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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
冰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应
不乞金盘。”这是元代诗人郑允端
吟咏秋日葡萄的诗句。立秋已至，
残暑犹存，正值葡萄大量上市，多
吃葡萄可以益气补血、生津止渴、
健脾利尿。有人说立秋葡萄胜过冬
虫夏草。葡萄自然成为立秋时节最
受欢迎的时令水果之一，传世的各
种文房器具中也时时可以见到葡
萄的“倩影”。

图示是一件清代象牙雕笔洗，
高 1.4 厘米，长 19 厘米，宽 12.7 厘
米，器型优美，雍容大气。整只笔洗
呈葡萄叶片形，硕大肥厚，脉络清
晰可辨，一枝藤蔓遒劲蜿蜒。枝叶
交会处，一大串葡萄仿若是用水晶
和玉石雕刻出来一般，晶莹剔透。
叶片之上，一株菊花迎风开放，带
来秋天的气息。叶片外沿，有一只
红色蜘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螯
肢挺立，仿佛是在察看敌情，一只
青色巨蛛，趴伏于叶片之上，圆目
鼓腹，如临大敌。笔洗的外沿，一只
褐色的松鼠蜷卧于葡萄叶片之中，
鼠尾低垂，鼠耳高耸，鼠目紧盯着
那串饱满圆滚的大葡萄，俨然一副

垂涎欲滴的模样，让人不禁莞尔一
笑。

笔洗，一种传统文房用具，是
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以形制乖
巧、种类繁多、雅致精美而广受青
睐。传世的明清笔洗精品颇多，牙
雕的却很罕见。象牙雕刻历史悠
久，明清时代的象牙雕刻吸收了
竹、木、犀、石、砖的雕刻特色，逐
渐形成了线雕、浮雕、圆雕、镂空雕
等诸多工艺，日趋炉火垂青。这只
牙雕笔洗，借鉴了清代宫廷仿生瓷
的工艺技法，因形就势，巧妙地将
笔洗雕刻成葡萄叶片的形状，雕工
流畅细腻，运刀遒劲老辣，葡萄、松
鼠、蜘蛛、菊花，无不惟妙惟肖，巧
夺天工。

值得一提的是笔洗上的松鼠
葡萄纹饰也大有讲究。葡萄果实成
串成簇、硕果累累，特别贴近人们
祈盼子孙绵长、家庭兴旺的愿望，
松鼠乖巧可爱，在中国传统文化十
二 地 支 和 十 二 生 肖 中 ，鼠 相 关

“子”。松鼠与葡萄的结合，寓有“多
子多福”“子孙万代”的吉祥祈愿，
展现了富足丰盛的生活画卷，寓意
祥和福气。

葡萄松鼠纹象牙笔洗
⊙朱卫东 文/图

肇庆产端砚，历史悠久。据清代《石隐砚谈》记
载：“东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武德为唐
高祖年号，武德元年是公元 618 年，由此推算，端砚
问世已有 1390多年了。

肇庆端砚以其石质细腻、滋润，发墨不损毫，呵
气能研墨，石品花纹丰富多彩，研出的墨汁油润发
亮，层次丰富，虫蚁不蛀等特点名列中国石砚之首。
硬度适中：端砚石硬度为摩氏 2.8至 3.5，比墨条的硬
度稍硬，比刻刀的硬度低一半，致使端砚下墨快、易
雕刻。

端砚型制是砚台的外表形象，不同时代的砚台
都有其不同的流行特征。如：唐代流行凤字砚，宋代
流行抄手砚，明清砚大多堂池分开等，掌握了这些大
的风尚，再结合砚池、砚堂和砚足的不同细节特征，
就能够对古砚“老”到什么年代，做出基本准确的判
断。

笔者早年收藏了一件古韵十足的海屋添筹纹端
砚，应为清代中晚期制品。其厚 2.7厘米、长 19厘米、
宽 10.8厘米，略有磕碰、磨损及划痕。这件端砚有冻，
石质细腻，造型古朴厚重。沾水磨墨，其石质的发墨
性较好，流传使用一两百年依旧墨韵十足。这方端砚
可作文房摆设或使用，古韵沧桑、文脉传承，能使人
静心养性。

海屋添筹纹是清代流行的装饰纹样之一，是中
国传统的吉祥纹样。其典故源于司马迁《史记》：“蓬
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后遂以海屋谓仙人仙境。“筹”是古代用
竹、木制成的计数工具。宋代苏轼的《东坡志林·三老语》中讲述了一个故
事，有三位仙人互问年龄，一个仙人说：“每次沧海变成桑田的时候，我拿筹
子记录；每次桑田变成沧海，我也都拿筹子记录。现在筹子已堆满十间屋
了。”因此海屋添筹比喻神仙增寿，以此为祝福长寿的题材。

海屋添筹纹还另有一个传说：海中有一楼，内贮世间每人寿数，用筹插
在瓶中，每令仙鹤衔一筹添入瓶中，则可多活百年。所以，人们常用“海屋添
筹”寓祝长寿。

端砚雕刻工艺与其他传统艺术的发展有着相似的轨迹，从问世到隐
退，整体上经历由粗陋到精美的演进过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取向。
如：唐砚在开创中讲究雄浑大气，宋砚在求新中追求边线劲挺，明砚在质朴
中喜好简洁大方，清砚在繁缛中力求工不厌精，评价一方古砚的工艺精粗，
应重点放在同时代的砚艺坐标系中进行比较。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砚台的品名纹理，除了赏心悦目外，还是发
墨、下墨和好用的“名牌”标志。如：端砚，凡是带青花、鱼脑冻和蕉叶白的砚
石都至嫩至密，磨起墨来才会“热锅塌蜡，发墨如油”。值得注意的是，古砚
的品纹大多“水下现身”，且被包浆和墨垢掩盖，不可能一目了然。笔者淘砚
时，常常随身带水，既便于洗去赃物、发现裂痕，又能观察品纹、识珍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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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经常见一些人，特别是老人爱揉搓手
中的铁蛋子健身，防止衰老的目的。不过，那天，我
在公园里见到一位老者，他手中揉搓的并非是铁蛋
子，而是一对核桃。

这让我很奇怪，于是，我问他：“大爷，这玩意儿
也行替代小铁球？再说了，这核桃棱角多，不像铁球
那样圆滑，搓揉在手中不难受吗？”大爷笑道：“我就
是 要 找 难 受 ，玩 核
桃，就是利用核桃
的尖刺、凸起和
棱 角 ，采 取 揉 、
搓 、压 、扎 、捏 、
蹭、滚等技法运
动双手，压扎掌
上穴位，刺激手
上反应区，达到
舒脉通络，活血
化 瘀 ，强 身 健
体、降低老化速
度 的 效 果 。另
外，这核桃皮厚
质坚，经过手的
长期搓揉，汗的

浸 润 ，油 脂 的
渗 透 ，时 间 的 打

磨，最后成为一件亮里透红，红中透明的艺
术收藏品，特别有意义。”

仔细看了看，老者手中的这对核
桃，大小、花纹、重量都差不多，就像

是一对双胞胎。与我们常见的食
用核桃好像还是有些区别的，

皮厚，才能禁住力气大的人
捏；个大，皱褶多，纹路

清晰，最后一点，这
核桃颜色呈现红

玉 色 ，特 别
漂亮。

经大爷介绍，我才知道，他手中的核桃名叫“文化核
桃”，有锻炼、收藏的功用。据老者说，为了挑对合适
的核桃，他可没少花心思。往往一火车的核桃也挑
不出一副完全近似的核桃，配对是需要极大的耐心
和机遇。

这文玩核桃分为三种：1、铁核桃 2、楸子 3、麻
核桃。铁核桃的特点是纹路一般比较浅，尖比较小，

个头比较大，因此
适合初玩者，价
格比较便宜，一
般在 2—100 元
之间。楸子的特
点在于多变的
造型，纹路深，
适合健身，比
铁 核 桃 要 贵
些。最贵的当
属麻核桃，配
得上“质、形、
色、个”的完美
要求，主要品
种有：狮子头、
虎头、官帽、公

子 帽 、鸡 心 、罗
汉头等。

文玩核桃，早有历史，明天启皇帝朱由校不仅
把玩核桃不离手，而且亲自操刀雕刻核桃。故有“玩
核桃遗忘国事，朱由校御案操刀”的野史流传民间。
清乾隆皇帝不仅是鉴赏核桃的大家，据传还曾赋诗
赞美核桃：掌上旋日月，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涌，
何年是白头？到了清末，宫内玩赏核桃之风更甚。
当时京城曾传言：“贝勒手上有三宝，扳指、核桃、
笼中鸟。”每逢皇上或皇后的生日，大臣们会将挑
选出来的精品核桃作为祝寿贺礼供奉，由此可
见，手中有一对好的核桃竟成了当时身份、身价和
品位的象征。

民间把人分为几种，即：文人玩核桃，武人转铁
球，富人揣葫芦，闲人去遛狗。这种排列虽然不太科

学，但足以说明，文玩核桃雅俗共赏独特的文
化韵味。

一看材料：优质玉材对
于一件玉器至关重要，如玉
质、玉色、光泽、致密度，绺
裂、玷污等等都是玉材等级
的要素，不应忽视。

二辨造型：造型是由功
能及玉坯形状决定的，其比
例权衡要适当。匀称而不呆
板，均衡而又稳定的是美的
作品。

三鉴纹饰：纹饰要看结
构、章法、繁简、疏密等处理，
凡结构章法有条不紊，统一
和谐就具鉴赏价值。

四析工艺：玉器工艺是
由料变为器的技术条件，它
的性质比较稳定，不易被人
真正认识，是鉴赏上的一个

难题。凡铊工利落流畅、娴熟
精工必然是美的或比较美
的，反之，板滞纤弱、拖泥带
水，则是收藏价值锐减的标
志，不可贸然集之。

五品艺术：艺术是每件
玉器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
是最难做到的。老玉气韵生
动、形神兼备的都是艺术美
的表现，有丰富的收藏价值。
反之，徒具形骸，一味摹古者
都是违反艺术美的作品，鉴
赏价值就逊色得多了。

六观创新与仿古：从艺
术创新的角度看，有新意的
玉器，固然值得收藏，但对于
受现代化思潮影响的玉器收
藏要慎重对待，以免陷入“维
新”的误区；然而对仿古玉器
也不能全盘收罗，应视具体
情况而论。

鉴别玉器
六法
⊙泽 川

乐藏党史类杂志创刊号
⊙周 洋 文/图

掌心里的掌心里的““文玩核桃文玩核桃””
⊙张帮俊 文 弘 艺 图

我对收藏党史类杂志创刊号感兴趣，大约始
于十年前。那时，我在高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并
兼做一些党务工作，业余时间经常浏览党史类报
纸杂志。在旧书店碰到这类杂志的创刊号，我都会
留心买回来，作为资料保存，日积月累，竟小有规
模，成为一个颇有乐趣的专题收藏。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党的历史进行研究考证和
宣传教育。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
吃饭的。”并亲自指导编纂了多部党史方面的重要
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这方面的期刊也是蔚为
大观。在笔者收藏的党史类杂志创刊号中，既有

“高大上”的学术研究核心刊物，比如，《中共党史
研究》双月刊，以及它的前身《党史研究》，主要刊
登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论文。也有“接地气”的党史
类通俗刊物，比如，《党史博览》《党史大观》等杂
志，通过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史实故事吸引读
者。

我藏品中最多的是各地主办的关于党史类期
刊的创刊号。比如，运城地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

《河东党史》，广元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
纂发行的《利州党史》，青阳县委党史领导小组办
公室创办的《青阳党史》杂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
刊物侧重于发掘研究党在当地开展的革命活动，
内容包括历史文献、图片资料、回忆录、访问记、革
命旧址以及动态简讯等。比如，上海是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出版的

《党史资料丛刊》，创刊号上就刊登了张纪恩撰写
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及其它》，刘
晓撰写的《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王尧山
撰写的《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等文章，追
忆了党中央机关初创时期在上海的革命活动，提
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收藏党史杂志创刊号，让我体验到多姿多彩
的人生乐趣。一曰同好交流之乐。为了丰富自己的
藏品，我常去旧书市场寻觅老期刊旧杂志，因此结
识了许多有着相同爱好的书友，大家交流收藏心
得，互晒“宝贝”，乐在其中。二曰耕耘收获之乐。长
期阅读党史类杂志，使我对党的历史兴趣渐浓，潜
移默化之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这些年，在
单位组织的党史知识竞赛和党建征文活动中小试
身手，接连斩获各类奖项。三曰公益分享之乐。陆
续买到的老杂志越积越多，我便想着找机会将一
些复本捐赠出去，正巧有一家公益组织策划给西
部山区的学校捐书，我便专门挑出一些图文并茂、
可读性强的党史类旧期刊捐给他们，与千里之外
的孩子们分享红色阅读的乐趣。

如今，街头巷尾的旧书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野，在一堆旧书刊中偶遇一本老杂志的故事也已
成为昨日风景。好在随着网络购物时代的到来，我
又开始利用互联网从全国各地搜集收藏党史类期
刊创刊号，既为了增长知识、增添乐趣，更是为了
深藏心中的那份信仰。

松鼠葡萄牙雕笔洗

清海屋添筹纹端砚

文玩核桃文玩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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