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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随笔

一块圆润的、厚实的、经过精心打磨的石
头，似乎从遥远的古代而来，为多少做贸易的、
做建筑的行家提供称重服务，测量了几次斤
两，又经历了多少朝代更迭，我们都不得而知。

这块石秤砣，是我在一家古玩收藏店偶
遇的。在一排石雕工艺品中，这块秤砣特别不
起眼，它被摆放在角落里，任客人来来往往，
任岁月境迁，它沉默着，观望着，也享受着，这
个时代，不需要它再任劳任怨了。

据考，秤砣也叫秤锤，秤杆中的秤砣，相当
于砝码。若将一刻度精准的杆秤的秤砣挖去一
小块，则称物体时读数比物体的实际质量大。
秤砣历史悠久，到现代都还在广泛使用，特别
是在古代，没有电子秤的情况下，秤砣更是人
们日常交易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器具。

“尿泡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古
人喜欢用这样的俗语来比喻某些物品虽外
表不引人注目，实际却很起作用。细看这款
秤砣，周身光素无饰，上下饱满规整，简洁不
失灵秀之感，秤砣的上方被挖了两个洞，属
古代秤砣经典形制。店主朱俊明称，这款秤
砣是清早期制作的，重量大致有 8 斤左右，
在过去，古人喜欢将铁环套进秤砣的两个洞
里，用绳子拉住，再用个数相当的秤砣，称几
百斤的重物。

“在过去，石秤砣寓意‘实权在手，天下我
有’，权衡天下。古人很在意每一件用品的寓
意。”朱俊明说。秤砣的收藏虽是冷门，但因其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逐渐被越来越多收
藏爱好者重视和喜爱。这款秤砣，上面还刻有
莲花纹，寓意出淤泥而不染，也代表净土、吉
祥，均匀的纹路，丝毫未在岁月中被腐蚀。

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古代的衙门里，
官员们将石秤砣（即石权）高悬于大堂大梁之
上，不仅用以警示自己要按圣旨运用权力，还
要告诫身边官员，要用好手中的权力，以提醒
自己做到断案须是非分明。另外，古石权也常
悬挂于官仓的大梁之上作为镇仓之物，被称
为石“镇”，已不作为衡器使用，而是专门用来
警示看守官仓的官员，不要“鼠”窃狗盗，以

“权”谋私。
而今，石秤砣逐渐淡出群众生活的视野，

但其欣赏性、考古性以及收藏性再次被刷新，
爱秤砣的人依然会将其当作宝物收藏，其蕴
藏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不会消失。

王佳丽 文/摄

如岁月般沉淀
的秤砣

成功的画家，总是既
善于继承传统，又勇于
创出艺术新貌。汪苗创
作 了 不 少 时 代 气 息
浓 郁 的 年 画 ，对 于
传 统 题 材 也 不 排
斥，信手拈来间常
有神来之笔。

汪苗称，年画
因风俗节日而兴
起，一般都寄托着
人们对风调雨顺、
家人平安等的美好
愿望。同时，由于年
画融入民间，也被赋
予了惩恶扬善、尊崇

忠良等主题，在为普
通民众带来艺术享受的

同时，也能起到激励奋发
的作用。

汪苗介绍，年画题材包
罗万象，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神仙与吉祥物，神仙如民间广泛知
晓的八仙过海等，吉祥物如莲花、摇钱
树、聚宝盆等；二为娃娃仕女，表达了人
们早生贵子、夫妻和美的良好愿望；三为
故事传说，大多取材于戏曲以及历史事
件、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常见的有《三
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白
蛇传》《牛郎织女》等；四为世俗生活，主
要包括人们的生息劳作、节令风俗、时事
趣闻等。

“只有明白百姓喜欢什么题材，才能
创作出让他们满意的作品。”汪苗这样总
结自己的创作心得。

汪苗创作的《春暖花开》，即属于“娃
娃”题材。当然，汪苗笔下的娃娃，比传统
年画中的更加真实可感，体现了学院派
画家扎实的素描、写实能力。

《福寿双全》《八仙过海》等“神仙
题材”，在汪苗的画笔下，构图匀称，
设色明丽，人物安乐，一派吉祥。它
们，也为千家万户带去了新年的美好
祝福。

传统题材绘吉祥

著名画家张大千，还是一位很有名气的
美食家。

徐悲鸿大师曾说张大千有“三健”，即健
谈、健步、健饭。“健饭”，就指张大千懂吃、爱
吃、讲究吃。坊间流传着不少张大千健饭的故
事，“鱼翅换画”就是其一。

张大千在几十年间创作了大量作品，最
有代表性的，或许就是《华山云海图》。这张重
彩金碧山水高46厘米、长达近6米，由于画在
珍贵的金笺上，更显金碧辉煌。作品的上款为

“永吉仁兄嘱题”，这位永吉仁兄，姓白，当年
在北京开有一家大饭店。因最擅长做鱼翅宴，
白永吉有着“北京第一名厨”之美誉。

好吃的张大千，自然不会错过“第一名
厨”的手艺，他常与京剧大师余叔岩一起，到
白永吉的饭店用餐。一来二去，当时就有了

“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
吉”之说。据说，他们三人还曾合影留念，戏称

“三绝”。
张大千十分好客，家中常开宴席，所有菜

肴，皆由白永吉的饭店送菜上门，同时，白永
吉还会单独给张大千送上一份鱼翅。

白永吉是名厨，不过喜欢丹青，就常向张
大千请教绘事；张大千是画家，却对美食情有
独钟，遂常与白永吉讨教“吃的艺术”。

正因这份知己之遇，白永吉向张大千求
画时，张大千才使出平生所学，绘就力作《华
山云海图》。此作依据张大千与其兄同登华山
的写生稿而创作，画面青山蓊郁，云海苍茫，
白云深处几户人家半掩半现，实有咫尺千里
之感。

时人提到这幅《华山云海图》时，常会笑
称“鱼翅换的”。画贵还是鱼翅贵？应该是他们
的交情最可贵吧。 木 子

张大千
鱼翅换画

偶遇的石秤砣

收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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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石 文/图

挂春联、贴年画，是中
国南北皆有的过年民俗。
年画，有着上千年的悠久
历史，今天人们对它虽有
所淡化，但它却从未远离
我们，仍在农历春节将至
之时，在一些人家的客厅
墙壁上，默默地散发着文
化的馨香，为千家万户送
上美好祝福。

著名画家汪苗，追忆
当年创作年画的点点滴
滴，让我们重温了往昔过
年的热闹与欢腾、喜乐与
深情。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是我国
绘画的一种，也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民间艺术形式。汪苗回忆，在他小
时候，除夕之前左邻右舍都会动手撕
下旧年画，贴上新年画。只要年画一上
墙，新年吉祥喜庆的味道似乎立马就浓
厚了起来。

年画真正大繁荣，还在 1949 年以
后，文化部曾经下达过关于开展年画工
作的指示，强调年画的创新改造，被称为

“新年画运动”。新年画继承了旧年画的
优良传统，摒弃了旧年画中一些迷信落
后的内容。更主要的是，许多专业画家纷
纷加入新年画的创作队伍之中，他们大
胆借鉴国内外其他画种的表现手法，从
而使年画的面貌焕然一新。

汪苗在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读附
中及大学期间，几乎所有师生都曾经参
与过年画、宣传画、连环画等画种的创
作，不少师生的作品，还被出版社大量印
制，成了百姓争先购买的艺术品。

可以说，工作之后钟情于年画等为
老百姓服务的艺术创作，对于汪苗这代

画家来说，实在是自觉的行动，并不需要
什么外力的助推。

如今，张挂年画的人家与几十年
前相比已大为减少，倒是一些遗存下
来的有些年头的年画，成了收藏爱好
者追逐的对象。不过在汪苗看来，这只
是年画发展的低谷期，并不能说明它就
必定会消亡。

汪苗还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了阐
述。客观地说，年画里边的很多观念、技
法，在今天对于画家仍有借鉴意义。一些
年画，形式上其实具有很强的现代感。正
因如此，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以
及清华美院等全国知名艺术院校，最近
几年都开展了不少关于年画的研讨会。
研讨什么？当然是研讨如何古为今用，如
何推陈出新。具体到我市，义乌农民画已
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农民画如何才能
更上一层楼，更加主动地学习领悟传统
年画中好的技法、构思、题材，肯定是一
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没有传承，就不会有
创新。吃透传统年画的精髓，对于农民画
创作肯定会启发良多。

传统年画精髓值得深入学习

大学毕业后，汪苗分派到金华工作，
后在义乌深深扎根。多年来，汪苗深入基
层，挖掘典型题材，捕捉先进人物，先后
创作的《水泥厂车间工人学哲学》《大力
发展养猪事业》等宣传画，都被浙江人民
美术出版社选中，印刷了几十万份，通过
新华书店发行全国。

这些宣传画，创作本意虽然不是为
百姓春节时张挂，事实上它们也是年画。
比如《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类画，与当
年农村春联中常见的“六畜兴旺”之类的
寓意高度吻合。汪苗笑称，当年不少农
家会将《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买去当作年
画使用，或许对于农家来说，肥肥胖胖的
几头猪，正是最好的新年祝福啊。

严格意义上的年画，在改革春风扑
面而来的上世纪80年代，汪苗每年都要
创作一两幅，且几乎每年都能全国发行
或入选重要美展。虽然一年才画一两张
年画，但汪苗付出的艰辛却不是一般人

能够想像的。正如那些连续多年能够上
春晚舞台的演员，台上短短几分钟，台下
可能要淌下汗水几脸盆。当年，年画销
售、创作兴旺，汪苗面对的，是全省全国
众多绘画高手，出版社选中公开印刷发
行的，永远只是少数的幸运儿。

每年下半年，汪苗就要将创作年画
提上工作日程。深入生活、翻看资料、了
解时事，总需经历一番“衣带渐宽终不
悔”的努力，蓦然回首间，方有“得来全不
费功夫”的惊喜。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政策不
断落地，农业机械化发展很快成为一种
趋势。一次外出采风，汪苗了解到一户农
民买来了拖拉机，全家人都兴高采烈的。
汪苗眼前一亮，对于农民，这不就是最值
得高兴、引以为豪的事嘛！这下年画的主
题有了，汪苗对农户进行了细致采访，又
特地前往永康拖拉机厂，向专家请教拖拉
机的性能以及产销情况等。经过小稿、初
稿、改稿、上色等多道程序，《我家买了大
金牛》终于完成了。这张年画获得了巨大
成功，不仅《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社进行了
刊载，还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了奖。

《花香千里》同样是一幅反映新时代
的精彩之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汪苗得
知义乌佛堂有一家养花专业户，经营有方，
美名远播，就特意上门去采访。汪苗了解
到，他家的花卉不仅畅销国内，还卖到了邻
近的日本以及遥远的欧美等地。外商通过
长途电话来要货，电话成了养花专业户的
致富法宝。于是，我们在年画中看到，各式
盛开鲜花的环绕下，健美的农家姑娘一手
拿着话筒，脸上盈盈笑容好像告诉我们又
接了一笔大生意；另一只手中还滴着水珠
的喷头，暗喻了她的勤劳与能干。

《花香千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应，观者认为新时代就需要这样的新年
画，耳目一新，催人奋进。《花香千里》喜
获第三届全国年画展银奖，并被中国美
术馆收藏。当然，汪苗更欣慰的，还是它
成了印刷品，飞进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家，给他们捎去了花香与喜庆。

新时代催生新年画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花香千里》

《八仙过海》

《屋顶花园》

《家家乐》

《我家买了大金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