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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标

承豹兄要出一本文集，嘱我写
几句，我一时不知从何落笔，忽然
间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是 1967 年秋天，我在宁海
县越剧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而陈
承豹则师范毕业分配在城南小学教
书，十分热爱美术。那时候我们并
不相识，一场轰轰烈烈打打闹闹的
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与社会融在一
起，我们同属一个派别，彼此也就
认识了。

有一次，县里组团去杭州搞活
动，团里有我和陈承豹，由于年龄
相仿，观点相同，爱好相似，我们
很投缘。我们住在杭州城隍山下的
一个党校里。那时候，社会上派性
狂热，斗争激烈，一个个都中了魔
似的。我和陈承豹每天无所事事，
便相约去爬党校旁的城隍山。细雨
后，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气，山
道上的石级洁净如洗，一级又一
级，诗情画意地向山顶蜿蜒而去。
我们边走边聊，无所不谈。谈些什
么呢？至今已过去五十余年，哪里
还记得住，但有一点记忆深刻，那

就是我们都发出了这样的思考：今
后的人生道路往哪里走去？我们已
厌倦了那些无止无休你死我活的相
斗，眼看青春岁月如水逝去，能不
为之惜？我对承豹说，我内心最想
的就是学点艺术，潜心创作，并有
所建树。承豹连声赞同，说他的想
法与我一模一样，他也志在艺术天
地而非其他。两人越说越投机，真
有相见恨晚之感。在那个阶级斗争
高于一切、艺术噤声的年代，我俩
在这雨后桂香的城隍山上，吐露心
声，惺惺相惜，真是难得！

此后，他到浙江美院读书去
了，而我，也去了北京中国艺术研
究院研究生部编剧班进修。再后
来，我们都从家乡宁海来到了宁波
这座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
他在群艺馆里做美术干部，并担任
市美协要职，从事美术创作的组织
工作；我也调到市文联，工作涉及
文学、戏剧、美术、书法等领域，
并继续为戏剧和文学创作而努力。

我们是在践行城隍山石级上的
誓盟吗？分明是的，我们都为此而
自信、自豪。犹如登山，一级又一
级。

对于陈承豹来说，求学浙江美
院是生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不
能不多说几句。仿佛是峰回路转，
天地新开，一个崭新的天地呈现在
他的眼前，这是一个充盈着强烈艺
术气息的天地，曾让多少人梦寐以
求！浙江美院现已改名为中国美
院，这在中国同类高等院校里是独
一无二的。学校环境之优美，校史
文化之绚烂，师资力量之雄厚，都
似西湖的湖水风光，一叠又一叠。
一大批学养深厚的中国画大家云集
此地，成了陈承豹的老师。吴茀
之、陆维钊、诸乐三、陆抑非、王
伯敏、李震坚、方增先、宋忠元、
顾生岳、童中焘、孔仲起、吴山
明、卢坤峰、章祖安等等，一个个
响亮的名字，如群星灿烂。此时的
陈承豹可谓如鱼得水，春风得意！
他全身心投入学业，人物、山水、
花鸟，皆有所学。尤其是花鸟画大
家吴茀之先生，人品画品皆居极
顶，承豹敬崇备至，每至周日上
午，他带着习作上门求教，吴先生
热情地肯定他的作品，赞之为“用
笔大胆，用墨不浊，笔底很清，格
调不俗”，同时又会给他指点努力

的方向。吴先生那高深的学养和高
超的技艺，如春风细雨滋润在承豹
的艺术心田。承豹每每与我见面，
会发自肺腑地说，真是如醍醐灌
顶，受用一生啊。

数十年的勤学苦练，铁棒磨
针，练就了陈承豹一手好画。他的
山水画朦胧而简约，高古而幽深，
风姿绰约，别具一格。他多次入展
全国美展，并多次获奖，他的画册
出了一本又一本，可谓是成果满满
了。早年，我曾经看到过他的一幅

《思乡图》，不由双目一亮：苍岩古
树，小桥清溪，浓淡枯涩，浑然成
趣，弥漫着一种可以触摸的激情。
若非数十年的磨砺，何来如此笔
墨？若非对家乡的深情眷恋，何来
此种意境？是的，在画家的笔下，
天地万物都是有生命的。辛弃疾
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
应如是。陈承豹是个钟情于笔墨画
事的人，翰墨丹青、挥毫写意是他
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纯
粹，他的作品也纯粹。这是一个真
正可称为画家的必须具备之品格。
欣赏陈承豹的画，有时我会想到在
北京读书时，听美学老师叶朗说司
空图二十四诗品“冲淡”篇，句云

“ 素 处 以 默 ， 妙 机 其 微 ， 饮 之 太
和，独鹤与飞”。其意境之美妙，
恍兮惚兮，如悠游于太空。眼前，
承豹兄之画作仿佛如是了。

陈承豹多才多艺，不仅字画
好，而且会拉琴吹笛，会诗词文
章，会乒乓篮球。偶尔画事之余，
他会写一篇声情并茂的散文，发给
我看，也发给某个报刊去发表。偶
尔话题相碰，我们会说上半天 《红
楼梦》 而意犹未尽。有时也会评点
我的书法，由隶至草，独具见识。
现在，他把多年以来写的散文、诗
词、画论、演讲稿结成一集 《砚香
斋笔谈》，我应该为之贺。这是一
本与众不同、自成特色的文集，不
妨作为一个画家的侧影来看。读了
这些文字，你会知道作为画家的陈
承豹，其人生道路是如何走过来
的，其书画作品又是如何炼成的。
家庭父母的感染，先生老师的教
诲，家乡山水的熏陶，从中可以读
出他的睿智和才情。我以为，在这
些文字中，他的几篇散文写得尤其
出色，如 《画格师风皆上乘》《绿
叶赋》《瓯江行》 等。这些散文的
最大长处是把画理、画趣、画意以
及画家的交往逸事融入其中，成为
画家的散文，这可不是普通作家可
以写就的。

想起杭州城隍山雨后弥漫着桂
香的石级，想起订盟共约的青春岁
月，想起追求艺术的纯粹初心，我
便感到莫大的动情和快乐。故此，
我愿意以我笨拙的笔，在 《砚香斋
笔谈》 付梓之际，为承豹兄写下这
些拖泥带水的文字。

从一件往事说起
——写在陈承豹《砚香斋笔谈》付梓之际

应敏明

晚 清 民 国 ， 余 姚 有 款 竹
篮，篾片薄如蝉翼，篾丝细若
头发，篮框、提手上刻有寿字
回 文 ， 下 端 则 是 花 卉 人 物 瑞
兽。整只竹篮浮雕浅雕异彩纷
呈，并配有精美的铜饰。随着
时 光 打 磨 ， 篮 子 皮 壳 貌 似 琥
珀，温润如玉。这竹篮，业内
叫做方桥篮，堪称篮子里的极
品。

方桥篮因地得名。余姚西
北有个方桥镇 （现划归阳明街
道），长冷江从镇中穿行而过，
人 们 夹 江 而 居 。
相 传 南 宋 理 宗 景
定 三 年 （1262
年），余姚人方山
京 中 状 元 后 ， 衣
锦 还 乡 ， 出 资 在
长 冷 江 上 建 了 一
座 桥 ， 后 人 为 纪
念 他 ， 取 名 方
桥 ， 镇 子 也 由 此
得 名 。 距 离 方 桥
镇 不 远 的 四 明
山 ， 雨 水 丰 沛 ，
草 木 蓬 勃 。 山 上
生 长 一 种 金 竹 ，
形 如 芦 竹 ， 锯 之
有 香 。 用 金 竹 做
成 竹 篾 ， 韧 性 十
足 ， 色 泽 宛 如 金
丝 ， 是 天 然 的 竹
器佳材。

方 桥 镇 商 铺
众 多 ， 其 中 竹 编
手 工 艺 源 远 流
长。明末清初，镇上出现一批
能 工 巧 匠 ， 专 事 竹 篮 、 竹 椅 、
竹橱、竹簟、竹稻桶等生产和
生活用具的制作。镇上一个叫

“东新房大七房三房”的支房，
房下以编制竹篮见长。嘉庆年
间，三房裔孙刘新源一家编篮
技艺高超，生意也兴隆。刘新
源生一子叫刘瑞春，刘瑞春生
二 子 ， 长 子 叫 刘 通 山 （1874-
1935），次子叫刘德山。二子皆
继承家传开设篮子作坊。到光
绪年间，方桥古镇光是做方桥
篮的作坊就有十余家，量大质
优 ， 对 外 统 称 方 桥 篮 。 其 中 ，
最 为 杰 出 的 人 物 就 是 刘 通 山 。
刘氏作坊，雇工数十人，据传
其中还有从宁海双峰黄坛招来
的 篾 匠 ， 其 作 头 “ 启 分 师 傅 ”
就是宁海黄坛魏家村人。在刘
通山的努力下，方桥篮做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产品享誉东
南西北，奇货可居。

刘通山对方桥篮的材料和
工艺要求苛刻：一要选择生长
三年、冬天砍伐的金竹；二是
剖青、卷竹、剖竹、开间、劈
篾、抽篾、刮篾，道道工序一
丝不苟，篾片薄如蝉翼，篾丝
细若头发；三是竹篮雕刻请到
了当时最好的雕刻师傅陈真昌
和 陈 敬 良 。 据 陈 家 《陈 氏 宗

谱》 记载：“方桥陈氏高祖陈天相
自乾隆十八年由宁波万兴乡高桥
陈武举漕迁至方桥镇灯店漕⋯⋯
精雕百子人物，花卉篮环，远近
驰名。”当年在方桥镇，陈家雕刻
和刘家的竹编齐名；四是方桥篮
配 上 了 当 时 最 好 的 刻 花 白 铜 件 。
除了上述这些，刘通山具有强烈
的品牌意识，他会在精品篮子底
板上，盖上“余姚方桥镇刘氏通
山精造名篮”的印款。当年一只
印有刘通山款的精造名篮，通常
耗时百工，足见篮子的金贵。

方桥篮的款式有梳头篮、烧
香 篮 、 荸 荠 篮 、 果 子 篮 、 帐 篮 、

幢 篮 、 考 篮 等 十 余
种 ， 其 代 表 作 为 正
方 形 或 长 方 形 的 考
篮 。 考 篮 ， 指 清 代
考 生 携 带 文 具 和 食
品的篮子。《聊斋志
异》 中 有 “ 白 足 提
篮 似 丐 ” 的 记 载 ，
说 的 是 考 生 穿 着 简
单 ， 进 考 试 院 时 手
里 还 会 提 着 考 篮 和
考 凳 ， 模 样 有 些 狼
狈 和 寒 酸 。 我 想 ，
聊 斋 里 的 书 生 提 的
一 定 不 是 方 桥 篮 ，
如 果 能 提 一 只 刘 通
山 款 的 方 桥 考 篮 赴
考 ， 考 生 必 定 神 采
奕奕。

底面正方形的方
桥考篮，尺寸一般为
高 32 厘 米 、 底 边 长
25 厘 米 ； 长 方 体 的
一 般 高 32 厘 米 、 长

28 厘 米 、 宽 17 厘 米 。 考 篮 分 三
层，可藏文具和食品。方桥考篮的
编织工艺非常高超，几乎细密、精
致到滴水不进的程度。考篮竹雕部
分生动华美，外镶白铜扣饰，铜件
上还有精美的刻工，两侧铜饰间用
一条铜匙锁住，配以精巧的小铜
锁，考篮的任何细节堪称完美。

旧时，竹篮是日常之物，家家
户户皆有。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
挂在屋梁下的那只竹饭篮，里面装
有米饭，在贫穷的年代，那是最有
诱惑的记忆。我涉足收藏二十多
年，老竹篮也在收藏之列，其中收
藏了六七只方桥考篮，虽然都精
美，遗憾的就是缺少一只刘通山款
的考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
了竹篮藏家沈先生。沈先生是宁波
人，藏有数十只方桥篮，有刘通山
款底面正方形、长方形考篮各一
只，是他二十年前从绍兴文物商店
购得，当时的价格就要 2200 元一
只。许多人竞相求购沈先生的考
篮，他都不舍得转让，见我执着，
终于松口同意转让其中一只正方形
的篮子。自然，价格不便宜。时下
刘通山款的考篮，市场价格已逼近
十万元了。

先 秦 《考 工 记》 云 ：“ 天 有
时 ， 地 有 气 ， 材 有 美 ， 工 有 巧 ，
合此四者，然而可以为良。”方桥
篮合此四者，正谓良器。

方
桥
篮

周东旭

有一部京戏叫《香罗带》，是
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的代表作之
一。据荀先生说，这个戏他改编自
梆子戏 《三疑计》，又名 《拾绣
鞋》。

据荀慧生的文字材料介绍，在
原剧本中，造成男主人唐通误以妻
子不贞的原因是一只缠足睡鞋，而
剧中主要人物陆世科则为一皓首老
者。改编时，鉴于睡鞋乃旧日妇女
所用之物，近世已不多见，作为核
心道具，形象不雅，于是改为女子
所用之香罗带，剧名亦改叫《香罗
带》，还将陆世科改为小生扮演。
这样一来，更合乎情理。

现在京剧常演的剧情是这样
的：明代，浙江乌程守备唐通，奉
命往杭州校阅军马，留妻林慧娘与
儿子唐芝在家。

唐芝之师陆世科偶染风寒，唐
芝以母之香罗带捆缚锦被送与先生
御寒。唐通返家后，往陆处探病，
见慧娘香罗带，疑妻不贞，勒逼慧
娘夤夜往叩陆世科房门，以试其奸
情真假。陆世科斥林淫奔，拒不启
户，留书辞馆而去。

唐通疑虑既释，再次别家，途
宿黑店，将店主宋名杀了。时值军
令催行，仅携去宋之首级，而将衣
裳、马匹遗落店中。次日为地保所
见，误以为唐通被害，报官后，知
县王三善传林慧娘前来认尸。

地保至唐家，恰值唐通表弟杜
之秩前来借贷，杜知唐通外出，乘
机调戏慧娘。地保见状，错疑二人
有染，想从中敲诈，慧娘怒责之。
地保恼羞成怒，将二人扭至县衙，
诬陷慧娘因奸谋夫。知县将慧娘等
寄监待审。

陆世科辞馆赴试，金榜高中，
出任浙江巡按。调审林慧娘一案
时，因忆往事，臆断慧娘情实无屈，
遂将二人判斩。王三善力阻无效，暗
遣二差往唐家中坐拿可疑之人，以
雪冤狱。适唐通功成返里，为二差误
捕。公堂之上，唐通向陆世科说明往
事，林慧娘之冤始得昭雪。

这部戏问世以来，河北梆子、
同州梆子、京剧、晋剧、秦腔、豫
剧、评剧、滇剧等均有此剧目。绍
剧有剧作家顾锡东先生改写的本
子，只演到前半场，真相大白后，
唐通跪地赔罪为止。似乎最接近于
原始的故事。

先前看到陆世科这个人物名字
时，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和宁波明
代的一个大家族湖上陆家的人物重
名。宁波月湖上的陆殿桥、瀛洲接
武坊、关帝庙都与陆世科家族有关
系。后来仔细查阅，发现这个故事
真是发生在宁波陆世科身上。但京
剧《香罗带》里陆世科的自报家门
是这样的：“小生陆世科，乃姑苏
人氏，幼读诗书，曾登乡榜，寄居
乌程，在唐守备家中设帐授徒，多
蒙东人十分厚待，我只得尽心授

教。”京剧中陆世科是苏州人。但
宁波鄞县的陆世科和这个故事确有
翔实的出处，事见《乌青志》。乌青是
两个镇，即乌镇与青镇，当时乌镇属
于湖州府乌程县，青镇属于嘉兴府
桐乡县，两个镇以市河为界，市河以
东为青镇，以西为乌镇，1950年属
于湖州的乌镇合并给了青镇才有了
现在的乌镇镇，隶属于桐乡。

《乌青志》里记录如下：鄞县
陆世科为诸生时，尝馆于邑中一富
室。值黄霉，命馆僮焙被，僮转付
婢，携就主妾房中焙之。至晚，夹
带主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欲睡，展
被始见，抛之帐顶。

后主人入斋中见之，伺其出，
袖之以去。迨更深，密令妆往扣其
门，而操刀随之。世科问为谁，低
应曰：“妾也”。世科曰：“焉为昏
夜而女客可见先生者乎？”又令再
三恳之，曰：“第开门，妾自有
说。”世科曰：“女客与先生有何可
说？即有说，明日与主人同来。如
再不去，当即捉付尔主，勿嫌见辱
也。”主人见世科毅然难犯，即应
之曰：“请开门，小弟在此。”既
入，世科见主人持刀，大惊。主人
曰：“无惧。”出鞋示之，备述所
以。世科笑曰：“幸我无私，否则
已污君刃矣。”明日遂辞去。

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并非主人
的小孩拿母亲的被子给自己的塾
师，而是塾师陆世科命馆僮焙被，
而馆僮又让婢女帮忙，婢女拿了被

子与主妾房中焙被，于是夹带了睡
鞋。余下的情节大致相同。至陆世
科辞馆而去，故事结束，再后面的

“二疑”“三疑”故事，应是艺人们
为使故事更加离奇而演绎的。

再说陆世科，字从先，号贞
吾。年过五十才考中进士，授予建
安县令。当时他的老父陆大漳还
在，就把老父接到县署衙门里，有
什么事都问问老人家，不过老人家
没多久就过世了。在古代还有丁忧
服丧，守孝满期后，补增城县令，
提拔为御史。天启年间，魏忠贤一
手遮天，地方官拍九千岁的马屁，
各处修建生祠，陆世科压根没把这
当一回事，于是被遣回老家。到崇
祯改元的时候，被朝廷召回。任南
大理卿，到致仕退休。地方志上评
价他：“当逆阉势焰时，人多附
势，惟公与同里李宗伯康先，兀然
不多，诚使四明生色。”陆世科活
了八十三岁，赠封右都御史。现在
月湖柳汀上的关帝庙，即是陆世科
于崇祯三年建，所以又叫“湖西陆
殿”。据说当时陆世科建关帝庙也
是为了弘扬忠义正气。

一个戏，一演再演，有多个不
同版本，即是一门版本流传学，除
了故事本身的独特魅力，还有许多
相关的流传过程中的学问可研究。
近来越剧名家李敏主演了 《香罗
记》，大致情节取自《香罗带》，作
者又独具慧眼，从旧戏上翻新，可
见这个旧戏的生命力。

陆世科与《香罗带》

方桥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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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桥篮上“余姚方桥镇刘
氏通山精造名篮”的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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