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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故事

我家有件传家宝，至今已珍藏了两百多年。
13年前，宝宝周岁生日那天一早，母亲拿着

錾刻“长命百岁”“福寿双全”的银锁来到的我房
间，脸上堆满慈爱：“这把银锁给我外孙，保佑他一
生平安！”母亲轻轻地将银锁戴在宝宝脖子上，也
把一份美好的祈愿寄寓其中。事后方知，银锁是我
太外婆遗留的物件，是当时专门请师傅特制的，作
为长辈送给晚辈的生日礼物。

银锁又称“长命锁”，在明清时期的汉族地区
十分流行。小孩出生后为辟邪永葆平安，由父母或
舅舅出资请银匠打制一副银锁给小孩佩戴，意在

“锁”住生命。银锁不仅传递着亲情，也传承着民俗
文化。

我家这把银锁古色古香，桃心形状，双股链
子，运用了錾雕、刀刻、掐丝等工艺，嵌有鸟、花、草
等图纹，象征着长命百岁、如意吉祥。其工艺颇为
讲究、精细，上面刻有银匠铺师傅的名字，从造型
到装饰都富于巧思。老人们看到，都会伸出大拇指
夸赞：“银质的成色、做工不错，是地道的正宗老
货！”它给人感受最多的是一种超越具体形式的生
命感怀。

银锁的寓意，于中国人而言是不同的：元宝锁
是财富的象征；蟾宫折桂锁喻义应考得中；状元及
第锁象征功名和高官厚禄……这些美好的愿望，
自孩童出生起就随银锁常伴左右。是护佑，是祝
福，更是长辈们的期许。

儿子脖子上戴的银锁格外醒目，在他牙牙学
语时，常有人会逗他：“俊俊，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
呀？”儿子每次都可爱地回答：“我的，俊俊的。”

在儿子上幼儿园之后，我担心他把银锁弄丢，
便收藏起来了。自银锁闲置于家以来，我常常拿出
来端详、抚摸，在它身上有读不尽的故事、吟不竭
的亲情、数不清的往事。

小小的一把银锁经过精雕细琢，把最真挚、
美好的祝福凝固其中，象征着吉祥，寄托着思念，
祈求着安康。几代传承，亲情绵延，尽在其中。

卢丽珍 文/摄

一把银锁的传承

完美，是大部分藏友孜孜以求的。但事实证
明，爱完美不一定正确。笔者的好友小琳年少时酷
爱饰品，发晶、绿松、碧玺都曾是她的心头好。不
过，要说最爱还得是银饰。在她眼中，银虽没有水
晶剔透，没有金器华丽，没有钻石璀璨，却有着一
种道不明的狂放大气。

从耳环、项链、戒指甚至到脚链，只要有合眼
缘的，小琳都会想方设法跟商家软磨硬泡一番，以
合适的价格入手。

2002年9月的一天，小琳在北京一所高校的
购物柜台上看中了一个银质手镯。至今，她说起
那个手镯眼中依然有光。那是一只泰银手镯，镯
身带着十几只憨态可掬的小象。她一问价，差不
多赶上自己三分之一的月餐费了。于是，小琳跟
商家好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买下了那只手镯，欢
喜地天天戴着。

一天，快上晚自习之前，小琳突然发现她那宝
贝镯子的一只小象身上有了一个小凹点，手镯内
侧也有了一道细细的划痕。她用擦银布擦了很久
也没用。在她看来，那些“瑕疵”仿佛不在镯子上，
而是划在自己心上。之后几天，小琳总觉得这不完
美的镯子像一根刺扎在自己心上，拔了舍不得，不
拔又微微地疼。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银
质地偏软，磕碰之后难免会有划痕。泰银用了做旧
的复古工艺，因此别具粗犷古朴的质感。

后来，小琳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了解了很多关
于收藏的知识，开始觉得自己原先的想法太偏颇，
根本不必执着。再看手镯，她觉得那些划痕也开始
变得生动起来。

有了这次经历，小琳就不再将“完美”作为入手
宝贝的硬杠杠了。如今，她手上戴着一只翡翠手镯，
有色有种，价格不菲。笔者细看，镯内的棉絮也不少，
小琳笑着说：“哪有那么多完美，合眼缘就好！”

渔歌 文/摄

学会接受不完美

略带划痕的泰银象镯

▢ 全媒体记者 吕斌 文/摄

12 月 19 日晚，湖南卫视国际

频道黄金时段“东方寻宝”专题，

以“吾有蟠桃为君寿，愿作人间长

寿仙”为主题，展播了义乌观赏石

藏家吴福洪的经典作品《老寿星》

黄蜡石组合，在国内观赏石收藏

界引起了不少藏友的关注。

近日，笔者走访了吴福洪，

一探他的奇石世界。在观赏之

余，笔者听他讲述了自己从一见

倾心到痴迷的十余载藏石经历，

感慨良多。

黄蜡石又名龙王玉，因石表层内蜡状质
感而得名，结构紧密，韧性强。品质良好的黄
蜡石有着田黄般的颜色、翡翠的硬度，硬度
好、透度高、色彩鲜艳丰富。

与黄蜡石结缘的经过，吴福洪至今记忆
犹新。2007年初春，当时朋友老朱来访，其挎
包上的一个别致挂件吸引了他的眼球。那是
用一块上好的黄蜡石细料雕琢而成的挂件，
晶莹剔透，十分可人。就这样，他与黄蜡石结
了缘。

此后，随着他对黄蜡石知识的广泛接触
学习，逐渐从寻访发展到收藏，欣赏水平也逐
渐提高。通过实践，他总结了赏石“三要素”：
一是石形要美，给人以美感；二是石质要硬，
有硬度才能保存久远，好的奇石硬度至少要
在三度以上；三是石头的色泽要健康好看，透

明有光泽，一眼看上去就能体味到它的“美”。
在这条渐入佳境的赏石藏石路上，吴福洪

执着于找石、藏石，并以美学观念赋予奇石丰厚
的内涵与底蕴，让一方方小石头在大千世界里
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他的足迹也遍布江西、
丽水等地。

在他的藏石作品中，不少带有特别的寓意。
其中，有一件黄蜡石作品叫《三生轮回》。这组作
品凭借机缘巧合才组合成功，由三块带“回”字
画面纹理的石头组成。三方石头石质各异，有黄
蜡石、泥石、玛瑙石，质地细腻，图案清晰，字形
端正。得其一方已属幸运，集到三方更是难得的
石缘。《三生轮回》用三方回字形精品石头来暗
喻人之前生、今生与来生，寓意深刻，回味悠长。
令观者在欣赏的同时，收获人生感悟与启迪，这
也是赏石文化的魅力与精髓所在。

一见倾心结缘黄蜡石

在吴福洪眼里，每一块石头都是大自然
的恩赐，都是有温度、有生命的精灵，值得我
们心怀敬畏，倍加珍惜。收藏赏石是个从探
寻、发现、收藏，再到重新认识的过程。

他介绍，《老寿星》这方黄蜡石，大概是
2009年前后在义乌江偶然发现的。那时几乎
每个周末，他都会开着车，带上捡石头的工具
在义乌和东阳两地的江边沙场上寻找石头。
如果遇上下雨天，那就更加来劲了。因为雨后
的沙场，经过大自然雨水的冲刷，大大小小的
石头都一目了然，最好分辨了。

经过多年的积累，他家里大小塑料筐中
都装了许多品质、形状各异的黄蜡石，一直没
有分门别类地整理，看上去五花八门的。因城
里住的房子空间有限，黄蜡石又占地方，而且
搬运也不方便，后来就索性搬回了老家的小花

园，堆放在一个角落。直到前几年的一个周末，当
时他和家人回老家看望父母，茶余饭后还是惦记
着多年前捡来的石头。于是，他开始独自在小院
子里慢慢地整理黄蜡石。忽然，他眼前一亮——
一块长17cm、宽8cm的黄蜡石怎么看都像是一尊
老寿星……原来，“老寿星”在多年前就已被请回
家了，只是自己有眼无珠，他惊喜非常。

这方“老寿星”出落得如此“惊艳”，石型饱
满，比例协调，尤其是那标志性的额头和长须，
堪称神来之笔。而后期淘得的“寿桃”更是令人
欣喜。整石质地细腻、手感顺滑，不仅形似，桃尖
及上部飘红更是一绝。在这个完美的组合中，

“寿星老人”须发尽白、面容红润，是长寿和吉祥
的化身；“蟠桃”，传为西王母所植，是九千年一
熟的仙桃。两者搭配得自然和谐，堪称天工造化
的精品，令人称奇。

差点与“老寿星”失之交臂

前不久，在湖南长沙结束的第十一届（第
3场）国际艺术赛宝文化节宝玉石观赏石项
目赛上，经过近两月的全国海选征集、线上评
选与专家评鉴，通过“形、色、质、纹、韵”五大
指标的综合考量与打分评分，五方独具神韵
与意境的观赏石脱颖而出，成为本届赛宝文
化节舞台上最为璀璨、圣洁的“自然精灵”。其
中，吴福洪的经典作品《老寿星》黄蜡石组合
获得了金奖。

组委会的专家对《老寿星》作品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王母瑶池景物鲜，蟠桃华实不知年。
天教把定春风笑，来作人间长寿仙。”

有道是：“石不能言最可人”“我心如磐石不
可转也”。或许此言更适合这个在收藏赏石路上
跋涉了十多年的寻梦者。十余载收藏赏石路，对
于“石痴”吴福洪来说，是一场人生的修行。他特
别欣赏贾平凹先生在《自在独行》一书中所言: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
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
此行。”

爱石之心不可转

小马哥

观世音菩萨

小泥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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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金莲

三生轮回

金奖作品《老寿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