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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汝瓷威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群芳吐蕊，到
处萌动着生机和希望。在汝州这片古老
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李廷怀像往常一
样在自己的汝瓷厂忙碌着。突然，一个
来自北京的电话让他惊喜又激动：由他
设计制作的精品汝瓷天青釉支钉天平
洗，将作为国礼赠送给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首脑；而他本人，则经过层层选拔和严
格审核，将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成员
之一，跟随总理出访。

这是李廷怀第一次参加如此高规格
的外事活动，内心的自豪和兴奋难以言
表。从 3 月 21 日晚上出发到 29 日上午
返回北京，出访日子里的每一个时刻，他
都深深印在心中，也曾无数次回味。而
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27日晚上，在中国
企业家代表团的晚宴上，他作为代表之
一发言，向在场的中外嘉宾介绍汝瓷和
汝州。在李廷怀看来，汝瓷作为民族文
化的精髓之一，能走出汝州，走向全国乃
至世界，是他作为汝瓷工匠无上的荣耀。

回来后没多久，李廷怀又接到通知，
他的作品将作为中国馆指定礼品，亮相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世博会。不敢有丝
毫怠慢，来不及片刻窃喜，李廷怀精心挑
出 16 种类型的汝瓷样品和照片接受组
委会遴选，最终有 6 种类型入选。50 天
时间里，选料配料、手拉胚制型、烧胎挂
釉、二次高温成瓷……每一道工序李廷
怀都亲自动手、把关，最终在 1200 件作
品中精心挑选了 100 件，于 5 月 31 日送
到海关入库。阿斯塔纳世博会结束后，
一部分作品作为藏品由中国驻哈萨克斯
坦大使馆收藏，一部分作为礼品赠送国
际友人。

李廷怀所获得的成就和瞩目远不止
这些：

去年 12月中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在郑州举行，这是
郑州首次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盛会。
而由李廷怀设计、制作的龙头杯作为此
次会议的专用杯，甫一亮相就备受关
注——玉青釉色雅致明丽，蝉翼开片细
密莹透，龙头图腾的手把与华夏文明浑
然一体，三足鼎立的杯底和历史文化一
脉相承，挺秀圆满的杯身契合了我国开
放包容的发展理念。玉青釉龙头杯一战
成名，销售额占到廷怀窑当年的80%。

不得不提的还有 2003年，这一年对
李廷怀来说是转折性的一年。汝州市区
的张公巷发现了北宋汝窑遗址，引发业
界瞩目。更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在随
后挖掘出来的碎瓷片中，竟然发现了失
传很久的卵青釉。李廷怀兴奋不已，他
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仿烧卵青釉的念头
一经出现就再也遏制不住。可是，仅凭
几个小碎片就想复原出消逝近千年的釉
色谈何容易？一个个不眠之夜，一遍遍
烧制失败，一次次调整配方，还是没有一
点突破。那段时间里，绝望和懊恼像挥
之不去的阴霾围绕着李廷怀。

1825 年，人们就发现了苯。但此后
几十年间，没有人知道它的分子结构。大
家实在难以想象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
怎么能够完全对称地排列、形成稳定的分

子。1864 年冬的一天，德国化学家凯库
勒坐在壁炉前打盹，原子和分子们开始在
幻觉中跳舞，一条碳原子链像蛇一样咬
住自己的尾巴，在他眼前旋转。猛然惊
醒之后，凯库勒明白了苯分子是一个环
——就是现在充满了化学课本的那个六
角形圈圈。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将近 150 年后的今天，历史有了

惊人的相似。“在梦里，有老者和我聊
天。老李，你咋恁笨！你那配方反了，这
个增一点，那个减一点，就好了。”一语惊
醒梦中人。李廷怀赶紧按方配釉，第一
次烧相似了百分之八十，第二次烧完全
一样！每每提起此事，李廷怀既得意又
自豪。尽管过程充满了不易，过度的劳
累也曾让身体一度吃不消，但李廷怀甘
之如饴。

“听起来是奇闻
讲起来是笑谈
……
无路难呀开路更难
所以后来人
为你感叹！”
张公巷北宋官瓷的成功仿制，使断

代 800 年的卵青釉重见天日，这标志着
李廷怀的烧制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也为他赢得了业界的关注和认可。
在李廷怀的工作室里，一件件精美绝伦
的汝瓷作品让人叹为观止。观其釉色，
天青、玉青、卵青，纯粹如碧；抚其釉面，
滋养、柔和、细腻，莹润如玉；察其纹片，
若隐若现，千变万幻。

这真是：胜似天上自请来，非比人间
巧刻成。

心有大梦

李廷怀的思索，自北宋以降，连接当
下，直向未来。

宋人的审美，建立在对法度的深刻
理解之上，满载对宇宙和自然的崇敬。
宋时之美，美得典雅静谧，却又生机盎
然。千年前，“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的徽宗赵佶，绝对是一个超一流的大艺
术家，他在梦中瞥见了大雨过后云破之
处的一抹天青，醒来之后念念不忘，遂降
下圣旨“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
来”，多少工匠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最后
还是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这般颜色”
终成圆满。

汝瓷，是九死一生的赌注，是火与泥
土、矿物缠绵交融的厮守；是大美之作，
更是大雅之成。她，“似玉非玉而胜于
玉，温润雅致，神韵清远”；她，在历史的
惊鸿中默默生长，在文人的回眸里寂然
开放。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作为五大名
窑之首的汝窑，因金兵入侵，在经历了短
短二十余年的辉煌之后，窑空烟冷，神秘
的天青色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近代考古发现，宋代汝州有数百座古窑
址，“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
天”。从小就常听长辈们说起汝瓷的辉
煌历史和传奇故事，李廷怀对此充满了
浓厚兴趣和无限遐想。他常常站在蟒川
河天青色的微风中，感受炉火跨越千年

时空燃烧跳动的场景。
然而，汝瓷走到今天，却出现了令人

感慨的局面。也许是断代太久，也许是
历史上的名头太响背负太重，她既比不
了远方的瓷都景德镇，也比不了同出一
源的近邻禹州钧瓷。汝瓷，如何才能发
展得好些再好些、快些再快些，让这块金
字招牌造福汝州、造福社稷？

可是看看身边的汝瓷企业，少数发
展得快，多数发展得慢，而有些甚至根本
就发展不起来。在李廷怀看来，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没有考虑清楚企业定位，即

“为谁制瓷”。如果是为各大博物馆做定
制藏品，那么自然要做高仿的稀世珍品；
如果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贡献
GDP，那么就必须让汝瓷这个旧时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想清楚这个
问题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搞好调查
——消费者需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样才
能与市场准确无误地对接。

基于这样的思考，李廷怀决定走出
历史、走出汝州。他认为，历史有历史的
局限，地域也有地域的局限。车轮是往
前转的，历史是向前行的。我们必须要
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广泛地借鉴，大胆
地尝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在继承
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没有创新就没
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未来。有了创
新，有了发展，汝瓷才能跨越千年，永葆
生机、代代不息。

就是在这样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李
廷怀提出了“为民造瓷”的理念，围绕

“民”字做文章，民生、民存、民建、民创、
民用以及健康、环保、共享等等。2004
年，52岁的李廷怀，在亲人和朋友的合力
帮扶下，建起了自己的第一座窑，从此翻
开了他汝瓷人生的新篇章。

这真是：老骥伏枥志千里，誓教汝瓷
越千年。

守正创新

听过汝瓷开片的声音，便更能懂得
李廷怀对汝瓷的满腔痴爱和传承企盼。
出窑的时候，随着窑门徐徐拉开，丁零清
脆的声音迎面扑来。窑内外的冷热空气
使得釉面热胀冷缩，满架的器皿都在开
片，像金玉轻叩交织而成的天籁乐曲。

“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李廷怀曾
由衷地感叹道，同时也在心里燃起一股
强烈的渴望，愿汝瓷之音悠长远播。

一味地模仿、机械地复制，不是李廷
怀的性格。创新的种子，无时无刻不在
萌芽。一天，李廷怀突发奇想，汝瓷能否
在天青色的基础上更白亮一些？一有新
的想法，他便忍不住要去尝试，不达满意
誓不罢休，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又冒了
出来。李廷怀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反

复配料、反复试烧。苦心人，天不负。终
于一种新的颜色问世——玉青釉，它的
手感更加温润如玉，釉色更加白亮细
腻。事实证明，这种釉色也更符合现代
人的审美倾向。2013年7月3日，李廷怀
研究的玉青釉白胎瓷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正式授予发明专利，汝瓷大家庭再添新
成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越来
越注重养生，李廷怀机敏地意识到，把

“健康”二字作为汝瓷研究的新课题大有
可为。于是，他尝试着将麦饭石等多种
天然活性矿物质加入传统制瓷工艺，经
过三年多的试验、改进，成功研制出活态
瓷。毫无疑问，这项发明在给李廷怀带
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的高度认
可。

随着成就接踵而至的还有非议。玉
青釉龙头杯和活态瓷器物的销量扶摇直
上，有人对李廷怀的产业化生产提出质
疑，认为汝瓷之所以如此珍贵，就是因为
存世作品极为稀少，况且作为宫廷御用
瓷器，本就应该是阳春白雪之物，怎么能
大量投放市场自降身价呢？但李廷怀不
这样想，就是因为找准了市场定位，他的
汝瓷厂才有了今天，成绩实实在在——
近了看，单就业岗位就提供了几十个，带
动了近百户家庭脱贫，还是纳税大户；远
了讲，这必然会唤醒更多的人认识、了解
汝瓷，进而研究、传播汝瓷。一举多得，
何乐而不为呢？

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将汝瓷
艺术与生活结合，是李廷怀发展汝瓷的
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认为汝瓷作为
传世佳品，还应该成为反映时代、记录时
代的载体。比如，创作核心瓶时，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刚刚提出，他就大胆突破
汝瓷全釉的传统，中部不施釉，以朴拙的
刀法雕刻出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让人眼
前一亮；为上海世博会特制的和谐瓶，灵
感来自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瓶身施以荷花和螃
蟹图案，寓意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瓶口
则如一朵盛开的白玉兰，以上海市花作
为构成元素，和谐瓶的意义特殊又珍贵。

如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
创新，使其永葆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时
代命题。“文化兴亡，匹夫有责”。李廷怀
也在不断地琢磨，他有自己的想法，那就
是把汝瓷潜在的文化内涵与市场需求、
时代精神相融合。

这真是：心向往之，濯磨追之。予汝
玉青，为汝白头。

如今，在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帮
助下，李廷怀正带领公司员工，以创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以新型产业化为依托，以
发扬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奋力
铸就中国汝瓷的新篇章。

濯磨半世写“瓷”章
◎蔡文瑶

感谢编辑，《一晌清欢》是我所
有集子中最精致的一本。虽然书
中文章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不过三
分之一，但精美的版式让我实在忍
不住寄给不曾谋面的网友。有回
复的，也有不回复的，更有看了失
望连我的博客也不再关注的。真
真是可惜了我的快递费……

近日,因为汪曾祺先生早年的
一封书信，我和汪家才女汪朝有了
联系，她的读后感是这样的：“好久
不能连续读一本书了，把你的《一
晌清欢》好歹看完了。坦率说，没
有以前的文章好了，尤其前半部
分，应该叫《怨妇笔记》，算来那正
是你更年期和次子青春期的同步
时间，看得我好沉重。现在好多了
吧？不过跟孩子的关系过于密切
也不好，日后又有别的不适应。”

这个点评非常中肯，贴心贴
肺。为了这本书而对我牵肠挂肚，
汪朝通过微信传给我很多好文章，
有心理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都
是对症下药的良方。我不得不再
次承认，仁爱与善良的基因是会遗
传的……

这番话让我反思：多少年了？
追着物质生活这顶破毡帽跟头流
水，我就像一个陷身滚滚洪流中的
漂浮物，混迹于泡沫塑料、饮料瓶，
还有鬼知道什么来头的各色碎片
之中，张皇失措的时候多，沉静安
然的时候少。对于这本书，我不否
认我有披肝沥胆的诚恳，但是，对
于一个作者来说，只凭这一条是远
远不够的。

真相往往让人沮丧。一番思
省之后，我忍不住寻出两条观点不
同的，给自己原本就不饱满的自信
补充一下能量。

“姐姐的文字熟撑，丰腴，剥开
一层，滋滋有味；翻展一页，春蕊夏
花一样蓬勃勃、脆生生……”

“印象极深的是姐姐劲道的文
字功底和热乎乎的情怀。《一晌清
欢》里，成长的痛和进步的乐，我是
深有体会的。”

山东文友锦书来这两个评语，

我相信也是掏心窝子的话。人隔
千里，从未谋面，她没有必要拿好
话哄我。这本书的第一单元《青春
期》，有血有泪，确实是从一个母亲
的心上撕下来的。私心杂念是有
的，一是十多年前出版的母子三人
书——《地板上的母亲》，电子版至
今仍在流传，还有盗版。《青春期》
是母子三人书的续篇，肯定会有读
者。二是上本书写了哥哥，这次让
与之截然不同的弟弟也露个脸儿，
算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力挺吧。
坦白地说，写上本书我是坐在地板
上，写这本书我已经匍匐到尘埃
里。90后的孩子与 80后不可同日
而语，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50后母
亲，我不得不在各种绝望与撕扯
中，逼着自己重回生长季。这对于
同样身在纠结中的母亲，助益是不
言自明的……从这个角度看，我认
同锦书来的观点。

再抄一条，是好友王连明发过
来的，他的观点独出机杼：

“你的书，看上去冒着热气，实
则是一杯冷饮。绮丽的文字下面，
是一片泥泞的情感。一晌清欢，其
实是一阵麻醉。写家事是倾诉，写
闲情是自语。那些文字显现的，是
灵魂出窍的游踪。序中说，别人梳
妆，你梳理生活。其实你不梳妆，
也不梳理生活。因为你不在身体
里，也不在生活里。哈哈，在哪
里？我不知道。”

深刻，犀利，和汪朝一样不留
情面，一语中的。但是我不得不承
认，王连明的评论点到了书中时隐
时现的那根生命之弦。从生活与
情感的积累，到文字的发酵，再到
借由文字逃离肉身的情不由己，都
给他一语道破。这是美学的角度，
也是哲学的角度……

我实在不知道《一晌清欢》中
哪里是仁哪里是智，所以不敢用见
仁见智界定什么。算来这本书出
版发行已经半年多了，我在众多帖
子里拣出这几条，对自己是一种激
励，对耐着性子读这本书的网友也
算是一种答谢吧。

所有点评都给力
◎曲令敏

翟永明的《在古代》一诗写道：“在古
代，我只能这样 ︳给你写信，并不知道︳
我们下一次︳会在哪里见面……”

木心的《从前慢》一诗写道：“从前的
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
够爱一个人……”

王菲的《邮差》唱道：“你是一封信，我
是邮差，最后一双脚，惹尽尘埃……”

千百年来，书信一直是慢时代的主流
沟通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如今却只能成为美好的追忆。但
是世间从不缺少轮回——年复一年春夏
秋冬的轮回，日复一日黑夜白昼的轮回。
轮回里饱含哲学意味，它一旦触及心灵，
便成了真切深邃、令人着迷的感触。

比如书信，它就搭载着综艺节目卷土
重来了，再度引领人们走进那依然鲜活的
时代场景和人生故事，触碰那些依然可感
的人物情状和社会风物，领会炎黄子孙的
精神情怀与生活智慧，真正是“完成了一
次漂亮的文化逆袭，引领了内容为王的网
综时代”。这便是综艺节目《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尤其受到好评的一场，当是张
国立联手王耀庆演绎画家黄永玉与戏剧
大师曹禺之间往来书信的那一场。

1983年，黄永玉给“极尊敬的前辈”曹
禺写了一封信，犀利地点评其新中国成立
后的剧本创作，“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
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

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泥溷在不情愿的
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嚼了浓茶，清醒于混
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
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
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
的隽语都消失了”。密集的“火辣辣的词
句”里，是黄永玉直言不讳的性子，更是他
对曹禺一世才华的惋惜，“你多么需要他

（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那点草莽精神”。
曹禺似乎从黄永玉的字里行间读到

了真正的知己，他不仅把这封信装裱挂起
时时警醒自己，还写了一封回信解剖自
己，“你鼓励了我，你指责我三十余年的空
洞，‘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这句话
射中了要害，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到了
今日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你提到我那
几年的剧本‘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
分析得也不透彻’，只有你这样理解心灵
的大艺术家，才说得这样准确、这样精
到”。他继续感慨，“但愿迷途未远，还能
追回已逝的光阴。天下没有比到了暮年
才发现走了太多的弯道更痛心的了。然

而，指出来了就明白了，便也宽了心……”
一位是绘画大师，一位是戏剧大师；

一个坦率批评，一个坦然反省。他们借助
书信实现了一段披肝沥胆、见骨见血的心
灵对话，字里行间尽是思考之锐利、言辞
之恳切、干净纯粹且真挚的友谊。

当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推荐这个节目
时，一个传媒界的朋友感慨“见字如面”真
是一个久违的好词。确实，在这个生活不
断被科技刷新的时代里，我们在得到很多
便捷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美好。如今，
我们有商品在路上跑着，有快餐在路上跑
着，却再也没有一封书信在路上跑着了。

今天我们追忆书信时，其实是在追忆
那个饱含情感和仪式、“言而有信”的慢时
代。我们在曾经寄出的每一封信和收到
的每一封信里，仍能追忆起当时的情景与
心情，每一封信里都有着极强的真实性和
代入感，都能打开一个栩栩如生的场景，
其间的人物情状、社会风物、精神情怀、生
活智慧，仿佛都触手可及，这些是其他任
何文化载体所无法代替的。

当下的中国，千万富豪增至 124 万
人，亿万富豪增至 9 万人，在时代车轮的
疯狂碾压下，捞钱成了王道，谁还去关照
什么精神世界？当我们沉湎于名利的追
逐不能自拔时，当我们焦虑地一路狂奔无
法静心时，当我们在错综迷离的城市霓虹
中丢失了信仰时，我们的精神世界展现出
一片茫然。与其说是我们与书信久别重
逢，倒不如说是书信帮我们拾遗补缺、找
回初心。

中国社会历来强调隐忍克制，中国人
压抑的精神世界却能够在私密书信中完
成现实世界里无法完成的释放。一封信
便是一个人最真实的性情与认知，也是一
个人最无拘无束、直言不讳、毫无保留的
全情投入。在私密化的字里行间，人们以
真情对真情、以真相对真相，心无芥蒂。

“见字如面”是写信时最常用的开头
语，意思是说当你看到这封信时就像看到
了我一样。生命芜杂，相逢稀罕。尽管今
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走进一个庞大朋
友圈，却发现在那里很难觅得一个真正的
知己。而在过去，一封书信就是一场至真
的心灵穿越，一位见字如面的知己就是人
生路上的火光，能照亮我们途中所有的幽
暗和曲折，能让我们心生“我不是一个人”
的温暖。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
看”。远去的书信，怎能不令人无限追忆？

远去的书信
◎白梦

汉语里的“气”字，是个很复杂
的多义字，足以把初学汉语的老外
气个半死。“气”，可以是气息，如气
息奄奄、气绝身亡；可以是情绪，如
怒气冲冲、气不打一处来；可以是
精神，如朝气蓬勃、气可鼓而不可
泄；可以是追求，如“吾善养吾浩然
正气”；可以是风格，如洋气、土气、
书生气、江湖气等。

俗话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
口气。这里的“气”，就是指人要有
一种精神。君不见，古往今来那些
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大功德者，无
一不是借气而生，凭气而斗，因气
而争，为气而胜。志愿军在朝鲜打
胜仗，原因就是“钢少但气多”；王
进喜为了扔掉贫油国的帽子，“肺
都气炸了”；钱学森、邓稼先们为造

“两弹一星”，为中华民族争气，殚
精竭虑。总之，打仗要靠气，建设
要靠气，科研要靠气，国家强盛要
靠气，个人成功也要靠气，什么事
情要干好都离不开气。

气，有时是指做人的风格与习
惯。人称大气，就是胸襟开阔，宰
相度量，是干大事成伟业之品；小
家子气，则小肚鸡肠，锱铢必较，注
定不会有什么大格局。《菜根谭》
说：“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
一点素心。”敢于担当，见义勇为，
疾恶如仇，不惧斧钺，有几个这样
的朋友，三生有幸。具体到各行各
业来说，做官不能江湖气太浓，生
意人要远离市侩气，读书人要力避
酸儒气，当兵的最忌脂粉气，富家
子须根绝纨绔气，穷小子当有大志
气，文化人切莫痞子气，否则，就会
闹得不男不女，不文不武，亦官亦
匪，亦商亦盗，乱作一团。

气有正邪，邪气多而致病，正
气浓则强心。孟子说：“吾善养吾
浩然之气。”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

英雄豪杰，胸中无不郁积着浓郁得
化不开的浩然正气。有了这股正
气，才能舍身报国，杀身成仁，如同
庄子、屈原、文天祥、谭嗣同；有了
这股正气，才能刚正不阿，不向黑
恶势力低头，不向魑魅魍魉屈服，
如同“为国牺牲敢惜身”的秋瑾，拍
案而起宁死不屈的闻一多，宁饿死
也不食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
这些人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人食五谷杂粮，自然就有七情
六欲。喜怒哀乐，由气而生，又变
成气而发泄。而一个真正生活丰
富多彩的人，一个经历过大起大落、
建立大功大德的人，胸中必定常积
一股气，使其久不发散。他们用气
来支撑自己、刺激自己、磨砺自
己。只要这股气不泄、这种精神不
倒，遇到再大困难，都能咬牙顶住，
并将胸中这股气化为自强不息的
动力，化为翻身雪耻的精神，化为
竞争向上的斗志，化为坚忍不拔的
毅力。

人活一口气，贵在精神上的强
健、人格上的完善，而并非要刻意与
谁争强斗气。因而，成绩大了，名头
响了，不能有傲气，谦虚一点，会赢
得更多尊重。地位高了，官职大了，
不能有戾气，平易近人，不但不会损
失任何东西，反而会有意外收获。
奇女子，不让须眉，当有几分丈夫
气；大丈夫，能伸能屈，须忍辱负重
不怕受气。青年人当有朝气，如同
喷薄而出的朝阳；老年人应力戒暮
气，老骥伏枥，唱好夕阳红。

人活一口气
◎陈鲁民

目光，掠过深邃的太平洋，李廷怀仔细品摩着周围的一切——
这是中国民航的一架包机，起飞于中国北京，13个小时后将抵达澳大利亚悉尼。舷窗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机舱

内，清风微澜，从容有力。
这是跟随李克强总理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他们当中不乏叱咤风云的商业巨擘和挥斥方遒

的行业领袖。如此重量级人物，济济一舱，以致让这架客机喷涌出非比寻常的气流。
李廷怀列坐其间。
李廷怀，汝州人，汝瓷匠人，首批汝窑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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