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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厅玻璃柜的正中央，放置

了一件汝瓷“平安瓶”摆件，它色彩

素洁、淡雅，外形清逸、流畅，它的温

润古朴，让家里充满了祥瑞之气。

今生，我与汝瓷的结缘就从这件汝

瓷开始。

25年前的 1999年 10月，我有幸

参加了平顶山市文联主办的“曲令

敏散文研讨会”。作为曲老师的学

生，我收到研讨会赠予的一件汝瓷

纪念品——平安瓶。此瓶呈天青

色，长颈，喇叭口，瓶身印有“曲令敏

散文研讨会”“朱文立制”等主题标

识。仰慕着曲令敏老师的妙笔生

花、钦佩着朱文立先生的妙手“丹

青”，如此厚爱加身，激励我这名羽

翼未丰的学生坚定了追逐文学的梦

想。

从那以后，我对汝瓷便多了一

分亲近和敬意，并开始关注新闻、杂

志等媒体对汝瓷的报道。2003 年

暑假，我和几位朋友特意带着孩子

乘长途客车前往汝州，第一次参观

了汝州汝瓷开发中心。在解说员如

数家珍的介绍中，我得知汝瓷始烧

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宋徽宗时

期。据专家考证，北宋汝官窑只烧

制了 20年就神秘地失踪了，目前存

世的汝瓷不过百件。在已知的 60

余件汝窑传世品中，北京故宫、台北

故宫及上海博物馆都有存放，还有

个别流失英国、美国、日本等地……

在一番啧啧赞叹和喟然遗憾后，儿子

用稚嫩的语气表达了心中的愿望：“妈

妈，等我长大后一定要到北京、上海去

看看咱们家乡的宝物。”因为孩子油然

流露的念想，回家后我一气呵成了《谁

不夸咱汝瓷美》，投稿被平顶山日报副

刊采用。

自此，时断时续我都会因出差、学

习或陪同亲朋好友观光等到汝州，到

汝州必看汝瓷，每去一回都似与老友

重逢，在这宝藏之地吐故纳新，寻觅生

命之元气，迸发练笔之兴趣，先后写就

了《汝瓷神韵》《再品“汝宝之美”》。

“雨过天青云破处”“千峰碧波翠

色来”。汝瓷之美美在其独有的釉色

——天青色。天青色在色泽上介于绿

色和蓝色之间，绿色恬静温和，蓝色神

秘高贵，在如幻如梦之间，清新脱俗，

给人以宁静祥和之感。关于天青色，

还源自一个美丽的故事。相传，宋徽

宗曾做过一个梦，梦到大雨过后，远处

天空云破处有一抹神秘的色彩，美得

动人心魄。醒来后，他写下一句“雨过

天青云破处”的诗，拿给工匠参考，让

他们烧制出这种颜色。一时间，不知

难倒了多少工匠，最后汝州的工匠技

高一筹，烧出了令宋徽宗满意的“雨过

天青色”。

受汝瓷的影响和感染，我对天青

色也有了莫名的迷恋。女性先天会运

用服饰的色彩表达自身的气质，如果

说黑白色展示的是女性的干练，那天

青色则体现的是女性的优雅。这种优

雅是岁月的沉淀，端庄、大气、娴静，一

如“养在深闺无人识，一朝惊艳天下

知”的汝瓷。记得 2022年的虎年央视

春节晚会，舞蹈《只此青绿》被众多网

友刷屏直呼：“美哭了！太震撼！”舞者

正是身穿天青色上衣，以绚烂之身勾

勒出如诗如幻的无垠山河，将中国古

典式传奇娓娓道来。此时此景的表

达，与穿越时空的天青色汝瓷的唯美

有异曲同工之妙。

汝瓷的魂在于它的神韵。汝瓷造

型古朴大方、形神兼备，鲜少装饰和堆

砌，与其他彩色的瓷器相比，更有“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丽与端

庄。散发着古玉般光泽的汝瓷，如“谦

谦君子，温润如玉”，极具儒雅居士之

态。汝瓷简约而不奢华，内敛而不张

扬，把它置于会务厅，稳重大气；放在

客厅，质朴祥和。把它赠予朋友，寓意

传情；送给家人，福泰安康。有人说：

“手捧一件汝瓷，那天人合一、浑然天

趣的中式韵味像一剂安神药，能使浮

躁的心顿时安静下来。”汝瓷从来不

语，却抚慰了凡人的心灵；汝瓷从来不

言，却引来无数文人名士为之折腰。

近日，我随朋友又一次前往汝州

参观青瓷博物馆。春日的午后，阳光

透过窗棂，洒在静谧的博物馆内。目

前馆内展示数百件汝瓷，都是近 40年

来汝州工匠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中不

乏流失在外地宝物的仿制品。一件

“莲花碗”器具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形似

一朵盛开的莲花，造型规整，线条洗练，

釉色纯正，光泽柔和。据介绍，这件“莲

花碗”的真品目前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

院，是该院的镇院之宝。20多年前，到

北京、上海看家乡的宝物是孩子的梦想；

今天，到台北看家乡出土的“莲花碗”又

成了我的梦想。随着孩子在北京成家立

业，他已梦想成真。我相信，只要“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去台

北看宝物的梦想指日可待。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瓷不

同。玉润冰清汝瓷韵，似玉非玉而胜

玉。汝瓷不仅是宋文化的象征，也是中

国非遗文化的代表。2011年，汝瓷烧制技

艺经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而今，汝瓷已走进千家万户，

汝瓷产业也成为汝州重要的文化产业，

汝瓷生产企业数百家，研制开发新产品

上千种，大美汝瓷正行走河南走向世界。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会

忘记那些古老的艺术和传统。但每当

我看到汝瓷，就会想起那些被时间雕刻

的细节，那些蕴含着智慧和情感的手

艺，它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繁华，也承

载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汝瓷是物化的诗、物化的意、物化

的情。难忘与汝瓷的每一次不期而遇

和一遇千年的怦然心动，这份情愫，如

同汝瓷的釉色一般，隽秀而绵长，经典

永流传。

◇ 冯惠珍

时光深处汝瓷情 月夜品茗，翻阅着手头泛着墨香

的新书。这是平顶山作家王留强的新

书《我是一匹马》。这本散文、随笔集，

所选篇目均在国内报刊发表过，部分

作品还被刊物转载。书中内容，有难

忘的边疆部队生活，有温馨的家园记

忆，有大美中原的风土人情，有对新时

代的赞美和憧憬。

作家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

始写作的，40 余年来笔耕不辍，世事

变迁，心路历程，尽纳其间。军旅生活

经历，照亮了作家青年时代的大半时

光，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

材。这种生活印象，一直烙在作家内

心深处，以至于多年后，他的梦中都时

常闪现那段光辉岁月。《大漠与绿鸽》

《我爱大漠》《为了神圣足迹的延伸》

《感谢军营》《夜，圆圆的月亮》等作品，

字里行间透出作家对边防部队以及战

友们的深切爱恋。而《绚丽新疆》《城

市印象》和《馕·烤羊肉串》等则从游人

的角度，描绘出了一幅西北边城的多

彩世界和美食坐标。

城市是开在土地上的花，故乡是

植入土地的根。这是作家难离的故土

情结。作家从边城转业回故乡后，长

年在中国平煤神马工作。紧张的办公

环境和琐碎无序的工作占据了他白天

大部分时间，每到夜深人静的夜晚，作

家开始端坐在书桌前。他淡定的目光

穿越灯红酒绿的物质世界，投放到某

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方，任文思像海啸

一样刮过寂静的夜空。16年的军旅生

活，造就了他坚强的体魄和执着的性

格，他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夜晚

一点点浮出水面。神马高昂的头颅、

奔腾的雄姿、不倦的风度，无不将他严

严实实地包围甚至包裹着。他将西域

风情与中原故土的感情融汇，写下了

生动可视的美篇。“在遥远的西部，在

高耸的天山脚下，在美丽如毯的巩乃

斯草原上，在丰茂芬芳的牧草间，我亲

历了让人振奋的群马。伊犁河畔是天

马的故乡，天山上飞流直下的雪原水，

冰清玉洁，成群结队的马儿在丰饶草

原的养育下膘肥体壮。”

“我不得不相信一种缘分，3 年

前，在落凫山下，我与神马结成了一个

生死与共的整体。我的血脉里开始注

入奔腾的基因，我的体魄里开始凝聚

飞天的力量。”身在神马，心系神马，作

家饱蘸浓墨心领神会，写下了《走近神

马》《我们的家园》《我是一匹马》《第一

次握手》等赞颂这片工业园区的美丽

篇章。他还对企业涌现出的劳模和先

锋人物，如张玮、王菊红、白国周、张国

华给予了热情讴歌。此外，他对家乡

充满了感激感恩之情，《家住鹰城》《阅

读湛河》《仰望香山寺》《家在花香中》

《妖娆尧山》《写给汝瓷》等作品，把对

故土的深切热爱表达得淋漓尽致。

无限的热爱和投入，无私的奉献

和付出，使得作家不由一遍遍喃喃自

问：“在神马园里，我也该是一匹马吧？”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人生最美好的 16

年，作家一直在“骏马奔驰保边疆”，此

后长达 27年的光辉岁月里，作家一直

扎根在中国平煤神马，安心地做着一匹

马：勤劳、淳朴、忠诚、内敛，却又时时精

神饱满、斗志昂扬。

我和作家的相识，是 20年前中国

文友网的在线征稿论坛。这个文学论

坛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副刊作者，经

常客居于此的王留强，不仅成为我所在

报纸副刊的常客，而且势如破竹地在全

国许多晚报、都市报攻城略地，无数次

将大旗插上《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

《北京青年报》《故事会》《古今故事报》

等全国知名高地。如果说王留强写得

最深情的是大漠边陲和中国平煤神马，

那写得最饱满的，无疑是他的一些生活

小品。《亮出你自己》《人生两道门》《回

头也有好风景》《一杯水成就爱情》《外

遇是场寂寞的舞会》《世界很大，城市太

小》《生活发现》《死亡的美味》等篇章，

读来无不让人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

焉动容，视通万里。除了散文、随笔和

小品外，作家还涉足小小说、故事等多

种文体的创作，他的另一本小说、故事

集《道听途说》也于近日出版。

西汉建元二年，张骞奉汉武帝之

命出使西域，归来说：“西域多善马，其

马甚奇，马多遗血。”从西域新疆一路

走来的王留强每每以中国平煤神马人

自居，多年来，他一直努力做一匹上乘

的汗血宝马，尽管沿途花香满径风光

迷眼，但他时时懂得时不我待，无须扬

鞭自奋蹄。

◇ 陈泽来

鹰城奋蹄者

河南省民间文学大系编纂组要出

版一套河南民间故事集，刘秀与昆阳

之战的故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

配套的还有讲述故事的视频。符春绿

老师是叶县研究民间文学的专家，对

于与昆阳之战有关的故事非常熟悉。

因此，摄制组就约上了符春绿，请他讲

述这一段故事。

当天，我们去寻找的是刘贵冢。

刘贵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将领，因保护

刘秀战死。与他有关的遗迹，一个是

倒马沟，再一个就是刘贵冢。从县城

出发向东南十多公里，就到了倒马

沟。倒马沟不仅是当地一个村庄的名

字，还是一条河的名字。

如今的倒马沟，仍是一条深深的

沟壑。照现在的情形来看，当年这里

确实是一个险要之地，无论战马或者

行人都是很不容易通过的。陡崖边有

一条小道，曲曲折折延伸向远处。站

在这条小道上，符春绿向我们讲述了

倒马沟的故事。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以新为国

号，称为新朝，但国内矛盾激化，各地

起义军不断涌现。公元 23年，绿林军

拥立刘玄为皇帝，刘玄随即派王凤、王

常和刘秀进攻昆阳，绿林军很快就攻

下了昆阳。王莽看到绿林军势力大

增，于是征集军队 40万，号称百万，将

昆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当时，昆阳

城里只有守军不到一万人，形势十分

危急。起义军将领商议之后决定，王

凤、王常留守昆阳，由刘秀带人冲出

城去搬兵。刘秀等 13 人悄悄打开城

门 ，冲 进 莽 军 大 营 血 战 ，冲 出 包 围

圈。但是，王莽并不甘心，派兵紧紧

追赶。一行人来到倒马沟时，刘秀的

战马被莽军射伤，战马倒地而死，这

就是倒马沟的来历。在此生死攸关

之时，刘秀的将领刘贵将自己的战马

让给刘秀，然后凭一己之力阻挡莽军

的追赶，刘秀得以脱身。刘秀脱身之

后请来救兵，再回昆阳，使用内外夹击

之法，大败莽军，取得了昆阳之战的胜

利。

符春绿讲起这个故事，娓娓道来，

趣味盎然。

“这是倒马沟。由此向东不远就

是刘贵冢所在地，我们再去那里看

看。”符春绿说道。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路途

却并不顺利。过了几个村子，问了许多

人，后来见到了几个在门口聊天的村民，

我们下车与他们攀谈起来。

“这是刘贵庄吗？”我们问道。

“是的，这就是刘贵庄。”

“因为有个刘贵冢，就是刘贵的

坟，后来这个村子就叫作刘贵庄了。”

“刘贵冢在什么地方？”

“向东不远，麦地里，走过去就看

见了。县文化部门还安装了一个摄像

头，怕有人偷盗地下文物。”

话题一打开，村民们七嘴八舌地

议论开了。

远处的麦田里，有几棵树，很高。

仔细看过去，像是一块高地。我们下

了车，徒步从麦田走过去。越来越近

了，我们看到了一方高高的石碑，上书

“刘贵冢”三个字。

80 多岁的符春绿走上前去，来到

墓碑的后面。墓碑背面记述的正是当

年刘贵把马让给刘秀的动人故事。符

春绿老师看着碑文，讲述了当年刘贵

战死于此的情景。

刘贵把马让给刘秀以后，一人拼

死阻挡莽军。可是，毕竟莽军太多，刘

贵人单力薄，最后身中数刀，死于此

地。当地村民有感于刘贵的英勇，将

其埋葬。刘秀于公元 25年称帝，公元

36 年统一全国。在坐稳江山以后，刘

秀亲自来到此地，重新埋葬刘贵，并为

之修了一座大坟。

在古代，只有那些诸侯、王公贵族

以及对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死后

所葬之处才能称为冢。刘秀厚葬刘贵，

并以冢称之，可见在刘秀的心目中，刘

贵有着多么高的地位。

我们在刘贵冢附近徘徊了许久，拍

了几张照片，对着刘贵冢深深鞠了一

躬。刘贵冢附近，更多的是广阔的麦

田，青青的田野看起来像一幅画。谁曾

想到，两千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

惨烈的战争，一个英雄倒在了这里。而

同时，一个新的王朝开始建立。

倒马沟与刘贵冢
◇ 蒋军辉

清明时节，陪同武汉喜地农业

有限公司任总考察优质富硒小麦产

地。叶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仙

台镇金创富硒小麦产业基地，千亩

麦浪，水满陂塘，树绕村庄，惊艳了

来宾。这里是叶县“十百千万”和美

乡村建设一体化打造的麦田小镇。

当日行踪匆匆，未及细品这如诗如

画的乡野美景，与叶县朋友相约，谷

雨时节去小镇看麦。

时光缱绻，季节蹁跹，谷雨一转

眼就到了，心中愿念那片麦海、那片

村舍。黎明时分下起了小雨，滴滴

答答，轻柔静谧，谷雨中的麦田小镇

给人以热切期盼。

清晨出发，春雨霏霏中，与朋友

一同前往叶县仙台镇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车行驶在乡间公路，道路舒

展平坦，雨水冲刷过的柏油路面闪

着亮光，细雨滋润田野，孕育着无限

生机。

东行数里，在一片浩如烟海的

碧绿麦田处停车，一条宛如彩虹的

田间道路伸向麦海深处。下车步入

园区，极目远望，绿油油的麦田笼罩

在如烟春雨中，仿若一幅流动的画

卷，展示着大地的丰饶和胸怀。麦

子已进入孕穗期，正在拔节抽穗扬

花。细雨洒落，麦叶上的水珠晶莹

剔透，闪耀着绿色光芒。微风拂过，

麦田卷起层层叠叠的绿色波浪，像

绵延的思绪，延伸天际。麦田如诗，

在四季中轮回；麦田如歌，唱出大地

的生长和收获的喜悦。

进入示范区核心地带——仙台

镇金创富硒小麦产业园，一幅巨型

导视图清晰描绘出园区全貌。万亩

高品质富硒小麦连片种植，绿色的村

庄如翠珠般镶嵌在麦海边缘。园区基

础设施完备，惠丰路横贯东西，丝带般

串起春分、立春、秋分、夏至四条南北

道路，阡陌纵横，四通八达。田道两侧

种植着紫槐，槐花盛开，一串串紫红色

的花串茂密浓郁，点缀油绿的麦浪，红

绿交融，给人以超美的视觉冲击。园

区内沟渠相连，水系联通，浮萍翠绿，

一汪清水绕农田，滋润了田野。“把澧

河水引入示范区，修建鱼鳞堰坝，形成

循环水系，既提升地下水位，也实现旱

能浇涝能排效果。”朋友介绍说。

登上 5 米高观景台，园区宛如一

帧艺术大师精心绘就的春色水墨图。

远处，隐约的村庄笼罩在蒙蒙烟雨中，

绿树环绕，宛若仙居。“远远围墙，隐隐

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恰似北宋词

人秦观笔下的田园乡村意境。一架水

车静静伫立在田间小河旁，像一位优

雅的舞者，悠扬柔和。田间修有凉亭，

茅顶木桩，冠以谷雨、小雪等二十四节

气雅名，灵动优雅。野花点点，色彩斑

斓；月季花开，婀娜多姿。每一朵花、

每一片绿叶，无不以自己独有方式记

录着光阴的痕迹。春雨淅沥，惠风和

畅，布谷鸟鸣，空灵深邃，涤荡心灵。

蒙蒙细雨中，远远看到三五人沿

惠丰东路健步走来。近了，带队的是

仙台镇镇长李帆，齐耳短发，面容白

皙，目光坚毅，着一身迷彩民兵训练

服，焕发出乡镇女干部特有

的 泼 辣 干 练 。 谈 起

麦田小镇，李镇

长 打 开 了 话

匣 子 ：仙 台

镇 依 托 土

地资源优势，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之路，打造富硒小麦生产基地，提升

小麦品质，向土地要效益，提高群众

收益。“麦田小镇已经认定为‘河南省

休闲观光区’，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

干，把麦田小镇创建为国家级 AAAA

旅游景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点。”

麦田小镇第一村——大李庄是座

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乡村。活水绕村

流淌，汇入村中池塘洼地，形成一方小

湖。湖中有岛，刻字“桃花岛”，旧砖碎

石拼砌的小径曲径通幽。小岛建有六

角凉亭，飞檐翘角，垂柳掩映，宁静而

安逸。岛上遍植桃树，花开之时，当是

云蒸霞蔚，灼灼其华。行走在村里，村

容村貌井然有序、干净整洁。农家各

户房屋宅院统一土色外墙，庭院内外

空地养花种菜，鲜花满园，郁郁葱葱。

街巷胡同，起名秋收路、春分巷等，有

着浓浓的文化味儿。充满自然之趣的

陶罐磨盘等古器物随处可见，村中央

矗立的石头彩绘虎头栩栩如生。村子

建有多所农家艺术展馆：麦田艺术馆

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秸秆画，用秸秆

编织的扇子、草帽、拖鞋，精美有趣，墙

壁上的照片生动描述了小麦种植与收

割、秸秆打捆、打麦场碾场景象；麦田

特展馆展示优质的富硒小麦制品，展

厅旁设有灶火，沉浸农家特色风情；麦

田特色民宿，复古民国风情，满载乡愁

的记忆。

麦田小镇第二村——

西马庄是红色革命老

区 ，素 有 绘 画 村 美

誉，定位高标准良

田农业旅游服务

区，突出农耕文化，发展乡村度假旅

游。村内的农耕文化长廊，陈列犁、耙、

石磨、杵臼等农具，记录农业生产的沧

桑变迁。西马茶苑是以特色农耕为主

题的民宿休闲地，使人回归简约安静空

间，远离都市尘嚣。村居馆陈列着老式

的餐具、炊具、茶具等农家生活用品，浓

缩了农耕文化的片段。书画苑是水墨

碳粉画展览馆，村民任中华碳绘的上山

虎、下山虎神形逼真、惟妙惟肖。村内

民居墙体统一彩绘美化，装饰以老旧古

物，以旧造旧，打造民俗观光园。园中

有塘，塘中有花，花下锦鲤穿梭，有着诗

与画的意境。

到达麦田小镇第三村——吴哲庄，

天已近午，小雨渐停，阴云散去，雨后的

乡村氤氲着沁人心脾的花香。这是一座

柳绿花红的村落，池塘边杨柳依依，庭院

内外，桃梨杏枣，枝繁叶茂。蔷薇爬上了

栅栏，细碎的红花招蜂引蝶。鸢尾花开，

似闪烁的星星。吴哲庄以孝贤文化的营

造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孝心饺子宴闻名

遐迩，成为关爱老人的典范。提起孝心

饺子宴，村党支部书记王俊满脸自豪：村

民娄幸幸热心公益，几年前在自家院内

自费举办了第一期饺子宴活动，邀请村

上所有 70岁以上老人吃饺子。她的爱

心感染了邻里乡亲，每月阴历十六，村里

志愿者自发组织为老人们包饺子，律定

成规，雷打不动。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

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土色墙壁上

彩绘的歌词抒发着新时代农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时已过午，依依不舍告别

小镇。车子驶出示范区，再次驻足回

眸，麦田如诗，乡村如画。也许，这就是

伟大祖国乡村振兴的希望。

◇ 朱铁成

麦田小镇谷雨行

·地名故事·

落凫

麦浪滚滚待丰收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