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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点燃香木，投火自焚。烈

火之中，重获新生，羽更丰，音更脆，飞得

也更高。然其涅槃，仅传说矣。而花瓷

的涅槃，乃人间奇迹。

龙年春节之后，有缘再到鲁山花瓷

作坊与展馆探看，但观琳琅之物，睹各异

美型，惊花瓷焕彩，想神釉开颜，仿若时

空洞穿，心神摇荡，心灵震撼：这土的前

世，泥的造化，何以经了烈焰之火，绽出

如此璀璨之花？

看我“七十二”变

面对件件丰润之器，我想，凤凰浴

火，一次淬炼，而花瓷，要经几次？

窑工曰：从一把泥，到一尊品，大大

小小，工序七十多道。

我惊诧了。孙悟空囚身炼丹炉七七

四十九天，西天取经饱受九九八十一

难。一枚珍瓷的诞生，要变幻七十余次，

岂不比登天还难？

窑工见我不信，掰指手数：“瓷的烧

制，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弃之者八九。

从选料到成型，从施釉到再烧，马虎不

得。单单选料上，要碾土研磨、细箩过

滤、淘洗练泥、去杂配方，成型上要拉坯

制坯、印泥注浆、旋坯修坯、手捏镂雕。

施釉之技更多，何止百种。唯不计烦琐，

方趋完美。”

《天工开物》介绍制瓷：“一坯之

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细

微节目，尚不能尽也。”恰与窑工述说

相合。

道道工序皆谓涅槃，似乎过激了。

然其做工烦琐，漫循精进，步步裂变，确

为实情。

简约不简单的花瓷

花瓷简约，却不简单。它零落成泥，

炼狱一般，历经痛苦，饱受磨难，几多浴

火，方得新生？重生？再生？铸成国之

雅器！

踟蹰在制瓷作坊，听机声隆响，看来

自鲁城之北段店附近的岩土滚碾成末，

揉作泥团。再看匠工目光沉静，神情专

注，手拿坯刀，修磨削切。随着光影飞

闪，土片旋落。

匠工物我两忘，何其用心。

站立窑前，我思绪荡漾。古窑沉

睡，柴烧静谧。由柴而煤而气而电，

科技飞跃。然釉变一理，精髓一脉。

窑门上所贴楹联“蓝焰紫气携影虹，红

火白光幻奇珍”，足见窑工匠心，古今

同频。

鲁瓷的涅槃，瓷史一绝，惊天一举，

虽非精心策划，但也绝非无意插柳。当

年柴烧，烈焰高温，一窑货十吨柴。所

幸，鲁山山大林多。无数的窑炉，光焰万

丈，火光烤熔了一轮太阳，烤化了满天繁

星，烤落了万家灯火，烤焦了匠工脸庞。

家家必用之陶，使烟火土色的窑工，日复

一日，不眠不休，方催升窑温千度以上。

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毅啊！当焰火熄灭，

他们满怀渴盼，再次凝视窑内之物，这才

发现，与往日不同，瓷质瓷色，竟化出一

种雄浑率意之性，幻出一种炫目眩晕之

美。轻轻叩之，丁零当啷。

窑工喜极而泣。

众里寻它，蓦然回首，灯火阑珊之

处，由陶到瓷，就这样华丽转身。

花瓷涅槃，首在窑变，七寸之关全在

火候掌握。是谁，最先盗得仙经，握了这

把秘钥？

段店的全称为段家店，传说当年段

家窑烧最是讲究，稍不如意，全部摔碎，

绝不以次充好。当年，州府勒令段家限

期烧出上等花瓷，否则治以重罪。几窑

未成，段父忧心如焚，焦虑万分。仙翁感

其精神，意欲指点，却不料，段的长子至

孝，竟生以身试火之念，趁父不备，跃入

熊熊窑火之中，果然换得满窑璀璨。亦

有传是其女儿，举身投火。童女骨血纯

粹，方得润出绝世珍品。

段店已经过世的老村长生前曾告

诉我：鲁山花瓷，千锤百炼，要么成名，

要么粉碎；要么胜出，要么淘汰；要么化

蝶，要么沦落尘埃。花瓷行里多人语

我，段店窑的烧造十分苛刻，一瓷成名

万瓷碎裂，稍有瑕疵，一律当场砸碎。这

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残次品，不允许

流入市场。

瓷界俗语：十窑九不成。不败难成，

不碎哪全，有舍有取，能毁方誉。得一花

瓷，可读百年，可存千年。涅槃，总在窑

殇之上！

鲁 瓷 之 釉 ，其 前 世 ，叫 草 木 灰

吧，窑工们亲切地称之为“釉”。简

易的炉窑，粗粝的陶坯，免不了灰烬

飞落，凝作斑纹。由此，开启窑工心

智。踏破铁鞋，发现鲁地城北，釉土

多矣，高温之下，奇幻无比。无数次，

器上抹釉刷釉，釉面光滑出彩。机缘

恩赐，当又一窑货启开，窑工畅快饮

水解渴，无意之中，水粒滴到窑货之

上，圆滚滚的水珠，悄然滑落。这细

微一幕，被窑工捕捉：这凸起的釉面，

何以荷叶般的滑腻？

匠工们满怀欣喜，变着花样往瓷上

喷釉浇釉、浸釉淋釉、荡釉洒釉、甩釉点

釉。千般釉种，N次轮蘸，N次偶合，N次

艳遇。唐时，鲁人喜黑，诸多的苦难，使

鲁人执着于在黑暗中追求光明，那么，

就任由黑釉对着月白与天蓝，让它黑中

飘白，白中藏蓝。墨染冰心，石破天惊，

犹醉翁挥笔，鲁瓷终从单一釉色，渡至

一器三色：漆黑的底釉，乳白的面釉，天

蓝的斑块，如绸缎，似云絮，像宝石，雍容

旖旎。

花瓷的蝶变

世上万物，三色融合，绝美之配。

天缘神趣，这是鲁瓷划时代的涅

槃。它虽主打三色，然赞其“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毫不夸张。它形饰简洁，意境

幽邃，似暗夜星烁，类雨后飞虹，如晴空

云飘。这种梦幻般的气韵，契合玄宗励

精图治的性格。据传，当鲁瓷作为奇宝

呈于玄宗案头，面对黑釉上的月白天蓝，

他的眼前陡然一亮，疾速问询：“何处所

产？”大臣答：“东去200余里，鲁山段店。”

玄宗当即决定，择日前往一观。玄宗的

车辇风尘猎猎，驰入段店，无数的窑工走

卒拥至路口，一睹风采。玄宗仔细探看，

但见千万件鲁瓷釉面流动，渲出亢奋，透

出张力，荡出古韵，恣肆奔放，不禁赞曰：

“真乃我大唐气派，国之瑰宝也。”遂嘱鲁

山令，各样器具，年年贡之。

由是，鲁山花瓷成为御用贡品。

史上之瓷，多以地名，越窑邢窑、汝

窑钧窑，概莫能外。而鲁瓷，偏偏在地名

上又冠了个“花”字，其摇曳之姿，更为惊

艳。它的逆袭，亦得于玄宗的助推——

这不是传说，是铁的史载。在瓷韵流淌

的长河里，元瓷清丽，明瓷浓艳，清瓷繁

缛，而鲁瓷，从来拒绝小巧，排斥纤细，丰

满肥厚。它滴釉泪，淌釉痕，釉面凹凸，

饱经沧桑；它磅礴激昂，傲骨铮铮，在厚

润中扬出恢宏，彰出豪迈。对这样的釉

质釉层，玄宗击节赞赏——玄宗并不晓

得后世的瓷风如何。唐《羯鼓录》记下了

这么一件事：宰相宋璟与玄宗侃起花瓷

羯鼓之事，玄宗斩钉截铁曰：“不是青州

石末，即是鲁山花瓷。”一代帝王何以言

之凿凿，一眼辨出瓷产鲁山，缘其过目花

瓷多多，对之熟稔钟爱。皇上金口，一言

九鼎，从此，鲁瓷正名“鲁山花瓷”，独步

天下。

玄宗巡瓷段店，命名鲁瓷，使之另类

蝶变。

中国乃瓷源之国。英文中，“中

国”“瓷器”乃一词。在欧洲人眼中，分

明把中国等同于瓷器了。换言之，他

们认识中国，始于瓷器。唐韵千秋，

作为宋钧先遣、汝瓷之源，蟾宫折桂的

鲁山花瓷，在无数次的涅槃中，分解作

窑 变 、裂 变 、蝶 变

……对瓷坛贡献

莫大。难怪，

当今盛世，鲁

山 多 位 有 识 之

士，浩气飘逸，

倾 情 倾 力 ，解

得花瓷密码，复

原这一古器，使

之精魂玉姿，再展

神韵，再着春色，再

度涅槃。

那朵璀璨的盛唐之花
□袁占才

山岚中，风吹发乱，衣袂飞扬。

猎猎风中，两位汝瓷大师迎风歌唱。

结伴而行，寂寞穿行，路在脚下，

往前走，穿过去，得见窑火，得见那蓝

色的精灵。

王振芳与范随州用心血和汗水，

在汝瓷上抒写着蓝天白云的明亮色

彩，在汝瓷的历史时空里驰骋，无惧

无畏，铿锵前行。

王振芳与范随州，享誉汝瓷界；

汝瓷的灵气滋生了他们不卑不亢、一

以贯之的秉性，他们用自己的巧手让

素坯华彩四溢。

素履之往 青瓷为开

一瓷一世界，一山一美景。汝州

为瓷都，大峪有“弘宝”。

汝州市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基地

在地处大峪镇大红寨省级地质公园

的弘宝汝瓷文化园揭牌，30余名嘉宾

与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弘宝汝瓷技术总

监范随州及其夫人——中国工美行业

艺术大师王振芳女士对话，现场感受泥

与火淬炼的艺术魅力。

以文为媒、以瓷会友，让文学艺

术和汝瓷技艺交相辉映，让作家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汝瓷文化，体验

汝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范随州不仅是陶瓷工艺大师，还

是饱读诗书之人。说起汝瓷，他语重

心长：制作汝瓷，需融入科技、哲学元

素，还要植入新的文化内涵，让传统文

化与现代汝瓷有机结合、有效统一，使

之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有机载体。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范随州认

为，任何成就的取得定属于有准备的

人。一个人要想在汝瓷传承中取得

成就，就必须脚踏实地，一以贯之。

弘宝汝瓷已有 20 余年历史，拥

有国家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

利近 200项，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奖 3

项，其系列产品被评为河南省名牌产

品，“弘宝斋”商标被认定为河南省著

名商标。

至美为汝 一苇以航

上善若水，至美为汝；苍穹之美，

天青为瓷。

范随州大师从事汝瓷研究与实

践 30 余年，文化素养深厚，理论基础

扎实，技艺精湛娴熟。

近年来，他的《传承汝瓷文化需

弘扬官窑精神》等 10 余篇论文

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并应

邀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

区 进 行 文 化 交 流 和 学 术 研

讨。其作品先后获得中国五

大名窑名瓷作品展评会金奖、

全国陶瓷设计创新评比传统瓷

金奖、第二届中国陶瓷文化艺术

创新精品展“大地奖”银奖、“河南

之星”设计大赛金奖等60余项大奖。

受行业所托，范随州联合其他

专家领衔起草了《汝瓷国家标准》，

并于 2009年由原国家质检总局正式

发布。从此，汝瓷质量的好与次有

了统一的衡量标准。“能为行业做点

事，我苦点累点也开心”。范随州说。

王振芳对汝瓷的研究及烧制也

造诣颇深。作为大师级汝瓷人，她始

终秉承“做精工艺，做足文化”的理

念，作品植根汝瓷传统文化，融合当

代主流审美，于清丽中凸显灵动，于淡

雅中彰显王者之气，思想与艺术并重，风

格独树一帜，深受国内外艺术界、收藏界

好评。

这些年来，王振芳的作品先后获

得中国首届五大名窑名瓷作品展评

会金奖、“闽龙杯”全国陶瓷作品大赛

特等奖，河南省工艺美术珍品奖，“河

南之星”设计大赛金奖等百余项大

奖，并被指定为中华首届海峡两岸民

族文化高峰论坛、2010年上海世博会、

第四届华侨华人中原经济合作论坛贵

宾礼品。

王振芳被誉为“瓷坛女杰”，撰写

的《汝瓷的文化性格》《从文化视角解

读国粹》等 10 余篇论文、专著先后在

国内外报纸杂志上发表、出版。其与

丈夫合著的汝瓷文化专著《认识汝

窑》集学术性、可读性、实用性于一

体，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示了中华陶

瓷文化，弘扬了中华文明，向世人展

示了汝瓷的惊世之美。

木铎有心 薪火相传

叮叮淙淙、叮叮淙淙……宛如大

珠小珠落玉盘迸发的脆响，俨然窑神

纤手叩击玉磬发出的遗音，好似岁月

的风铃摇出的颤音，恰似虔诚的信徒

敲击钵鱼奏出的音韵，更似清澈的山

泉滴落玉石的声音。

那一刻，在汝瓷的故乡——汝州

的弘宝汝窑旁，我屏气静听釉料开

片的声音。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

美妙的音乐。在那个熏风和煦的上

午，我有幸赶上了开窑时刻。“开窑

啦——”范随州幸福而又颤栗的声

音被插上了风的翅膀，袅袅飞翔在窑

场上空。

一架汝 瓷 被 推 出 窑 口 ，接 着 就

响起那宛若天籁的开片声。叮叮淙

淙、叮叮淙淙，那是青瓷精灵跃入人

间发出的呐喊，那是千年汝瓷焕发青

春的喜报，那是传统音符重现人间的

宣言。

那一刻，我陶醉在这玄妙无穷的

音乐中，倾听着那时缓时急、时疏时

密、时高时低的天籁之音，我的心被

这绝尘的遗响擦拭得清澈明亮。

我醉了，展厅内博物架上的“荷

花碗”“玄纹樽”“荷叶口瓶”“三个和

尚”等汝瓷精品，在灯光下呈现出古

朴、典雅、大气的神态，我的耳畔再次

响起了汝瓷开片的声音。

那一刻，我心中空明无尘，仿佛

被融入了禅境。

让作品说话，两位大师用实际行

动给出了答案。

范随州认为，细节是了解一个人

的关键。面对关于“如何与汝瓷结

缘”的问题时，他毫不掩饰：“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一句极为普通的话，展

现了他的真诚。范随州还有一个观

点：人生与艺术都是一个圆，人一无

所有来到这个世界，最终一无所有离

开；艺术从没有到不断地增加，再到

不断地精简。二者在这个圆上还有

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往前走，不能

回头、停滞。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执念，范随州一

直奉行着“不与人争，做好自己”的儒家

之道，始终保持低调的行事作风。执

着、真诚的范随州为自己明确了一个定

位：给自己绑上一块石头，沉入艺术之

海，全心全意、默默无闻地去做，不在乎

今天的获取，也不在乎明天的达到，只

坚信付出终有回报。

范随州、王振芳常常自问，“我们

能为后人留下点什么？我们能为汝

瓷奉献点什么？”为了汝瓷的未来，为

了追寻心中的汝瓷梦，他们一直在默

默地为汝瓷的发扬光大奉献

智慧，为博大精深的汝瓷文化

谱写一曲光辉灿烂的乐章。

穿过窑火去见那蓝色的精灵

人人都说家乡美，我说鹰城最美。美在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美在绚

丽多姿的山水生态，美在活力发展的蓬勃态势，这里平畴沃野与青山绿水

迭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相映成趣。

平顶山市之所以取名平顶山，原因是市区北部有一座山叫平顶山。

平顶山市还有一个雅称叫鹰城，为什么叫鹰城呢？

因为平顶山地区在西周时期是应国的领地，应国的图腾就是一只鹰，

所以平顶山也被称为鹰城。

平顶山市古为豫州地。夏商时期，为应龙氏部落；西周为武王第四子

应侯封地；周代应国从应叔立国至东周早期灭国历经 350余年。自应国

被灭后，这一地区被遗忘在茫茫历史中，直到这里发现了大煤田，平顶山

才又名扬天下。

平顶山市是新中国成立后崛起的新兴城市，是中国重要的煤炭基地

和能源化工基地。

物产丰富平顶山

平顶山市西靠伏牛山脉，东接黄淮平原，南临宛襄盆地，北接嵩箕山

系，沙河、汝河两条大河贯穿其中。

古老的滍水、汝河是我市两大水系，两河的源头都处于八百里伏牛腹

地。尧山是伏牛山的主要山峰，它的主峰蛤蟆石是长江、黄河、淮河的天

然分界处。

平顶山市地质构造十分奇特，不仅有奇俊秀美的尧山等山峰，还有绵

延百里的温泉带。鲁山温泉为商汤最早利用，汝州温泉历来为皇帝后妃

所喜爱，武则天曾三次驻跸洗浴，被誉为汉唐皇家温泉，与陕西骊山温泉

齐名。昭平湖、白龟湖、燕山湖等碧波荡漾、候鸟云集。奇特的地质构造，

孕育了平顶山的资源优势，已探明各类矿藏 57种，主要有煤、盐、铁、陶土

铝、石膏、溶剂灰岩等，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黑一

白”资源在中国矿产资源库中名列前茅。黑就是指煤炭资源，原煤储量

103亿吨，是黄河以南最大的煤田，素有“中原煤仓”之称。白就是指盐矿

资源，盐储量 3300 亿吨，居河南省第一位，是我国第二大井盐产地。另

外，铁矿石储量 10 亿吨，占河南省储量的 76.3%，是

全国十大铁矿之一。

历史悠久平顶山

远古时期，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均在平顶

山境域活动过，三皇五帝都在此留下了人文足迹。

近几十年来，鲁山、汝州、郏县、宝丰、叶县以及

平顶山城区发现的众多古文明遗址，都在沙河、汝河

及其支流沿岸。

沿河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犹以

新石器时期古文化遗存为多，全市已查明的文物点

500 多处，古文化遗存 100 多处。目前，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1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8处，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20处，馆藏文物数万件，三级以

上精品文物 6000多件。境内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

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其中平顶山市入选“河南考古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考古项目有新石器时期的汝

州煤山遗址，夏朝的蒲城店遗址，两周时期的应国墓

地、楚长城遗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鲁山望城岗

冶铁遗址，隋唐时期的鲁山段店窑遗址，宋金元时期

的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汝州张公巷窑址。除了这

些，比较有名的还有深埋于白龟湖水下的应国古城，

埋于昭兵台水库的邱公城遗址，位于郏县的郏邑故

城和太朴寨遗址，位于鲁山县张官营的犨邑故城，位

于叶县县城的昆阳故城、叶邑镇的叶邑故城，位于市

区东部遵化店一带的汝坟故城，位于宝丰的贾复城

等。在应国墓地，出土青铜礼器万余件，包括珍贵的

白玉线雕鹰玉器，平顶山市也因此被称为鹰城。在

叶县许公墓出土了 300 多件玉器，其中有春秋时期

的青铜器编钟。此编钟由钮钟、博钟和角钟同组出现，全国罕见，是我国

古代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分布于鲁山、南召、方城交界地带的长城

遗迹是中国早期长城——楚长城，有“长城之父”之称，它建于公元前 678

年前后的春秋时期。在叶县、宝丰山岭地带，还有世人知之不多的韩魏边

界长城。这些“祖赐长城”都是无价之宝。舞钢境内古柏子国在战国时属

韩，称合伯，是楚国和韩国的冶铁和铸剑重地，所铸干将、莫邪、龙泉剑天

下闻名。鲁山有大型汉代鲁阳冶铁遗址，其四项遗迹在全国名列前茅，代

表了汉代冶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平顶山因为很早就是人类祖居地，包括叶姓、刘姓、应姓、郏姓、柏姓、

梁姓等，是发源地，或是重要一支。叶姓源于古叶邑今叶县叶公，刘姓源

于古鲁县今鲁山刘累，梁姓起源于汝州古梁邑，应姓起源于古应国，郏姓

起源于古郏邑，叶、刘两姓举世公认。

地灵人杰平顶山

如今，无论是天工造化的汝石，还是人工烧制的汝瓷，还有集古代书

法大成、刻于石上至今闻名天下的汝帖，都已成为灿烂的国之瑰宝。

陶瓷是火与土的结晶。在悠久灿烂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发轫于平

顶山的汝瓷、唐钧、花瓷等，演绎过无数个精彩瞬间，将中华陶瓷百花园装

点得绚丽多姿，尤其是黄道窑、清凉寺窑、段店遗址，为我们这片陶瓷文化

热土留下了历史见证。

物华与天宝竞辉，地灵与人杰争妍。拭去岁月的铅华，打开中华文明

长卷，滍汝大地风华绝代的英雄豪杰、贤人逸士、才子佳人辈出：出生于鲁

山的平民圣人墨子，他提出的“平等兼爱”的思想观念与我们倡导的“以人

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叶公沈诸梁修筑水利，励精图治，勤政为民，问政

于孔子，得到“近者悦，远者来”的治国方略，在历史上留下文化交流的佳

话；运策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是郏县李口镇张店村人，他名列“汉初三杰”

之首，功绩卓著，但他不恋权位，不慕荣华，功成身退，赢得后世敬仰；东汉

杰出军事家冯异是宝丰李庄人，他胜不骄，败不馁，每次大战之后，当别人

邀功论赏时，他总是独坐大树之下，反思成败之经验教训，被人称为“大树

将军”；食疗学鼻祖孟诜是汝州人，他的“补养方”开启世界营养学先河；唐

代诗人刘希夷也是汝州人，他的《代悲白头翁》，其中有“今年花落颜色改，

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

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等诗句，让多少人

感慨不已。清代文学家李绿园是湛河区人，他所著的《歧路灯》描绘了 18

世纪中原地区的世风民情，他提出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主张，今天

仍有很大的启迪和教育意义；最后一次农民起义领袖白朗，是宝丰人，他

基于生存危机，以打富济贫为旗号揭竿而起，其英雄气概感天动地；出生

于鲁山的诗人徐玉诺五四时期率先发出中原人的声音，是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一颗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明星。

除了这些生于斯长于斯、声名远播的历史文化名人外，还有历代先贤

智圣、文人墨客到此为官或漫游，如孔子、诸葛亮、李白、杜甫、韩愈、刘禹

锡、颜真卿、苏轼、苏辙、黄庭坚、欧阳修、范仲淹等都到过这里。他们生动

记录了鹰城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或恢宏壮观，或委婉细腻，因为

有了他们，鹰城的历史才显得丰满生动。苏轼、苏辙兄弟最后长眠于这

里，因为“三苏”这个文化符号，成就了平顶山的文学高地。

回首过去，鹰城历史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章节；放眼未

来，滍汝大地，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鹰城深厚的文化积淀，还应当有责

任和反思。我们要留下的不只是祖辈先贤卓越的成就，还有我们不懈努

力和奋进之后创造的新辉煌！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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