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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鼓声声擂鼓台
◇ 张振营

带着七岁的小女去一个朋友家

做客，正赶上朋友一家吃晚饭。朋

友 马 上 端 来 一 只 碗 ，劝 女 儿 吃 一

些。女儿开始不答应，等看到了精

致小巧的碗，竟然在桌子旁愉快地

坐了下来。郑人买椟还珠，也许和

女儿的心情相仿。一个精致的匣

子，成全了一桩生意。一只精致的

碗，成全了一份心意。

位居豫西的鲁山段店窑，就盛

产这种粗瓷大碗。四十多年前，段

店窑工拉着粗瓷制成的各种碗壶盆

缸，走街串巷，吆喝：“卖瓷碗——瓷

盆——”嘹亮的声音在每条街道里

游走。窑工们喊到“盆”字，总要儿

化，音调由高到低，尽情拖长。街坊

邻居相中了瓷碗的大，用它盛上满

满一碗红薯玉米粥或者面条，端到

街头巷尾，几家邻居聚在一起，海阔

天空，聊得不愿离开屁股下面的石

头墩子。

我上初中时，搪瓷大碗特别流

行。那时候，父亲经常端着一只搪

瓷碗到街口聊天，碗口布满道道裂

纹，乳白色的碗面饰着淡蓝色的梅

花。因为大，能让食堂的师傅多盛

饭菜，就被我带到了学校。可惜，它

在某一天不翼而飞。隔了几天，有

同学在墙角的一个课桌里发现了它

的踪迹。原来，它被办板报的同学

当 做 粉 笔 盒 ，盛 放 黑 板 擦 和 粉 笔

了。我没有再用它，里面的粉笔末

都没有洗一洗，就直接被我装进书

包带回了家。那搪瓷大碗里装着我

的自尊，别人把我的自尊从碗里随

意扔出来，也就等于结束了一只碗

的生命。

上师范时，学校给每个同学发

一大一小两只搪瓷碗，大的盛饭，小

的盛菜。去食堂时，同宿舍八个同

学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没有桌子，八

个人围成一个圆圈蹲在地上，一边吃

饭一边说笑。吃完了饭，轮流刷碗。

十六只碗摞在一起，八颗火热的心就

聚在了一起。凝聚三年，也凝聚了一

段美好的回忆。

新房装修后，我去超市买碗，一

抬头满眼都是各种细瓷碗。有一种

碗，状如酒店里的茶碗，小巧精致，

女儿喜欢得不得了，挑选八只带回

家，每次吃饭都不离手。但父亲并

不买女儿的账，虽然吃饭时也勉强

端 上 了 小 瓷 碗 ，嘴 里 却 抱 怨 个 不

停。他一直怀念着在乡下时常用的

大瓷碗。有多大的手，端多大的碗，

像父亲一样在土地里摸爬滚打的庄

稼人，那双大手整日挥帚舞锹，岂能

把玩细瓷小碗？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年轻人去

店里买碗。他顺手拿起一只碗，依

次与其他碗轻轻碰撞，均发出沉闷、

浑浊的声响。老板见状，马上给他

换了一只碗，这时，每一次碰撞都是

清脆的声响。原来，他第一次顺手

拿起的那只碗是个次品。每个人的

生命里都盛放着一只碗，只有剔除

里面的虚伪、狭隘、猜忌、自私，装上

真诚、善良、信任、宽容，微笑着去碰

撞另一颗心，才会碰撞出闪烁的光

芒。

碗不会说话，不喧嚣，不张扬，

默默把贮藏的一切倾其倒出。母亲

如碗。有一个镜头，虽然过去几十

年 了 ，但 藏 在 我 心 中 依 然 历 历 在

目。那时我应该四岁或者五岁了

吧，我在前面奔跑，母亲端着饭碗在

后面追赶。突然，母亲被一块石头

绊倒了，摔在了地上，但饭碗仍被母

亲紧紧攥在手中，碗中还有半碗饭

没有洒出来。母亲从地上爬起来，

没顾得上拍一拍身上的尘土，就微

笑着向我招手。记忆中，我只喂过

母亲一次饭，那是母亲的生命走到

最后几天的时候，在医院的病房里，

我端着一只小瓷碗，在我的反复劝

说下，母亲勉强吃了那么几口。天

下的母亲，含辛茹苦端着饭碗喂养

儿女几年，盼望的竟是最后几天的

母子相伴。

碗的一生如人的一生，难免磕

磕碰碰，难免有裂缝瑕疵。与妻子

相处二十余年，我摔过一次碗。随

着那砰的一声，相濡以沫的感情被

划上一道深深的伤痕。父亲也摔过

碗，那是对姐姐与哥哥年少时打架

最为简单的处理方式。碗碎，手住，

简单而粗暴。听人说，乞丐才用残

破的碗。父亲用的那个粗瓷大碗边

缘处有一个指甲大的豁口，豁口处

裸露的白瓷都已经在岁月的流逝中

变得毫无光泽，但父 亲 仍 一 直 用

着。日子穷苦，生活残破，父亲用

着 一 只 残 破 的 碗 ，犹 如 一 直 守 着

一个穷苦的家庭，不离不弃，负重

前行。

人生如碗，适可而止，装多则

溢；人生如碗，坦坦荡荡，毫不隐

藏。一只碗，先盛核桃，还能装进大

米、清水和盐；一个人，倘生活中先

装满琐事烦事，正事大事就会无处

安放。碗中故事犹如人生道理。

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碗多矣，金

碗、瓷碗、粗碗、细碗，安心端好眼

前的碗，用心过好眼下的日子，不

求虚无缥缈，踏实生活，何愁没有

大碗可端？

一只瓷碗
◇ 杨书欣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

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岁末年尾，恰

逢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寒潮大风暴

雪冰冻四预警之时，竟意外收到安

建功先生的新作《铁荷之光》，一本

好书带给我的惊喜可想而知。

正如书名自带熠熠生辉的光

彩，《铁荷之光》犹如一抹和煦的暖

阳，瞬间点燃了我先睹为快的兴致，

翻开书页，埋头捧读，沉浸墨香，爱

不释手。

与其他新书有别的是，首页作

者简介并非安建功先生，而是刘德

功先生。刘先生现为中国艺术创作

院副院长、中国煤矿工笔画院院长、

中国煤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铁荷画派创建者，曾获评“中国百名

德艺双馨文艺家”“中国画坛百杰”

等。他的艺术成就被中央电视台

《美术星空》栏目和中国新闻社《书

画中国》栏目等全国 60多家媒体专

题报道。2016年文化部命名刘德功

铁荷美术馆为“华夏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示范基地”。2019 年他被中

国文联书画艺术交流中心授予终身

成就奖。2023年他历经十五年精心

创作完成的长 132 米、高 2.5 米的铁

荷长卷《铁荷魂》震撼中国画坛。

新书作者安建功也非等闲之

辈。他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还是平顶

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平顶山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2023年 2月，安建

功被中国作协授予全国“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铁荷之光》是安建功花费近一

年时间对刘德功老师深度采访后完

成的一部力作。全书由《铁荷之光》

《荷魂》《诗意铁荷》三卷 36 篇（首）

文章组成。安建功著书立意高远，

纵横捭阖，既有对刘德功老师艺术

成就的全景式描绘，将铁荷画派的

缘起、求索、成长、成熟等过程描述

得淋漓尽致，又有对刘德功老师精

神世界的多维度刻画，事例鲜活、生

动感人。

在当代中国画坛，刘德功先生

以钢铁般的意志，矢志不渝，冲破传

统花鸟画的表现形式，把千百年人

们固守的“折枝花卉”小视图的创作

思维注入了新的元素，把单一的荷

风图式画成了新时期大众认可的

“十万荷塘”大视野，引入到十万大

山新高度。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对

花鸟画“一枝、一花、一鸟”的传统认

知，让人们从更大的视野、更广阔的

角度欣赏花鸟画的大气势、大气韵、

大气象，这在中国画坛前无古人。

用近 10 万字诗一样的语言，给

一位画家著书立传，这在国内画坛

与文坛都是一件耳目一新的事情。

安建功是一个擅长营造画面感的作

家，从他迷宫般的文字中，你随时能

看到唯美的画卷不停地在眼前闪

现。他用洞穿灵魂的哲思、惊艳四

座的语感，为我们打造了一部带有

韵脚和律动的诗篇，也让我们领略

了“无韵之离骚”的内涵。

大美至简、大爱无言。安建功

孤灯清影、苦心修炼，以笔为犁，鞠

躬深耕，行云流水，妙笔生花，展现

画作风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

两位老师在铁荷中相遇、碰撞和共

鸣，有灵魂的洞见，有精神的磅礴，

奇思妙想、赏心悦目。刘德功画艺

炉火纯青，安建功评论文采斐然，书

画传情，相得益彰，“鹰城二功”珠联

璧合、高产多产，让读者品味盛宴，

乐享传承，必将留下联袂引领艺术

精品的佳话!

铁荷之光薪火传
◇ 冯惠珍

中国平煤神马四矿北边有一座

远看像一个大馒头的山头，名叫擂鼓

台山。擂鼓台山位于宝丰县李庄乡，

是宝丰与平顶山市区的界山，东连落

凫山，西接龙山，海拔 505米。

擂鼓台山虽然不大，但是东西绵

延，成为沙河和汝河平原地带的一道

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擂鼓台

这个名字的来历就与战事有关。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楚国以

好战闻名，楚庄王骨子里也有血性的基

因。经过三年准备，楚庄王于公元前610

年开始了继先祖之志经略中原的北伐。

为报其父楚成王城濮之战战败

之耻，楚庄王率大军在大龙山东边的

一座无名山头上安营扎寨，寻机与晋

决战。

此山南距楚国军事重镇叶邑不

足 百 里 ，且 有 楚 国 修 筑 的 方 城（长

城），退可依；北临广阔平原，进可达

郑国。它又处在荆许古道边，行动便

利，且山上有坚固城垣，易守难攻。

晋郑联军杀气腾腾扑来，想将楚

军围在山上一举歼灭。楚庄王镇定自

若，临危不乱，一边沉着应战，一边派

细作渡过滍水，引叶邑军民几千人于

夜里持火把呐喊而来。晋郑联军见状

不战自乱，楚庄王亲自在山顶擂鼓督

战，楚军呼啸着向山下杀去，杀得晋郑

联军大败而去。

楚军击退晋郑联军后又乘胜追

击，一直打到黄河岸边，实现了楚庄王

饮马黄河的宏愿。随着楚国军事上的

胜利，从此擂鼓台山北边的父城和郏

邑成为楚国经略中原的重要支点。

为纪念楚庄王和楚军的英勇气

概，后人就把大刘山上的这座无名山

头称为擂鼓台山，并沿用至今。

擂鼓台山的来历还有另一个传

说故事。相传，楚汉争霸刘邦在此练

兵，嫌鼓声不够响亮，就随口说道：“要

是有面声震百里的大鼓就好了！”谁知,

当夜天神就从天宫搬下一面大鼓，放

在山头上。刘邦得此鼓，声震日月，将

士们听鼓声豪气冲天，终练得兵强马

壮，一举打败霸王。人们就称放置大

鼓的山头为擂鼓台山。

传说的真假无从考证，但鲜为人

知的是擂鼓台山古时也称“沛公垒”，

刘邦在此安营扎寨确有其事，这在郦

道元的《水经注》中有记载：汉高祖刘

邦（沛公）入关攻秦，行军至此，曾在

峰顶安营扎寨，故而，后人称此山为

“沛公垒”。

不论是“擂鼓台”或是“沛公垒”，

皆因战而名，登临其山，闻其名，自是

豪迈的英雄气概油然而生，当年楚庄

王和刘邦登高振臂呐喊、万马奔腾的

场面似乎就在眼前。楚庄王在此一

战之后，开疆拓土，终成春秋五霸之

一。刘邦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从擂鼓台跃马犨（chōu）东（今鲁

山 张 官 营 ）大 败 南 阳 太 首 吕 齮

（yǐ）。犨东大捷，打通了经南阳、走

武关、越秦岭、攻咸阳的道路，秦王子

婴出降，刘邦一统天下。

数千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可以看

到当年战争留下的痕迹，从擂鼓台山

到山北的父城遗址，楚庄王的故事还

在流传，擂鼓台山也造就了鹰城独特

的军事文化。

擂鼓台古城垣略呈方形，周长约

400 米。因人们在山上采石，破坏较

重，如今还有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

残高 2.5—3米。

除城墙遗迹外，山上还有水池、

碑碣、庙宇残迹留存。遗物中以汉代

的居多，残存的碑座、精美的龙碑首、

精细的四方石碑碑顶等。

擂鼓台山上自古有庙宇供奉，现

在的平安禅寺在擂鼓台山南坡半山

腰处，是在部队遗弃的防空洞和石砌

的营房的基础上重建的。这里原有

一个长 300 米的神秘古洞，民间称为

“银洞”。传说观音俗身妙善就诞生

在这个山洞里。在上世纪70年代，擂

鼓台上驻扎着一支雷达部队，并把这个

山洞修成了防空洞。部队撤走后，当地

信众在防空洞口修筑了大殿等建筑。

传说楚国与晋郑联军大战时，楚

庄王为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胜决

心，用全家人性命作赌注，带领夫人宝

德、大女儿妙颜、二女儿妙音，一同来

到擂鼓台的城垣里。一日，大地光明，

一颗明珠投胎于宝德怀中，不久，在夜

里子时生下三女儿妙善。妙善就是慈

航大士即观音菩萨的化身。相传，正

因为妙善诞生之地就在擂鼓台城垣南

大门处的山洞内，后来才有了妙善宝

丰白雀寺出家、香山得道成正果的因

缘。现平安禅寺已成为平顶山大香山

风景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擂鼓台山东侧 400 米，有南北而

过的古代建筑遗迹分境岭，是战国之

初由魏国筑起的魏韩边界长城，其南

端在沙河北岸，这说明我市当时处于

晋楚、魏韩和魏韩与楚之间的交界点

上。楚国占领这一带后，楚庄王沿昔

日的长城从擂鼓台山开始分别向南

北各修了一条用石条铺成的路，当地

村民把它叫做楚庄王的饮马路。其

实，这是一条向南沟通叶邑、向北连

接父城的军事交通线。

擂鼓台山下有一座现代化的矿

井，是中国平煤神马的主力矿井——

四矿。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四矿建矿

之初并不叫四矿，而是叫擂鼓台矿，

因在擂鼓台山下而得名，1955 年 11月

动工，1958年 8月 1日正式投产。仅用

3 年多时间，建设者们便在荒草石坡

中建起了这座新中国自行勘探、设计

的煤矿。经过 60多年的风雨历程，四

矿已成为智能化和富有时代气息的

花园式矿井。

擂鼓台激越的鼓声已消失在历

史的尘埃里，一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

已在昔日的古战场上崛起。

·地名故事·

给
一
位
高
中
生
妈
妈
的
信

XX妈妈：你好！

孩子的情况还好吗？

很抱歉，那天忙于工作，匆匆挂了

电话。今天是周六，我终于有时间坐

下来给你回信。

感谢你的信任，每每面对这样的

信任，我都会感到惶恐不安。这些年

来，学习心理学，也接手一些求助，愈

发感受到心理问题的复杂性，不是一

两次交谈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它需

要我们具有强烈的成长愿望和反省意

识，更需要有打破固有模式，甚至颠覆

我们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和意识的

勇气。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真

正做到这些。

你说，你从朋友那里得知我成功

帮助过很多此类孩子走出困境，我需

要更正几点：

我确实帮助过很多有此类问题的

孩子，但，成功与否，很难定论。

首先，一部分孩子后来失去了联

系，后续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其次，心

理治疗需要长期持续地深入交流，我工

作比较忙，技术也受限制。再次，有的

孩子后来慢慢变好，更大的原因可能

是：“他们大了”。他们来到了生命的另

一个阶段，他们的眼界、心智都更开阔

和成熟了。而之前的那段困苦，让他们

有了更丰富的人生体验，让他们成长得

更结实、更有力量和韧性了。青春期这

个阶段，由于生理、心理、现实、环境各

方面的冲突，是问题的高发期，过了这

个阶段，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你所描述的情形，有一定的普遍

性，可能的原因是：孩子之前接受的挫

折太少，一直处于金字塔尖，还不习惯

也不接受金字塔中部甚或底部的位置。

这个事态的基本走向有两个：一

是改变这个现状,二是接受这个现状。

他现在不愿回到学校，那就是“既无力

改变，又接受不了”。对于一个一直处

于金字塔尖的孩子，这种状态挺真实

的。接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等待，等

待他慢慢学着接受。他会接受的，只是

早晚的问题，这是人生重要一课。就比

如我们读过的很多文章说：接受一个平

庸的自己。

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

能接受？

你那天说，你完全可以接受，甚至，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只要能够健康、乐

观，就足够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

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深处，

还潜伏着另一个你不太认识的自己？那

是一个和你说的不太一样的自己。

请不要因为我这样说话而感到尴

尬或难堪。我们每个人，都有另一面，

或很多面。有很多我们自己不认识的

东西，潜藏在生命之河的最深处，影响

着我们的人生，推动着我们的命运，但

却不为我们所知，心理学上把它叫做

“潜意识”。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苏

格拉底也说过：认识你自己。他们肯定

明白，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是环境的产物。每个孩子的个

性、心理，都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

形成的。虽然优胜劣汰是进化规律，

人天生就有好胜的基因。但，与之相

反，人也在现实中一点点学着接受，接

受失败，接受自己某方面不如人。如

果孩子的争胜心如此之强，不允许自

己比别人差，那么，他是怎样成为这样

的孩子的呢？我们又给孩子施加了哪

些影响呢？

请注意，这里绝不是“讨伐”，不，

我们携带的某些东西，也不是我们愿

意 的 ，更 不 是 我 们 主 动 去 购 买 安 装

的。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对自己是无

知的。所以，我们也是无辜的。我们必

须先原谅自己，理解自己，爱自己，否则，

我们提供给孩子的爱，就是“虚假”的，是

不实的。

之所以探讨这些，是因为，如果我

们想要帮助孩子，那么，我们得先把某

些不恰当的底层信念撤出去，我们需

要给孩子罗织一张温暖、安全、有弹性

的网，让他把“警惕心”放下，让他知

道，无论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里都

是欢迎他回来的地方。

但这一切，又何其难啊!

难在孩子，难也在我们！

所以有人说，教育，是一场自我修行。

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谈到孩子

的变故，泣不成声地问：高老师，为什

么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家庭的孩

子，这么多出问题的？

我也很难过，为受难的孩子难过，

也为受难的父母难过。

我 们 这 些 出 生 于 上 世 纪 七 十 年

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靠自

己从底层的家庭中走出来的，我们挣

脱了原有的那个阶层，积累了一定的

知识和经验，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理念

和方法，我们以为这就是一切。很多

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妈妈，她们对孩子

表达着自己的民主和先进的道理，却

看不到自己内在还存在着巨大的恐惧

和不安。她们害怕孩子不优秀，这害

怕有代际相传的基因，有我们挣脱不

掉的对贫困的恐惧，还有我们不敢停

歇、不敢被淘汰的底层逻辑和信念。

这害怕是我们的。我们以为给了

孩子民主和信念，却并不知道，潘多拉

的匣子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

孩子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不是

靠知识或经验，他们靠的是“直觉”。

他们听到了我们口中的民主和道理，

同时还察觉到了我们内在的“恐惧”和

“焦虑”。孩子是忠于父母的，他们势必

要把我们的恐惧和焦虑抢过去，背到自

己身上。

在一次访谈中，心理学家李松蔚

老师说：我们要活得“原始”一点。

我的理解是，我们要活得真诚一

点，这个真诚，不是对他人，而是对自

己。我们要学着常常质问自己：这是我

想要的吗？究竟什么才是真正让我感

到快乐的？

我曾经问一个因孩子异常而来求助

的妈妈：你能接受的最低限度是什么？

她喃喃说：孩子正常去学校。

我狠狠心问了一个无比残酷的问

题：如果孩子不在了呢？

她泪如泉涌，抽泣不已。

如 果 我 们 看 到 生 命 的 脆 弱 和 短

暂，如果我们能降低自己的标准和要

求，我们对生命本身就抱有感激之心，

那个时候，孩子表现出来一点点进步，

都会让我们欣喜若狂、赞赏不已，我们

就会活在极大的满足和幸福之中；如果

我们设立了极高的期望和标准，那么即

使孩子已经十分优秀，你仍然是不满

的，你的不满，就是孩子痛苦的来源。

如果说，孩子让我们照见了我们

生命深处那些深不可测、不见天日的

深潭，让我们更多地理解自己，认识自

己，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感谢他们呢？

感谢孩子吧，这是他送给我们的

一场生命教育！

祝福孩子，也祝福你！

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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