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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槐

在伏牛山余脉与豫东平原之
间，有一个如翡翠般的小镇，这就
是 中 国 钧 瓷 产 地 —— 禹 州 神 垕
镇。禹州，宋时称均州，所烧之窑
名“均窑”“钧窑”。

这里山岭起伏，群山环抱，东
有角子山、凤翅山，西有牛头山、牛
金山，南有大刘山，北有云盖山，中
部有东西走向的乾鸣山；富藏石灰
石、煤、铝矾土、瓷土、陶土、焦宝石
等。

历 经 千 年 的 演 进 ，到 了 10 世
纪，中华文化出现了一个登峰造极
的时代，这就是宋朝。宋朝的文学
艺术沿着汉唐的道路迅跑，成就竟
然超过了前朝盛世。此时，宋瓷横
空出世，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窖
高步云衢、空前绝后。

在那场震惊世界的文化巨变
中，不为人知的均州一鸣惊人。这
个不大的地方，竟以一己之力三分
天下市场，撑起海陆丝绸之路的半
壁江山。均州的窑火日夜不息，满
城皆烧窑，无瓷不精品。可以说，
是均州的窖工和江南织娘、茶女联
手把北宋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富、最
美的国家。

宋瓷不言不争无辞无辩，却是
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价值观、最有宏
大气魄、最完美瑰丽的精神艺术作
品。宋瓷一经出现，就以无与伦比
的辉煌，比肩宋词，大步走向中国
文化的最高殿堂。

11 月 3 日，神垕镇癸卯年秋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赵 国 伟“ 正 宝 钧
瓷”开窑。

何谓“正宝钧窑”？钧瓷爱好
收藏者、开窑活动组织者傅军亭诠
释，“正”者，中华文化之正朔和宋
瓷第一窑；“宝”者，巅峰之高贵绝
品，传世之物；钧窑，践五行之理，
开正大之光，做传世经典，“正宝钧

窑”正当其名。
开窑礼有六个环节：向伟大的宋

文化致敬、向传承有序的神垕镇制瓷
大师和烧窑师傅致敬、窑主向宾客致
礼、开窑、检验产品、破碎次品。

我和北京、郑州以及许昌、平
顶山的朋友前来观礼。10 时，随着

“开窑大吉”的铿锵吆喝，大家围住
了 窑 炉 。 只 听 得 一 连 串“ 丁 丁 零
零”轻音乐般的釉片开裂声，乍听
好似声出玉石，随之风铃轻摇，丝
竹入耳，莫非是洛女弹筝、浓酣浅
吟 ？ 真 真 儿 的 金 风 天 籁 ，随 流 而
化，拔新领异，人间哪得几回闻。

打开窑门，千百道光彩冲出，
一炉久望的钧瓷终于亮相，百余作
品恰似舞台上的女演员，个个身材
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
素，延颈秀项、华泽毕露，而珠落玉

盘，雨打芭蕉的音乐如梦如幻如露
如电，把癸卯秋开窑推向高潮。据
说这种声音可随瓷器百年，正因为
如此的神奇，把钧瓷的开片音乐舞
会命名为一场马拉松式的艺术表
演，当不为过吧。

主持人宣布：癸卯年秋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赵国伟“正宝钧瓷”开
窑成功。

擅长掌控炉温技术的赵国伟
大师介绍：正宝钧瓷系两次烧成，
素烧后施一层厚釉，再经高温熔融
而形成各种釉彩。

钧瓷制作工艺复杂，从选料到
烧成经过 72 道工序，创造了“入窑
一色，出窑万彩”釉变奇景。钧瓷
无双，窑变无对，个个釉彩都是孤
品，“莫道世上黄金贵，不如钧窑一
把泥”“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

贯，不如钧瓷一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培华

老师说，五行是古人认识世界的基
本方法，运用到钧瓷的创烧中，处
理解决好物质关系，既是制瓷的学
问 ，又 是 实 践 的 基 本 功 。 无 土 不
本 、无 水 不 润 、无 木 不 形 、无 火 不
坚、无金不美的钧瓷，寓含着深刻
的中国哲学和传统美学的思想。

在高温下熔融的釉彩变化莫
测，五行交相发力，各自生色，相映
生 辉 ，紫 、红 、蓝 、白 、青 五 种 主 色
系，幻化出千百种乳光玉质，浅浅
深深的微妙光彩、系列色变，直逼
天 然 玉 石 ，正 是 非 玉 而 似 玉 竟 胜
玉。窑变而成的人物、动物、山水、
风景、神话不是却像是更极是，千
转万变而不可方物，随形立肖，跃
然而出。

工人师傅挑选出几件有微瑕
的作品，抡起大锤就要砸，客人们
高呼大叫：手下留情！赵国伟大师
答，当年宋徽宗对钧瓷质量有极为
严格的要求，稍有瑕疵即统统就地
砸碎掩埋，神垕镇所有的窑口持守
这个规矩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在一片惋惜的嗟叹中，赵国伟
大师挥起大锤，将一排疵器砸碎。

傅军亭感慨地说，宋人到底有
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摒弃一切
装饰浮华，不理会现实意义、不计
成本投入，而一味追求单纯之美？
宋瓷美且深情，总能触动灵魂深处
的思念和人生感叹，虽时隔千年，
却能息息相通，直指人心！我之所
以无条件地资助钧瓷民间艺人，就
是要传承和弘扬宋瓷的境界，鼓励
他们创烧出有时代精气神的钧瓷
精品大作。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宋
瓷一千年，今日更惊殊。现代钧瓷
已经创造出新的辉煌，赵国伟以及
孔相卿、侯俊功和许许多多钧瓷设
计者、制瓷师傅，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勇于创造发明，在器形设计、
釉彩烧制以及思想叙事上，已经大
步接近，有的甚至超过宋官窑的水
平，精彩的作品大量涌现，令人在
惊叹之余，倍感振奋。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
做将来。”采撷人类星球的众妙姿
色，描绘美好生活的锦绣明天，浓
妆重扮大好河山，铺筑通向和平、
富裕、繁荣的金光大道，古人的追
求梦想已经成为今天强盛中国的
宏伟图画。

钧瓷不仅是禹州的，河南的，
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涅槃浴
火、天开图画的钧瓷再次腾飞，是
历史与未来的必然。这是观礼者
的衷心祝愿，我相信，这也是当今
中国和世界的期许热盼。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开 窑 记

□刘喜芳

我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末的农村。记忆中小时候是
甚少能吃顿饱饭，肉就是过年
的特供了。但也有例外的时
候，那就是夏秋季雨水多时，
村 里 的 很 多 坑 塘 里 都 有 鱼
虾。大人们会用各种渔网捕
到很多鱼，家家户户就都有鱼
肉吃了，也有人捕的鱼多时拿
去集市上卖了钱补贴家用。

父亲是个捕鱼能手，经常
在农闲时编织很多种渔网，自
己捕鱼用。那时候坑塘里常
有清澈的水，到了夏秋，雨水
大时坑满沟平顺街流淌，鱼儿
跃出坑塘，满地乱窜，你甚至
能在街上蹚水行走时把鱼儿
踩在脚下。这也是我们小孩子
最快乐的时候。

我领着妹妹们拿着鱼篓
跟在父亲身后，看着父亲熟练
地两手操着渔网，像一尊雕像
一样赤脚矗立在水里，两眼紧
盯水面，一动不动，这时我们
在一旁绝不敢出声。父亲看准
了 水 中 的 鱼 儿 ，突 然 挥 动 双
臂，挥出一条漂亮的弧线，把
渔网抛向水面。渔网在水面迅
速张开，圆圆的，鼓鼓的，如同
一个半球一样在父亲的喝声
中罩住一片水域，落向水底。

父亲开始收网，每收两把
渔网线就用手指头像弹琵琶
一样弹一下网线。我曾好奇地
问过他弹网线的缘由，父亲说
是祖上传下的法子，能防止网
中被罩住的鱼儿跑出来。渔网
收上来了，大的小的鱼儿乱蹦
乱跳。父亲怕我们掉水里而不
让我们到水边，他从网中抓出
鱼来，远远地抛过来，叫我拾
起来装进鱼篓。而较小的鱼儿
他就放回水中，这也是村里人
捕鱼的规矩。

快 到 中 午 时 ，鱼 篓 装 满
了。回到家里，把活蹦乱跳的
鱼儿倒进压水井池子里，一家
人在笑声中忙碌起来。奶奶
生起火准备用鏊子炕鱼。那
时食用油很金贵，一般不舍得
用，鏊子炕出的鱼我一直感觉
很好吃。

我们把鱼剖洗干净，就在
一边玩着等吃鱼。鱼炕熟了，
奶奶笑呵呵地看着我们狼吞
虎咽地吃鱼。我总要给奶奶
拿一条大点的鱼，而奶奶照旧
说：“你们慢点吃，别卡着。我

不吃鱼！”多年以后，家境好了
我 才 发 现 奶 奶 非 常 好 吃 鱼 ！
那时候，鱼是我们全村人最好
的肉食来源，也是主要的肉食
品。而我做的最多的梦就是
自己拿着渔网，在水塘里捕到
了很多大鱼。

由于我一直上学，父亲从
不许我动他的渔网，我也最终
没学会撒网捕鱼。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再
后来，有了儿子。去年夏天带
儿子回家看父亲，儿子见墙上
挂着渔网，指着问：“爷爷，这
是 什 么 东 西 ？”父 亲 笑 着 说 ：

“是渔网，捕鱼用的。”儿子睁
大了眼睛说：“鱼都是爸爸在
集市上买的，咋会是捕鱼呀？”
父亲笑弯了腰，给孙子讲起了
捕鱼的趣事。于是儿子缠着
他的爷爷，非要给他用网捕鱼
吃。

现在村里的坑塘很少有
水，更没有鱼了。父亲就和我
商量着下汝河去带孩子捕鱼
玩玩，我也想让儿子感受一下
捕鱼的快乐，于是祖孙三代就
一起来到了大陈闸旁边的河
湾里捕鱼。

儿子蹦着跳着走到水边，
东张西望地在水里找鱼。父
亲告诉他，鱼在深水里，看不
到的，用渔网能逮住。父亲操
起渔网，熟练地撒了几网，捕
获了一些小鱼小虾。我看着
满脸汗珠的父亲，提出也想撒
网试试。父亲笑呵呵地把网
交到我手中，并告诉我手抓、
放渔网的方法，以及用力的技
巧等。

我 终 于 能 亲 手 撒 渔 网
了！用尽力气把渔网扔向水
中，没几下就累得气喘吁吁，
但最终我也没有用网捕到一
条 鱼 。 儿 子 笑 着 说 ：“ 爷 爷
撒 的 网 像 圆 球 ， 能 捕 到 鱼 ；
爸爸撒的网像虾条，捕不到
鱼……”

我要回县城了，临走时父
亲 把 渔 网 交 给 我 ，说 ：“ 我 老
了，撒不动网了。带回去吧，
闲了到河里照着我教的法子
多练练，能学会撒网捕鱼的。”
我接过来渔网就赶忙背过身
去 ，怕 父 亲 看 见 我 眼 里 的 泪
珠。

渔网带回来了，我把它挂
在书架旁的墙上。每次看到
渔网就仿佛回到了童年跟着
父亲捕鱼的幸福快乐时光！

父 亲 的 渔 网

□ 陈颖

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神秘地
告诉孩子，要带她去一个她没去过的地
方。把车停在路边，拉着她的手往巷子
里走。

“妈妈，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女
儿好奇地问我。“去我的老家看看。”

走到巷子里一处十字路口，我停了
下来：“就是这里，这个马路牙子是妈妈
小时候经常蹲着玩的地方，往里走就是
妈妈的老家。”

现在那里已经被新的小区取代，但
我还是饶有兴致地对女儿讲：“对面没
有拆迁的房子是我邻居家的，小时候我
站在家里的平台上，可以跟邻居家的小
孩挥手打招呼。”

“原来妈妈的老家回不去了。”女儿
经常回爸爸的老家看望奶奶，在她的意
识里老家是可以回去的。

十字路口一侧，小时候经常买泡泡
糖的小卖部上次来的时候还在，现在变
成一家饭店。继续往前走，一群老奶奶
坐在树下聊天儿，她们肯定认不出我，
但我认得她们背后的梧桐树，我曾经和
小伙伴们在树下拾桐花、玩过家家。

望向下个十字路口，那里人群熙熙
攘攘，依稀和 30 年前一样热闹。那时我
六七岁的模样。一大早，一手攥着零钱、
一手拎着饭盒，去给奶奶买早餐。奶奶
最喜欢喝豆腐脑，甜咸各半，软糯鲜美。
卖豆腐脑的阿姨认识我，给我多盛些，
还夸我懂事。接过盛满的饭盒，我一蹦
一跳地回到那座温暖的老房子里。童年
就是在这样自由宽松、被爱、被信任的
环境中度过的。

丸子汤、豆腐脑、水煎包……路口
的小吃摊依次在我眼前出现。一转眼 ，
这些摊位都 30 多年了。卖豆腐脑的阿姨
成了老奶奶，她的女儿在忙碌着。热气
腾腾的小笼包香味扑鼻，和小时候闻到
的味道一样。丸子汤摊子还是几十年的
惯例，上午卖丸子汤，下午只卖丸子，食
客可以打包带回家自己做。

路过的人有的进店就餐，有的买了
包子骑上车继续赶路，还有的碰见了熟
人，站在一旁聊天儿。热闹而井然有序
的小吃街和记忆里一个样，30 年中改变
了很多，又好似什么也没有变。

带着女儿来到一家亲戚开的烧卖
店，多年没有见面，老板一眼认出了我。
他询问我父母身体怎样，家里怎样。“挺
好的，”我抬起头望向他，才发现他和记
忆里的模样已经不同了。烧卖和油茶还
是一样的味道，做饭的人却老了。

老家是真的回不去了。老家又好似
一直在我身边。美食的味道，亲人的关
怀，心中的期许，还和童年时一样……

老 家

□包丰源

煌煌长空，有云化生，
聚气显像，迤逦而行。
飘而不散，顺势而舞，
媚而不耀，明澈且正。
实深实远，似亲似近，
含色含韵，如旗如旌。
敛彩涵晕，比冰拟玉，
秀透丽露，泽润莹增。
致虚极，守静笃；
处柔弱，德纯清。

长空彩云赞

□马俊

立冬之后有一段不可多得的好
时光。这段时间不乏色彩，充满温暖
的 气 息 ，还 会 带 给 人 积 极 向 上 的 力
量。我称这样的时光为“缤纷浅冬”。

浅冬还延续着秋天的斑斓色彩，
甚至比秋天的色彩更有味道。树叶
未完全凋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树太
多，这么多的树次第落叶，延长了大
自然的色彩之旅。有的树上的叶子
还 绿 着 ， 虽 然 那 种 绿 不 是 鲜 嫩 的
绿，而是厚重的深绿，不过有绿色
在，就给人以生机。这时候，最美
的树当属白杨树，树上的叶子还有
不 少 ， 大 部 分 都 变 成 黄 灿 灿 的 了 ，
整棵树高大挺拔，就像披了一身华
贵的礼服一般，格外有辉煌灿烂的
气 韵 。 白 杨 树 仿 佛 树 中 的 贵 妃 一
般，在展现最后的雍容华贵。不久
后它们就要彻底卸妆，此时正竭尽全
力展现最美的风姿。还有很多树的
叶子，经霜之后变成红色，有浅红色，
有深红色，还有紫红色。红的枫叶，
黄的银杏叶，绿的柳树叶……各种色

彩共同演绎着缤纷浅冬，让这个时
节有了别样的味道。

缤纷浅冬，美丽绝伦。我有一
个喜欢摄影的朋友，最喜欢趁着浅冬
去山中拍摄。她说浅冬草木凋而未
凋，气温寒而未寒，比任何时候都要
有特色。此时的山因为草木色彩的
多样而显得浪漫动人，她会选择一天
中的不同时候拍摄。因为色彩和光
线富有变化之美，所以她拍出来的作
品特别灵动新颖。我曾以为山间风
景最美当属春夏，她却说深秋胜过春
夏，浅冬胜过深秋。山间草木的颜色
已经呈现出被时间浸染的痕迹，但又
不至于枯败，各种色彩都被时间加深
了，显得更加鲜明生动。

我觉得浅冬与深秋比起来，就像
两个气质不同的美人。从冷暖的角
度说，深秋是冷美人，浅冬则是暖
美人。深秋的时候，我们对寒冷的
来临还不适应，总觉得一夜寒霜就
把世界的底色改变了，在某一个早
晨起床后发现周遭寒意横生，所以
深秋总给人苍凉萧瑟之感。而到了
初冬，我们的身体适应了寒意，但

是天迟迟冷不起来，心理上会觉得
这丝暖意是季节温暖的恩赐，所以
格外有温情的味道。浅冬之时天还
不冷，还有个“小阳春”，类似春天
来临之后的“倒春寒”。同样是季节
过渡之时的气温起伏，“倒春寒”让
我们反感，怪寒气不赶紧离开；而

“小阳春”则让我们欢喜，希望这份暖
意逗留得久一些，再久一些。

选一个天气晴好的午后，晒一晒
冬日暖阳，你会真切地体验到一份来
自冬天的幸福。浅冬的阳光不带丝
毫凉薄，温煦得真的像是“小阳春”。
与冬天打个招呼，向阳光问声好，你
会觉得满心都是舒适惬意。阳光仿
佛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柔柔地洒下了
万丈光芒，人一点点融化在温暖的阳
光里，只慵慵懒懒地享受生活。人在
冬天，感受到的却是难得的温暖。这
份来自浅冬的幸福，格外让人心存感
恩。感恩季节在严寒到来之前，还不
忘让温暖停驻一段时间。未来的日
子，有这样一份温暖打底，何惧风霜
冰雪？这样想着，觉得心里充满了勇
气和力量。

缤纷浅冬，惊鸿一瞥。好时光
总是倏忽而逝，趁着叶未落，趁着
风还暖，趁着风景还美，趁着阳光
还好，去做想做的事，去爱想爱的
人，去想去的地方，去过想过的日
子……

缤 纷 浅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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