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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釉弦纹三足炉

大江银行

大江银行是皖江抗日根据地建立
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无为游
击纵队、皖南事变突围到皖中的部队和
其他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七
师，师长张鼎丞在中央党校学习未到
任，由政委曾希圣一肩挑。曾希圣在红
军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从1932
年秋红军首破敌军密码算起，到1936
年红军会师，共破译了国民党军各类密
码860种之多，仅长征期间就破译当面
之敌177本密码。

此时的曾希圣狠抓皖江根据地抗
敌斗争和民生建设。至抗战结束，皖
江根据地建立了 3个专员公署、14个
县抗日民主政权，面积 3 万余平方公
里，人口约 300 万。全师也由开始的
2000 多人发展到 3 万多人，武器是全
日式装备。

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让根
据地军民很尴尬的事情。根据地的经济
发展虽然红红火火，但老百姓生活贸易
交往过程中使用的不是国民政府的“法
币”，就是汪精卫伪政权发行的储备
票、军用券等，这不仅严重影响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的改善提高，也严重影响根
据地巩固发展的信心。根据地中心地带
是无为等滨江地区，自古即是鱼米之
乡，对岸是长江水运重要港口的芜湖，
此时被日伪占据着。日伪便利用军用券
储备票来根据地套购，骗取各种物资，
使根据地军民遭受无法估计的损失。为
此，新四军军部要求各根据地建立自己

的银行和印钞厂。1943 年 6月，皖中
行政公署决定成立大江银行发行大
江币。

发行大江币，首先要能印出大江
币。此时根据地一方面指示七师驻上海
地下党负责人盛慕莱设法招聘印刷工
人，采购印钞机械等物资 （后招聘到
65人到皖江根据地，并通过中华书局
过雪川等人按汪伪的“储备票式样”，
将伍元、壹元、伍角、贰角、一角等五
种票面的“原版”，包括正背面十块版
子的石头和十块花边内的地纹版带到根
据地）。但这毕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过程，因此，根据地另一方面又采取权
宜之计，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先印刷简
单的纸币以救急。

特殊的“木刻”

如何先印刷简单的纸币，大家都想
到了木刻——木刻是中国绘画传统印刷
形式，当时根据地在宣传方面，由于没
有照相机，也通常采用木刻艺术来展示
宣传根据地军民生产战斗的情景，因而
木刻艺术家大有人在。

当时皖江根据地的吴耘就是其中一
位。他1940年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新
四军推进纵队战地服务团美术组长、第

七师政治部文工团美术股长等。新中国
成立后，历任《漫画》杂志编委、中国
美术馆展览陈列部副主任等。

大江银行负责人找到吴耘，请他用
木刻方式来刻制大江银行的纸币图案。
吴耘一听，非常高兴。木刻艺术不仅能
在抗战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现在还能
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作用，一定要好
好刻制。

他选用了较为坚硬的梨木和枣木作
板，“当时我用的木刻刀，大部分是自
己造的。有的利用旧钟的发条改制的，
有的是用自行车轮子上的钢丝锉成的。
为了刻制抗币，把这些简陋的刀子都磨
得十分锋利”，而画面必须以根据地军
民战斗生产的情景为主体。

由此，这张“一角票”展现出来了
特别的风采。

其票面画面完全是吴耘的木刻作
品，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的
顽强意志，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和广
大革命艺术家服从斗争形势需要，用作
品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自觉情怀。

吴耘保存了一部分手拓木刻钞票的
版样。他后来回忆，那些画面“可以看
到根据地军民合作奋勇抗击敌人、老百
姓欢庆胜利、慰劳新四军的画面，可以
看到皖中人民努力生产、兴修水利、建

筑水闸和修建长江堤坝的情景。还有一座
灯塔，则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背面“修建长江堤坝”的情景恰恰
记述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一大壮举：抗日战争时期最大水利工
程黄丝滩长江大江堤的修筑。此段大堤在
夏天洪水季节常常崩塌，然后横扫无为、
和县、含山、巢县、庐江等地，甚至冲过
巢湖直达舒城和合肥。洪水所过之处，这
些地方的洼地尽成泽国，人民惨遭浩劫。
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皖江根据地区域。必
须根除这一水患，保障根据地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1943 年 11 月底到 1944 年 5 月初，
时任皖中行署主任吕惠生主持修建了黄丝
滩大江堤工程。江堤从三支笔到新埂
头，全长 7.25 公里，高 2 丈，底宽 12
丈，动用民工21万人。前不久，当笔者
去拍摄此段江堤的图片时，对修筑情景
记忆犹新的老人仍然动情地说：“那时，
天一亮，太阳还没出，民工就自觉上坝
啦，打夯的打夯，挑土的挑土，没有谁
偷奸耍滑，都知道那是共产党在为老百
姓做事。”这一大堤至今仍在惠泽着以上
地区的人民。

这就是大江银行起初“一角票”的特
殊所在。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

特殊的大江银行“一角票”
李传玺

近代龙泉仿古青瓷的烧制缘起古窑
址、古墓葬的发掘，这似乎已成共识。

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 （1894） 前
后，德国传教士奔德在龙泉购地垦种时
发现古瓷，龙泉青瓷名声初显，日本、
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收罗青瓷，例如宣
统二年（1910），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人
日本人行原始平至大窑，与村民合作挖
掘，此后长达十余年。国内大批古董商闻
讯也接踵而来，加之民国初知事杨毓琦抛
开严禁发掘坟墓的军法，准许开垦墓园，
并亲往巡视，导致大量古窑址、古墓葬被
盗挖一空。古瓷大都行销沪上等大都市，
富贵之家耗费巨资购置正品以示身价，普
通人则买个次品或仿品把玩以充风雅。古
瓷丰厚的利润，驱使龙泉民间开始秘密研
制仿烧古青瓷产品。

“邑人廖献忠首谋仿古，几可乱
真，是为近代仿古之嚆矢……”民国龙
泉县长徐渊若在专著《哥窑与弟窑》中

这样定论。光绪二十八年（1902），廖
献忠与吴井兰至大窑发动村民在叶坞底
采掘出一种钢筋炉，由吴井兰购去。之
后他又频频到大窑古窑址寻找历代青瓷
残片，在自家作坊进行反复试验，还曾
在龙泉巨商赵道生于城区桃源山上修建
的龙窑中烧制仿弟窑型器皿，终于获得
青瓷釉料配方和烧制技艺。

廖献忠仿制的古瓷，无论是“晶莹
之色”还是“绿翠之形”，都可乱真，
一时名闻遐迩，并因此陷入一场官司。
1918年 9月，龙泉县大通和银行当手
（经理人）季克明一纸诉状将其告到了
县公署，称大沙张锡妹、城东张水清先
后将5件仿制的假古瓷托名为宋代大窑
古瓷，哄骗季克明以250元全数买下，
后季克明察觉是假货，无法转售，于是
控告张锡妹、张水清以及制瓷艺人廖献
忠串通诈骗。性格耿介的廖献忠在应诉
状中自陈虽然生活窘迫，却安贫乐道。

仿制大窑古瓷是为生活所迫，但明仿明
卖，并无欺诈。后浙江省长公署和省实
业厅分别签署训令和指令，要求龙泉县公
署查明实情，并指出仿古和伪造不同，若
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青瓷，理应保
护。最后知事撤销该案，牌示廖献忠领回
被缴瓷器，廖献忠以“瓷被更换”为由，
不愿领回，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在
《龙泉访古记》中谈及龙泉仿古青瓷时
则另持一说：“据说溪头李某最好，竟
可乱真。八都之刘马德亦在溪头烧过，
廖氏尚在其次。”李某谓谁，语焉不
详。据 《龙泉民国档案辑要》 一书记
载，1943 年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君
义、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龚庆
芳、许家溪等制瓷高手，在溪头组织仿
古青瓷研制小组。凭此推断，李某当指
李君义。其实，更应关注仿古青瓷研究
的组织者和推动者陈佐汉。在宝溪乡乡

长任上，陈佐汉召集当地制瓷高手开展仿
古青瓷的研究，庇护这些人免于被抓去当
壮丁服兵役，这也得到了县长徐渊若的默
许。《哥窑与弟窑》中记载了此事：“宝溪
乡龚庆芳兄弟以及张高礼、张高乐等六
人，以仿古著名，其制品甚精致。曾以恢
复固有艺术，系属专门技术人员为词，申
请缓招。余亦恐邑人仿古名手，日趋凋
零，颇有同情之意，为请于上峰，奉批格
于条例，碍难照准。今日已否从戎，尚未
探知。”

仿制古青瓷的场所就设在溪头村陈家
大院的前厅，置有相关设备。陈佐汉聘请
的仿制青瓷的主要技师是张照坤、李怀
川，后又从云和县请来雕塑技师彭益陶，
专做仿古青瓷器型的雕塑。另腾出自家的
一间旧房略加修整，命名为“古欢室”，
作用近似如今的研究室。

陈佐汉仿制的古青瓷，种类繁多，大
致有凤耳瓶、云鹤盆、双鱼盘、金鱼缸、
双鱼洗、双鱼碟、鸳鸯洗、牡丹瓶、鬲
炉、鱼篓瓶、印盒、龙虎瓶、桃洗、五嘴
瓶、观音佛像等数十种。徐渊若盛赞：

“陈佐汉氏等所制仿铁骨，有时颇可混
珠，若用药去其新光，更于底部或边缘略
碎米许，则好古者易于上钩。”

仿古青瓷“绝精妙”，常人很难识破。即
便学识渊博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哥窑
与弟窑》中记录了这样一桩趣事：龙泉的古
物商吴子忠，受战时寓居龙泉的知名瓷器
鉴赏家金石寿指点，仿制的古陶器纹款色
泽，咄咄逼真。曾仿晋代式样，制成陶器数
件，至浙大龙泉分校求售。各教授见其古趣
盎然，纷纷考证年代，度量分寸，辩论款式，
交口赞许，顷刻售罄。

仿古青瓷的烧制颇为不易，“出窑时
烧损极多，甚有全窑毁坏，什中得成六
七，已属大幸……”花费精力和代价之
大，个中滋味旁人难以体会。所以众多仿
古能手，对制瓷原料、釉色这些独门技
艺，都严守秘密，从不轻易透露。日本人
也有仿龙泉窑的作品叫七官手，沪上称为
老东洋，以鼎炉等式样为多，所仿钢筋炉
也很可观。其颜色将颜料掺入釉内，不像
我国处青釉料之能天然发绿，且略带黄
色，质轻，火度不高，击之无音，露胎处
发灰色，一望可辨。可见，龙泉窑青瓷传
统烧制技艺的精髓，外人是很难掌握的。

（作者系浙江省龙泉市政协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主任）

漫谈近代龙泉仿古青瓷烧制
陈小龙

顾炎武故居位于江苏省昆山
市千灯镇，经过多次重建和修
葺，成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

站在白石楼前，一副楹联甚
是大气：“春酒绿时留客醉，夜
灯红处课儿书。”此联将笔者拉
回顾炎武潜心读书的幼年时期。
顾炎武出生于江南世家，嗣母王
氏未婚守节、刚毅节烈，白天纺
织、晚上读书，并以于谦、方孝
孺等忠臣义士的故事教导顾炎
武。对联描绘了母子朝夕相伴、
涵养学识的美好场景，这段时光
奠定了顾炎武深厚的学养，更对
其政治态度、求实学风的形成大
有裨益。

到了亭林祠，一副楹联映入
眼帘：“入则孝，出则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后学。”带笔者步
入顾炎武投身抗清的青年时期。
1645年，清军攻陷昆山，嗣母王
氏幸免于难，但却不愿苟活于
世，绝食 15 日殉国，并留下遗
训：“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
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
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
训，则吾可以暝于地下也。”王
氏的忠诚气节、民族大义深深影
响了顾炎武的人生观、价值观，
彻底改变了顾炎武的人生轨迹。
此后，顾炎武背负着国恨家仇，
往来于长江南北，奔走抗清，兑
现了“遗民犹有一人存”的铮铮
誓言。

在正厅两楹，悬挂着对联：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
人来。”带笔者走进顾炎武游学
北方的中年时期。抗清失败后，
顾炎武变卖家产，开始了北游生
涯 。“ 九 州 历 其 七 ， 五 岳 登 其
四”，顾炎武在北方游历甚广，
先后到过山东、北京、河北、河
南、山西、陕西等省份。在山东
章丘，被田庄庄主谢长吉“坑骗

千金”，陷入“黄培诗案”。下联中
的“风雨”，意指人世间的险恶与
危险。当处于人生低谷时，内心会
孤独、悲凉、彷徨，这时如有故人
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就非常难能
可贵了。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
意气平。”此楹联张挂于清厅 （轿
厅） 的抱柱上，非常醒目，它带我
们重回顾炎武终成大儒的暮年时
期 。 对 联 中 的 “ 文 章 老 ”“ 学 问
深”指的是顾炎武著述丰富、学识
深厚。顾炎武一生勤于著述，对金
石考古、国家典制、郡邑掌故、水
利河漕等都有深入研究，完成了
《日知录》 三十二卷、《天下郡国利
病 书》 一 百 卷 、《肇 域 志》 一 百
卷、《音学五书》 三十八卷，成为
一代旷世大儒，形成了“博学于
文、行己有耻”的为学宗旨和实学
纲领。

走到门厅，“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楹联振聋发聩，它贯穿于
顾炎武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这句
传 世 名 言 出 自 顾 炎 武 的 《日 知
录》：“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
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耳矣。”顾炎武认为“国”指的是
王朝，而“天下”则是指道德、风
俗、文化。顾炎武深信“保天下”
比“保国”更重要，入清之初，他
投笔从戎，武装抗清；北游之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拯斯人于
涂 炭 ， 为 万 世 开 太 平 ”， 逐 渐 从

“ 一 姓 之 忠 ” 的 “ 保 国 ” 转 向 了
“保天下”。

观故居读人生，品楹联忆先
贤。“宜而子孙位业位公金母，殳
于兄弟才华季虎头龙。”先生心中
的大道、大任、大节、大爱，先生
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人格风
范 ， 一 直 都 是 我 们 的 宝 贵 精 神
财富。
（作者单位：中共昆山市委党校）

品楹联忆先贤
——顾炎武故居楹联欣赏

叶玲飞

日前，“百年巨匠 百年史诗
——百位大师风采特展”在国家
博物馆举行。

此次特展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阵容强大，百位巨匠的展
品按主题篇章分别展陈于国家
博 物 馆 两 个 展 厅 。 其 中 ， 以

“笔墨精神”和“自铸伟辞”两
大篇章，铺陈出美术书法篇和
文学篇的 32 位历史人物。另一
个展厅的展示内容分为四个篇

章：“锵金铿玉”篇依次展出 《百
年巨匠》 戏曲篇、戏剧篇、曲艺
篇 以 及 音 乐 篇 共 计 27 位 历 史 人
物 ；“ 培 根 铸 魂 ” 篇 将 视 角 对 准
《百年巨匠》 教育篇、国学篇和体
育篇的 14 位历史人物；“功勋百
代”篇展出百年来为推动我国科技
进步和建筑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取
得杰出成就的 11 位历史人物；在

“妙手仁心”篇中，展现了京城 4
位名医的风采。

“百位大师风采特展”亮相国博
本报记者 付裕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元代青
釉弦纹三足炉，出土于江苏省太
仓市樊村泾遗址，其施粉青釉，
底内外无釉，兽蹄形三足悬空，
腹壁饰三道平行宽带纹。

筒式炉是宋至明代流行的一
种炉式。此炉器型端庄秀巧，釉
色莹润淡雅，体现出文人士大夫的
复古追求以及崇尚清雅的艺术品
位。

这张特殊的“一角票”，正面图
案是浩瀚的大江，有船扬帆驶过，江
岸上一座巍巍的灯塔，正放射出两道
巨大的光柱，刺破无边的暗夜；背面
图案，高大的江堤上，人们正在紧张
地修筑，有六人正在抬夯，一人正挑
土走上大堤，一人正在平复堤面，另
有两人似乎正从堤下挑土上来；图案
四角上面两角正刻着“1”，下面两角
斜 刻 着 “1”， 图 案 上 方 正 中 刻 着

“1” 以 及 当 时 “ 角 ” 的 拼 音 文 字
“GYO”，下面正中刻着发行年份，图
案上盖着行长和副行长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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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釉弦纹三足炉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