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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赵良翰先生作画，实为视觉享受。先生立于案前，
执笔顶端，开合转辗，挥写自如。笔腹含墨浓淡，蓄水多
寡，其了然于胸，无须备纸试毫。润则行笔疾，枯则行笔
缓，待一幅水墨梅花完成，砚边笔洗之水，依然清澈见底。

赵良翰（1910—1986年），名墨，号北跛，江苏阜宁人。
1931年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受教于吕凤子、徐悲鸿、张书
旂等，毕业后在吕凤子创办的正则艺专从事中国画教学
工作，抗战期间随学校西迁四川，胜利后返回丹阳继续从
事美术教育，曾任南京市美协副主席、南京书画院特聘画
师，擅长意笔花鸟，享有“金陵大国手”之誉。

自有幸结识先生，至先生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前
后只有十年光景。这期间，先生数次为笔者挥毫作画。
颇感巧合的是，其首末两件写赐笔者的墨宝，题材均为
意笔梅花，但表现手法迥异：前件红梅没骨点厾，后件
墨梅中锋圈勾。本文所述即先生圈写墨梅之情景。

墨稿完成，悬于壁上，先生用一柄单孔镜头，将画
面推远细审。再取下墨稿，拾遗补阙后，题款：“香中别
有韵，清极不知寒。庚申小雪，北跛于南京莫愁湖畔。”
钤印“赵良翰”“八十年代”（如图）。既毕，复将画作悬
壁，先生方安坐于椅，吸烟，聊画。先生学养深厚，见解
独到，善于总结。听其剖析画作，自觉茅塞顿开。先生
说，画梅花要有古意。行笔前要确定主干走向，其余梅
枝应围绕主干进行穿插。注意疏密布局，密要团得紧，
疏则有呼应。画梅枝切忌一笔拖过，否则笔触太露，显
得柔滑无力。运笔宜用腕力转辗，使笔锋在纸上作转顿
动作。枝干曲折距离不能相等，曲折中要有数根小枝向
上冲。这样写成的梅枝，直中有曲，曲中有直，才能突出
其坚贞不屈的傲霜本色。此外，画梅干要有中断，否则
花朵全藏于梅干后面，画面则有呆板之嫌。

关于雪梅画法，先生亦总结有三种：其一为上粉，
其二为烘托，其三用笔在干湿浓淡上下功夫，以体现雪
意。先生指出，第三种画法意境最高，本幅梅花即以此法
完成。为增强作品层次与厚度，局部则施以淡墨渲染。

笔者收藏初始阶段，接触到的丹青高手为数不少。
但高手们性格各异，善画而不擅言者有之，善画能言而
不愿言者亦有之。像先生这样，善画而又擅言且言之有
物有理有用者，则少之又少。

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现在瞻望墨梅
中堂，感觉此为先生“自画像”：虽历经磨难饱经风霜，
仍老干铁枝坚贞不屈，于严寒之中，盛开花朵，散发暗
香，揭示自然规律，预告春天消息。先生诲人不倦的品
格同其画作内容如出一辙，诚如其题款诗句：香中别有
韵，清极不知寒。 据收藏快报

造成字画保管不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季节变换
产生的温差变化，干、湿不匀，阳光紫外线辐射，环境空气
尘埃的污染等，由此而出现虫蛀、霉变、褪色等现象，使一
幅完整的字画惨遭破坏，失去原有的艺术价值。

字画，不管是立轴、屏、对联、手卷、册页，还是扇
面、斗方，一般都分为纸质品和丝织品两种，因为都含
有纤维质，所以有吸湿性。装裱字画用过的糨糊中含有
蛋白质和糖，这又是蛀虫喜欢的食粮。一幅字画若不精
心保管，就很容易遭受各种侵蚀，从而使其损毁。

字画最好放在封闭的箱、橱、柜内保存，使其能拥
有一个稳定的有限空间，避免直接受侵蚀和污染。但并
不是说一旦放进去就永久保存好了，因为它还会受到蛀
虫的侵蚀。方法是用樟脑丸或樟脑精块等类药物驱虫。
使用的时候可以将樟脑药放在收藏字画的周围。这种药
一年当中最好分期放两次，第一次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第二次在十月份左右，这样防虫的效果会更好。

书画作品如果因潮湿生出霉斑，可以直接用脱脂棉
球蘸上少量酒精，在霉斑处轻轻擦拭，直到画面干净为止。

如果书画作品上沾上了油渍，可以把吸水纸放在
字画油渍处的正上方，然后用熨斗轻轻熨几遍，就可以
除掉油污。

如果书画沾上了墨水，可以先在污处正下方垫上
一层吸水纸，然后用20%的双氧水把污斑浸湿，并在污
处放几张吸水纸，再压上一些重物，等到吸水纸染上墨
污后，再拿起来。若一次的效果不好，可以重复几次。

观赏书画作品时，手指上的污渍可能会留在裱背
的纸、布上。可以用柔软布料蘸肥皂，轻轻擦拭污处，再
用吸水纸擦干。

当书画作品沾上蚊蝇的便污时，可以用脱脂棉球
蘸点酒精擦拭污处，直到除净为止。据中国当代艺术网

珍藏字画保养要点

小小镇尺，立于书桌案头之上，
哪怕只是摆着欣赏，也叫人爱不释
手。文房是文玩，被冠之为雅玩之
名，也正因此，后期工匠们制作出来
的镇尺形态更趋于多元。

明清以来的镇尺可能是由于更
实用，以长方形的居多，其次是动
物、人物的立体形象，此外还有圆形
和四方形等形状的镇尺。但无论是
何种形态，其工艺技术的精进是显
而易见的。在清代，铜镇尺在沿袭明
代风格的同时有所创新，特别是随
着工艺技术的进步，装饰味道十分
浓郁的镇尺开始出现，可谓集观赏
性与实用性于一器。

“这款螭龙很特别，它的颜色
偏红，底座与螭龙是黄铜与红铜
的结合体。”曹海宾拿出了一款清
中期铜镇尺。这款镇尺相比前两
款有所创新，螭龙的形态比瑞兽
与鸭子更显扁平，以爬行的姿势
立于黄铜的长方形底座之上，尾
巴以弯弯绕绕形状延伸至镇尺后
方，乍一眼，整体更显独特，工艺
更显复杂。“这款是乾隆时期的藏
品，其质感好，更厚重，价值也更
高。”曹海宾说。

到了清晚期，刻铜工艺开始出

现。刻书画镇尺作为文房用具之
一，常由书画家作稿，其程序也与
刻铜墨盒一样，先挑选中意的镇
尺，或铜、或木、或牙、或竹。按常
理，有声望的书画家所挑选的必定
是材质精良、造型别致的光板镇
尺，然后在上面均匀地涂上一层白
粉以衬其底，书画家便可在上面驰
骋构思、发挥了。

曹海宾收藏的一款清代木镇
尺，就以光板紫檀木为底。紫檀木被
称为木头中的“皇帝”，其密度高，有
重量。当年的工匠以复杂又先进的
螺钿工艺在紫檀木上刻诗句，用螺
壳与海贝磨制成文字薄片，并镶嵌
在紫檀木表面用以达到装饰的效
果，这样的镇尺不仅美观而且实用。

“这款紫檀木镇尺应该还有另一块，
两块为一对，配成上下联诗句。”对
于未能收藏完整的一对镇尺，曹海
宾有些许遗憾。

无论是好拿取的动物镇尺，还
是工艺价值高的紫檀木镇尺，相对
于“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实用性，
更像是一种“清玩”。它的精细与典
雅、修养与豁达，被历代文人雅士所
喜爱，更深深吸引着如今藏家们的
眼光。

集观赏、实用于一器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当看书成了一种潮流，阅读架

这种奇妙的翻页神器便被许多学生

党和上班族喜爱，木质或塑料材质

的书立，搭配两根可以压住书页的

可调节夹书器，让阅读变得更轻松

舒适。相比现代，古代并没有如此先

进的设备，古文人在看书、写字或画

画时，只能将书本拿在手上，或将纸

张平摊在桌面上，为了压住纸张与

书页，镇尺应运而生。

翻一页纸张，描一幅画，镇尺

便派上了用场。小而精的镇尺，带

有一点沉甸甸的重量，稳稳压住纸

张，让古人可以放心地挥毫泼墨，

写诗作画。在文房墨宝中，镇尺虽

不是最重要的一件，却是文人不可

或缺的一件。

与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相类，镇
尺可称为古代文人文房中的“小
五”，是放置在书桌案头上的文房用
品。镇尺的起源还蛮有意思，古代文
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
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
一定的分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
时，也会兴手用来压纸或是压书，由
此出现了镇尺，又叫纸镇或镇纸。

“别看镇尺小，但它有分量、有
价值，而且还非常经用。”义乌市收
藏协会会长曹海宾对此爱不释手。
在海诚堂古美术馆内，几件精致的
镇尺如书桌案头上的神兽，在一旁
香炉的熏火缭绕中，仿佛被赋予了
不凡的灵气。每当翻动书页，镇尺稳
稳立在纸张之上，小巧灵便又带有
厚重的质感，不失为文房珍玩中的
精细之作。

最初的镇尺是不固定形状的，
有金、银、铜、玉、木、竹、石、瓷等
材质，上面通常雕刻有梅、兰、竹、
菊并配以诗句的图案。曹海宾表

示，在明代早期，镇尺大多用铜或
玉制成，并以牛、马、兔、鹿等动物
形象为主。在他的文房内，一款瑞
兽形状的镇尺便足以艳压一方。
细看这款瑞兽镇尺，长方形的铜
底座之上，有一立体的动物形象
——瑞兽。这款同样为铜制的瑞
兽，后腿坐于长方形镇尺之上，前
腿则立着，双眼目视前方，颇有一
种正义凛然之感。“这款镇尺铜制
表面已经被氧化并伴有绿锈，制
作工艺也较粗犷，猜测出自明之
前，也就是元代。”曹海宾说，立体
动物形象的镇尺如今市面上并不
多，所以收藏价值也较高。

此外，古人还将镇尺归类为清
供的一种，清供是在室内放置在案
头供观赏的物品摆设，主要包括各
种盆景、插画、时令水果、奇石、工艺
品、古玩、精美文具等，可以为厅堂、
书斋增添生活情趣。曹海宾表示，文
房四宝价值较高，但有的清供类的
收藏价值甚至超过“四宝”。

“小五”潜质不让“四宝”

“镇尺正式进入书房不晚于南
北朝时。”曹海宾介绍。在《南史·
垣荣祖传》中对镇尺早有记载：

“帝(齐高帝肖道成 427-482)尝以
书案下安鼻为楯，以铁为书镇如
意 ，甚 壮 大 ，以 备 不 虞 ，欲 以 代
杖 。”由 此 可 见 ，镇 尺 至 今 已 逾
1500多年。

其实，镇尺形态各异，只要有一
定的分量，便可压纸。于是，古代的
工匠自由发挥，在上面雕刻各种形
状、图画和诗词名句。它们有的成
对，有的单件；有的一字一画，有的
独立成幅，书、画、文辞、雕刻集于一
身，使人爱不释手，历来是一种收藏
珍品。

镇尺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蔚为壮
观。就目前所见的明代镇尺来看，其
形状多为尺状，上有兽钮。曹海宾收
藏的镇尺中便有一款明代镇尺——

立体鸭子镇尺。细看这款镇尺，底座
以铜为材料，刻以回纹纹路，一只铜
制鸭子立于底座最中心，鸭子的翅
膀处羽毛纹路清晰，头朝前方，像是
浮游于回纹底座之上，有种怡然自
得的闲适之感。

“在古代，鸭子寓意一压（鸭）
群雄，想必定制这款镇尺的主人
也有着不凡的期望。”曹海宾说，
鸭子镇尺相比元代的瑞兽镇尺更
精致，铜工艺也有明显差别，各有
千秋。不过，动物形状的古玩镇
尺，在文人中形成时尚，才会有专
门制作各种模仿动物造型之类的
青铜、玉器作为镇尺供应市场需
求。但如今的市面上，铜刻镇尺较
多，而像这样材质、工艺、艺术性
较高的动物立体定制镇尺越来越
少，也就显得弥足珍贵，藏家对于
这类镇尺的收藏热度不减。

文房镇尺热度不减

收藏随笔

收藏知识

背部的工艺也很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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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兽镇尺绿锈斑驳

鸭子似浮游于镇尺之上

赵良翰：
梅花清极不知寒

（上接第一版）

生态勾勒“绿富美”

从“增绿量”到“增颜值”，从“护根
基”到“强保护”，从“护生态”到“谋致
富”，这是义乌越来越美的五年。

每到秋季，成群的鸳鸯就开始在南
江湿地公园嬉戏，有的在水里追逐觅食，
有的在岸边打盹休息。一阵微风拂过，惊
起几只飞鸟，扑簌簌掠过低空，迅速融入
周围山水之中。近年来，义乌湿地资源得
到有效保护，在这里生活和越冬的野生
动物逐年增加。

像南江湿地公园这样的生态巨变，

同样在很多地方发生。
2018 年 12 月，华川垃圾焚烧发电

厂新厂逐步投入使用，如今，这座花园
式垃圾焚烧厂日处理生活垃圾可达
3000吨，配套的发电厂年发电量在3亿
度以上，同时为企业节约了3万余吨标
准煤。在城西街道山洞坞现场，矿山办
公区、生活区、工业广场，皆被绿色环
绕，很难与过去灰尘满地的矿区联想在
一起……

“现在碧水蓝天已然成为义乌的背
景色，森林绿色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我当
年的愿望都圆满实现了，甚至超过了我
的预期。”说到这里，今年80岁的老林业

干部张希盛感慨万千。
这些年，义乌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

设 的“ 美 丽 窗 口 ”，全 面 推 进 蓝 天 、碧
水、净土、清废四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先后获评国家
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市、国家森林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多项国家级生态
环保荣誉。

数据显示，这五年，义乌新增绿化面积
496 公顷。义乌江出境断面水平稳定在Ⅲ
类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和PM2.5浓度
均实现“五连降”，优良率由2016年的80%

提高到98.8%，PM2.5由2016年的43μg/㎥
降至24μg/㎥，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66
天，空气质量优于国家二级标准，成功创建
省级“清新空气”示范区。沉甸甸的荣誉背
后，折射出我市近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全面
提升的巨大变化，凝聚全社会呵护生态环
境强大合力。

义乌城乡融合走过光辉岁月，赢得硕
果飘香。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义
乌，让城乡居民不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安
全感、幸福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义乌，
让越来越多的人留在这里，在乌伤大地上，
一幅幅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美丽画卷
正徐徐展开。

绘就城乡融合共享共富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