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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裕盈家”系列产品总有一款适合你

彩烟贾氏。彩烟贾氏源自天台赤山

松溪，始祖贾诏生于庆历四年（1044），

河南洛阳人，据谱载系东汉长沙相贾

谊之后裔。贾诏有六子，成桂、成宗、成

复、成迪、成武、成用。靖康间（1127），

金兵入侵，他随宋朝廷南渡，次子成宗

官浙东观察使，出镇赤城，遂定居于天

台县赤山，后裔遂以天台赤山松溪贾

氏为族号。

成宗生四子，长子盆又名益业，生

子祥，登进士，授承务郎，其后裔情况

不明；次子迪又名进业，生定、渭两子，

定生子澄，后裔称上王派；三子嗣业，

只生一子伟，四孙植、直、澄、涉，贾涉

官至淮东置制使，有战功，女为宋理宗

妃，贾涉有三子，贯道、明道、似道。贾

似道以荫出仕，登嘉熙二年 （1238）周

坦榜进士，后官平章军国重事（宰相），

沉湎酒色，擅权朝廷，国事日坏，终至

覆国。宋朝廷罢其相，途中被郑虎臣杀

害于漳州木绵庵。似道只有一子，文

魁，将其尸骨归葬天台。

文魁家居天台篁里溪，有一子名裕

卿，裕卿子彦挺，承祖父遗业，于元统

乙亥（1335）来新昌彩烟下湖桥定居，

遂为彩烟贾氏始祖。

彦挺两子名叫钟张、钟星。钟张一

子三孙，长孙存宇徙居塘北，城内城

东、平湖等地，此系称上房派；次孙存

安二传后无考；幼孙存广仍居下湖桥，

后裔有徙居石蹧、上竹、瓦窑湾等地，

称下房派。

新昌求氏。求氏源出仇氏，春秋宋

仇牧之后，因避难改姓裘，世居山东青

州，至东汉末期裘功，有文武才，食邑

于渤海，官河西太守、秦、凉二州刺史，

与密友刘弦起兵镇压黄巾起义后，隐

居深山，汉灵帝数次下诏令其出仕，坚

拒不应。灵帝要加罪，悯其有功，减其

罪，除其姓下衣为求。求因功受辱，携

母妻归剡县隐居，传至二十五世求云，

北宋时居小遁山，有一孙求渐仍居嵊

县长安，渐子求移忠官金紫光禄大夫

吏部尚书，后裔居宁波鄞县西门外，另

一支三十六世孙名求让者，徙居小遁

山东陈，求让从弟求谦分居里丁。他俩

的祖父叫求奋，应为新昌求氏始祖。

（唐樟荣 撰文）

更正：前期“绍兴六年”（1233）为

“绍定六年”之误。

狮形乌石镇纸，南宋时期，书房文

具，一对，用乌石制成。长 7厘米，头高

3.5厘米，尾高 3厘米，最宽处 4.5厘米。

相向成对，底平，阔口高鼻，两眼圆睁露

齿，鬃毛蓬松，略卷，黑色锃亮，形象生

动。1972年 11月，新昌县城南乡丁村南

宋淳熙元年（1174）墓出土。现藏于新昌

博物馆，为珍贵文物。

镇纸是中国汉族传统工艺品。古

代，文人墨客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

玉器放在案头欣赏，同时用来压纸或者

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

具———镇纸。而今常见的镇纸以长方条

形为主，故又称作镇尺或者压尺。镇纸

正式进入书房不晚于南北朝时，《南史·

垣 荣 祖 传》：“ 帝 （齐 高 帝 萧 道 成

427-482）尝以书案下安鼻为楯，以铁为

书镇如意，甚壮大，以备不虞，欲以代

杖。”由此可见，镇纸至今已有 1500多

年的历史。古代镇纸大多采用兔、马、

羊、鹿、蟾蜍等动物的立体造型，面积较

小而分量较重，材质多为玉、陶瓷、铜以

及水晶等。明清两代，书画名家辈出，极

大地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制作和使用，镇

纸的制作材料和造型也有了新的变化，

除了继续使用铜、玉、石之外，还增加了

紫檀木、乌木等。在造型上以长条形为

主，一般是以成对的形式出现，上面刻

有诗词格言或对联字画。

从东汉开始，狮子作为造型艺术的

对象之一，无论在陵墓、宫殿、庙宇、衙

署和住宅的门前都喜欢放置一对狮子。

它不仅用来装饰建筑物，而且还常用以

点缀家具和文具，如名章印鉴上用狮子

作钮。从质地上分，有石雕、玉雕、铜铸、

铁铸、木雕、陶塑狮子等。从造型上看，

有的昂首挺胸，仰望苍天；有的侧身转

首，两两相对；有的安抚幼狮，温馨恬

静；有的高竖双耳，聆听动静；有的瞠目

凝神，注视前方等，千姿百态，妙趣横

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狮子形象带有

辟邪消灾、吉祥如意的色彩。狮文化是

两千年来中华精神文化的象征，闪烁着

中国传统文明的光辉，它不仅属于人文

领域中的文化艺术，而且与风俗风情、

哲学伦理、地方特色紧紧相连。该南宋

狮形乌石镇纸造型独特，琢工精细，形

象生动，保存完好，蕴含民族文化元气，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为新昌的地方文

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钟靓 撰文）

于右任（1879-1964），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是我国

近代、现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

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

平老人”。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

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

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

校的创办人。于右任长髯飘飘，是其一大特征。

于右任行书《放翁诗》，立轴，纸本水墨。题识：有漏神仙有

发僧，碧幮欹枕对秋灯。忽然起索三升酒，飒飒蛟龙入剡藤。八

月山中夜渐长，雨声灯影共凄凉。遥知南郑风霜早，已有寒熊犯

猎场。放翁诗。于右任。钤印：右任。见北京永乐 2011年秋季

拍卖会“中国书画”专场。陆游诗中“忽然起索三升酒，飒飒蛟龙

入剡藤。”说的就是他酒后的书写状态，诗中“剡藤”即产于剡地

的一种以剡藤为原料的“剡纸”，在六朝时期名满朝野，而后文

人即以“剡藤”泛指最为名贵的纸张。而于右任先生的作品，亦

如飒飒蛟龙入“剡藤”，生动活泼，雅致隽永，独具神韵，可谓诗、

书双绝！

（徐跃龙 撰文）

飒飒蛟龙入剡藤
近现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行书《放翁诗》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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