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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六记》收录了《斗虫记》、《碑帖记》、《紫砂记》、《青铜记》、《名画记》、《印人
记》等六记。
《上海六记》具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角度，弥漫着典型的海上风情、郁勃的人文精神，其故事生动、细
节真实、人物传神，有较强的可读性。
 　　这是一本有关上海旧影的书。
《上海六记》的题材主要集中于文博方面，反映的是斗虫的风云变幻和收藏的波诡涛谲，从斗虫、碑
帖、紫砂到印章、青铜、名画，这里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的行规与法则，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构
成了一种对应、反差和碰撞，展示了收藏家或艺术家坎坷的遭遇、尖锐的冲突及生死的较量，从而在
作品中回荡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命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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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琪森，1954年5月4日生，上海市人。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播综艺部主任编辑。
1978年开始发表评论、小说、散文等。
曾赴日本、新加坡举办个人艺展及讲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艺术通史》，系上海成人高校教材；在《上海文学》、《小说界》、《社会科学
》、《萌芽》、《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艺报》等发表评论、小说、散文、
随笔100多万字。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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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看《上海六记》／1怀旧的人文价值和历史语境(自序)／3斗虫记／7一、夜留乞丐二、选虫精要三、
养虫秘技四、上栅初斗五、寒露败北六、天人合一七、最后决战碑帖记／35一、焚帖殉情二、临终托
孤三、斥资买帖四、胁迫逼债五、柳暗花明六、真赝难辨七、火烧印显紫砂记／67一、赏壶雅集二、
中村逼仿三、大亨传奇四、贺寿献壶五、绑架索宝六、神壶惊显七、智擒绑匪印人记／99引子一、受
命征印二、拜师汉石三、秀夫来访四、秘密收藏五、敲山震虎六、人在印在七、阶下囚困八、我是印
人尾声青铜记／127一、青铜二忌二、身陷囹圄三、内忧外患四、横田探访五、兵闯公馆六、夜半失火
七、有人告密八、以身护宝九、别有洞天名画记／155一、相邀掌眼二、家宴试探三、诬陷汉奸四、择
日宣判五、峰回路转尾声后记／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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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养虫秘技    老赵头和卢小开将买来的虫给卢老爷过目，顿时使卢老爷眼睛一亮：真是皇家养
虫师出身，眼光准，虫品好，挑选精。
然而老赵头却很实在地讲：“七分虫种，三分靠养。
而且每一只好虫，也都是有不足之处，就要靠后天的养功来调整。
”卢小开问老赵头：“在选虫时，讲出每一只好虫的不足之处，是不是为了压价?”“不全是。
这些虫贩仗着手中有几只大将军虫，看到买家又买虫心切，会漫天要价，讲出虫的不足，可使虫贩不
敢乱开价，我们压价也显得有理有据。
但讲出每只将军虫的不足，是为了后天的调养。
”老赵头接着又告诉卢小开：选虫，除了看前三路，即头形、颈项、胸部，还要看色相、肉身、牙板
、六爪，更重要的是能对每只将军虫的不足之处对症下药，因虫施食；如昨天选的黄花头，的确是只
好虫，但斗线不长，影响其爆发力，这就要用食来调养。
如茄皮紫黄，紫翅中隐红光，说明此虫隐有内热，需用药驱热散火，才能调教出一员将才。
墨牙黄要贴铃后才能见分晓，因此墨牙黄又称“色虫”，贴铃到火候，威力无穷，但一旦贴铃过火，
则萎靡不振。
听了老赵头的，一番虫经，卢老爷又问，虫有南北之分，那南北虫有无优劣之分?老赵头呷了一口茶后
说，北虫较硬气，爆发力强，会猛斗，但不机敏，缺韧劲；北虫主要在山东德州、宁津、乐阳、河北
沧州、保定等地。
南虫则傲气，有韧劲，能巧斗，但冲击力不如北虫；南虫主要在上海七宝、浙江杭州、余杭，江苏无
锡、扬州等地。
    卢小开家聘蟋蟀养师一事，上海玩虫圈内竞相闻知。
当时在上海聘养虫师的人家屈指可数，于是，虫友们不时前来卢府品茗谈虫。
老赵头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不卑不亢，回答有关养虫斗虫问题时，点到为止。
同时，下帖子来邀斗虫的也很多。
老对手金少爷就特地来卢府观虫并相约上栅，卢小开因觅到好虫而有些跃跃欲试，但老赵头却婉言拒
绝了。
“听闻金少爷斗虫必赢，想必有名师指点，我们虽觅得几只稍好些的虫，但须静心调养，金少爷还是
另约斗家吧。
”“姜还是老的辣，我知道老虫师是韬光养晦，如想上栅时，我随时恭候。
”金少爷显得有些趾高气扬。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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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上海民谚“菊花黄，斗虫忙”。
上海旧著《淞南乐府》中曾写道：“淞南好，秋兴接冬春”。
秋兴，即是斗蟋蟀的雅称。
上海竹枝词也唱道：“轻斗蟋蟀重斗银，结伴登场秋兴新。
”今年的虫事，看来要风云际会、群英争雄了。
                                                        ——《斗虫记》     藏青铜器历来有二忌，一是犯天忌，即青铜器乃重器，
故民间是不玩青铜器的，命不相压要折寿。
秦贵为封疆大吏，也算是朝廷重臣，命相是可压，但青铜器阴气盛，可能会影响到秦家后代阴气压阳
，难有子嗣。
二是犯皇忌，青铜器乃是天子之物，何人敢随便“问鼎”?                                                         ——《青铜记》 
   按照20世纪30年代上海紫砂界不成文的规矩，凡得到一把名壶都要在壶艺界定期雅集时共同赏析。
作为上海紫砂壶艺界的掌门人古镜愚一掷万金买名壶，在上海各大小报纸的版面上已被渲染得沸沸扬
扬。
4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赏壶雅集在古镜愚的“紫瓯轩”举行。
                                                         ——《紫砂记》     临行前，原田秀夫的父亲原田春木赶到码头，他望着身
着黄军装的儿子，忧心忡忡地说：“据闻李汉石收藏了此方汉金印，汉石既是我的朋友，又是你的先
生，而追缴的任务又落到了你的身上，这可怎么办呢?”望着父亲苍老而焦虑的面容，秀夫想了想，宽
慰道：“追缴汉金印，是‘天皇计划’ ，军部总要派人去上海的。
如今派我去，我想我会尽可能把这件事办妥。
” 春木听后，点了点头，特意提醒道：“你先生当年送你的一把刻刀带上了吗 ?”“我带上了。
”                                                         ——《印人记》     当时的南浔商人身价在一千万两银子以上的属“象级
”，在五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属“骆驼级”，三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属“狗级”，一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属
“猫级”。
从而形成了“四象”、“四骆驼”、“四狗”、“四猫” 的富豪排行榜。
                                                         ——《碑帖记》     收藏，在正常的年月是一种情趣，也是一种财富。
然而在非正常年月，却是一种隐患，一种祸害。
凡是有品德、有骨气的收藏家要有‘血祭’和‘ 死拼’的准备。
                                                         ——《名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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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有关上海旧影的书。
本书的题材主要集中于文博方面，反映的是斗虫的风云变幻和收藏的波诡涛谲，从斗虫、碑帖、紫砂
到印章、青铜、名画，这里每一个领域里都有自己的行规与法则，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构成了一种
对应、反差和碰撞，展示了收藏家或艺术家坎坷的遭遇、尖锐的冲突及生死的较量，从而在作品中回
荡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命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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