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钱罐

藏趣

（（图一图一））

□王继军

20 多年来，我收藏了 400 多件造型各
异、质地有别的储钱罐，其中收藏最为别致
的是一个锌合金储钱罐，它的外形是一只
女 式 高 跟 鞋（图 一），长 19.5 厘 米 ，宽 6 厘
米，高 8.5 厘米，鞋面上点缀着一朵金黄色
的小花，惟妙惟肖。如果不是鞋帮四周密
闭，中间留有一个投币口，很容易让人误解
为它是只旧社会名门闺秀裹了小脚穿过的
高跟鞋。这只“鞋子”的鞋底与鞋跟是一体
铸成，颇有分量，鞋底中央留有一个圆形出
币口，遗憾的是，当初我淘到它的时候，底
部出币口的盖子已然流失。

我收藏年代最为久远的是一只宋代钱
筒（图二）。该筒是名副其实的

存钱“罐”，它品相完美，罐
状外形，灰陶质地，高 9

厘米，最大直径 9 厘米，顶部有一突出的提
扭，上端是投币口，罐底封闭，罐身有两个
圆形小孔，但并不是出币口。

为何这个储钱罐不见出币口呢？这与
它的古称谓有关。我国古代通行方孔圆
钱，为储存之便，人们常用陶制作罐形器
具，顶端开一狭口，有零散铜钱即投入其
中；有的腹部还开有一两个小眼，供插系绳
索悬吊于梁上。装钱只有入口，没有出口，
待 钱 装 满 后 ，则 将 其 敲 碎 取 之 。“ 满 则 扑
之”，故名“扑满”。

（（图二图二））

□李笙清

近日转悠收藏品市场，一件民国时期
的修鞋匠木雕（如图）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这件修鞋匠木雕为花梨木质地，包浆丰
富，透出一缕古色古香的气息。下部为略呈
椭圆形的不规则平台，正中花纹内刻有“修
鞋匠”三字，字体大小协调，遒劲有力，字距
疏密有致。上部雕刻一位修鞋老匠人，头戴
毡帽，身穿对襟服饰，脖领上挂着长长的围
裙，手臂上扎着围袖，端端正正地坐在马扎
上。作者想象丰富，在匠人旁边刻有一只为
顾客准备的可折叠的小板凳，观察可谓细致
入微。老鞋匠面前齐腰处立着一根下部宽
平的铁镇子，只见老鞋匠头略左倾，神情专
注，左手将一只鞋子套在铁镇子上扁平的鸭
形嘴上，右手挥动钉锤，着势欲敲打下去，动
作娴熟，可惜的是钉锤残失，只剩下锤把握
在老人手中。老鞋匠面庞丰满红润，神态安
详，翘起的胡须和闭合的嘴唇，勾勒出一幅
慈眉善目、面露微笑的老鞋匠形象。

修鞋，是一个流行于我国民间的行当，
从事这门手艺的被称为鞋匠或修鞋匠，或坐
店经营，或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其服务项目
主要是制作各种鞋子和替人加工制作布鞋、
棉鞋、木屐等，或替人修补各种鞋子或鞝鞋、
打鞋掌等，这门手艺旧时大多是以师徒的方
式传承，生生不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
着进入中国的西人渐多，西式皮鞋也开始进
入中国市场，修鞋这一行当便应运而生而发
展起来。“皮匠司务真正臭，勿会做新只修
旧。圆底方盖一副担，挑着无言街上走。近
来街上皮鞋多，一破难修无奈何。莫怪连朝
生意少，得钱不够养家婆。”过去，修鞋匠的
社会地位低下，收入微薄，从这首描述街头

修鞋匠的清代竹枝词中，可见从事这一行当
的辛酸与无奈。

在我国民间工艺百花园中，雕刻门类众
多，石头、金属、玛瑙、玉块、树脂等皆可雕
塑，蔚为大观。其中，木雕是我国传统的工
艺雕刻技法之一，属于小木行业，广泛流行
于我国民间。清中期至民国时期，雕刻作坊
遍布我国城乡，家具、门窗、图章、神像等皆
是雕匠刻刀下常见的题材，这件修鞋匠的木
雕作品即为民国时期的民间艺人所刻。在
这件作品上，艺人运用了圆雕、浮雕等技法，
兼施精梭、制模工艺，所刻作品结构严谨，比
例适当，造型美观，具有精细耐看、写实生动
的特点。作者善于把握场景的写真，注重细
节，将修鞋匠劳作时的举止神态刻画得栩栩
如生，如随着鞋匠挥手劳动而使衣饰产生褶
皱的情状，人物面部表情的专注，以及动作
的连贯协调等均生动传神，给人带来一种修
鞋匠人自娱其乐的生活感受，亦展示出民国
时期木雕艺人的精湛水平。

修鞋匠木雕木艺

《大涤子自写
睡牛图》

□张新文

石 涛（1642——1707 年），原 名

朱 若 极 ，号 苦 瓜 和 尚、大 涤 子、清 湘

道人，我国明、清之际的画家和画论

家。石涛出自高皇帝（朱元璋）之从

孙 靖 江 王 王 守 谦 之 后 ，他 不 仅 善 画

还 善 书 ，往 往 会 在 一 副 画 最 显 耀 的

位 置 留 下 娟 秀 的 文 字 ，以 表 达 他 那

颗欲静又不安的心，达到了“画中有

书，书中有画”的艺术境界。

《大 涤 子 自 写 睡 牛 图》纸 本（如

图），墨笔，纵 23 厘米、横 47.2 厘米，

存于上海博物馆。如果我们不看画

中文字，独览此画的话，还以为一老

者“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沧桑”过后，

道 别 友 人 ，微 醺 着 打 着 饱 嗝 骑 着 水

牛 回 家 呢 。 苦 的 伺 童 ，怕 老 人 醉 倒

地上，一路手不离老人的腰部，只能

屁颠着伴着老者。

图 中 的 配 字 曰 ：“ 牛 睡 我 不 睡 ，

我 睡 牛 不 睡 。 今 日 请 吾 身 ，如 何 睡

牛 背 ？ 牛 不 知 我 睡 ，我 不 知 牛 累 。

彼 此 却 无 心 ，不 睡 不 梦 寐 。 村 老 荷

篑 之 家 ，以 壁 瓮 酌 我 。 愧 我 以 少 见

山林树木之人，不屑与交，命牛睡我

以归。余不知耻，故作睡牛图，以见

涤 子 生 前 之 面 目 ，没 世 之 踪 迹 也 。

耕心草堂自画。”图上钤是：“赞之十

世 孙 阿 长 ”，落 钤 有 四 枚 ：“ 大 涤 子

极”“半个汉”“零丁老人”“瞎尊者”。

石 涛 的 这 段 表 白 ，我 们 知 道 了

事 情 的 原 委 ，本 来 是 兴 致 勃 发 离 开

喧 嚣 的 扬 州 城 ，去 乡 下 享 受 一 天 的

清静，可是，荷篑之家居然用瓮坛邀

我 喝 酒 ，这 岂 不 是 小 看 我 石 涛 没 经

历过大世面吗？想我本是正宗皇家

子 弟 ，怎 能 来 与 你 乡 野 村 夫 同 桌 畅

饮，我是屈尊贵体的，你们应该感到

荣 幸 才 是 ，怎 会 如 此 这 般 羞 辱 我 ！

愤 然 疾 呼 伺 童 ，牵 牛 走 人 ⋯⋯ 想 来

这 家 村 夫 肯 定 也 是 豪 爽 之 人 ，有 朋

自 远 方 来 ，不 亦 乐 乎 ？ 为 了 尽 地 主

之谊，命媳妇杀鸡宰鸭，再到自家菜

园 子 里 整 一 篮 子 时 下 的 果 蔬 ，很 快

一桌菜满满当当摆上桌面的。大碗

喝 酒 已 不 能 表 达 主 人 的 待 客 心 情 ，

那 就 跟 宋 朝 的 那 帮 结 义 兄 弟 学 吧 ，

以 瓮 做 杯 ，好 好 喝 个 痛 快 。 主 人 的

一番好意，恰恰被石涛理解歪了，理

解 错 了 。 男 人 说 了 一 菜 篮 子 的 好

话，也挽留不住这个倔强的石涛，媳

妇 落 着 泪 数 落 自 家 男 人 不 会 办 事 ，

落得个“好心被人当成驴肝肺了”。

这幅画是石涛定居扬州后的作

品 ，也 是 他 真 实 生 活 的 写 照 。 大 致

背景是：大明王朝的覆灭，他先人的

基 业 瞬 间 坍 塌 ，荡 然 无 存 ，甚 至 ，要

不 是 仆 人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他 的 那 条

小 命 都 难 以 保 住 。 长 大 后 ，知 道 了

自 己 的 身 世 ，七 尺 男 儿 骨 子 里 是 仇

视 憎 恨 满 清 政 府 的 ；可 是 现 实 又 叫

他 无 奈 ，他 也 不 甘 于 长 期 默 默 无 闻

的 待 在 庙 宇 里 ，他 也 想 凭 借 自 己 的

才华，混个一官半职。于是，1684 年

他 居 南 京 一 支 阁 时 ，在 长 干 寺 跪 拜

了首次南巡的康熙帝。他还亲自去

北京与那些官二代、官三代们结交，

说 白 了 还 是 想 混 出 个 人 模 狗 样 来 。

可 是 ，事 与 愿 违 ，过 时 的 凤 凰 不 如

鸡 ，谁 还 会 去 买 他 的 账 呀 ？ 在 幻 想

破 灭 的 时 候 ，他 再 次 仇 视 并 诅 咒 大

清 王 朝 ，再 次 回 到 了 扬 州 直 至 终

老。他一生就是在“退”与“进”的矛

盾中纠结地度过的，同时，这种矛盾

着的心态，成了他书画创作的源泉。

人们一般会有疑问，石涛早期居

住过许多地方，主要有武昌、宣城、南

京⋯⋯历经沧桑，人已暮年，却偏偏选

中扬州作为终老所在地呢？笔者以

为，除了扬州文友、画友能给他物质上

的帮助外，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

的一个方面，按当时康熙南巡的交通

工具，唯一的是坐船沿着运河南下，所

以入苏首站就是扬州，那颗怀才不遇

的心还在他的腹腔跳动着，不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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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笙清李笙清

单车也叫自行车单车也叫自行车，，晚清至民晚清至民

国时期称为脚踏车国时期称为脚踏车，，是一种地地是一种地地

道道的舶来品道道的舶来品。。““一轮高耸一轮一轮高耸一轮

低低，，爱逐香尘趁马蹄爱逐香尘趁马蹄。。来去不烦来去不烦

推挽力推挽力，，自由行动作东西自由行动作东西。。””从这从这

首汉口竹枝词可见首汉口竹枝词可见，，当时的自行当时的自行

车 前 后 轮 的 大 小 是 不 一 样 的车 前 后 轮 的 大 小 是 不 一 样 的 。。

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最早见于记载的是 18681868 年年 1111 月月

2424 日 出 版 的日 出 版 的《《上 海 新 报上 海 新 报》，》，上 有上 有

““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

的报道的报道，，当时只是作为一种娱乐当时只是作为一种娱乐

工具在上流社会之间流行工具在上流社会之间流行，，为富为富

有 人 家 才 能 拥 有有 人 家 才 能 拥 有 、、使 用 的 奢 侈使 用 的 奢 侈

品品。。自行车自传入中国起自行车自传入中国起，，这种这种

只需要依靠自身踩踏就可行进只需要依靠自身踩踏就可行进

自如的交通工具就一直深受国自如的交通工具就一直深受国

人喜爱人喜爱，，上世纪后期我国更是一上世纪后期我国更是一

跃上升为自行车大国跃上升为自行车大国。。在提倡在提倡

生态环保的新时代生态环保的新时代，，自行车给人自行车给人

们的出行提供了不少便捷们的出行提供了不少便捷。。近近

些年来些年来，，一个与自行车相关的新一个与自行车相关的新

的词汇的词汇““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油然而生油然而生，，也也

就是相关企业将自行车投放市就是相关企业将自行车投放市

场场，，供人们分时租赁使用供人们分时租赁使用，，随租随租

随用随用，，这种共享出行模式因取用这种共享出行模式因取用

方便而很快风靡一时方便而很快风靡一时。。其实共其实共

享单车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发明享单车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发明，，

早在数十年前的民国时期早在数十年前的民国时期，，城市城市

里就有了共享单车的存在里就有了共享单车的存在。。

这 是 一 张 民 国 时 期 从 经这 是 一 张 民 国 时 期 从 经

营脚踏车的车行临时租赁脚踏营脚踏车的车行临时租赁脚踏

车的收条车的收条（（如图如图），），是用毛笔蘸墨是用毛笔蘸墨

水写在一张长方形收据的反面水写在一张长方形收据的反面：：

““今收到租脚踏车计贰小时今收到租脚踏车计贰小时，，合合

计扣法币陆万元计扣法币陆万元，，专致专致。。晋剑尧晋剑尧

手手。。照付照付。。四二四二。。震寰纱厂全震寰纱厂全

开开 。。 积 玉 桥 街积 玉 桥 街 253253 号号 ，，三 十 七三 十 七

年年。。””在金额和车行地址处盖有在金额和车行地址处盖有

““新河刘炎记脚踏车行新河刘炎记脚踏车行””椭圆形椭圆形

印印，，在在““扣款法币六万元扣款法币六万元””处盖有处盖有

““震寰纺织公司付讫震寰纺织公司付讫””长方形章长方形章，，

印 泥 为 蓝 色印 泥 为 蓝 色 ，，另 有 其 他 盖 印 两另 有 其 他 盖 印 两

枚枚，，字迹已模糊不清字迹已模糊不清。。民国三十民国三十

七年是七年是 19481948 年年。。震寰纱厂位于震寰纱厂位于

武昌下新河武昌下新河，，是一家老牌民族企是一家老牌民族企

业业，，创办于创办于 19191919 年年，，因因 19311931 年汉年汉

口大水和洋纱大量倾销武汉造口大水和洋纱大量倾销武汉造

成 巨 额 亏 损成 巨 额 亏 损 ，，于于 19331933 年年 55 月 停月 停

产产。。后与常州大成纱厂合作后与常州大成纱厂合作，，改改

名武昌大成纺织染第四厂名武昌大成纺织染第四厂。。武武

汉 沦 陷 前 设 备 内 迁 至 重 庆汉 沦 陷 前 设 备 内 迁 至 重 庆 、、西西

安安，，抗战胜利后迁回武汉恢复生抗战胜利后迁回武汉恢复生

产产，，19491949 年后实行公私合营年后实行公私合营，，后后

改名武汉市国棉五厂改名武汉市国棉五厂。。

晚清至民国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脚踏随着脚踏

车车（（自行车自行车））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全国全国

各大城市出现了一批经营脚踏各大城市出现了一批经营脚踏

车及零部件销售车及零部件销售、、修理的脚踏车修理的脚踏车

行行。。考虑到脚踏车当时在市面考虑到脚踏车当时在市面

的稀有及其高昂的价格的稀有及其高昂的价格，，有些精有些精

明的商人不失时机地开办了脚明的商人不失时机地开办了脚

踏车租赁业务踏车租赁业务，，形同于如今的共形同于如今的共

享 单 车 业 务享 单 车 业 务 ，，可 谓 很 有 生 意 头可 谓 很 有 生 意 头

脑脑，，当时武汉最大的脚踏车行是当时武汉最大的脚踏车行是

位于汉口法租界巡捕房旁边的位于汉口法租界巡捕房旁边的

同昌脚踏车行同昌脚踏车行。。从这张收条的从这张收条的

内容来看内容来看，，应该是震寰纱厂员工应该是震寰纱厂员工

租赁新河刘炎记脚踏车行脚踏租赁新河刘炎记脚踏车行脚踏

车车，，使用了两个小时使用了两个小时，，费用为法费用为法

币币 66 万元万元，，由震寰纱厂照付由震寰纱厂照付，，经手经手

人为晋剑尧人为晋剑尧。。

法 币 是 民 国 时 期 国 民 政法 币 是 民 国 时 期 国 民 政

府发行的货币府发行的货币，，为国家信用法定为国家信用法定

货币货币，，简称简称““法币法币””，，19351935 年年 1111 月月

开 始 发 行开 始 发 行 ，，以 取 代 银 本 位 的 银以 取 代 银 本 位 的 银

圆圆，，达到禁止白银流通达到禁止白银流通、、将市面将市面

银圆收归国有的目的银圆收归国有的目的。。解放战解放战

争时期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通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通

货 膨 胀 政 策货 膨 胀 政 策 ，，导 致 法 币 急 剧 贬导 致 法 币 急 剧 贬

值值，，形同废纸形同废纸，，曾出现造纸厂以曾出现造纸厂以

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原料而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原料而

获 利 的 情 况获 利 的 情 况 ，，19481948 年年 88 月月 1919 日日

停止流通停止流通，，被金圆券替代被金圆券替代。。这张这张

收条上的照付时间为收条上的照付时间为 19481948 年年 44

月月 22 日日，，即法币即将停止流通前即法币即将停止流通前

夕夕，，66 万元法币只能租用脚踏车万元法币只能租用脚踏车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见法币当时已到崩可见法币当时已到崩

溃的边缘溃的边缘。。收条尽管十分简陋收条尽管十分简陋，，

但条目清楚但条目清楚，，手续完备手续完备，，印鉴齐印鉴齐

全全，，虽然已过去了虽然已过去了 7070 年岁月年岁月，，仍仍

字迹清晰字迹清晰，，墨香尚存墨香尚存，，从中可管从中可管

窥到民国时期共享单车的经营窥到民国时期共享单车的经营

状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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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梅

人们都喜爱红釉瓷，华丽、大方、
吉祥。然而，红釉瓷的烧制，却不容
易，“十窑难有一窑成”。追溯历史，首
创于元朝，发展于明永乐、宣德时期。
因为使用的是以铜为成色剂釉，施于
坯体，在高温（1300 度）还原焰中烧
制，极不稳定，屡屡失败。

到了清朝，康熙帝派出江西巡抚
郎廷极兼负景德镇督陶官之责。郎廷
极字紫蘅，酷爱古器，对陶瓷颇有研
究。由他来负责烧制仿永乐的鲜红
釉，经多次试验，最终烧制成功一种比
前人更好的铜红釉，这就是后人乐乐
称道的、名噪一时的“郎窑红”。其特
点是红色浓艳透亮，釉质圆润，很像鲜
牛血的颜色，所以又称“牛血红”。只
是烧制成功率很低，且只能烧制小件，
因此存世量较少，如能收藏到一件，乃
属幸运。

我收藏的这件郎窑红葫芦瓶（如
图），高 12.5 厘米、宽 6.5 厘米、底 3.2 厘
米、上口径1.1厘米。曲线流畅，造型优
美，是清康熙中期烧制成功的上品。口
内施凝润的白色釉，满布细微开片，灯
草口；瓶身呈现浓艳莹澈的红色釉，如
同初凝的牛血；米汤底，无底款。

自古以来，葫芦是佛家与道家的
八宝之一。济公活佛背着装满酒的葫
芦游走天下。他到处访贫问苦，积德
行善，为民请愿，不时地掏出葫芦瓶，
仰天一醉。直至现代，人们仍旧怀念
他和他的葫芦瓶。

现代的人们依旧钟爱葫芦，不仅
因为它展现出的曲线美，更因为其谐
音“福禄”而大大提高了身价。古人将

“福禄”二字连在一起，排在福、禄、寿、
喜、财之首。康熙帝御笔写下了“天下
第一福”的福字，在写法上暗含“子、
田、才、寿、福”五种字形，寓意“多子、
多田、多才、多寿、多福”。这样本来既
非金银财宝，又非鱼肉蔬果的抽象词
语，被赋予了殷实的内涵。“葫芦”也就
成了“五福临门”的代词了。

红釉瓷葫芦瓶

民国时期的

﹃
共享单车

﹄

鉴赏晒宝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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