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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匾额乾坤大
□王家年

喜得宋代双鱼花钱

□卜庆萍

我的收藏是从那称
作古钱，又不是钱的花钱
开始的，在古玩的收藏中
拓展眼界和阅历。

一次机缘巧合，我收
藏了一枚宋代双鱼花
钱。这枚花钱铜质，圆
形，周圈形似谷穗，两条
充满喜气的鱼上下对称
呼应。中间有一方孔，两
边各一个圆孔。此双鱼
花钱包浆厚润，样子庄重
古朴又惹人喜爱。闲暇
时光，每每拿来赏玩，我
的思绪就会行走在厚重
的文化里而走不出来。

我国古代钱币品种
繁多，除大量流通币外，
还有一种非流通币，俗称

“花钱”。花钱主要用来玩赏、装饰、
祈福和馈赠等，因是非流通币，流传
下来的并不多。花钱又叫厌胜钱、压
胜钱、民俗钱、杂钱、画钱、玩钱等。

“厌胜”，意为用咒诅制服人物鬼怪。
钱以“胜”命名，是因古人笃信钱币可
以通神役鬼。花钱源于汉代，早期为
民间自娱自乐的一种玩钱，因不是流
通钱，起初材质比较粗糙。宋代以
后，其种类增多，遂以讲究的用料、高
超的工艺、精湛的艺术性和独特的文
物价值、文化价值，成为中国古代钱
币的一个类别。花钱有官铸，也有私
铸，大者如盘，小者似鸡目，有金、银、
铜、铁、锡、铝以及其他各种质料，精
粗不一，形状多样。有的有图案有文

字，有的只有图案，也有的只有文字
而无花纹。

我国历代花钱，文字与图案内容
丰富多彩，实乃珍贵的文物宝库。史
料记载的花钱多达2000多种，主要分
为吉语钱、官发钱、镂空钱、故事钱、
咒语钱、钱文钱、生肖钱、马钱等。

除此之外，还有赐赏钱、镇库钱、
开炉钱、雕母钱、洗儿钱、上梁钱等花
钱。

我收藏的宋代双鱼花钱，是吉祥
祝福的象征，寓意古人对美好生活的
不懈追求与向往。每每捧来与友人
一同赏之，我的心中便充满无限的激
情和喜悦。

□李笙清

惊蛰雷响龟梦醒

□江初昕

瓷上田间春耕忙

近年来的拍卖会上，天价匾额
往往出自清代皇帝的御笔题匾，皆
色彩金光耀眼，气魄壮丽，这也使
得收藏者对此类型的匾额情有独
钟，拍出高价之后的匾额逐渐引起
公众注意。国内匾额收藏主要在
民间，有古代翰林匾、状元匾、宰相
匾等，数量颇为惊人。

在收藏界，对匾额的历史艺术
价值研究还不够，对同一块匾额的
评价和估值难统一。每块匾额的
分类、背后的故事、题字者的地位
名望都不同，因此匾额很难像字画
瓷器那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价格

衡量标准。不同匾额在不同人眼
里的价值差别较大。如有收藏者
见到自家祖上书写的匾额，那块匾
额对他来说是价值连城的，相对他
人来说，他更愿意出高价收购。

虽然收藏界对一块匾额的评
价常不尽相同，匾额收藏价值主要
体现在题匾者的身份、历史事件及
匾额制作精美程度上。中国历代，
数康乾盛世的匾额做工最为精美，
极尽奢华。

旧时有名望官宦人家的寓所，
皆挂有功名匾额，以主人之学衔、
官阶名作题额，或挂钦赐匾额。
如：“进士”“中翰第”“观察第”“都
转第”“簪缨世第”“父子登科第”

“双凤第”匾等。
商号匾在民间比比皆是，都出

于希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匾额
上用词遣句离不开吉祥如意的美
好愿望。如酒店“太白遗风”“金樽
玉液”，香烛店“黄瑞明香”“瑞云名
香”，茶叶店“上品熙春”
等。书体有的秀逸清丽，
有的端庄肃穆，有的笔力
雄奇，风格各异，犹如书法
大展。

民居中的堂名匾，如：
惇慵堂、介祉堂、乐筹堂、
涧松堂、斯敬堂、庶幾堂、
礼后堂、两有堂、建崧堂、
於斯堂、澜远堂等。笔者
的祖屋就挂着“俭德堂”

匾。这些堂匾提高了古民宅的文
化品位，使古宅生光增辉，体现了
主人的文化涵养和处世理念。

散落民间的匾额面广量大、种
类繁多，收藏的难度不小。匾额收
藏不仅需花大量人力、物力和财
力，最主要的是收藏者要对中国历
史、匾额特点等有深入研究。第
一，查找研究大量文史资料是提高
收匾效率最好的保障。依据史料
上的记载找到收匾的地方，然后到
当地询问和考察。第二，如果询问
没有收获，凭借经验，可以到周围
村庄看一下。主要找历史久远的
大型建筑，譬如有祠堂的地方一般
都会有匾额。民间匾额大多藏于
乡野人家，历史久远，许多匾额都
被当成废品在使用，看看是否有被
主人不经意间丢在一旁的。

匾额题词对人们有纪念、宣
扬、教化、激励的作用。匾额种类
多，散落地域广，年代跨度不同，所

以国内几乎没有专业的匾额鉴定
机构，这使得匾额成为了收藏界里
的三无产品。匾额真假鉴别不但
要对匾额历史非常熟悉，还要有双
火眼金睛，仔细鉴别。

特别是功名匾、商号匾、堂名
匾等大多为明、清时代制作，不但
书法遒劲雄健或婉丽飘逸，而且蕴
藏着一定的历史故事，颇有文化内
涵和艺术价值，已属珍贵的文物，
是民俗文化的积淀，它可作为民俗
文化的一朵奇葩，在人们心坎上留
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收藏匾额的要义：匾额字体运
笔流畅，没有顿感，落款、题跋与主
题风格一致；颜色底纹暗沉，为矿
物质颜料；皮壳表面有皲裂的皮壳
包浆和明显的斑驳痕迹；人物和历
史时间相一致；工艺手工制作精
细，有的匾额还有螺钿装饰工艺；
如果是官匾，一般在匾额的正中上
方会有官印或地方府印。

海盐县澉浦镇是我省沿海著名
的古镇。在宋代，澉浦已是我国东南
沿海最古老的通商口岸之一。在封
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海洋科技文化
巨大发展的宋元时期，澉浦港进入了
它的鼎盛与辉煌阶段。由于其地理
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浙北重镇，有

“弹丸一地东南重”之称。
澉浦濒临杭州湾。在宋代，澉浦

又是一座军港，为确保港口贸易和国
家安全，朝廷开始组建水师军营。南
宋开禧元年（1205），置澉浦水军驻扎
防患，额1500人，军寨设于镇东海岸，
设统制领之，隶殿前司。南宋嘉定、
绍定、嘉熙、咸淳年间（1208~1274），
澉浦水军由嘉兴府太守节制管辖。

1978年，在开挖出海排涝工程长
山河时，从澉浦镇出土了 9枚宋代水
军铜印，名噪一时。这九方水军铜印
分别是“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
记”（元祐五年六月少府监铸）、“殿
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
印”（开禧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
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一将印”
（嘉定十六年文思院铸）、“金山防
海水军第二将印”（淳祐七年文思
院铸）、“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
军第四将印”（开庆元年文思院
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
印”（景定元年文思院铸）、“沿海制
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景定
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驻扎殿前
司金山水军第二将印”（德祐元年
文思院铸）和“嘉兴府驻扎殿前司
金山水军统制印”（德祐元年文思
院铸）。其中第一枚为北宋军印，
其他均为南宋军印。它们的铸印
前后年代跨度长达185年。

出土的这几枚宋代铜军印，
印身均较厚，背有长方纽，印背纽
旁刻有年款，尺寸为 5~5.8厘米不
等。如“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
水军第一将印”，边长、通高均为
5.4厘米，印背上有直纽，纽两侧有

楷书凿款“嘉定十六年文思院铸”字
样，印文用阳文九叠篆铸成，章法严
谨、苍劲流畅、屈曲盘绕、典雅秀润。
由于九叠篆笔画繁琐，且结字难以辨
识，可防止伪造，因此唐宋时期出现
的九叠篆朱文印一直被以后的元明
清历朝所沿用，成了官印的专用篆
文。为显示朝廷颁赐的声威，九叠篆
又称尚方大篆。

这几枚宋代铜军印，现收藏于海
盐县博物馆。2000年，浙江省博物馆
又从中挑选了“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
司水军第四将印”“沿海制置司定海
水军第一将之印”“嘉兴府驻扎殿前
司金山水军统制印”三枚军印，送至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的“中
国历代玺印艺术展览”，前后展出达
半年之久，参观者络绎不绝，盛赞其
宋韵篆书文化。

乌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有长
寿龟的美名，位列我国古代四灵之一。据《礼记·礼
运》记载：“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南朝梁
任昉在《述异记》中写道：“龟一千年生毛，寿五千岁谓
之神龟，寿万年曰灵龟。”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对俗》
中认为龟与鹤都是长寿动物，提出“知龟鹤之遐寿，故
效其道引以增年”的养生之法。如此种种，故乌龟一
直都是古人寄托长生不老美好愿望的祥瑞之物，将其
形象刻画于丹青或印钮之上，即属此意。

这件清代竹根雕乌龟，长 8.5厘米。乌龟作爬行
状，龟背如一只倒扣的头盔，中部高高隆起，周边自然
下覆，通过侧面的龟壳与腹部的龟壳相连，看上去就
像一名浑身上下穿着厚厚甲胄的武士。四脚伸出龟
壳，略向前伸，似在用力爬行。龟尾短小，向一侧自然
弯曲。龟颈长长伸出，龟头高高昂起，嘴巴微张，眼睛
睁得大大地看着前方。看上去，乌龟似乎在长时间的
冬眠中，突然被惊蛰的雷声惊醒，当它从泥土中来到
地面，看到眼前万紫千红的怡然春景，竟茫茫然有些
不知所措，其呆萌的神情显得有些憨态可掬，令人忍
俊不禁。

乌龟是变温动物，其生活受环境气温的影响较
大。每年深秋霜冷时节，乌龟就进入冬眠时期，它们
静卧在堰塘的淤泥或有稻草覆盖的松土中，不食不
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仲春三月，过着“静养千年
寿，重泉自隐居”的生活。农谚云：“惊蛰节到闻雷声，
震醒蛰伏越冬虫。”乌龟也开始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
作者正是抓住了乌龟这一时期的生活习性，将乌龟从
冬眠中复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明清两代是根雕技艺十分成熟的时期，竹根雕方
面主要以金陵派和嘉定派为代表，涌现出了濮仲谦、
朱松邻、马根仙、王纪常、申竹芗等一大批名家高手，
留下大量精美的竹根雕传世作品。整件器物巧妙地
利用了老竹根的天然形状和色泽，造型准确生动，四
肢粗壮，凹凸有致，活泼可爱，包浆纯正圆润，雕工精
美细腻，不失为一件立意高雅的陈设艺术佳品。作者
采取了圆雕、浮雕及浅刻技法，刀工深峻，深入肤理，
无论是龟背上的八卦图案，还是龟脚上的鳞片，连颈
部的褶皱都刻画得逼真神似。观乌龟惟妙惟肖的举
止形态，可见作者对乌龟的春天生活习性十分了解，
除了乌龟眼睛圆睁大梦初醒的呆萌神情，作者没有再
配以水草、荷叶等任何辅助景物，却真实体现了惊蛰
雷响龟梦醒来不识春色的写实一面。

桃花因其花色艳丽，娇美动人，自古便是文学创
作的常用题材，被无数文人墨客所赞颂。《诗经》中著
名的《周南·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
最早赞美桃花之美的诗句。自此之后，赞美桃花的诗
词不胜枚举。而在众多描写桃花的诗词中，有一种把
桃花和流水联系在一起，描写春天景象的诗句备受世
人欣赏。唐代李白的“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
人间”，皆成为了千古佳句。

鉴于桃花流水的意象之美，明代的瓷器上就出现
了一种“落花流水”纹样，在回荡的水波纹上漂着朵朵
桃花，以示人们对雨水充足的三春季节的喜悦之情，
也表达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自此以后，“落
花流水”纹成为了瓷器装饰的常见纹样，历代多有烧
制。

这件五彩桃花春水碗，便是清康熙朝烧制的“落
花流水纹”瓷器的典型代表，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
馆。碗口直径 21厘米，体量颇巨，口敞，深腹下敛，折
腰，圈足。其胎质细密，釉面洁白莹润，碗外壁五彩绘
清新桃花春水之景，可见碗口沿下侧绘制桃花枝干，
偶有花瓣掉落于水上，泛起层层涟漪。水面波纹随风
摇曳，桃花随水而漂，恰有一种落花有意随流水的人
生况味。画面整体设色浓淡分明，空间层次感强，俨
然一幅自然天成的桃园春景图。此碗画工之精湛，颇
有宋、元工笔花鸟之风；且器物胎质细腻洁白，造型工
整，绘饰极精。

康熙时五彩瓷日益成熟、精湛，并达到了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彩瓷高峰期。康熙五彩以其绚丽
的色彩、精湛的绘画，历来为藏家所重，《陶雅》评点康
熙五彩以“奇诡”二字形容。且康熙瓷器讲究瓷绘艺
术，许多纹饰都是来自于绘画，或直接由画家提供画
稿。《陶雅》云：“康熙五彩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
未穷也。”其“人物衣褶最为生动，树则老千槎芽，花则
风枝婀娜”。此碗品相上乘，典雅。纹饰线条皆墨线
勾勒，豪迈奔放，以墨笔立骨，近看丝毫毕现，可见其
受中国画的影响巨大，突出了康熙五彩瓷绘装饰艺术
的典型特征，实为一件不可多得的彩瓷珍品。

风筝发明于中国东周春秋时
期，至今已有 2000多年历史。《韩
非子·外储说》记载：墨子“斫木为
鹞，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墨子
制造的这只“木鹞”就是中国最早
的风筝。我国曾多次发行有关《风
筝》题材的邮票。

1980 年 5 月，我国发行首套
《风筝》特种邮票，全套 4枚，图案
选自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
志》。曹雪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
学家，还是著名的风筝玩赏家、制
作家。他制作的风筝，设计精巧，
样式新颖。幼年时，曹雪芹就十分
喜爱风筝，对我国南北方的风筝都
很有研究。在《南鹞北鸢考工志》
一书中，曹雪芹将以往流传和自己
创制的风筝绘成图谱，并编成通俗
易懂的工艺歌诀，讲解风筝的制作
方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北京制作风筝的名家所用图
式，大都出自《南鹞北鸢考工志》，
形成了“曹氏风筝”这一流派。小
说《红楼梦》中也有大观园姐妹放
风筝的精彩描述。该套邮票的发
行，既是对风筝这一古老灿烂的民
族艺术的弘扬，也是对曹雪芹的深
切缅怀。

1987年 4月，原国家邮电部发
行第二组《风筝》特种邮票，全套 4
枚，图案分别为“鹰”“龙头蜈蚣”

“八卦”和“凤凰”。这套邮票是为
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而发行的，展
示的 4只风筝是典型的潍坊流派
风筝。潍坊，古称“潍县”，又名“鸢

都”，是风筝文化的发祥地，国际风
筝联合会组织总部所在地。据《潍
县志稿》载：“本邑每逢寒食，东门
外，沙滩上……板桥横亘，河水初
泮，桃李葩吐，杨柳烟含，凌空纸
鸢，高入云端。”可知，清明节前后
竞放风筝也成了当地的踏春风俗。

除了风筝专题邮票，在其他邮
票中也多次出现过风筝的身影。
原邮电部 1963年发行的特 54《儿
童生活》特种邮票中有 1枚“春天
来了”，图案为手持沙燕风筝的儿
童，这是我国邮票中最早出现的风
筝。2010年 4月 5日发
行的《清明节》特种邮票
第二枚“踏青”，图案是
几名儿童在野外放风
筝。清代剧作家孔尚任
曾经写过一首儿童放风
筝的《燕九竹枝词》：“结
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
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
来早，欠我风筝五丈
风。”诙谐幽默的语言，
寥寥数笔，一个天真无
邪、活泼可爱的儿童形
象呼之欲出。

港澳台地区也发行
过风筝邮票。中国香港
1998年发行一套风筝邮
票，全套 4枚，分别是蜻
蜓风筝、龙头蜈蚣风筝
和 2 枚蝴蝶风筝，同时
发行小全张 1枚。中国
澳门 1996年发行一套 4

枚风筝邮票，同时发行小型张。4
枚邮票分别是蜻蜓风筝、猫头鹰风
筝、蝴蝶风筝、雏燕风筝，小型张主
图是龙头蜈蚣。我国台湾也在
2001年 7月发行了一套风筝邮票，
全套 4枚横连印。邮票中的风筝
分别采用了龙、凤、虎、鱼的造型，
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吉祥寓意。

“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
放纸鸢。”一一浏览集邮册中的风
筝邮票，心儿也随之飞舞起来。春
天来了，又是一年放飞风筝的好时
节。

□胡胜盼

方寸之中放风筝

这件瓷器为青花开光春耕缠
枝花卉寿字螭龙耳抱月瓶扁壶，包
浆浑厚，釉质莹白润泽，青花苍翠
欲滴，尊贵高雅，应是清代宫廷御
制青花瓷中的代表之作。

该器物中心部位突出春耕情
景。早春时节，草木刚刚萌芽，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色。远山绵延起
伏，浅绿娇嫩，透着一股新生的力
量。不远处是一块水塘，盈盈春水

泛着波光，充满生机和灵动。
近处是几块大小不等的水田，
弯弯窄窄的田埂阡陌纵横。
水田里一个农人赶着一头耕
牛正在犁田，只见农人上身短
衣短袖，裤子挽起膝盖，双脚
踏进泥水中。一手扶犁头，一
手扬着牛鞭，仿佛能感受到农
人嘴里不停地喊着“嚯嚯”的
驱赶耕牛吆喝声。而耕牛脖
子上套着牛轭，奋力地拉着犁
头。耕牛负重前行，喘着粗
气，使劲地迈开四肢，每向前
一步，牛头都会频频回首，以
此增加向前的惯性，同时也加
大了四肢的平衡。耕牛虽然
很辛劳，但从它的眼神里能感
受到任劳任怨、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神态。

春天唤醒了万物，水田边
有几棵参天大树，老干虬枝伸

向水田的上方。树木沐浴在温暖
的春风里，享受着暖阳的照射，萌
发了新芽，树枝上稀稀疏疏长出了
嫩叶，老叶未落尽，新叶又满枝，这
都体现了岁月的轮回和作画者的
精妙构思。树下的田埂边，春花浪
漫，迎风绽放，春花虽小，却也是春
天的使者。特别是画面的上空，用
简约的画笔勾勒出几道舒卷曼妙
的祥云，无异于给整个春耕图添加
了几分精彩绝伦的笔墨。纵观此
件器物以春耕图为主题，虽是早春
料峭，但农人们早就开始了春耕备
耕，一年之计在于春。“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农人种下的是希
望和对生活的向往。

缠枝花卉寿字螭龙是明清两
代瓷器纹饰中的典型纹饰之一。
此件青花缀以缠枝螭龙为纹饰，龙
凤翻腾穿梭于花间，花叶饱满，纹
饰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口沿处绘
海水纹和如意纹搭配寿字。瓷器
上的各种纹样，反映了当时人们的
思想、意志和情趣，表示吉祥如意、
长寿寓意。

宋代澉浦铜军印
□朱积良

澉浦出土的宋代水军铜印

宋代双鱼花钱

青花开光春耕缠枝花卉寿字螭龙耳
抱月瓶扁壶

我国1980年发行的首套《风筝》邮票

“风流宛在”匾

清代五彩桃花春水碗

清代竹根雕乌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