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金芳

癸卯七月初一，长兴县乡贤文化工作组的同仁在县
委统战部的组织下，去杭州国家版本馆参观巡览，笔者
有幸忝列其中。

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有青青翠翠的竹园、云缠雾
绕的茶山、水波涟涟的湖泊、金浪翻滚的稻田，也出土
了许多文物。其腹地良渚因首先发现新石器晚期文化而
闻名于世。杭州国家版本馆，又名文润阁、中国国家版
本馆杭州分馆也称总馆异地灾备库，是具有江南特色版
本库，就位于良渚（杭州市余杭区文润路1号）。

由龙泉青瓷拼成的一扇扇屏风，如同宋代的画屏。
进入杭州国家版本馆，这座华东地区版本资源集聚中
心，如同置身中华文明种子基因库，也让人感到巡游中
国古典山水画中。

书籍的形式与内容互为表里，构成了版本文化的核
心。中国历代典籍灿若星河、汗牛充栋。在漫长的探索
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基
本可以囊括中国古代的所有典籍，成为中国传统典籍科
学合理、应用广泛的分类法。杭州国家版本馆遵行“四
部”法则，以版本文化为视角，对四个专题的历代江南
典籍作了一次巡览。

湖州春秋时原本是吴国领地，楚灭越后成为楚国领
地，秦代称“乌程”，隶属于会稽郡。汉代沿袭了秦代
的叫法，汉末三国时期的孙坚，因功被封为“乌程

侯”。后来，因为这里靠近太湖，便改名为湖
州。版本文化源渊流长，一脉千秋，底蕴深
厚。五千年的文明史，“版本”在龟甲上刻上
了岁月的痕迹，在竹简上烙印了历史的风
波。不朽的青铜还原惊天的工业，古老的摩
崖石刻沉默着渐褪的颜色，原始的绳结、碎
石的排列、陶器上的符号都想在“版本”上
艰涩地说些什么。在杭州国家版本馆内踯
躅，湖州元素随处可见，版本载体多元，内
涵丰富。

一、乌程汉简。战国至唐。在纸发明以
前，简牍、缯帛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载体，
其上文字主要用笔墨书写而成。无论是简牍
还是帛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版本都有
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乌程汉简，2009年于湖州市区旧城
改造施工时被发现，随后流失民间，经有识之士多方抢
救征集，先后被北京翰典艺术馆收藏，目前计有341枚。

乌程汉简，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成批出土简牍，
也是浙江地区首次发现的汉代墨迹，是极其珍贵的版本
资源。乌程汉简形式多样，按照内容主要可分为纪年
简、公务简、信牍、抄书简、习字简、医药简、其它简
等七大类，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领
域。杭州国家版本馆展出的28件乌程汉简，涵盖了纪
年简、公务简、信牍、抄书简、习字简等五大类，具体
包括纪年简1件、公务简16件、信牍9件、抄书简1
件、习字简1件。

乌程汉简年代跨度近400年，据简牍所书纪年，最
早在西汉文帝时期；以书写风格看，最晚约在汉末三国
时期。其中字体主要包含篆、隶、草，也有许多书写形
态处于字体过渡阶段，呈现了早期楷书和行书的结字特
点。虽然其书写者不一且大多书写潦草，但仍不乏精品
之作，为浙江书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版本形态来看，乌程汉简全部为木制，形式多
样，如牍、牒、版、“两行”（即宽简的称谓，由于其上
通常能书写两行字而得名）等，虽然因为残损程度较
重，无法整理出原本尺寸，但却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简
牍的多种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乌程汉简作为出土文献，可以印证或补充史籍记载的
不足，能帮助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湖州地方历史、地域文化
以及书法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及版本价值。

二、西周小垂腹扁足兽面纹青铜鼎（仿制品）。原
件属于长兴县博物馆藏品，兽面纹青铜鼎敛口宽沿、立
耳、鼓腹、浅平底、高圆足，腹部饰有两道弦纹，主纹
饰为左右各一凤鸟作回首状，两凤鸟之间则有一兽面
纹。器行敦实厚重，只须一眼，便可让驻足观赏的市民
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脉络。

三、《说无垢称经》。宋刻本《说无垢称经卷第六》
属于国宝级的著名古籍珍品《思溪藏》（湖州本）的一
部分，是自问世千年来从未再度面世的一部雕版藏经，
其印刷流传充满传奇。

四、《唐骆先生集》。唐骆宾王撰,明王衡等评释。
明万历吴兴凌毓楠刻朱墨套印本。

五、《说文解字系传》，清光绪元年归安姚觐元川东
刻本。姚觐元，湖州归安人，字裕万，号彦侍。姚文田
孙。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光绪间历任湖北按察使、广东
布政使。承祖父家学，精于声韵、训诂。

六、《宋韵湖镜·映照古今》。由杭州国家版本馆与
湖州市有关部门联合策划推出的“宋韵湖镜·映照古
今”——湖州镜文化版本展，已于2023年8月正式在
杭州国家版本馆内开展，计划展陈至2023年10月31
日。湖州镜以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精湛的工艺闻名于
世。它的美学追求在于简约而不失精致、素雅而不失高
雅。宋代湖州镜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制品，更是一种文化
和艺术的表现。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
技巧，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象征和审美追求的体现。本
次展览共展出精品铜镜160余件，其中宋代湖州镜130
余件。形态多样、造型精美、技艺精湛、品相完好的铜
镜，按照镜源、镜精、镜韵三个单元展陈。本次展览堪
称国内湖州镜精品的首次大规模集成展示，打造了一场
宋韵美学的专题视觉盛宴。

杭州国家版本馆是新时代的文化地标，是国家站在
文化安全和文化复兴战略高度上谋划的用以存放保管文
明“金种子”的“库房”。其一砖一瓦、一棱一角的背
后，是中国人珍视版本、珍视文明的品格，是文润浙
江、文润中国的底色。一方地域的人文渊薮，终究成为
这方地域黎民百姓的精神滋养和文化基因，或隐或显地
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洇漫开去。民族复兴，文脉绵
延，方能烛照前路。

杭州国家版本馆中的湖州元素

徐秀米

秋初一个下午，与同学一起二访钟文刚老师，因时
间不够友好，散场虽晚意犹未尽。好在“微信”便捷，
钟老师的几幅有关蛐蛐的瓷板画就这样以图片的形式与
我在线上见了面。

间隔有距的几块水边残石中的一个小爬虫率先蹦入
我的视野。定睛一看，是一只孤胆英雄花褐色蛐蛐。但
见细若游丝的长长触须像两束电波左右发射，显然是探
得心仪之物，前足两侧促蹬，后足收缩蓄力，一弹一跳
跃至石上，奋然前行。大概是在这片千年沉积的砂石乱
藻中独居得太腻太寂寞，故而对外部世界的猎奇蓄谋已
久。它跟另一只于草丛里卧薪尝胆独闯江湖的或者再另
一只栖息于柳叶枝头的同类一样，虽然还不太老练，但
充满向往的精力充沛以及漾及灵魂的灵韵跃然瓷板之上
得隽之永。瞅着它们，笔者不由得感慨它们真了不起，
既胆大又机智，虽孤舟独桨单枪匹马行动，但绝不草莽
行生，乱石中它呈褐色，草丛里又自带黑绿。它们充满
心机地把环境长在自己身上迷惑异族，严防不测。只是

有趣的是，两只雄蛐从来互为天敌，双雄相遇从无儿
戏，唯有战斗。

听得一阵像是以声壮威的竖翅尖鸣时，正在一片瓷
板上的陈草污藻里寻找“石二”的名章落处，刚想好好
琢磨每幅画独特的留章版式，冷不防就有阵阵旋风刮过
脸际，板上留白的长空阴霾沉沉，暴风雨来临前的攻守
进退已然不知多少回合。我一边希望目光能早早离开这
荒滩杂野之地，一边又感觉自己内心的胜负欲被激发
了。立刻分析它们的触须方向、口器大小、前腿的跨越
幅度，后腿的伸缩程度，尽管细致入微，仍无法预判谁
是最后的赢家。于是我的一群好奇的朋友们赌马似的各
抒己见，有人觉得上方那只，腿部色泽相对较弱，前腿
伸展不充分，可能已是强弩之末；也有人觉得同是这
只，开口威猛，振翅剽悍，战斗力不容置疑；还有人说
下方这只目光凶残，触须如利剑，六条腿火力猛开，理
应必胜；同样有人见地独到，入木三分点明下只胸部褐
熟，后腿暗朱，脑笨躯重，属于外强中干一类，经不起
沙场检兵。我万万没想到两只蛐蛐只是来客串了一下她
的世界，却让自己陷入了它的世界里神志不清。他似乎
自己从头到脚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毛孔都在眼前刀光剑
影、硝烟四起的战场出生入死，但闭一闭眼睛再睁眼，
又觉得有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走近他，亲近他，修改他的
认知，这可能不是一个斗争画面，只是两个曾经打打闹
闹年少失散的伙伴，热情奔赴互道衷肠的久别重逢。

我暗暗一惊，两只蛐蛐的凌空相遇竟有似敌似友，
可敌可友的对立统一。回忆初次见钟老师静观堂的长幅
枯木条画，同学问见此画的感受，我说自己是外行，同
学说那就说说外行的感受，我说就那种图王霸业，一气
呵成的感觉。我清晰地记得自己被笔锋和线条的气势干
翻的那一刻，内心激荡，久久失语。半月后，惊见瓷板
蛐蛐，与钟老师对话，我说老师你画的不是画，是音乐
啊。老师说，绘画的确讲究气韵生动，与音乐可通感。
我似乎觉得蛐蛐的每一次振翅搏击和唧唧促织，都在瓷
板上唤起自己年少的时光，那段时而与伙伴打闹生气，
时而嬉戏开怀的时光。

只是岁月流逝，生命的节律渐渐模糊，现实与过往
频繁交叠成不可触摸的幻境，幻境里有两个陶醉于瓷
器，古玩，园艺，书画里的男子俨兮若客，称兄道兄，
徐同学称钟老师文刚兄，钟老师称徐同学夏予兄，许是
互为彼此学识折服，谁也不可使对方为弟。他们跟笔者
家里两个谁也不愿为弟的孙辈小儿恰恰相反，一个年纪
小，个子高，一个实际年龄大，但长得小，个子大的觉得
大个的应该是哥哥，年纪大的觉得年纪大的得做大哥。瓷
板上的那对难辨弟兄的蛐蛐不停地在笔者的眼里突破幻
境，我忽而觉得它俩就是敦厚若朴的徐、钟二人，互为蛐
兄；忽而又觉它俩是天真无邪的家中小儿，互不肯弟。我
不由得哈哈大笑，连同半月前初次见面死命憋住的那部分
也喷薄而出，竟笑得花枝乱颤，久久不能停息。

曾无意中潦草看过“珠山八友”的瓷板画简介，深
知以瓷入画，以胎为纸的不易，总觉得在瓷板上彩绘的

人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落入人间，才能在糙涩瓷
坯上勾勒得毫无板滞，行云流水。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竟
让自己真真切切与“神仙”迎头相遇。而这个手绘蛐蛐
的大神一定也不曾想笔下几只瓷板上的蛐蛐，竟充满人
间欢乐，给一个画盲留足想象和回忆；而那个瓷板上的
落章，或于远离喧嚣之处，或于嘈杂暗哑之中，它静默
如斯，坚定如斯，我沉浸其中，仿佛正踏过小径，走向
儿时温暖的小屋，甩小炮、捉迷藏、斗蛐蛐。

促织时光
——赏钟文刚瓷板画之蛐蛐篇

洪明强

在我国，每个城市里都有巷子古弄，所不同的
是，北京人叫巷子为“胡同”，上海人叫“里弄”，
湖州人叫“弄堂”。在胡同、里弄里，能听到正宗的
京腔和上海话，而在湖州的弄堂里，我们常能听到
主人送走客人时说的一句“百坦”的吴语。百坦，
道出了湖州人柔软而慢节奏的生活。

湖州地处太湖南岸，是江南著名的水乡城市，
很少有旱灾、地震。湖州是个小城市，千百年来，
人们一直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湖州的弄堂里，没
有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那么喧嚣热闹，尤显宁
静，静得能听到人们走在巷弄里青石板上“笃笃”
的脚步声，和墙门上铜环轻轻的叩门声。

笔者曾在马军巷居住多年，深知巷弄里为何会
如此静谧？我家的墙门堂外，竖有一对“沈氏堂
界”的花岗石门框，走进墙门就有一个大院子，南
北两边都建有楼房。再往里走又是一个大天井，天
井边有一口古井，四周建有一幢连体楼房，楼下有
几间厅堂，厅堂边全是厢房，厢房已成了邻居们的
厨房。楼上的屋檐、楼廊相接，这些古建筑占地
大，院子深，院子中带天井，整座古建筑，布局合
理，浑然一体，主梁、廊道上的立柱、厅堂上的落
地长窗，均有浮雕，各种人物、狮、象、马、龙凤
及花草树木、奇鸟异兽，形象生动，精雕细琢。院
子、天井中的石级，均用雕刻的花岗石板，和长条
石砌筑，这幢楼被居民们叫成“走马楼”，前后院的
楼顶上各建有一堵封火墙，既能挡住火灾，又能挡
住声音的传入，谁在巷子里放鞭炮，声音再响也不
会惊扰墙门堂里的居民们。

据熟知湖州人文历史的邻居陈老伯说，马军巷
曾是南宋大将军韩世忠驻扎宋军、养马的地方，后
故取名“马军巷”。那么，当年宋军屯兵养马究竟在
马军巷的何处？在马军巷的十几条弄堂里，唯有狮
象弄里有个大院子（原湖州军分区人武部），还有后
院，那驻扎宋军上千官兵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马
毕竟是动物，每天所发出的嘶叫声，难道不影响马
军巷里百姓们的正常生活与休息？其实不然，马军
巷里凡是有钱人家的屋顶上，都建有封火墙、马头
墙，还有楼房外那一堵堵高高的围墙，都起到了
防火、隔音的效果；弄堂与弄堂之间的空间，七
弯八拐的小弄，和屋顶上那无数的瓦片，都是天然
的消音器，巷子外无论有多么喧嚣，响声有多大，
当声音刚进入巷口，便会自然消失在马军巷的条条
弄堂里。

当然，马军巷里的宁静，是由骆驼桥上、东街
上的喧嚣声衬托出来的，当你从热闹的东街上，一
头钻进马军巷，你就会仿佛进入一条声控隧道。或
许，你会感叹：哦，这里离东街仅几十米的距离，
怎会如此安静？静得一根银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
听到。夜间，行走在弄堂深处青石板上的脚步声，
清脆悦耳，余音袅袅，会传遍整条弄堂。偶尔，不
小心踩到一块已松动的青石板，青石板会发出“噼
啪”一声，行走的人心也跟着“咯噔”一下。

有时，马军巷十几条弄堂里，会同时遭遇雷阵
雨的侵袭，雷雨时，电闪雷鸣，建得再高再坚固的
封火墙、马头墙，也不可能阻挡得了电击雷打。相
传，古时马军巷里曾发生过封火墙、马头墙遭雷击
而倒塌的事。到了晚清，巷弄里的居民在自家的屋
顶装上了避雷针，有的避雷针巧妙地装在了马头的
嘴巴上，从底下望上去，像马嘴里吐出的舌头，形
象逼真，又能有效地防止雷击。巷弄里下雷雨，不
同于大街上，豆大的雨点携着大风，斜着倾盆而
下，泼向一幢幢古建筑、大小院子、落地长窗、镂
空的小窗户。屋檐上的雨水顺着瓦片哗哗地往下
流，巷弄里顷刻间变成了一条条雨巷，雨水从青石
板上流入阴沟。有的小弄里的青石板被垃圾、淤泥
堵住了下水孔，雨弄变成了水弄。雷雨终于停了下
来，巷弄里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通阴沟的、扫水
的忙成一片。

雷雨过后，笔者常喜欢迈步于马军巷的钱家弄
里，听着屋檐上雨水往下滴的声音。有一次，我刚
走入弄口，巧遇两个女人从两扇窗户里，往外探出
半个身子，我以为她们在聊天，她俩却说：“在听雨
滴声。”“叭嗒、叭嗒，嗒、嗒、嗒……”这一幕，
是我在钱家弄里看到的最靓丽的一道风景，滴水之
声似乎放慢了节奏，宛如弄堂里一个个跳动的音
符，由快变慢，以静制动，直到消失在弄堂的静谧
之中，这是一种美，美得让我陶醉。

马军巷里的条条弄堂狭窄而悠长，宁静而温
柔；狭窄的弄堂里两人迎面时要侧身才能通过，长
的弄堂望不见弄底，深不可测；静得能听到自己的
心跳声。弄里的姑娘冲你微微一笑，恬美、柔情似
水，让你久久不会忘怀。

巷子北面是务前河，常有一艘艘小木船从河面
上划过，溅起的浪花声会飞入沿河边的每条小弄
堂。傍晚时分，这些弄里的居民闲时爱搬个小板
凳、小竹椅，坐在家门口喝喝茶、聊聊天、吹吹弄
堂风、看看河面上划过的小木船，忙碌了一天的浮
躁、疲惫之心，在弄堂里的宁静中瞬间得到了释
怀。弄堂里的一切，构成了一幅幅江南水乡极其精
美，生活味很浓的画卷。

今天的湖城，喧嚣繁华。但我同样渴望昨天小
弄里舒适宁静的生活。因为，宁静远离烦恼、争
斗。那些年，我是从马军巷的每条小弄堂里，看
到、听到蕴藏在小弄里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湖州人
文历史，和一个个平常百姓的故事。

宁静的马军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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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评赏

苕上漫笔

明万历吴兴凌毓楠刻朱墨套印本《唐骆先生集》

文化视点

湖州镜文化版本展《宋韵湖镜·映照古今》场景

蛐蛐瓷板画

虫鱼系列瓷板画

乌程汉简，2009年湖州市区旧城改造时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