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随笔

收藏知识

过去仅仅是生活用品的锁具，如今也成为藏家看好
的收藏品。近年来，在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专门经营古锁的
摊位，特别是古代铜锁更是大受青睐，为此，一些研究古
锁的专著也相继出版。

收藏锁具潜力很大，是因为锁具的历史十分悠久。据
说最早的锁是木制的，构造极为简单，不能防盗，只具有象
征性。金属锁是古罗马人发明的。中国的金属锁发明于汉
代，为簧片结锁。现在常用的锁为转片锁或弹子锁。转片锁
是18世纪初由英国人丹尼克发明的；弹子锁是美国人耶
鲁于1861年研制成功的，其保密性好，坚固安全。庚子年，
英国人送给慈禧太后一把大铜锁，重达190多公斤，堪称

“锁王”。英国一位贵族小姐装饰在项链上的金锁，仅有7.5
克重，其钥匙细如绣花针，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小的锁了。

收藏家李梦春收集了3000多把锁，其中有一把戴手
铐的锁，藏有玄机。如果陌生人撬锁，锁上的手铐就会把
来者的双手铐住，同时自动发出警报。辽宁省抚顺市收藏
家杨双建收藏有一把铜锁，上面一共有20个字，要想开
启这把锁，需要将这些字对成一首五言绝句，正确了锁才
会打开。这种“藏诗锁”属于文字密码锁，一般是3拨轮到
5拨轮，7拨轮的比较罕见，杨双建收藏的这把锁就是5拨
轮的。中国的传统锁具中，还有形似一对鸳鸯、需两把钥
匙同时开启的“连环锁”，用钥匙插入机关、对锁连击三掌
才能开启的“三巴掌锁”等。

锁按材质分，有木锁、金锁、银锁、铜锁、铁锁、景泰蓝
锁等；按形式分，有圆形锁、方形锁、枕头锁、文字锁、人物
锁、动物锁、密码锁、暗门锁、倒拉锁、炮筒锁等；按用途
分，有挂锁、门锁、箱锁、橱锁、盒锁、抽屉锁、仓库锁等；从
工艺上看，有平雕、透雕、镂空雕、錾花、鎏金、错金、包金、
镀金、镶嵌以及制模铸造等。锁具中的精品具有较高的艺
术价值。

一般来说，铜锁的欣赏价值较高，而且仿品较少，收
藏爱好者可选择造型、纹饰、刻工都比较好的铜锁收藏，
还可用于装饰家中的老式家具。明代的三色铜锁，清代的
白鹤锁、密码锁、暗门锁、四开锁、倒拉锁以及各种人物、
动物和文字造型的锁具，都是值得收藏的。据《文化中国》

话说古锁具收藏

近些年，随着文玩手串越来越热，很多朋友会选择戴
一串在手腕上，不仅是喜爱的表现，也是一种时尚潮流。
手串是很娇贵的物件，价钱也不便宜，佩戴的同时一定要
做好养护，以下是一些热门手串的佩戴注意事项和养护
方法：

一、木料手串。众所周知，木料手串有两怕：暴晒开裂
和沾水浸泡。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个思维误区，木头手串比
较糙，没那么娇气，殊不知木料手串同样金贵，需要悉心
照料。木料手串大多怕暴晒，小叶紫檀和沉香都不耐高
温，长时间处于强光下会失水开裂。此外，崖柏长期被阳
光照射，也会褪色，表面蜡层熔化，漆膜老化脱落。金丝楠
木则会由于高温和汗液侵蚀，导致表面吸附脏污，变黑失
色。保养秘诀：木料手串所处环境温度不能超过40℃；不
佩戴时，一定要放置于阴凉处，最好用密封袋收藏保存；
崖柏需要少盘玩，多休息；小叶紫檀手串，建议每晚睡前
摘下，用棉布轻轻搓揉，去除表面脏污和汗渍等；沉香是
木料手串中少有不怕水的，可使用小喷雾为它适当补水。
另外，如果手串不小心沾水，要先用卫生纸吸干表面水
分，置于阴凉通风处风干。

二、蜜蜡手串。蜜蜡手串颜值很高，近年越来越受追
捧，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蜜蜡最怕高温软化。

因为蜜蜡是树脂形成的，毕竟是脂质，长期处于高温
下会软化，甚至融化变黏。蜜蜡具有避邪祟保平安的作
用，很多开车的朋友会在车里挂上一块蜜蜡或琥珀。但夏
天车内封闭，温度会迅速升高到70℃以上，给蜜蜡造成
致命伤害。保养秘诀：不佩戴时，用密封胶袋单独密封收
藏，以减少水分的丧失；蜜蜡熔点低，怕高温和干燥，注意
避免使蜜蜡经常遭遇较大的温差波动；蜜蜡上的灰尘、汗
渍，可使用中性清洁剂混合温水浸泡，然后手搓洗净，用
软布擦拭；可适当使用橄榄油、茶油擦拭蜜蜡表面，以免
脱水老化。

三、绿松石手串。绿松石是铜和铝的含水磷酸盐，属
于磷酸盐矿物。所以，绿松石最惧高温，遭遇高温极易脱
水，进而失去瑰丽的蓝绿色，甚至出现裂纹。仅仅是一段
时间的暴晒、汗水浸湿，都会影响绿松石的色泽，造成难
以弥补的伤害。保养秘诀：一定要严格注意防晒防高温，
同时避免接触汗渍、化妆品、油污、肥皂水等；定期将绿松
石直接放入清水中浸泡补水，一般两周保养一次。

据中国收藏网

文玩手串的养护秘诀

与一般藏友习惯将藏品束之高阁不
同，皮特将众多瓷器收藏品摆在花园般的
客厅里，质朴的格子架上陈列着各式杯盏、
花器，珍贵的“曜变天目”盏以及水盂便摆
在随手可及的茶桌上，“尽管这些瓷器都可
称作艺术品，但我仍然认为，艺术的更是生
活的，可藏亦可用。”

“在藏品的选择上，眼缘最重要。”皮特

拿起手边的釉上彩手绘绣球花杯说。相较
于传统瓷器的典雅古朴，这件绣球花纹饰
的茶杯显得时尚又独特。据了解，这种类型
的釉上彩瓷器，最早出现于清末，是从国外
引入的一种陶瓷装饰方法，旧称洋彩。需要
先用五彩颜料在白瓷表层绘以各式图案，
再入彩炉烘烤。由于采用进口彩料，且画面
颇具西洋特色，这种瓷器被称为新彩瓷。

可藏亦可用

“一开始只是记录工匠工作的场景，
拍多了慢慢就被瓷器吸引过去了。”皮特
笑道，2004 年至今，几乎每年他都要在义
乌与景德镇之间往返数次，与当地一些
年轻匠人交流互鉴，逐渐与不少新兴陶
瓷工艺传承人成了好友。在拍摄人物之
余，他开始学习鉴赏多位瓷器匠人的作
品，并陆续收藏了一些合意的瓷器作为
日常用具。

在景德镇，有一群充满了无限畅想的
年轻瓷器匠人，他们以传承为使命、以创新
为羽翼，精心设计烧制作品。千里马常有而
伯乐不常有，赵工便是这样一匹千里马
——技术拔尖，作品却不见经传。在遇到皮

特之前，他仅仅是景德镇芸芸制瓷大军中
的一员。经年累月的烧瓷，不仅消磨了他大
多数的时光，更是将积蓄消耗殆尽。作品无
人问津的苦闷、资金的困窘以及回乡的渴
望让他几近崩溃。

皮特抱着欣赏的态度，先后买走了积
压在他工作室中的大部分瓷器，解了他的
燃眉之急。然而，在短短的一年半后，事态
发生了惊人的反转。2015 年，赵工烧制的
瓷器渐渐得到众多业内藏家的认可与赞
赏，赵工也一跃成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一
时间名声大噪。这时，赵工回想自己早期的
得意作品几乎都被皮特收藏，立马用四五
倍的价格回购。

摄影师变藏家

景德镇陶瓷始于汉世，五代时便以其
白瓷的成就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景德镇陶
瓷大多系艺术陶瓷、生活用瓷和陈设用瓷，
较为著名的当属青花瓷、粉彩瓷、斗彩瓷、
颜色釉瓷、珐琅彩瓷、变色釉瓷、古彩瓷、新
彩瓷、雕塑瓷等九大类瓷器。

皮特独爱窑变颜色釉瓷器。顾名思
义，变色釉是器物在烧制过程中出现了
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而窑变釉则更加
复杂一些，一般需要两种以上的釉料混
用在一种器皿上。”他解释，在烧制的过
程中两种釉料互相掺和、渗透，再通过烧
瓷者控制窑炉气氛温度，令瓷器表面产
生意想不到的颜色变化。在皮特的收藏
中，一套大小不一、器型多样的深红色窑
变颜色釉瓷器格外瞩目。“这是由马安晖

大师制作的‘曜变天目’瓷器，一圈圈类
似铁锈般的花纹是它们最大的亮点，国
内能制作出这种色泽和斑纹的大师寥寥
无几。”

马安晖痴迷颜色釉，常常寻古籍、做实
验，废寝忘食地调制釉子。历经 10 余载，
2013年，马安晖终于让中国失传700年的

“曜变天目”重生。
据悉，“曜变天目”是中国宋代陶艺家

所创烧的一种釉面极具特色的陶瓷，“曜
变”指的就是具有“铬斑”以及“油滴”状结
晶斑的纹饰。“曜变天目”难以烧制，缘于炉
温难以控制，温度稍有偏差，极有可能导致
烧制失败。烧制的作品由于温度的细微变
化，形成的图案也千变万化，每件都被称为
孤品。

独爱窑变颜色釉

皮特早期拍摄的景德镇瓷器匠人工作图皮特早期拍摄的景德镇瓷器匠人工作图

收藏一隅收藏一隅

曜变天目铁红金圈结晶釉茶盏

釉上彩手绘盖碗茶杯

曜变天目铁红金圈结晶釉瓷摆件

釉上彩手绘松树茶杯

曜变天目铁红金圈
结晶釉花瓶

▢ 王月 文/摄

瓷有大美而不言，犹如蒙娜丽莎
的微笑，温润而神秘莫测。瓷器是中华
民族千百年沉淀的民族瑰宝，不仅承
载着华夏儿女独特的文化记忆，更是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见证。一件件
凝聚匠心的作品，述说着纷纷扰扰的
过往。说起瓷，不得不提“瓷都”景德
镇。这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千年古城，于
繁华中透着淡雅的独特韵味，吸引中
外游客纷至沓来，体味尘世遗韵，尽享
瓷器之美。

皮特，义乌籍自由摄影师，常年
游走各地，曾一度驻扎景德镇，用镜
头记录一件件瓷器的诞生。匠人们拉
胚、修胚、烧窑……在烈火与尘埃中，
谱写着动人的制瓷传说。多年的拍摄
经历，使他对瓷器的兴趣日渐浓厚，
十多年里收集了大大小小近千件现
代瓷器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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