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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段店有唐代瓷窑遗址，所产瓷器
称鲁山花瓷。鲁山花瓷乃盛唐名瓷，如今
鲁山段店唐代瓷窑遗址已是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鲁山花瓷之“鲁山”

鲁山花瓷之“鲁山”，原指唐代鲁山
县。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改鲁阳县为
鲁山县。鲁山县之名源自县城东十八里
有一耸立的秀峰，名鲁山坡，也称鲁峰山，
俗称露山坡。自唐贞观元年（627）起至
今，鲁山用作县名已 1300 多年了。说鲁
山县是千年古县，最名副其实。

在唐贞观元年（627）之前，鲁山县叫
鲁阳县。鲁阳县之得名系因县治（即县
城）位于鲁山之阳。因广义上的鲁山不仅
指城东十八里孤峰鲁山坡，而是西南自尧
山发脉，顺木札岭向东北方向延伸，经蒸
馍顶、焦山、钢山，至鲁山县与汝州市、汝
阳县交界之岘山，再折向东偏南，历五垛
山、铁山、娘娘山，到恃山南折至鲁山坡，
这条大致呈“∏”形山系的总称。县城不
管是秦汉魏晋时期在昭平台水库中的邱
公城，还是北魏孝文帝元宏迁至今县城，
都处在这条弯环山系南侧怀抱里。山南
曰阳，故名鲁阳县。

鲁阳置县始于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221）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鲁阳县之名
前后用了848年，而在名鲁阳县之前春秋
战国时期的 550 年，不论是前期属郑，还
是后来属楚，都是名鲁阳邑的。鲁阳县是
由鲁阳邑演变而来，但自尧帝起到西周末
年的一千三四百年，鲁山县就已有了鲁县
之名。《左传》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
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
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
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饷
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不过那
时的鲁县并非政区之称，而是指鲁地。夏
代“尧之裔孙刘累奔鲁”，周代周公姬旦的
初封地“鲁”，都在鲁山这块地方。

鲁、鲁阳、鲁山的“鲁”字，本意是什
么？长期以来人们对鲁的释义多依许慎

《说文解字》“鲁，钝词也。从白，鱼声”。
汉孔安国对《论语》“参也鲁”的注释即谓

“鲁，钝也”。汉刘熙《释名》把许慎对“鲁”
字的释义用来解释鲁这个国名，曰：“鲁，
鲁钝也。国多山水，民性朴鲁也。”明清两
代《鲁山县志》的纂修者依之，言：“鲁，《释
名》曰：‘鲁，鲁钝也。国多山水，民性朴鲁
也。’故邑之士民言多率直，无矫饰。”还
说：“士多椎鲁之习，民余质朴之风”；“民
多笨拙，少黠慧，株守田畴，不谙货殖。”

这种对鲁的解释，是说鲁之名源于此
地群山阻隔，风气闭塞，民性质直鲁钝。
但若深究起来，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

的。因为泱泱中华，“国多山水，民性朴
鲁”者，何止鲁山县呢？其实，以鲁名山，
以鲁名地，自有其来历。考之秦汉隶书及
其以前的古文字，鲁字写作“上止下从 ”，
旅也作“上止下从 ”。说明鲁、旅原本是
一个字。旅有“祭”义。《尚书·禹贡》“蔡蒙
旅平”，《传》曰：“祭山曰旅”。《周礼·天官·
掌次》“王大旅上帝”，《注》曰：“大旅上帝，
祭于圜丘。国有故而祭，亦曰旅”。可见
在上古时代，祭祀山岳，祭祀苍天以及国
之祭祀，都叫作“旅”。就是说“鲁”字也具
祭祀之义。《汉书·地理志》载：“南阳郡鲁
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刘累获氏
号）所迁。”张衡《南都赋》载：“远世则刘后
甘厥龙醢，视鲁县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
立唐祠于尧山。”我们从“刘累立尧祠于尧
山以祭尧”起码可以说：尧山之所以又名
鲁山，尧山所在地之所以名鲁县，是因为
尧之裔孙刘累在这座山上祭祀尧而得。
正是有了“鲁山”这个山名，接着就衍生出
了鲁山环抱着的“鲁”“鲁阳邑”“鲁阳县”

“鲁山县”这一系列地名。
可见鲁山县之“鲁”是与华夏民族原

生性信仰——祖宗崇拜伴生的，是中华五
千年文明变迁史的一个表征。

鲁山花瓷是盛唐名瓷

鲁山花瓷是我国陶瓷史上唐代的一
个陶瓷品种，其品名先由民间称起，后由
唐玄宗李隆基亲口钦定。

据《羯鼓录》记载：“宋开府璟，虽耿介
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乐部行王
询云：‘南山起云，北山起雨，即开府所为
也。’始承恩顾，与上论鼓事，曰：‘不是青
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撚小碧上，掌下
须有朋肯之声。”

《羯鼓录》是唐宣宗大中年间（847—
859）黔南观察使南卓所编著唐代音乐珍
贵史料书。这段话中的“宋开府璟”指宰
相宋璟，“上”指唐玄宗李隆基。

我自 1985 年调到平顶山工作，在研
究地方历史文化中发现了这条史料。
1990年撰成《唐玄宗与鲁山花瓷》一文，在
当年 4 月 27 日《平顶山日报》发表。称：

“鲁山花瓷是唐代瓷器之上品。这种瓷器
是在黑釉、黄釉、黄褐釉、天蓝釉等釉面上
再施上呈色不同的釉料，经高温焙烧后泛
出紫红、天蓝、月白、褐绿或暗黑等纷繁的
花色彩斑。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
院的陶瓷专家根据《羯鼓录》所载，从五十
年代到七十年代对鲁山段店窑进行了反
复调查、发掘，采集到五块羯鼓残片，其质
地、釉色与故宫博物院所藏花瓷羯鼓完全
一致，从而认定传世花瓷羯鼓就出自鲁山
段店窑，段店窑就是鲁山花瓷的核心产
地。”

中国陶瓷史上历代名瓷众多，但真
正经皇帝之口定名的却极少。“鲁山花
瓷”不说是唯一，恐怕也差不多。汝瓷，
据说是由宋徽宗指令“雨过天青云破处，
这般颜色作将来”，但并没有说出“汝瓷”
之名。只是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为宫廷
所藏十六件汝官瓷一件一件作诗，才写
上“汝瓷”。而“鲁山花瓷”却是在唐玄宗
与宰相宋璟讨论乐器羯鼓优劣时，亲口言
说的。我们常说皇帝是金口玉言，“鲁山
花瓷”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皇帝唐玄宗开
金口出玉言而道出的名字。你说“鲁山花
瓷”这个名字的文化价值有多高？我认为
不可估量！

唐宋名瓷多以州名为称，而鲁山花瓷
却是隔过了州以鲁山县为名的。鲁山县
为什么就这么厉害？

这是因为唐朝盛世之鲁山县是东都
河南府属下汝州的一个大县。鲁山县在
隋朝和唐初贞观元年（627）之前是设过

“鲁州”的。更为重要的是，开元二十三年
（735）任鲁山县令的元德秀是唐玄宗李隆
基发现并表彰的亲民爱民贤良县令的典
范。在当时，无论朝堂、官场或民间，谁人
不知元德秀，谁人不知鲁山县！鲁山县之
名遂因县令元德秀在全国一两千个县中
赫赫有名。而宰相宋璟与唐玄宗李隆基
讨论鼓乐又恰在这段时间，就无怪乎他们
直称“鲁山花瓷”了。

传世的“唐花瓷羯鼓”正名应叫“汉震鼓”

过去人们一般把故宫博物院陶瓷馆
收藏的传世唐鲁山花瓷鼓叫作“唐鲁山花
瓷羯鼓”，因为它出自《羯鼓录》嘛！无可
厚非。连我 1990 年写小文《唐玄宗与鲁
山花瓷》时也是把它称作“唐花瓷羯鼓”
的。民间俗称“花瓷腰鼓”“花瓷拍鼓”，或
直称“花鼓”。近来，我把《羯鼓录》原文反
复研究一下，发现它的正名应该叫“汉震
鼓”。

《羯鼓录》在“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
山花瓷。撚小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
之后，接着说：“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
且鼓腔用石末、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
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最后一句

“非羯鼓明矣”，说明用青州石末或鲁山花
瓷做鼓腔的鼓不是羯鼓，“乃是汉震第二
鼓”。

“汉震鼓”的意蕴是什么？据《易·说
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易·杂卦
传》：“震，起也。”《尔雅·释诂》：“震通妊，
通娠。生也”“震，亦通振”。可见震的含
义是生，是起，是振奋。这样一来，“汉震
鼓”的意蕴就很明白了。羯鼓是从西域传
进来的。我猜测，汉震鼓则是汉人本土固
有的。羯鼓的声音比较碎急，而汉震鼓则
粗犷浑厚持重有力，能够充分振奋（生、
起）大汉之声威。大唐是个既充满自信又
敞开胸怀的朝代，所以唐玄宗李隆基与宰
相宋璟“兼擅两鼓。”

今天，中华大地涌起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浪潮，鲁山县已制定出打造“花瓷之都”
的战略，规划了花瓷小镇。相信在汉震鼓
点的激励下，“鲁山花瓷”定能再创汉唐盛
世的辉煌。

浇瓜之惠是一个鲜为人知的
成语，出自我们平顶山，比喻以德
报怨，不因小事而引起纷争。成语
出自刘向《新序·杂事第四》，说的
是东周初期梁国（今汝州）与楚国
边亭发生的事情。老子对这件事
情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报怨
以德”。

东周初年，周平王封少子姬唐
为梁侯，封地在今天汝州的西部和
南部，国都在今王寨乡樊古城一
带。梁国南部为楚国，两国在边境
均有驻军把守。故事就发生在两
国士兵之间。

说梁国有个大夫叫宋就，曾经
担任边区县令。梁国的边亭和楚
国的边亭都种瓜，各自结了很多。
梁国边亭的人勤劳，多次浇灌他们
的瓜，瓜长得好；而楚国边亭的人
懒惰，很少浇灌他们的瓜，瓜长得
差。

楚国的县令因为梁国的瓜长
得好而对楚国的瓜长得差很生
气。楚国边亭的人嫉妒梁国边亭
的人比自己贤能，于是夜里偷偷地
去破坏梁亭的瓜。梁亭的人觉察
了，就向县尉请示，也想偷偷破坏
楚亭的瓜作为报复。县尉向宋就
请示，宋就说：“哎呀！这怎么行
呢？结下仇怨，这是惹祸的根苗
啊。别人做坏事自己也跟着做，怎
么心胸狭隘得这么很呢？如果让

我教你们办法，一定经常晚上派人
过去，偷偷地好好浇灌楚亭的瓜，
不让他们知道。”于是梁亭的人经
常夜里偷偷地去浇灌楚亭的瓜。

楚亭的人早上巡视瓜田，发现
都已经浇过水了，瓜长得一天比一
天好。楚亭的人感到奇怪，就留心
观察，后来发现原来这都是梁亭的
人干的。

楚国的县令听说以后，非常高
兴，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楚王。楚
王听说以后，既忧虑又惭愧，非常
不好意思，于是准备了优厚的礼物
以表歉意，请求与梁王结交。楚王
时常称道梁王，认为他很讲诚信，
殊不知梁国和楚国的友好关系是
因为宋就开始的。俗话说：“转败
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说：“报
怨以德。”说的就是这类的事。

这则成语讲的是梁大夫宋就
以“浇瓜之惠”解决梁、楚边亭之怨
的著名故事，宋就以德报怨，不因
小事而引起纷争，宽容为怀的人物
形象很鲜明。

而成语“浇瓜之惠”所蕴含的
道理在今天也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
中，要宽容大度，以大局为重，“退
一步海阔天空”的做法绝不是怯
懦，而是以退为进，将冲突的可能
化解掉，从而把矛盾对立的紧张局
势转化为和平共处的有利局面。

叶县仙台镇境内有一个美丽
的柳树王村，柳树王村位于叶县
城东 8.5 公里，仙台镇西 4.5 公里，
漯河至叶县公路北侧。该村地势
低洼，属黑色黏土，适合柳树的生
长，古时候该村柳树特别多。

关于该村名字的来历众说纷
纭，据《叶县地名志》记载主要有两
个。昆阳之战时（叶县旧称昆阳），
刘秀从郾城搬兵回昆阳途中，正值
暑天，刘秀及其随从人困马乏。忽
见一棵大柳树，树干几搂粗，树冠
大有半亩地左右，能遮阳避雨，刘
秀就在树下休息，顿觉凉风习习，
精神大振，随口说道：好大一棵柳
树，可称王也！后刘秀统一天下，
当了皇帝，天子金口玉言，所以该
柳树就封为王，后有人在此建村，
称柳树王村。

另外一个传说：古时候村内有
棵大柳树，被人买下，一天正准备
伐树时，有一个山西商人返乡经
过，问为什么要砍伐这棵大柳树？
来往行人在此纳凉避雨，伐了不是
太可惜了吗？那人说，你这个外地
人真是多管闲事，你是大善人，你
若能拿出树钱，树我们就不伐了！
于是山西商人便付了树钱和工钱，
此树免被砍伐。

商 人 当 夜 投 宿 叶 县 山 陕 会
馆，夜梦有一白发老人向他道谢，
说，白天被您掏钱买下的那棵大
柳树是我全家居住的地方，正因
没地方投奔而惊慌失措时，得贵
人相救，不胜感激，为报贵人之
恩，今夜特来告之，你近期将有大
祸临头，按我所说可免遭劫难，避
凶化吉。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切
记切记。

商人醒后，梦中的情景记得清
清楚楚，啊！难道是仙人指路？一
路上他风尘仆仆，归心似箭。一日
到了黄河岸边，正想住宿休息、洗
刷，忽然想到了白发老人的忠告，
就继续往家赶路。傍晚时分到家，
头上的脑油、脸上的尘土顾不及洗
刷，上床倒头便睡。

谁料商人的妻子有几分姿色，
平时好吃懒做，在家不守妇道，与
一屠夫勾搭成奸，商人的突然到

家，给这对狗男女当头一棒，他们
暗自商量要除掉商人。当夜子时，
屠夫手持利刃，推开虚掩着的屋
门，当摸到商人的头时，觉得油头
粉面，以为是他的情妇，结果误将
淫妇杀死，然后逃之夭夭。

天明商人发现妻子被害，立马
报案，县太爷问商人具体案情。商
人一概不知，县太爷大怒，说道，明
明是你常年在外经商，另有新欢，
喜新厌旧，杀死发妻，还贼喊捉
贼！准备用刑时，商人想起了梦到
的白发老人，于是向县太爷禀报梦
中仙人交代的话：见店不住店，油
头垢面，一斗谷子二升糠。县太爷
暗暗思量：一斗谷子没有米都是
糠，莫非犯人姓康？于是派衙役寻
访查找康姓之人。

这个康屠夫，平时欺行霸市，
缺斤少两，乡邻早就恨透了他，此
时纷纷到县衙控告他的罪行，逃逸
的康屠夫被缉拿归案，面对如山的
铁证供认不讳。为报救命之恩，商
人又回到叶县，到这棵大柳树下祭
祀，尊称这棵柳树为王，并盖一庙
常年供奉。

传说归传说，但从传说中可以
看出古人对树木的敬仰。树是金，
树是银，环境是个聚宝盆，尽管朝
代在变，县乡的名字在变，但当地
人们植树造林的习惯没变，柳树王
这个村的村名至今也没变。

柳树王的传说
●赵长兴

浇瓜之惠
●尚自昌

鲁山花瓷的前世与今生
●潘民中

傍晚时分，从鲁峰山上俯瞰鲁山全城，景色十分秀美。而鲁山县之名则源自这座
位于县城东十八里的鲁峰山。 何元生 摄

手拉坯是一门古老的技术，讲究心平气和、眼准手稳。 何进文 摄

鲁山段店窑址挖出的花瓷碎片在鲁
山人看来是绝对的宝贝 何进文 摄

传世的唐花瓷腰鼓 何进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