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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使笑者深有感触的一件事是：在一篇介绍傅大卣先生的文章中，说傅先生除青铜器鉴定外，对杂项也
精通。
一次某文物商店卖给日本人一批旧印章，请傅先生把关，他挑出许多珍品。
“其余的七千二百方印章，商店竟以大的六元，小的三元的价格一次出口。
”这件事让我震惊了！
旧印石是“宝”，旧印刻不可再造，不应视为普通商品。
陈介祺的“万印楼”，苦苦矛集几代印藏家的心血，也才不过七千三百方印。
印章是印文的载体，上面刻有精深的书法、篆文、历史、民俗、艺术等等。
日本人买走做印材把它磨光，这是把上面的中华文化全磨掉了，是很可叹的事。
笔者多年来努力搜集一些印文，力求考证一下，说明印章并不只限于印材价值，有的远远在字画、瓷
器之上。
囿于笔者接触范围有限，只能作为抛砖引玉，望以引起人们应有的注重，以达到弘扬中华文化，保护
古代文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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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四五百竿竹，两三千卷书”    此句曾数见于板桥题画，是板桥生活之理想与实际写照
。
竹与板桥一生缘分不断，其画竹、咏竹出神入化，绝世无比。
种竹、赏竹是板桥一生爱好。
范县、潍县，自古无人种竹，植竹者始自板桥。
晚年板桥回兴化，围小园，取名“拥绿园”，内栽兰、竹，题匾“聊借一枝栖”。
“四五百竿竹”正是郑氏园林写照。
“两三千卷书”状板桥闲适生活，可谓“一竹二书”重于其他。
板桥辞官去潍，惟毛驴三头，一坐书僮，一驮书箧，一自坐而已。
在范县与堂弟郑墨信中说道：“欲买地鹦鹉桥南，希望造草屋八间；其两间书房，放书会客⋯⋯院中
种竹种兰。
”但因辞官后两袖清风，一生不得实现。
可见在他心中，竹与书的位置极其重要。
    （二）“宅从栽竹贵。
家为买书贫”    此句似指郑氏为官时的状况。
因辞官后嫁女也不过“赠尔春风几笔兰”而已，无钱造房买书。
板桥一生豪放不羁，不以金银为重。
《自序》中说：“初极贫，后亦稍稍富贵，富贵后亦稍稍贫。
，'此处“家为买书贫”应指“后亦稍稍富贵”的为官之时。
在潍县为官时，可捐修城费数百两银，但辞官后百两的造屋钱，始终也未落实。
虽“大幅六两”时可能聚些银两，但板桥生性落拓，一旦有了钱大把大把地周济，故“黄金避我竟如
仇”。
可见此处之宅，是为官之宅，应指范县、潍县为官之时。
    （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    此句出于汉代蔡邕所题曹娥碑上。
蔡邕是蔡文姬之父，汉代大学者。
此句为一字谜，读《三国》者均知，谜底为“绝妙好肄”。
三国时，曹操过兰田访文姬家，只有曹操与杨修猜知此谜。
后来杨修因才高遭杀身之祸，与此事不无关系。
“黄绢”者，色丝也，为“绝”字；“幼妇”者，少女也，为“妙”字；“外孙”者，女儿之子，为
“好”字；“齑臼”者，肄——受五辛之器也，受辛合为“肄”，今“辞”字。
    既然“畏人嫌我真”是郑板桥之印文，这方六面印的另一面印文中的“黄绢幼妇”就引出了“少妇
”，即饶五娘的问题。
    在道光年间出版的《郑板桥集》和任乃赓《郑板桥年谱》中，均无饶五娘的记载。
自从入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郑板桥扬州杂记》手卷发表以后，才使在郑氏诗中和家书中若隐若现的饶
五娘身份问题得到印证。
《杂记》是板桥在潍县为官时作于济南锁院的手迹，第一段就记载了郑板桥与饶氏韵事。
郑氏亲笔写下“问其姓，姓饶，问其年，十七岁矣”，“江西蓼洲人程羽宸⋯⋯即以五百金为板桥聘
资授饶氏。
明年，板桥归，复以五百金为板桥纳妇之费。
”单国霖先生在《郑板桥与饶五娘》一文中详细考述了这一重要发现（《文物天地》一九八三年第三
期）。
乾隆六年，郑板桥任范县知县，饶氏亦随同前往，郑氏在《止足》诗中谓“年过五十”，“闺中少妇
，好东无猜”“花下青童，慧黠适情”。
此事也可从郑氏家书中得到印证。
乾隆九年，板桥给郑墨的信中又说：“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可将此书读与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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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饶嫂听”。
书中所称饶嫂当是饶氏，另有一郭氏为继室，饶乃板桥的如夫人（单国霖：《郑板桥与饶五娘》）。
    关于郑板桥的儿子与岳母：“饶氏成为板桥的爱妾，相随终生。
后来在山东生一子。
一说名为麟儿，但无确证。
”（《扬州八怪传》）。
儿子之名无确证，但饶妾生子之事确实无疑。
板桥《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中讲到：其子六岁时入书塾读书，他写下五言绝句四首，“令吾儿且读
且唱，月下坐门槛上，唱与两太太、两母亲、叔叔、婶娘听，便好骗果子吃也。
”这里两母亲即是郭氏和饶氏，按封建社会常规，正室之子无称庶母为母亲之理，又可推知这一子是
饶氏所生。
其中两太太又为何人呢?板桥《乳母诗》记“四岁失母”，“继母在他十四岁时亡故”。
板桥遇饶氏母女时，饶母曾有言：“足养老妇人可矣。
”那么有一位太太应是饶母（《郑板桥与饶五娘》）。
    从郑氏的《杂记》、《家书》和诗歌中，我们得知了他在山东为官时家有少妇、幼子、岳母的真实
生活，恰好和印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相对应。
但是自板桥之后至今近二百年来，《板桥集》、年谱、家书中，虽有“饶嫂”，“两母亲”之说，并
不清楚与“少妇”的关系。
少妇即饶五娘，是近二十多年来研究《杂记》的结果。
而在这方旧石古印的印文中，却能把“幼妇”、“外孙”问题准确地反映出来。
    （四）“畏人嫌我真”    板桥一生耿直坦白，无所忌讳，自然颇为官场所忌。
正如后人所评“嵌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
“畏人嫌我真”并不只是说郑氏耿直，不宜于当时官场。
更让人畏惧和伤心的事是，为“排斥一个山东老吏，什么流言都是可能散布的”。
流言杀人，板桥辞官也好罢官也好，到头来一个两袖空空的清官竟难脱“还愁口说无凭证，暗里赃私
”的困境。
虽然板桥去潍时，“万民空巷，百姓痛哭遮留，画像以祀”，但板桥辞官之后，这内心上“暗里赃私
”的一刀伤痕，至死难以平复。
    板桥罢官在乾隆十八年冬，当年除夕是在南园“旧华轩”度过的。
早在乾隆十四年，郑氏在《自咏》中说：“潍县三年范五年，山东老吏我为先。
一阶未进真藏拙，只字无求幸免嫌。
”此诗出现了真、嫌的问题。
故“畏人嫌我真”一印应产生于官潍时期。
鲁东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发生灾情，板桥“十二年告实不许，反记大过一次，百姓含愁，知县解体”
。
至十八年辞官，这几年中，从“畏人嫌我真”到“难得糊涂”，反映出板桥的处境和内心变化。
    （五、六）“少可多否”、“聊以自娱”    这方六面印，列出郑板桥在山东为官时的经济（家为买
书贫）、家庭（少妇、岳母、幼子）等方面真实状况，反映出对流言（“藏私遍鲁东”）的驳斥（“
少可多否”），及无可奈何（“聊以自娱”）。
    板桥的“乱石铺街”、“六分半书”形成于范县署中。
此时，给郑墨的信中说“字写汉魏，崔蔡钟繇⋯⋯”对蔡邕等人书法切加点评。
其六面印中出现“黄绢”一词，是顺理成章的。
细观六面印文字，均守汉印规制，而风格各异，艺术性很强。
尤其是“畏人嫌我真”印文中，“畏”与“我”字之篆书，出现“乱石铺街”的布局和体式，这在郑
氏印文中是少见的，又很具个性。
翡翠印如同象牙印一样，是一种高档的印质材料，翡翠质的优劣决定印的主要价值。
一般来说能拥有翠印的人，还是很有地位、钱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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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质地极硬，一般京、津、沪之外的城市，不要说买料刻印，连听都听说过。
硬质印大都用方刀，即四角刀，磨好后以肩抵刀柄，如同削马掌一般，冲几刀换一个角，四角用过后
，然后再磨刀。
故刻玉印、翠印要价很高。
名师张志渔1940年在北京印章店挂单时价格为：一般寿山、青田刻印一方二元、象牙印十元、水晶印
二十元、玉印三十元。
那么，翠印价格则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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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中国的印章历史很久远，至少在商周时期就已经问世应用。
三千年来主要是以铜印、铸印为主，至唐宋出现鉴赏印之后，零星自刻印才出现。
元明以来一些文人自己动手篆刻石印，遂开创了篆刻的新局面。
对于铜印的官、私印章，历来多有著录，本书不多涉及。
本书主要以石印的研究与鉴赏为主，大致包括三个內容：    一、对印石品种的认识和鉴别：印石是一
宝，必须像珠宝翠玉那样理解其品位和价值；二、对篆刻和印家的了解：石印是篆刻的载体，石印的
名家作品同碑帖书画一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三、举些例证：说明对印章收藏的一些
看法，尽可能地增加读者对印章收藏的兴趣，提高鉴赏水平。
    印章的研究和收藏，是一门综合的学问，博大精深。
它包括印石的辨识、篆刻印派风格、印纽雕刻艺术、古文字学等内容，更涉及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
生活，是一种高雅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极有兴趣和耐人玩味的收藏项目，还是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艺
术品。
    石印的收藏，首先要从印章石谈起。
印石主要是叶腊石，对其必须要有一定的了解。
可能有些人会说，我就喜欢听有趣的事，不爱听枯燥的理论，从中学文理一分科。
就把那些元素符号还给书本了。
但是笔者在此还是要奉劝一句：现代的收藏家已不同于以前的古玩商，只凭经验是赶不上时代了。
必须要具备综合的文物知识，既要有丰富的经验，也还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才能保证收藏兴趣的不
断提高和投资有好的回报，不交学费也能成为行家高手。
    叶腊石（Pyrophyllite），也称为腊石（Agalmatolite）。
石质脂润，品种和产地繁多，色彩瑰丽，柔而易攻，多用于石雕和制印。
在中国称为图章石（FigurStone）。
最著名的是福建省福州市北郊寿山乡所产，故称之为“寿山石”。
其他有“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石”（高岭石），为中国四大印石。
其产地除此之外在全国还有多处。
据考世界上现有一百多处，如朝鲜、日本、泰国、南非、意大利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均有产出，但
是以中国产品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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