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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每当雨后初晴，平顶山的上空常常会

出现一道美丽的七彩虹。令人惊奇的是，这道

彩虹的一端在平顶山的山顶，另一端向着北方

遥远的天际，并且每次都是这样。当你向彩虹

的那端走去，就会发现下面有一眼古老的石

井。这眼古井，井壁不是直上直下，而是蜗牛壳

一般螺旋向下，里面总有半井清水，当地人称这

口井为“蜗牛井”。春夏秋冬，无论天气多么干

旱，古井里总是保持不多不少半井清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平顶山北方有一座

古镇，镇上住着黄员外。黄员外家大业大，豪宅

连片、良田千顷、骡马成群。可是，财旺人不旺，

结婚二十多年，妻子也没有给他生下一男半

女。好不容易到五十岁才得了一个千金，取名

婉姣。黄员外视婉姣如掌上明珠，光奶娘就请

了五六个，唯恐饿坏孩子。七八岁时，婉姣便使

上了丫鬟。

婉姣长到十六岁，已出落成了大姑娘，花容

月貌，仙女一般。远近有地位的人家纷纷前来

提亲，男方不是才貌不佳，就是品行不端，婉姣

一个也没看上。眼看到了十八岁，婉姣还没找

到如意郎君。黄员外老两口心里着急，天天上

绣楼，问女儿心里到底是啥打算。婉姣对父母

说：“这几年上门求亲的，没有一个人品出众、才

貌双全的。”黄员外叹了一口气说：“闺女，眼眶

太高了，光这样下去也不是个法呀！”母亲愁眉

不展，拉住女儿的手说：“姣，你爹娘都是奔七十

的人了，你的终身大事定不下来，爹娘黄泉路上

心也不安啊！”婉姣劝父母道：“二老不要着急，

女儿心里早打定了主意，既然上门求亲的没一

个称心如意，那就听天由命吧。到十八岁生日

那天，我抛绣球，谁接住我就跟谁，瞎子瘸子要

饭的我也认了。”

农历四月十六，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满，田野

里麦梢已经发黄，婉姣迎来了十八岁生日，黄家

也迎来了选女婿的日子。这天，正逢古镇老日

子庙会，方圆百里的人都赶来看热闹，镇上人山

人海，黄姑娘的绣楼下更是被围得水泄不通。

巳时正是十八年前婉姣降生的时辰，只见黄婉

姣满面红云，手执五彩绣球，在众丫鬟的陪同

下，出现在绣楼云窗外。楼下的年轻人激动万

分，喝彩声此起彼伏。说也奇怪，正当那绣球快

要落地之时，突然间，本来晴朗的天空布满乌

云，一阵狂风吹来，吹得众人睁不开双眼。转眼

之间，云过天晴。人们四处张望，看绣球到底落

到了哪个幸运者手里。这时有人高喊：“飞跑

了，绣球飞跑了！”

只见那五彩绣球在南面天空转动着，向远

处飞去。众人都大吃一惊，不知是怎么回事。

绣楼上，黄姑娘见此情景，惊得惶然无措，众丫

鬟赶紧上前把姑娘扶进闺房。

这天子夜时分，有人轻轻叩门。婉姣点上

灯，打开房门，见一英俊书生站在门外。月光

下，只见那年轻书生高高的个头，眉清目秀，双

手还捧着一只绣球。婉姣定睛一看，正是上午

自己抛出的那个，于是，忙把书生让进房内。两

人在灯下谈了几个时辰，书生谈吐文雅，文质彬

彬，无半分轻浮。婉姣春心荡漾，望一眼窗外的

满月，羞涩地对书生说：“既然上天安排，你我就

是缘分。过几天，你就使人来我家求亲吧！”就

在这时，只听村头一声鸡鸣，远近的鸡也都叫起

来。书生忙站起来，对姑娘说：“我该回去了，晚

了爹娘要怪罪的！明天晚上我再来看你。”说

完，拉了拉婉姣的手就慌忙转身离开。

以后，那书生天天晚上来找婉姣，每次总是

一到鸡叫就起身告辞。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不知为什

么，黄婉姣自打和书生见面，身子一天天消瘦，

吃饭也不香，食量一天天减少，整个人病恹恹

的。黄员外夫妇只当女儿害了相思病，也不便

劝说，只好暗暗托人，但愿能为女儿找个称心人

家。可找了一家又一家，婉姣就是不点头。

这天，有一白发老道士，身背褡裢、手执卦

签来到古镇，为人们抽签算卦，求神问卜。黄员

外把老道请到家中，要为女儿抽上一签，算上一

卦，问一问女儿的命运，查一查女儿的婚姻。只

见那老道端坐在堂屋中间，两眼微闭，一边掐着

指头，一边念念有词。突然，老道倒吸一口凉

气，两眼圆睁：“哦，原来如此！怪不得进院就有

股阴气。”

老道向黄员外耳语一番，黄员外听后也大

吃一惊。

最后，老道交代黄员外：“记住交代婉姣，那

书生起身告辞前，把他头发里暗藏的那颗宝珠

取出来并锁好，千万别让他发现。”

这天晚上，黄婉姣在夜深人静、书生熟睡之

际，果然寻到书生头发中藏着的一颗闪光的宝

珠。她按老道的说法，悄悄地取出宝珠，然后锁

起来。鸡叫时分，那书生醒来，忙穿上衣服离去

了。

第二天晚上，老道带四十八名年轻力壮的

小伙子，抬了一块大圆石，来到平顶山顶，隐藏

在蜗牛井旁边。半夜，只听井中有哗哗的水声，

老道急喊：“快放。”四十八个小伙子一齐用力抬

起大圆石，扑通一声丢到蜗牛井里，井水窜起两

丈多高。

原来，井里住着一只修炼成精的千年乌龟，

近来化成年轻英俊的书生，天天晚上去黄姑娘

的绣楼。如今，因失去了避水宝珠，再加上老道

用巨石镇压，龟精怎么也出不了蜗牛井。

黄姑娘的病也慢慢好了。

后来，因为那千年龟精终日恋着黄姑娘，每

到雨后，就在蜗牛井中吹出一道彩虹，彩虹的一

端在蜗牛井，另一端在北方的古镇……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千年历史文化古

村严和店，位于汝州市蟒川镇，下辖张庄、郭

庄、严和店三个村子。

它本是个依河而建的偏僻小山村，却因

宋元时期盛产汝瓷而闻名中外。严和店窑址

1963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被国务院核定

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漫山遍野的古窑址、神奇的汝瓷龙床传

说以及历经千年岁月仍保留的那份古韵古

风，深深地牵动着我的心，让我一次次踏上这

方厚土，面对浩瀚长天，凭吊追思千年前那方

神奇天地，感悟汝瓷老前辈们的高超技艺，留

恋不思归。

带着朝圣般的心情再次走向严和店，我

的脚步很轻、很慢，我怕一不小心就惊醒了它

隐藏在时光深处的风雅尘梦……

张庄、郭庄、严和店三个村子，处在正在

建设之中的汝瓷小镇西边。建设工地紧挨张

庄村，三五步就可走到。郭庄村位于中间，为

断代几百年的汝瓷复烧立下大功的郭遂老

师，就是郭庄人。如今，郭遂老师的坟墓就坐

落在虎头山前那碧野深深处。严和店村最靠

东，在汝瓷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原临汝

县汝瓷一厂，位居严和店的东头。瓷厂遗址

和紧邻的严和店小学地皮上，曾有过一个规

模不小的名叫“清凉寺”（又叫下寺）的古寺。

寺内有一眼古井，井旁一棵柏树，树下一块石

头，一柏、一石、一眼井，曾被不明真相的外地

村民传为“清凉寺有 111 眼井”。聚焦了汝瓷

爱好者目光的严和店窑址，分布在村边蟒川

河西岸、北岸，东西长 455 米，南北宽 440 米，

面积约 20万平方米。

岁月的深深风霜中，人口逐渐增多，村子

日渐扩大。如今，这三个村子彼此间仅相隔

七八分钟的路程。

飞花溅玉的蟒川河穿境而过，周围是逶

迤连绵的山坡，四面环坡，一水横流，为农作

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严和店曾经是

汝州市的良种培育基地。

原本东西方向流淌的蟒川河，至严和店

一带突然来了几个大转弯，方又继续前行。

就是这个神奇的 U 形大转弯，为严和店提供

了烧制汝瓷的绝好条件，让它在历史上盛极

一时。许多外地瓷界人士不远万里来此寻古

觅今。我们在严和店村游走时，时不时有乡

亲来问话：“你们是从外地来这里寻访汝窑遗

址和古瓷片的吧？以前这里漫山遍野都是古

瓷碎片，随便踢一脚就能踢出一片。”还会听

到种种传说，譬如谁家打井挖出一个瓷碗什

么的。

再次踏上严和店的土地，心中有一种无

端的亲切。微风里的严和店呈现出清静幽远

的况味，路边的花花草草释放着不可阻止的

美丽。

上次来玩时，路口街巷边，从户家庭院伸

出的那棵楝树正花开繁盛，细细密密的小碎

花织出春天的斑斓多彩，我站在那树下，久久

不忍离去。

今年春天再行此村，仰头看那树，繁花仍

在，而曾坐在树下青石板上择菜、望去俨然大

家闺秀模样的老太太却不在眼前。她曾主动

邀我到斜对面那座几进深的古宅院里参观，

并对家族与严和店的辉煌历史如数家珍：当

年的严和店啊，人烟鼎盛，车水马龙，生意兴

隆，驮载着精美瓷器的骆驼队一眼望不到头，

我祖上就是在这院落里开车马店的……她这

话我是深信不疑的，楝树下这间用废弃瓷钵

建成的百年老屋以及仔细辨认依旧恍然可见

的石头古道，何尝不在验证着老人的话？

出严和店南行，距离古色古香的国家传

统村落半扎村仅 4公里。

1.钟灵毓秀严和店

严和店：汝瓷一韵 风雅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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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的面容，薄如蝉翼/如玉的脸颊，零

落星辰/今天，我在汝州深处的小小村落/顺

流而上/回溯千年的光阴/见证一片炽热的土

地在烈火中重生。

去往汝州市蟒川镇严和店村的路上，《印

象汝瓷》一诗一直回荡在我的心间……

春 华 秋 实 ，岁 月 斑 驳 ，流 年 碎 影 ，诗 意 乡

愁。时光老人啊，翻动着翻手云、覆手雨的巨

掌，让这片土地创出无数辉煌，留下太多记忆。

在遥远的大宋王朝时期，严和店就闪烁着

神秘的光芒。这里不但有“十里蟒川河、十里大

窑厂”之说，还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悠悠驼

铃在这里回响，美丽瓷韵在这里绽放，长风古

道，商旅穿行，车马驼队，烟尘不绝。

北宋时期，严和店村是中原地区最大的青

瓷烧制中心。从蟒川河源头的罗圈寺到严和

店，沿河两岸数十里，古窑星罗棋布，烟火遮天

蔽日。大量的汝瓷精品，如奁、炉、尊、洗等，经

各家窑厂烧成后，汇集严和店，再经赏鉴高手验

货分级，由古道送往京师汴梁及全国各地。

关于严和店村名的由来，有两个版本。一

个版本是有个叫严和的人在此地开店并因之而

汇聚成村落。另一个版本是严和店即验货店，

是漫长的岁月中，村民将音念转了的结果。

我是个好奇心重的人，很想从蛛丝马迹中

考其真伪。春天时的那次雨后严和店之行，我

曾专门就此事询问过村民。

那时，半山腰上的洋槐花花事正好，串串、

树树洁白的洋槐花，将山腰弥漫在白色的云雾

之中。面对正在采摘槐花的村民，我故意装无

知，一边询问该村名字，一边信口开河地挑明自

己的疑惑。我说，这一带的土真黏，黏得让我迈

不开脚，让想上到坡顶看看风景的我寸步难

行。你们“黏坡店”的名字，是因为这坡上的土

黏而得名的吗？还是许多年之前，这里有个姓

年的婆婆开过店？

我的话让在山坡上采摘槐花的村民哈哈大

笑。他说这村既不叫“黏坡店”“年坡店”，也不

叫“年婆店”，而是叫“验货店”，“严和”“验货”同

音，日久天长，将音喊转了，昔日的“验货店”村

就成了如今的“严和店”村。

我曾怀疑验货店之说是后人为抬高此地身

价而杜撰的，听了村民的话，我的疑惑渐消。但

说实在的，严和店仍给我扑朔迷离之感。因为

曾有村民讲，在村中一个古老寺庙的香案下曾

发现一本书，书上讲是由于一个叫严和的人在

此开店，所以称“严和店”。

“验货店”也好，“严和店”也罢，都不容置疑

地证明着遥远的大宋王朝时期，严和店村在瓷

界江湖里的地位。

探询严和店往事时，村民自豪地告诉我，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养育一方器物。这方水

土烧制出来的汝瓷，与别的地方烧制出来的是

有区别的，胎体细密结实，开片细微，洇水少，村

民的话让我半信半疑。

回家后，我就此事咨询一位瓷友，未得结

果。倒是不久后，在一篇关于汝瓷的学术论文

上读到，资深汝瓷前辈发现，同样釉料、同样烧

制条件下，用严和店的土烧制出来的汝瓷成色

效果好于别处。

看来严和店的土质细腻黏度高，是有目共

睹的。据说大灾之年，还有人从严和店往家里

背土充饥活命呢。

2.严和店名称之由来

穿行在严和店老街上，古村的痕迹与风韵

让人痴迷。重重的古旧瓦房院落，穿村而过的

溪流，布满沧桑记忆的青石板，随处可见的种满

了花花草草的残旧的烧瓷匣钵以及用匣钵碎片

建造的屋墙，都在无声而不容置疑地证明着此

地昔日的繁华及陶瓷业的兴盛。

不久的将来，严和店将和张庄、郭庄一道，

搬迁至北坡上正建的新村，他们腾出来的地方，

将在汝瓷小镇建设中作其他规划。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追求更干

净、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弃旧追新中，那些曾经

承载着一代人乡愁记忆的老街、老房，抑或寺、

庙、道、观，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留下难以言

说的怅惘之情。

严和店人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无需为此而

怅惘、失落，汝瓷小镇本身就是根植于严和店漫

山遍野的汝瓷古窑址，并在此厚重的文化基础

上发展起来，属于当地人的美好记忆和引以为

傲的文化符号并没有因为建设而丢弃，甚至借

此东风将这些文化特色更加地发扬光大了。他

们未来的新家，一定会是一个“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既满足了人们

对居住环境的美好希冀，又延承了那些千百年

来流传下的文化记忆。

行行复行行，一路思绪深。漫无边际的遐

想中，竟不知何时天空飘起了细雨。趁着细雨

未湿透土地，我沿菩萨寺右侧登上坡顶，俯览小

村的秀美风貌。

蒙蒙烟雨，如雾如丝，缠绵多情。苍茫宏阔

的五虎山、凤凰山、蜈蚣山等九座山，慈母般环

拥着小村，将素有“九龙朝严”之说的严和店笼

罩在霏霏雨雾中。雨中的严和店，林海清幽，古

朴典雅，安静恬然在岁月深处。低头俯视，脚下

的菩萨寺清雅空灵；举目远眺，裸露的青石山体

上流水和钟乳石的痕迹宛然，述说着这一带曾

经水势浩大的汤汤往事。

无疑，造物主对严和店是比较偏心的，大

方地赐予它如此丰饶的物产。环村林立的山，

不但为它的子民遮风避雨，更为其提供了适宜

烧瓷的丰厚土脉——那厚厚的高岭土是制瓷

的优质原料。那一条九曲十八弯、飞花溅玉、

潺流不息的蟒川河，也是烧制汝瓷的重要条件

之一，为洗泥、踩泥、沉淀等多道工序提供了充

足的水源。那漫山遍野的茂密植被、树木丛林

以及埋在地下的厚厚煤层，更为烧瓷提供了充

足的火源。

刚才，在严和店随意行走时，我发现那里

似乎有煤层的痕迹，一询问，果然此地地下煤

层很浅。宋朝时期，煤已经开始被运用于烧瓷

之中，难怪汝瓷工匠们会会聚在这一带呀！在

汝瓷工匠的匠心独运之下，水与土浴火舞蹈，造

就出了美轮美奂的汝瓷。

环视四野，没有了车水马龙，没有了驼铃声

声，没有了窑火遮天，只有那深深的老式宅院遗

留下来的断壁残垣以及沧桑的繁茂古树。静寂

凭吊，漫延古今生生不息的历史云烟一波一波

地将我浸染。

历史的更迭，繁华骤逝的无奈与忧伤，悼古

怀今里领悟出的丝丝禅意，包围了风里雨里的

我，更弥漫在偌大的严和店上空。我在深深的

敬意里，与这片厚土孕育出的汝瓷匠人展开了

超越时空的对话……

怅然若失里掉头东望，青翠浓郁的虎头山

下，塔吊林立，施工正酣。郭庄、张庄，珍珠般散

落在原野之上，田畴葱茏，阡陌井然。睹此，我

失落的心方才陡然明朗起来。塔吊林立处那是

什么？那是振兴汝瓷的希望啊！

汝瓷，为什么能在汝州这一方土地上顽强

生存而不绝？因为这里的人们对汝瓷有着深深

的挚爱！正是有了这种爱，才使得他们有一种

自信、一种坚持，进而学习继承、不断奋斗，革新

创造、精益求精，勇于担当、克服万险，知耻后

勇、奋力追赶！

其实，这也正是汝瓷精神的内涵所在。汝

瓷能历千年至今仍绵延传承，汝瓷匠人所拥有

的特定的文化精神是有力的内在支撑。汝瓷的

根脉，扎根在沃土深处；文化的藤蔓，延伸在百

姓心间。只要文化不死，定能常青常绿！

4.瓷韵悠扬谱新章

作为北方曾经的青瓷烧制中心，严和店的

青瓷烧制技艺一度引领潮流，《中国陶瓷史》上

曾专门介绍过严和店。

严和店窑址始烧于北宋早期，北宋晚期达

到鼎盛，元代时仍在生产。它的发现，在我国

陶瓷史上举足轻重，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和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1942 年日本侵略军

占领汝州时，大批日本文物专家从此地盗挖掳

走大量古陶瓷片，回国做研究。新中国成立以

来，许多陶瓷专家、考古专家来这里调研、挖

掘。1985 年和 1989 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生班曾先后在此地

进行考古挖掘。尤其严和店窑址四个窑炉的

发现，让人们对汝窑窑炉的构造、烧造方法、温

度等有了初步认识，为后来恢复汝窑生产打下

了基础。

在严和店，民间流传甚广的汝瓷龙床传说

也侧面证明着这里的烧制技艺之高。

据说，不知哪年哪月，严和店的负责官员

突发奇想，让汝瓷匠人为皇帝烧制一件汝瓷龙

床。汝瓷素有无大器之说，烧制龙床无疑对汝

瓷匠人是一个重头考验，但聪明的严和店人居

然烧制成功了！

只可惜世事无常，汝瓷龙床还没来得及献

给皇上，就突发战争，战火迅速烧到汝州。无

奈之下，匠人将汝瓷龙床匆匆掩埋地下，逃奔

他乡活命。

又是几百年过去了，同样不知哪年哪月，

严和店一位村民慌慌张张地说，在地里发现了

一张汝瓷龙床！待村里人在他的带领下匆忙

赶到时，那里到处是凌乱的脚印，汝瓷龙床却

不知所往。

由于叫嚷发现龙床并自称在龙床上坐了

一坐的那人，属痴傻之列，村人便对他的话半

信半疑。但那地里突然出现的凌乱脚印又让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怀疑地里真埋有汝瓷龙

床，是被盗墓贼抑或谁偷走了。

严和店发现汝瓷龙床的传说就这样世世

代代流传了下来，如同说不清道不明的严和店

名称一样，迷离世人了千载。

3.神秘的汝瓷龙床

平顶山上架彩虹
●贺中乾

游走在严和店，汝瓷碎片依然随处可见

举目远眺，严和店村一派生机盎然，振兴汝瓷的希望在这片土地上从未熄灭

穿行严和店，古村的痕迹与风韵让人痴迷

这里的一景一物总让人有一种无端的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