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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饮尽低调的奢华
●崔胜利

众志成城抗洪水
●李笙清

自由舞蹈 踏歌而行
●包光潜

杯子， 从古至今都伴随着人
们的日常生活， 对所有人来说都
不新鲜。 我们常见的杯子材质有
金属、玉质、瓷器等，当然也包括
如今最普及的玻璃杯。 而古代木
雕杯子你见过吗？

明代晚期， 各种手工艺术空
前繁荣、名家辈出，如玉器名家陆
子冈、紫砂名家时大彬、铜炉名家
张鸣岐、瓷雕名家何朝宗等。 而竹
木雕艺术更是人才济济，像朱鹤、
朱稚征，以至清代的吴之璠、邓渭
等。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非常有趣
的现象， 许多文人常常参与到手
工艺创作当中来，如明代的娄坚、
项元汴，清代的金农、高风翰、黄
易等人，他们都擅长雕刻。 文化名
流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不仅
促进了竹木雕刻艺术的空前发
展， 也使木雕作品成为文人鉴赏
把玩的文玩。 其中以笔筒、笔架、

搁腕等文房用品为主。
文人的品位明显区别于那些

一掷千金的富豪。 在生活中，他们
并不喜好金银翠玉等价值昂贵的
用具，而更欣赏竹木藤石等天然、
朴实的材料，将其加以艺术创作，
实用而有个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
木刻酒杯被大量创作出来。

一般来说， 雕刻酒杯在选材
时会有意挑选不易干裂、 色泽美
丽、纹理漂亮的木材。 拿济南市博
物馆珍藏的几件木杯来说， 材料
有沉香木、紫檀木、黄花梨木等，
材料本身就非常贵重， 因此也可
以说木杯体现了一种低调的奢
华。

如明代沉香雕松枝杯， 是用
沉香木雕刻而成。 这样的杯子光
是看看也非常养眼。 当然沉香木
之美， 最主要的还是令人着迷的
特殊香味。 若是上手把玩，再嗅其

清香，真是一种享受。 再看清代黄
花梨雕梅花酒杯， 不仅木纹漂亮，
而且线条非常生动流畅，这也是黄
花梨区别于其他花梨木的特征。再
加上其迷人的色泽、 醉人的芬芳、
高雅的气质，成为历代文人的最爱
也在情理之中。

清代紫檀龙纹镶宝石夔耳杯、
清代紫檀雕梅花酒杯是用整块紫
檀木雕成。 只看图片，它的确让人
觉得是“黑乎乎”的。但随着光线的
变化从黑中会透出紫色、 红色，而
且光泽柔和，让人体会到一种来自
历史的积淀。

木雕酒杯虽然是众多文物藏
品中的小门类，但深究之下却也奥
妙无穷。 它们的美，其实用语言很
难讲清楚，只有用心体会才能获得
美感，这也是一种收藏的魅力吧。

（本文节选自 2020年第 5 期
《中国收藏》杂志。 ）

后浪推前浪
●张大放

品藏心语

下图所示是一台法拉利跑车型电话
机， 在其前挡风玻璃上写有如下字句：

“第三十届世界电信日纪念，红河州邮电
局，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七日。”掐指一算，
时间已过去 22 年了，真是时光飞逝啊。

何为电信？ 其权威解释为： 利用电
报、电话、传真、无线电设备和互联网等
手段传递信息的通讯方式。可以说，这是
涵盖全方位的解释。若追塑历史，电信则
最早起源于 1865 年 5 月 17 日成立的国
际电报联盟。 随着有线电话和无线电的
广泛应用，1932 年国际电报联盟在西班
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改名
为“国际电信联盟”。 1968 年，国际电信
联盟决定将 5 月 17 日定为“世界电信
日”， 并要求成员国从 1969 年起根据联
盟确定的电信日主题开展纪念活动，旨
在宣传电信的重要性， 普及电信科学技
术，培养年轻一代对电信的兴趣。

笔者查阅了一下，1998 年世界电信
日的主题是“电信贸易”。 而当时恰逢移
动手机兴起之时， 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 没有移动牌照的邮电系统加大
了有线电话的推销力度。 云南省红河州
邮电局适时推出开篇所说的那部电话招
揽用户，具体效果如何笔者不得而知。但
在 2002 年，手机用户达到 2 亿户，一举
超过有线电话， 截至目前全国手机用户
超 16亿户，而有线电话用户则在 2 亿上
下徘徊，差距显而易见。

中国有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用
在电信上也是大势所趋。 补充一句，自
2005 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和 2006
年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之后， 每年 5
月 17 日被定为“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
日”。 别看只加了区区四个字，内容可大
有不同。

南宋马远的《踏歌图》早已为
人熟知，若是再说，极有可能拾人
牙慧。 可它确实好啊，可说的也很
多，所以笔者想说点题外话。

首先是其整个画面物象纷
呈，却自在有序。 譬如刀削笔立之
峰、 虎踞龙盘之石、 展翅欲飞之
松、 婀娜多姿之柳、 婆娑滴翠之
竹， 还有清香朵朵之梅……对不
起， 第一眼还真没看到画面最下
方踏歌而行的那几个活泼的人
物。 等看到他们后，笔者的心也情
不自禁地跟着舞之蹈之了， 仿佛
醉意熏熏。 于是，整个垅上的人物
都活动起来了，如同动画。 四位踏
歌者应是把酒临风后路过垅上，
冲着酒劲儿彼此调侃、彼此娱乐。
这毕竟是京畿之地， 城乡近在咫
尺。 他们看上去根本不是什么农
夫， 因此这种表达并非劳作后的
喜悦。 这可以从他们的形态和衣
着，特别是帽子看出来。 认为他们
是农夫的，可能狭隘理解了“丰年
人乐业”。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情
态真的令人欣喜若狂，妙不可言。
最后一个人大概酒劲上来了，踉

踉跄跄、头重脚轻的感觉，但时刻
不忘肩膀上扛的酒葫芦。 倒数第
二人似乎年轻一点， 拽着中间老
者的衣带不放， 好像要与其理论
或比试一番。 土垅的高低起伏，恰
恰与踏歌者的节拍保持了一致，
有出有入、有起有伏。

其次是宋宁宗于画上题的王
安石诗：“宿雨清畿甸， 朝阳丽帝
城。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声。 ”马
远到底是奉诏命题绘画呢， 还是
画好以后宋宁宗看到觉得好，便
想到了王安石的《秋兴有感》呢？
这个可能无从考证了， 关键在于
马远的生卒年月。 如在当朝，他应
诏作画的可能性是不能排斥的。
特别是宋宁宗于诗后题有“赐王
都提举”几个字，更加表明应诏画
的可能性极大。 如果马远不在当
朝，宋宁宗不可能如此题写；如果
马远当朝为官， 也不排除宋宁宗
事后题写的可能。 这在宋代是比
较普遍的， 也是皇室笼络大臣的
一种方式。

第三是垅上的禾苗， 涨势喜
人，真的是得天地之灵气了。 笔者

以为，在如此境地里耕种庄稼，是
多么幸运、多么幸福。 这是对繁荣
盛世的一种真实表达方式。 如果
是应诏画的话， 马远自然有拍马
之嫌。 不过，大臣拍皇帝的马屁有
什么错呢？

第四是王安石的 《秋兴有
感》。 笔者查了一下王氏的诗歌选
本，基本将“垅上”写成“陇上”。 陇
上，应该指的是陕甘之西北区域，
这与“朝阳丽帝城”不符。 作“垅
上”最为准确，垅即垄，隔离庄稼
地的土埂，即田埂。 这与“垅上踏
歌声”的情景相和相谐了。 另外，
笔者也查了一下资料，古代“陇”
通“垅”。

最后， 笔者由马远的《踏歌
图》 想到李白那首著名的《赠汪
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
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汪伦送我情。 ”踏歌嘛，定然是民
间的一种无拘无束的娱乐方式，
边走、边唱、边舞，还打着节拍，却
无一定规律，一唱而众应，即兴而
为。 这种消遣或诙谐、或滑稽，无
论南北与东西，自古有之。

进入 7 月以来，很多地方迎来
了漫长的梅雨季，一次次洪峰加上
持续上涨的水位，令长江流域又一
次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 回首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位于长江中
下游的江汉朝宗之地武汉，曾经受
过两次重大的防汛考验，不过最终
都有惊无险地安然度过了危险期，
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1954 年夏秋之际，长江中下游
地区暴雨成灾，出现了百年不遇的
特大洪水。 武汉地区 7月份的降雨

量为多年均值的 3.14 倍，汉口站超
警戒水位长达 100 天之久，抗洪防
汛形势十分严重。 当年 7月 20日，
尽管武汉第一期长江堤防加高工
程完成， 高于 1931 年大水时的实
际最高水位 28.28 米， 尽管为了有
利于武汉市的防汛，这一时期在汉
江禹王宫、潘家湾、新港和三江口
等处扒口分洪，以减轻武汉水位的
涨势。 但到了 7月 27日，汉口站还
是出现了 28.48 米的高水位， 防汛
形势依然严峻。

为了保卫武汉，武汉市防汛总
指挥部动员、 组织 30 万抗洪防汛
大军，日夜奋战在抗洪前线，克服
重重困难， 又相继进行了第二期、
第三期堤防加高工程修筑，并在特
大洪峰到来之前顺利完成任务。 在
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战斗中，广大干
群一心，军民众志成城，千军万马
夜以继日战洪魔，有的同志甚至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洪战斗胜利结
束后，武汉市召开抗洪胜利祝捷大
会，对在抗洪防汛战斗中涌现出来
的一大批先进典型进行了表彰。

“防汛立功喜报”（图 1）， 在由稻穗
和五角星组成的方框里，写着“防

汛立功喜报，胡学礼同志在防汛斗
争中， 发挥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立下了三等功，特此报喜，五四年
九月”等字样，盖“武汉市防汛指挥
部”印。 这张喜报就是当时党和政
府颁发给立功者的崇高荣誉，并敲
锣打鼓送到获奖者家中。

时隔 44 年之后的 1998 年，因
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又一次面
对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当时，解
放军各部迅速组织官兵奔赴抗洪
第一线，成为抗洪抢险的一支重要
力量。 在长达数月的抗洪抢险斗争
中，广大部队官兵发扬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伟大精神， 奋不顾身，严
防死守， 直到 9 月下旬才撤离火
线， 为 1998 年抗洪的最后胜利做
出了重大贡献，在湖北嘉鱼簰洲湾
的决口抢险斗争中，高建成、杨德
胜等 19 名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 笔者珍藏着一枚 1998 年抗洪
纪念章（图 2），铝质、镀铜，上方用
于佩戴的是长方形横牌，中间为红
色，阳文“抗洪纪念章”五字，背后
有别针， 用于穿系固定于衣襟上；
下方通过穿系相连的纪念章为五
角星形制，在由麦穗组成的圆圈内

有一颗红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中间的“八一”二字分外夺目。 纪念
章背面凹进去的圆内有阳文“中国
人民解放军 98 抗洪纪念章”字
样。

基于 1998 年抗洪抢险的重要
性，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军种、
兵种分别为参加了抗洪抢险行动
的官兵制作颁发了抗洪纪念章，也
留下了一段最珍贵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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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沉香雕松枝杯
因年代久远，木杯的色泽深沉、包浆厚重，光亮如漆，

木材纹理若隐若现，有一种朦胧的美感。

清 黄花梨雕梅花酒杯
没有镶嵌银胆， 这也是因为黄花梨木油性大， 不易开

裂，用不着特意保护的原因。

清 紫檀龙纹镶宝石夔耳杯
内壁镶嵌了一层薄薄的银胆， 这是因为木材泡酒后容

易开裂，所以常常将雕好的酒杯嵌上银胆。

清 紫檀雕梅花酒杯
细看这牛毛纹的空隙中有时出现若有若无的黄色结晶颗

粒，在它那丝绸般光泽的衬托下宛如有灵性一般，这是新紫檀
料不具备的特点。 图 1

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