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锔瓷帽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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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年

时下，一些锔钉的古瓷器频频亮
相古玩市场。当年，笔者在学瓷识的
年代，瓷片及碎器很多，且价格低廉，
先后买过多件锔瓷器。其中，一个锔
瓷的粉彩六方形水仙花盆是最心仪之
物。

锔瓷，最古老的瓷器修复技艺，就
是把破碎的瓷器拼好，用金刚钻钻孔
后，再用锔钉嵌住抓牢，使其恢复原
样，既能再使用，又有观赏价值。

当餐具出现裂痕不忍丢弃，或不
慎打破传家之宝，或有纪念性的陶瓷，
请补瓷匠补瓷。经锔瓷修补后的瓷
器，不仅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开
裂，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
用铜丝熔合起来盛汤水也不会漏。

锔瓷技艺相传始于宋代，《清明上
河图》就有锔瓷艺人锔瓷的情景。利
玛窦在《中国见闻扎记》中，对瓷器修
补亦有记载。

锔补修复后的瓷器不单单是为了
修复瓷器，锔瓷本身就是一种装饰。
明清时，有些人故意将品相完好的紫
砂壶装上豆子，再倒入水撑裂，然后锔
出特定的图案来，以供把玩。明末周伯
高在《过吴迪美朱萼堂看壶歌》就写道：

“供春、大彬诸名壶，价高不易辨。予但
别其真，而旁搜残缺于好事家，用自怡
悦。”

掌握锔瓷这门手艺的人称锔瓷
匠，旧称“街挑子”。常年于风吹日晒
中穿行街头巷尾，服务百姓人家。上
世纪60年代，上海的弄堂里常能看到
锔瓷匠的身影。他们大多是江西人，
一根扁担的两头，一头挑着工具箱，一
头挑着用来软化锔钉的烤炉，扁担头
上还斜挂着钻杆。头发花白的师傅头
顶旧草帽，扁担悠悠，钻杆轻摇，一声
悠长响亮、抑扬顿挫，带有韵味的“锔
碗、锔盆、锔大缸来”的吆喝声，回响在
弄堂里，人们就知道锔瓷师傅来了。

木箱打开，锔瓷的家什一件件摆

出，最惹人眼的是一盒亮晶晶的锔
钉。锔钉呈菱形，两头有尖尖的小钩，
金色的是铜制的，银色的是铁制的。
锔瓷匠正襟危坐小凳上，一副“没有金
刚钻，不揽瓷器活”的架势。开始干活
时，锔瓷匠先用毛刷清理碴口，对拢破
碗。之后，用一根带钩绳线，把钩挂在
碗沿上，绳线从碗底绕几圈把破碴加
固。正式开钻时，锔瓷匠一手拉弓，一
手紧握金刚钻，双手如拉二胡般有节
奏地转动。钻杆发出嗡嗡的乐声，低
沉呜咽，仿佛二胡名曲。钻孔的深浅，

恰到好处，其中的奥妙，全在师傅手
中。钻孔浅了，锔钉扒不住瓷片，裂缝
依旧；钻孔深了，洞穿瓷片，瓷器报
废。在薄薄的瓷片上，唯钻到三分之
二处，才是最好。

经年历久“唯手熟尔！”练就这手
绝活，看来需要多年的历练，孔洞钻
好，刷去瓷屑，安装锔钉，小铜槌轻轻
敲击，一只只锔钉牢牢地嵌在瓷碗
上。锔钉镶好，再把油灰填入缝隙。
抽出一方揩布，把瓷碗揩干净。瓷碗
修好，严丝合缝，完好如初。金色的锔
钉就像撒在花碗上的花瓣，为旧碗添
彩。此时，锔瓷匠向主家讨要水喝，一
碗水端来，将水倒入补好的碗中，滴水
不漏，才交出货。

日本东京博物馆藏有1只南宋龙
泉碗，碗上有6只形如蚂蝗的锔钉，为
明代工匠手艺，日本人称“蚂蝗伴
碗”。锔瓷起于何时无法考证，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第10卷《石部四》中提到
金刚钻，其砂可以钻玉补瓷，“故谓之
钻”。

到了清代，锔瓷技艺升级换代，整
天赏花弄鸟、“玩瓷藏玉”的八旗子弟
把单一的锔补转变为了锔补修复，使
其升级成了一门嵌饰做件、镶色配饰
等风格各异、艺术魅力独特的绝活技
艺，人们称之为“锔活秀”。

如今，锔瓷匠从人们的视野中消
失了，但是，一些文博机构修补瓷器
时，有时仍然会沿用这种古老的工艺。

□胡萍

点翠是我国传统的首饰制作工艺，
汉代已有。它是首饰制作中的一个辅
助工种，由金属工艺和羽毛工艺相结
合，先用金或镏金的金属做成不同图案
的底座，再把翠鸟背部亮丽的蓝色羽毛
仔细地镶嵌在底座上，制成各种首饰器
物。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莹
润，色彩艳丽，深受妇女们的喜爱。点
翠工艺发展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
期达到了顶峰，晚清到民国仍然流行，
后因全面抗战爆发才逐渐淡出人们的
视野。

我家有一枚清代银鎏金拉丝点翠
头饰，它长16厘米，宽7厘米，重54克，
金水肥厚，在银鎏金的底座上，用粉红
色的珍珠、褐色的碧玺、天蓝色的翠鸟
羽毛等贵重材料，镶嵌、粘贴成阔叶开
小花结椭园形果实的长条形头饰。其
做工繁琐，细致入微，点翠纹饰非常精
美，虽历经百余年时光的洗涤，仍完好
无缺，色泽清新淡雅，观之令人心旷神
怡。

听父亲讲，这枚点翠头饰是他的奶
奶留下来的。父亲的奶奶以前是大户
人家的千金，嫁给爷爷后，刚开始生活
得很和美幸福，后来行医的爷爷吸起了
鸦片，把家产都吸光了不说，自己的身
体也吸垮了，才40岁就病逝了。奶奶
为了维持家人生活，变卖了大部分首
饰，最后只留下了这枚清代银鎏金拉丝
点翠头饰和1对金耳环。

□苏凝

笔者最近幸运地收藏了1套（共8
个）形神兼备的银质药勺，勺柄为神态
各异的八仙像，材质为纯银打造，每个
重约 90克，长 10厘米，宽 1.3厘米，厚
0.7厘米，设计精美，雕工细致精湛。

这套八仙银药勺勺把细长，雕刻为
竹节状，每个勺柄上都站立着1位携带
法器的仙人，他们有的正在吹箫，有的
脚踏葫芦，有的怀抱渔鼓，有的手拿荷
花……每位都神情肃然，衣袂飘飘，胡
须、五官均雕琢得栩栩如生，呈现出豪
放洒脱的动态人物形象。

这套银药勺得来纯属偶然。近日，
我和同事一道去乡下给村里的老年人
做体检，因为路途迢远，中午不能赶回，
我们便带了一些肉和蔬菜到村医金胜
军家搭伙做饭。那天恰巧我口腔溃疡
发作了，痛得张不开嘴，瞧着满桌的菜
肴一点胃口也没有。金胜军知道后关
切地说：“吃完饭叫我爸给你开几服中
药调理一下吧。”金胜军的父亲是位老
中医，医术高明，经验丰富，我高兴地答
应了他的提议。

在等候金父给我配药的时候，我在
药柜中间的一排药罐上发现了这套八
仙银药勺。金父告诉我，这套八仙银药
勺是祖上传下来的，用了几十年了，质
量非常好，一点破损变形都没有。

我爱好收藏，想将这套八仙银药勺
买下来，金父却和蔼地说：“银药勺不
卖，你要收藏就送给你，你常来我们村
免费给老年人做体检，不收你的钱！”我
喜出望外，连忙将8个银药勺小心翼翼
地包装起来。离开时，我把几百元钱悄
悄地放入药柜的抽屉里。

晒宝古艺

锔活秀锔瓷

多宝阁

□李笙清

由于旧中国对全民教育的不够重
视，加上14年抗战等战乱频仍，致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全国5.5亿
人口中，竟有4亿多的庞大文盲队伍，
文盲率高达80%以上，农村的文盲率
更是高达95%以上，严重阻碍了新中
国的健康、良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迅速
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根据党
中央的全面部署，新成立的教育部开
始了紧锣密鼓的扫盲工作，一场轰轰
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
力展开。

图为一张“扫除文盲奖状”，长32
厘米，宽23厘米。奖状以鲜花、麦穗、
果实、绶带等组合成装饰框，上面中部
两面红旗中有毛泽东侧面头像。装饰
框内，上面印刷了“扫除文盲奖状”“奖
给第一届扫盲积极分子同志”及“汉阳
县人民委员会赠”等繁体字样，“同志”
的前面空出数格，以便于填写获奖人
名字。文字下方，印有排灌渠、庄稼等
农村场景图案。

汉阳县（现为武汉市蔡甸区）北依
汉水，东临长江，人多田少，加上洪涝
等自然灾害严重，以及血吸虫病的泛
滥，群众生活贫困，全县33.4万人中，
文盲率高达92﹪以上，可以说是上世
纪50年代湖北省的重点扫盲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汉阳县就大力

宣传扫盲、脱盲的重要性，组织教员，
在所辖6区1镇建立多个扫盲班，着手
推行有组织的识字运动。当时规定了
识字教育标准：“农民业务初级班（组）
吸收文盲与半文盲入学，使其在3年内
认识常用字1000字以上，并具有初步
读、写、算能力。”免费进扫盲班读书识
字，在旧社会可是想都别想的事情，群
众别提有多高兴了，纷纷踊跃报名参
加扫盲学习，连那些忙里忙外的家庭
妇女也积极报名入班。

从1949年到1964年，风行全国的
扫盲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先后有近1
亿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成效显
著。当时为了鼓励扫盲、脱盲，各地政
府每年都会对扫盲运动进行阶段性总
结，对扫盲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颁发奖
状，给予鼓励。汉阳县政府为此印制
了一批空着姓名的扫除文盲奖状，准
备颁发给扫盲积极分子，这张奖状就
是为获得第一届扫盲积极分子准备
的。

扫除文盲奖状

□王淼

大约六七年前，在广州
一个小型拍卖会上，经过几
轮争夺，我以高出原估价6倍
之多的价格，将这方所谓徐
元文“天地堂”袖珍砚收入囊
中。这个小小砚台为何会引
人注目，原因就出在“徐元
文”这个大名头上。

据考，徐元文（1634——
1691年）江苏昆山人，是清初
探花徐干学、徐秉义之弟，兄
弟3人皆官贵文名，时人号称

“昆山三徐”，取斋号曰“集义
居”。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徐元文中进士第一，顺治
皇帝称他为“佳状元”，并赐
冠带、蟒服、乘御马等。康熙
十八年（1679年）出任修《明
史》总裁，著作有《含金堂集》
和《得树园诗集》传世，享年
58岁。他的老舅是著名思想
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
学家顾炎武，曾勖勉徐元文

“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
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
而后可以考古论今”。如此
名人状元，难怪标上他字号
的物品有人竞拍了。

我当时看中的是该砚之
石材和包浆，其石材是中国
名贵砚石品种——松花石
（又名松花玉，产于中国东北
长白山区的通化县）。松花
石色彩有鲜绿和浅绿，并杂
有黄色和紫红色。纹如刷
丝，坚硬致密，有如大海波涛
般的漩涡，单行之纹理以手
触摸犹如小孩之肌肤细腻温
润。据载，松花石砚始制于

明代初年，在清代就被视为
国宝。再说包浆，“出土看沁
色，传世看包浆”，一眼望去
此砚应在200年以上。

这方袖珍砚分砚盖与砚
堂（含砚池）两部分，通高纵
11.9 厘米，横 8.7 厘米，厚度
2.6厘米；砚台本身仅长11厘
米，宽 7.7厘米，厚 0.8厘米，
是名副其实的袖珍砚，仅供
欣赏把玩而非实用。砚盖中
间大字书写“天地堂”3字魏
体书法，右上角小字隶书“乾
隆三年”，左下角同样小字隶
书“徐元文铭”4字。

上面说过徐元文生卒年
为1634年到1691年，也即生
于明崇祯朱由检十年，殁于
清康熙三十年，该铭文写“乾
隆三年”应为 1738 年，相距
徐去世47年，那么徐元文就
该活到百岁以上（105岁），何
况徐氏之死文献记载明确

“闰七月二七日惊悸呕心而
死，享年五十八岁”。另外，据
查在乾隆年间并无与徐元文
同姓名的文人，甚至整个清代
文人亦绝无仅有。因此，可以
断定该铭文是乾隆时期坊间
假徐元文之名而制作。

关于“天地堂”名号，倘
若实为徐元文本身题铭，那
也仅能是“集义居”或“含经
堂”，而考据清代并无“天地
堂”堂号流传。笔者琢磨再
三，顿悟该砚砚头雕一小池，
有如“一轮红日横天下”；砚
堂不修边幅，一眼望去恰恰
似有“广阔天地”之感，因思
所谓“天地堂”应是该砚制作
者的寓意戏称而已。

鉴藏

假徐元文袖珍砚也珍贵

八仙银药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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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本报记者 高瑞锋

这是一枚民国时期的银元宝，长
约10.4厘米 ，宽约6厘米，高约6.9
厘米，成色九八银，重约 1864.7 克
（3.8斤左右），上面戳记为“西包镇，
聚盛厚，纹银，镜，民国、年、月、日”，
底部有大面积像蜂窝似的排气孔，是
当时官府所收的税银。

它的收藏者韩信是内蒙古民间
收藏圈中享有盛誉的收藏高手。韩
信介绍，这枚银元宝上面的文字大意
为：民国年间位于西包镇的一家名为
聚盛厚的商号所交的税银，“镜”的意
思是它的成色纯净，在当时就是价值
50两，俗称纹银。

韩信说，西包镇就是今天的包头
市，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西北商业重
镇，地理位置优越，农商富庶。正因
如此，当时商户上交的税银基本都是
这种银元宝，而不是民间普遍流通的
散碎银两。

记者看到，受存放条件和环境影
响，这枚银元宝局部已呈黑褐色，上
面有像手掌纹一样的纹路。“只有成
色很高的银元宝才会出现这样的纹
路。”韩信说，“当时的银元宝都是由
手艺精湛的技工纯手工用模具浇筑
出来，通过手摇就会出现一个紧挨一
个的放气孔，这也是鉴别银元宝真假
的一个标准，当然，最终要结合质地、
熟旧、成色等综合因素来确定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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