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帽上的装饰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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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故事

收藏随笔

韩愈真是大手笔，“世有伯乐，然后有
千里马”这个看似不合逻辑的句子，蕴含了
多少人生感慨。人才得不到赏识，庸才反而
高居要职，现实中比比皆是，于是每见那种
能够发现、重用人才的伯乐，总能让人感慨
系之。

上世纪60年代，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
拟在国画系开设书法篆刻科，因美院内并没
有特别合适的教师，校长潘天寿就设法将杭
州大学中文系的陆维钊调过来，委托他筹建
并担任学科主任。

潘天寿是怎么发现陆维钊的？笔者最近
读到一则史料，颇为感动。

一次，潘天寿与吴茀之一起游西湖，在三
潭印月的一个画廊里，看到了一幅山水画，
觉得不错。潘天寿又仔细看了画上的题跋与
书法，发现都十分出色，一打听，才知这是杭
州大学古文教授陆维钊的作品。潘天寿大喜
过望，因为在他看来，书法不仅仅是技法，首
先是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上长出的一个果
子。陆维钊文化底蕴深厚、书法功力非凡，正
是书法篆刻科需要的老师。当时，浙江中医
学院也准备调陆维钊，因陆对中医也有很深
研究，但他感于潘天寿的知遇之恩、求贤之
诚，最后选择去了美院，在全国高校中遂先
开设了书法篆刻科，成就了美术教育史上的
一段传奇。

张宗祥赏识姜东舒的故事，同样闪烁着
人性光辉。

1958 年，为了养家糊口，姜东舒在浙
江图书馆当临时工，负责打扫卫生、打杂。
由于他喜欢写写画画，管理员常将写标语、
指示牌的杂务，交给他完成。虽然都是“请
勿随地吐痰”“请勿大声喧哗”之类看似“不
入流”的内容，但姜东舒却将之看作创作，
一笔一捺，竭尽全力。一天，浙江图书馆馆
长（1963 年起担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偶
然见到了这些标语，十分诧异，就问谁写
的。旁边的人不知啥事，就说是个临时工
写的。张宗祥要求马上把“临时工”叫来，
当场将他收为自己的关门弟子。姜东舒后
来成了名家，曾任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主
席，不枉张先生的一番知遇之恩。

我们当然可以说，陆维钊、姜东舒的
成名成家，他们自己的努力与天才是最关
键的。不过笔者却想说，潘天寿、张宗祥之
所以能够成为书画艺术界的泰斗级人物，
与他们的知人之明、助人成功的能力密不
可分。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伯乐越多，千
里马才会越多。

闲看

世有伯乐

“捡漏”不容易，运气好时，也能遇到。笔
者购藏了一枚“宣三”（清代宣统三年的银
元），就收获了“捡漏”之喜。

一年多前的一个周六，笔者像往前一样，
一大早就去义乌市收藏品市场淘宝。转了一
圈，也没遇到什么满意的藏品。正想回家时，
却见几个人围在一个地摊前面，争论着几枚
银元的真假。笔者一向对银元有所兴趣，立马
挤上前去凑热闹。

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其中的一枚“宣三”。
有人说不对，有人称“大开门”。不过坚称“大
开门”的，也不敢下手购买。笔者拿起银元细
看，觉得应无问题，一问价格，卖家报的比古
玩店面里卖的便宜了好几百元。这一下子，反
而让笔者犹豫了起来，毕竟也要两三千元一
枚，如果买了赝品，几天的心情都不会好。大
伙争论了一阵，就渐渐散了。

正在这时，笔者见到不远处走来了一
位绍兴人，他对银元很有研究，圈内人送外
号“周一眼”，就是说，真假问题，他只需看
一眼就能断定。笔者于是决定站在一旁，看
看“周一眼”会不会经过这个摊点。果然，他
一眼就看到了这几枚银元，他将银元逐一
拿在手上，翻看了一遍。之后单单选出“宣
三”问卖家价钱，卖家称最低 2500 元，“周
一眼”要他再便宜 100 元，卖家坚决不肯。

“周一眼”扔下一句“我先去逛逛，你再考虑
一下”，就离开了。

“周一眼”看了东西又问了价，笔者知道
此银元必真无疑，就以卖家的报价买了下
来。有意思的是，不足三分钟，“周一眼”就转
回来了，一见银元已被笔者买下，颇有些意
外。由于常逛市场，彼此有些眼熟，他还请求
笔者略加点钱，将银元让给他。由于笔者手
中“宣三”本就不多，就婉拒了。当然，笔者也
感谢了他，老实地告诉正是因为他也问价
了，所以才敢下手。

有人可能奇怪了，“周一眼”当时为何不
直接买下呢？这是无需多做解释的，他是靠买
卖银元养家的，买价压得越低，自己赚的差价
才会越可观。卖家哪怕直接开价2400元，他
也会习惯性地再砍一砍价格的。至于故意离
开一下子，用个成语来形容，就叫“欲擒故
纵”。当然，这次他“马失前蹄”了。

后来，笔者将这枚“宣三”送去北京一家
专业机构进行评分，得了“45分”。这家公司
评出的分值“45分”的“宣三”，如今市场上一
枚可以卖到5000元以上。就是说，不到两年
间，这枚“宣三”，价格已经翻了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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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金银饰品被中国人

使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战国时期，明清至民国时

期银饰更是成为中国妇

女最常见的饰物之一，民

间因此有了“无银不成

饰”的说法。

义乌藏家毛剑清藏品

广泛，三十多年来收藏的

“银工”（即银制工艺品）便

有数百件。走进毛剑清的

收藏间，各式银工藏品琳

琅满目、流光溢彩，大到拳

头般的“麒麟送子”，小到

直径只有 1 厘米的银耳

饰，造型精美别致、引人入

胜。做工精巧的银手镯、玲

珑剔透的银发簪、造型多

样的银花片，都被整整齐

齐地收纳在柜中。在时光

的打磨下，它们历经沉淀，

泛着岁月的光泽。

据介绍，毛剑清的奶

奶早年经常帮衬乡里乡亲

做一些婚嫁喜庆的事，从

小跟随在奶奶身边的他，

从十一二岁起便喜欢上了

婚俗等义乌传统文化，酷

爱收集义乌佛堂银楼出品

的各种银器。当时，银饰品

还不算贵，喜爱银饰工艺

的毛剑清一有机会便会收

藏一些。时光辗转，如今传

统的纯手工银饰与现代生

活渐行渐远，但它们承载

的岁月故事还在流传。

“民国时期义乌银饰之风盛
行。”谈话间，毛剑清拿出数根银
簪子，一一排开，这些两头尖翘
的小发簪约半厘米宽，形似一根
根微型的“小扁担”。“在我小时候
还能看见一些阿姨在盘发时用
到这样的银簪，义乌传统的婚嫁
喜事中，长辈们一定会送给姑娘
一对银簪作为嫁妆。现在的年轻
人怕是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细细端详，发簪一面雕刻
着牡丹花、卍字等形态各异的
花纹。据介绍，上面的花纹样式
都是纯手工打造的，细腻且繁
复，不同的花纹对应着不同的
寓意：镌刻着团花的代表“花开
富贵”；卍字纹代表“万事如
意”；珍珠底加上“福”字纹代表

“多子多福”，寓意美好。
看似简单小巧的银簪子里

头的门道不仅在花纹上，工艺上
也是各有千秋，其中两支带着点
点蓝色的发簪，就运用了烤蓝工
艺，它们的蓝色有细微差别，一
支孔雀蓝，一支翠蓝。

“你看这两只，是鎏金的。”
在毛剑清的指点下，笔者看到银
簪看似银白，但在光线的折射下
透出了微微金色。据介绍，这是
由于长时间氧化，原本镀好的金
色褪去，但还有些残留在簪子
上，因此鎏金过的银簪在光照下
看比普通银簪更加鲜亮。

在这些簪子的背后，都有

一方小小的印章，上刻“佛堂信和
有记”“信元鹿”“宝生昌记”等字
样。据毛剑清考证，这几家都是义
乌佛堂的老字号银楼，享誉一时。
每逢婚庆嫁娶、孩童满月周岁，义
乌人习惯到佛堂老街的银楼里打
上一副银器，以彰显家庭富有，更
有人从金华、东阳等地赶来求购，
可见当时佛堂银器之名盛。

一支银簪挽起悠悠岁月

在古代，金属银不仅象征
财富，更被视为寓意吉祥如意，
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因而被
古人广泛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装
饰品。老银饰图案丰富精美，有
和合二仙、暗八仙、芝草兰花、
麒麟送子、福禄寿喜、十二生
肖、吉祥文字等等，表达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祈盼。

义乌人素有尊老爱幼的传
统美德，长者对晚辈的关爱溢
于言表。在毛剑清的银工收藏

中，除了婚嫁时用的发簪、手镯，
更多的是与孩童息息相关的饰
品。“天官赐福长命百岁锁”“福禄
寿三星锁”等众多银锁便是其中
的珍品。“天官赐福长命百岁锁”
极具代表性，元宝型的长命锁上，
细细雕刻着仙鹤、花枝等图样，在
长命锁下部有一方珍珠底，上刻

“长命、富贵”字样，中间则写有
“福伴乾坤、日月同寿”等字样，字
里行间透露出订制之人对幼儿的
珍爱之情。

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瑞兽。
在毛剑清的收藏中也有不少“麒
麟送子”的胸牌挂件，其中一件麒
麟送子挂坠精美非常。只见麒麟
虎虎生威，背上的童子手持如意，
背倚金轮，骑在麒麟上奔跑，造型
逼真，线条流畅，十分可人。

据介绍，在古代，父母往往会
请银匠打造“麒麟送子”银锁让幼
儿佩戴，希望祛病除灾、“锁”住生
命，助幼儿健康成长。

一把银锁凝聚舐犊深情

在毛剑清众多银工收藏
中，一些花花绿绿的满月帽、周
岁帽尤为亮眼。这些帽子由锦
布绣制而成，华丽喜气，更重要
的是它们承载了长辈对晚辈浓
浓的爱意，浓缩了义乌民间传
统文化的精髓。

“这是状元帽，这是虎头
帽，这是公子帽……”说起这
些宝贝来，毛剑清如数家珍，
旧时童帽制作繁复，多根据孩
童的性别、年龄、生辰八字、岁
时节令及家境的变化，来设计
制作各种童帽。像天官赐福
帽、四季平安帽等，在起到遮

风保暖作用的同时，还兼及平安
祈福、祛病驱邪的意义。童帽形
状多样，有依照各种动物头型制
作的，如秋冬之际戴的狗头帽、
狮子帽、兔儿帽等，有的镶嵌玉
石玛瑙，也有的装饰着精雕细琢
的银饰。旧时，孩子不易抚养，因
各种情况夭折的事时有发生，故
民间多用珍贵的饰物来为孩子
消灾驱难。

毛剑清收藏的多顶状元帽上
都有“八仙过海”的银帽花，雕刻
得精美绝伦，即便是拿着放大镜
看，也是分毫毕现、栩栩如生。童
帽上的“八仙过海”俗称银老头，

人们认为这些仙人有为孩子祛病
消灾的功效，一些上面还有吉祥
文字。一些富贵人家甚至还会为
这些银饰镀金，以彰显自己对孩
子的宠爱。

毛剑清表示，曾几何时，银饰
淡出人们的视野，很多时候只能
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关于古代银
饰的影子，老银饰的市场价位也
一年年地涨了起来。有时候为了
收到一件好的老银饰，需要辗转
各地。“现在精品的老银饰越来越
稀少，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
力来保护这些遗留下来的传统文
化精粹。”他如是说。

一顶童帽浓缩文化精髓

福禄寿三星锁。

精致的银饰花片。

麒麟送子挂坠。

点翠发簪。

银腰鼓寓意钱包鼓鼓。

精致的“八仙过海”银饰。

银质虎头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