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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圣地千年扒村辉煌，东张古
镇今日墨瓷飘香。”扒村牌坊上的对联，
寥寥 20 个字，将扒村的历史底蕴和文化
特色呈现于眼前。

“ 我 们 村 历 史 悠 久 ，因 瓷 器 而 闻
名。村里不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扒村窑址，还有伯灵翁庙、观音堂、清
代民居建筑群、定远寨遗址等一大批古
迹。”7 月 15 日，冒着酷暑，65 岁的扒村
退休教师、人称扒村“活化石”的席子
杰，带着记者一行走街串巷，探访古村
落、古民居。

“2017 年，我们村被评为中国传统
村落。”提起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
庄，席子杰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走在扒村蜿蜒的小路上，随处可见
用青砖、灰瓦建造的房屋，再加上青石、
木窗……浓郁的古老乡村气息扑面而
来。这些“旧物”被时光打磨得极具温
度。走在扒村的街巷，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时光是缓慢的，甚至让人回到了百
余年前。

穿过席家老宅，我们来到宋东林家
的老宅。刚进院，住在这里的一家人便
热情地迎了出来。

“快进屋，天太热了，切个西瓜吃。”
年过九旬的宋金枝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奶奶，你们这老屋有多少年了？”
“具体多少年我说不清，估计得有

200多年了。”

这处老宅除了有正屋和两间偏房
外，还有两间屋子和一扇大门。大门上
挂有“禹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和“东张镇
镇公所旧址”标牌。

从宋东林家出来，席老师带着记者
一行参观了边大军家的老宅。

“ 我 们 村 像 这 样 的 古 民 居 有 近 30
处，是清代民居建筑群。二进或一进四
合院有 24 个，房屋的特点是青砖、青石
墙体，硬山小青瓦顶，有门楼、倒座等，
一些砖头上雕有福寿、团花、太极等图
案，非常有韵味。”席子杰说。

扒村的席家钱庄和钢刹楼，也不能
不看。钱庄又叫藏金楼，就是过去的金
库。钢刹楼建在钱庄的西边，很像老电
影里的炮楼，其主要功能是保护钱庄的
安全。整个钱庄可以说是一座连体的
砖石建筑物。目前，钢刹楼有一部分坍
塌，整个钱庄的主体基本保存完整。

除了这些可见的古建筑外，扒村还
流传着“李三娘传奇”“天榻龙拉磨”“义
商全盛永”等传说。

“这些都是我们村的‘财富’。如何
将古村落和旅游开发相结合，我们一直
在探索和努力。”扒村村党委书记席亚
飞说，与发展旅游业相结合是保护、发
展古村落的好出路。关键的问题是恢
复“扒村瓷”，让古村落“活”起来。为了
这个目标，近几年，扒村不断改善村容
村貌，打造美丽乡村，实施生态振兴。

“村里的水墨瓷屋已经建好。开业
后，游客到我们村不仅可以观赏优美的
自然风光，了解‘扒村瓷’，而且可以参
观古村落，体验乡村生活，感受浓郁的
乡土风情。”席亚飞说。

“冯骥才先生曾说过，‘古村落是最
大的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潮头，像扒村这样的
古 村 落 ，迎 来 了 发 展 的 新 机 遇 、新 动
力。”席子杰说，让古村落“活”起来，才
能更好地发掘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
传承社会文明，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留
得住乡情。

让传统古村落“活”起来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万誉孙学涛

扒村退休老教师席子杰（右）、村委会主任白跃轩介绍古建筑。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学涛 摄

“1963 年，扒村窑址被河南省人民
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06 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扒村瓷’烧
制技艺已被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7 月 15 日，在扒村窑址前，慕名而来
的游客念着石碑上的字，触摸着脚下的
泥土，仿佛在与千年之前的工匠对话。

是的，从唐宋开始，扒村已成为烧
造瓷器和冶铁的重镇。扒村古称“神前
镇”，享有“瓷都”之盛名。《禹县志·山
志》记载：“扒村亦曰‘八里村’，产陶土
及煤铁……宋、金东张镇（今扒村）旧瓷
场地……”

从书中记载的内容来看，“扒村瓷”
历经五代、宋，到了元代，因为战争，瓷
窑被毁。

“几十年前，在我们村的田间地头
经常能挖到碎瓷片，现在很少了。”扒村
村委会主任白跃轩说，“这几年，村里有
一部分人致力于恢复‘扒村瓷’的烧制，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2013 年成立的席家
窑坊。”

在席家窑坊，仿古建筑让人眼前一
亮。在一个写有“宋军乾工作室”等字
的房间，“扒村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59 岁的宋军乾正在一件瓷器上作
画。“这是模仿出土的‘扒村瓷’做的瓷
枕。”他说。

宋 军 乾 介 绍 ，“ 扒 村 瓷 ”注 重 实 用
性。古时，瓷枕可以当枕头使用。他正
在画的这个叫《美人枕》，外形是枕头，
上面有一个身材丰满的唐代女子。除
了绘有花草、鸟兽、人物等图案外，“扒
村瓷”上通常有字。他做的这个《美人

枕》就写有一句话：“手把明月珠，打落
金色梨。”

“ 我 们 席 家 窑 坊 主 要 致 力 于 恢 复
‘扒村瓷’的研究及生产，现有扒村窑博
物馆、研发车间、生产车间，还有两座现
代化窑炉、两个产品展示厅、一个体验
馆等设施。”席家窑坊的负责人边凤娟
说，为更好地传承、发展“扒村瓷”，他们
要 将 席 家 窑 坊 打 造 成 一 座 集 参 观 、体
验、研发于一体的陶艺基地。

“近几年，不少爱好艺术的老师和
学生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包吃住，他们
在这儿可以研究‘扒村瓷’，也可以体验
做瓷器等。”边凤娟说。“扒村瓷”虽然历
史悠久，生活气息浓郁，但器物上的图
案略显粗糙，构图不够严谨。专业人才
将学院派画风与民间艺术结合，用专业
的技法让“扒村瓷”上升到新的高度，在
其实用性的基础上，更增添了较高的观
赏性，对“扒村瓷”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所以，我们欢迎更多
的专业美术人才和陶艺人才来我们村
进行调研、参观。”

边凤娟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扒
村瓷”制作技艺的恢复有了一定成绩，
但是存在很多问题。“要想更好地发扬
传统文化，除了保护外，还要传承。现
在，很多年轻人另谋出路，老手工艺人
年龄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传承成了一
个突出的问题。”

对此，曾多次到扒村实际调研，对
“扒村瓷”有一定研究的许昌学院设计
艺术学院副教授郭君健说，传统的“扒
村瓷”制作技艺凭借独特的工艺价值成
为一种地方文化的象征，被人关注。扒

村民间陶瓷产业受禹州的资源优势、文
化积淀、市场成熟、政策扶持、人才基础
等因素影响迅速发展。

“ 在 实 际 调 研 中 ，我 们 发 现‘ 扒 村
瓷’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人才与技术

的困境。”郭君健说，作为“扒村瓷”的研
究者，他希望这一传统手工技艺被传承
下去，希望通过老一辈人的努力，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继承并发扬扒村独有的
传统手工技艺。

“扒村瓷”亟待浴火重生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万誉孙学涛

宋军乾在展示获奖的“扒村瓷”作品。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学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