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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仿圈是临帖所用的实用工具

每年开学季，文具用品都会拥有5分钟“高光”时刻，频频登上热搜，创意文具更是层出不穷。
说起古代的文房用具，除了人们熟知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外，还有很多辅助文具，如笔筒、笔架、墨盒、水滴、镇

尺、仿圈等，可谓琳琅满目，品种繁多。仿圈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品种。
8月22日，记者走入襄城县颍桥回族镇北街村中共颍桥区委旧址，在那里的人文颍桥展览馆里看到一个老物件——

铜仿圈。随着开学季的到来，让我们通过这个铜仿圈，一起来了解下古人的“文具盒”里都有啥。

□ 本报记者张铮通讯员袁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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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瞧瞧古人的“文具盒”

当日，记者走入中共颍桥区
委旧址，发现人文颍桥展览馆吸
引了大家的目光，里边有不少从
村民那里征集的老物件，它们见
证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在一个长方形的器具前，记
者 停 下 了 脚 步 。“ 这 是 干 什 么 用
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襄城县地
方史志编纂室主任宋惊涛告诉记
者，这个叫铜仿圈，不过民间都称
它为铜字规。

“这是古人学习写字时用来
压纸，同时能规范字体大小的用
具，兼有镇尺和直尺的作用。”宋
惊涛说，颍桥回族镇拥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是郑庄公掘地见母发
生地、孝道文化起源地和古代燕
赵通往荆襄黔川的必经之地，这
里孕育了不少历史名人。

这个穿越岁月的铜仿圈，静
静地“躺”在展柜里。

“中国古代的仿圈有木、铜、

银等材质，其中金属仿圈更为普
遍 。 仿 圈 是 临 帖 所 用 的 实 用 工
具。”宋惊涛打开了话匣子，向记
者讲述着仿圈的故事。

据了解，仿圈兴起大约在清
代，早期只是铜制的框架，既无字
也无雕刻，清末民初始有铸刻文
字、刻绘图画的。仿圈有长方形、
圆形、矩形，也有折叠式的。仿圈
多 用 于 儿 童 刚 开 始 临 帖 习 字 之
时。当然，仿圈也不乏一些珍贵
材质所制，如玉石、象牙、铜胎掐
丝珐琅等，此当为王公贵胄、官宦
名流之物。

“古人写字时将仿圈放置在
宣纸上，然后在圈内写字，这样可
以控制字体的大小，并合理规划
字与字之间的布局。”宋惊涛说，
借助这个小工具，读书人从小就
能书写工整的书法。

从清代到民国，许多文人墨
客参与到铜墨盒、铜镇尺等文房

用品的设计和制作中，为这些文
具增添了许多文化内涵。仅铜仿
圈这一小类就有好多种，如长方

形的刻梅纹、卷草纹，正圆形的铸
刻山水画、诗文，可折叠的铸刻清
供图……

仿圈的内涵

“练习书法最基本的就是要
有规矩，许多书法家无论风格有
什么变化，都能从中看出其童蒙
时期的书法基本功。”宋惊涛说。

其实，仿圈背后的故事，也折
射出古人的规矩意识。

无规矩不成方圆。神话传说
中，女娲持“规”，炼石补天，断鳌
足立四极，创天地；伏羲持“矩”，
画 八 卦 ，通 神 明 之 德 ，解 万 物 之

情。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

娲图》绢画，蕴藏着宇宙运行自有
规则、人之行为亦需规矩的深刻
内涵。

而关于规矩解释 ，有如下典
故。

先秦《诗·小雅·沔水序》郑玄
笺 ：“ 规 者 ，正 圆 之 器 也 。”意 为

“规”是校正圆形的用具。

西汉《淮南子·时则训》：“阴
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
春 为 规 、夏 为 衡 、秋 为 矩 、冬 为
权。”至此，“规”已不再单纯指工
具，而是兼具法令制度之意。

东汉《说文解字》：“规，有法
度也。”此意适用范围极广，意指
无论是规律、规范、规则，还是规
定，都与法度、准则有关。

规 矩 是 规 范 、法 则 ，也 是 标

准、尺度。在华夏大地漫漫五千
年的历史进程中，“规矩意识”一
直根植于人民的生活之中。从根
本上而言，这是一种底线思维，防
范着风险诱惑，规范着人民的一
言一行。

不管是写字还是做人 ，铜仿
圈就像一个“框架”，不让人们“出
圈”。

古人的文房用品可谓丰富至极

古代文人对“文房用品”都有
着 特 殊 的 感 情 ，除 了 常 见 的 笔 、
墨、纸、砚以外，古代学生还有很
多稀奇古怪的小文具，现代人不
好好开挖脑洞，绝对想不到其用
途。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
文书工具。文房之名，起于我国
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专指文人书
房而言，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
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

水盂作为文房用具，是功不
可没的。但凡研墨，便会用到水
盂。又因其小巧雅致，最能体现
文 人 雅 士 的 审 美 情 趣 和 文 人 情
怀，所以古代文人对水盂十分重
视，不仅终日相随，死后还要用之
殉葬。

毛笔洗净之后，需要以笔尖
朝上的方式竖置，这样笔头上的
水液便自动流下，笔头中心逐渐
干爽，也就不会沤烂，因此，至晚
从汉晋时代起，就有各种形式的

“笔插”，专用于倒插毛笔。
还有看起来跟弧形筒一样的

臂搁，它可是古代学生的写作业

神器。因为古人的书写习惯是从
右向左，他们的“校服”袖子又那
么大，墨水又不是速干的，这样从
右到左写上几行，那“校服袖子”
岂不是要常年黑漆漆？古人就发
明了“臂搁”这种写作业神器。

字写得再好，也难免有写错
的 时 候 。 于 是 古 代 学 生 也 拥 有

“修正胶带”。在古代学生还是用
竹简时，他们的“修正胶带”是一
把书刀。这种书刀通常是用铁片
做成的小刀，刀把上有圆环，可以
随身挂着，一旦写错了字，就将其
取下来，用书刀把错字刮掉，然后
再重新写。

此外，古人的开学装备箱里
还 有“ 褡 裢 ”“ 包 袱 ”等 款 式 的 书
包，它们的成本低廉，制作简单、
轻便，但缺点是装在里面的书籍
容易起皱变形。

千百年来，这些文房用品承
载着生命的活力，它们是历史文
人精神的物化载体。因为有了它
们，所以文人是雀跃的也是沉静
的。

铜仿圈 本报记者 张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