无釉，系垫烧，乳浊釉，造型简单，

线条流畅，整体天青釉，釉浓的地方就

像空中的云彩时隐时现。欣赏这件

“小玩意”，隐约让人看到宋代文人雅

士饮酒、劝酒时的欢快场面。

◆ 马小江玲珑别致小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