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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制作，自公元前 16世纪的

商代中期的原始瓷发端，源远流长，宋

代达到第一个高峰，“汝、官、哥、钧、定”

五大名窑和八大窑系均已形成。宋代

瓷业，大多以产地命名，如定瓷产于定

州曲阳县，称定窑；汝窑、邢窑、磁州窑、

耀州窑、吉州窑等，亦是如此。

北宋早期，汝州隶属京西路，熙宁

五年（1072 年）分为南、北两路，汝州隶

京西北路河南府（治所在洛阳），领梁、

郏、鲁山、叶、襄城、龙兴六县。产于龙

兴县（北宋宣和二年，徽宗敕改龙兴县

为宝丰县，沿袭至今）的汝瓷，就称汝窑。

“汝窑为魁”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

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

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

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

魁。”明朝的文献，也以汝瓷为最好。高

濂在《遵生八笺·卷十四》写道：“汝窑余

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

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

钉。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

圆处密排细小挣钉数十。上如吹埙收

起，嘴若笔帽，仅二寸，直朔向天。壶口

径四寸许，上加罩盖，腹大径尺，制亦奇

矣。又见碟子大小数枚，圆浅瓮腹，磬

口（釉）足，底有细钉。以官窑较之，质

制滋润。”

王世懋《窥天外乘》记载：“宋时窑

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

之。”张谦德在《瓶花谱》载：古无瓷瓶，

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

汝、官、哥、定、龙泉、钧州、章生、乌泥、

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

器，窑则柴、汝最贵。

清朝的文献沿用了上述记载。民

国时期刘子芬著《竹园陶说·汝窑》载：

古窑以柴、汝为最重，官、定次之。

“汝窑为魁”的由来
◇ 王德新

六一儿童节，网购一本《人间

任天真》，作者蔡皋是湖南少儿出

版社的资深编辑，业余从事绘本创

作，著作等身，曾获“全国儿童读物

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和第

14 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

展（BIB）“金苹果”奖。

蔡皋 1946 年生人，至今仍怀

有一颗少儿心，天真、清纯、烂漫。

看名字像是一条汉子，其实是一个

精灵一样的女儿家。翻开她图文

并茂的书，清凌凌的话语汩汩淙

淙，流自竹下林间，也流经都市楼

丛，跳脱得一派天然，不受尘俗浸

染，也不受学问拖累，太难得了。

“有了屋顶，自然就有了爬那

个屋顶的人，爬屋顶的人不止一个

两个，所以免不了做点既不出格也

不乏味的事儿，事情做开去，自然

有故事，有语言，于是，我有了语录

的兴趣。”

最深刻的情与理，总是如同水

上波纹、叶间风，简化成一二三，于

是万物就生出来了。大家的“大”，

正源于此。

“造物主将启示写在路上，写在

林子里，也将启示写到每个人的生活

中。”“当我们寻它、找它的时候，启示

就会从窗口吹进来，从水管里流出

来，从小小的植物上长出来……”

蔡皋的图，是花草虫兽的精气

神绘就；蔡皋的诗文，是她的才气

和 着 出 自 心 灵 的 泉 水 流 淌 出 来

的。我读她，惊为天人。

《人间任天真》的蓝本，就是

几户人家共有的屋顶花园。有意

思 有 故 事 的 各 色 植 物 之 外 ，鸟

类、昆虫类，雨类、风类、雪类，当

然 还 有 太 阳 ，有 月 亮 ，汇 成 一 台

生命的大戏，有声有色有味地上

演。春夏秋冬是布景，抽枝散叶

是 舞 美 ，扎 根 吐 须 是 道 白 ，开 花

结果是高潮……

花色映在眼里，一下子就照亮

了读者的 心 。 吵 吵 闹 闹 地 安 静

着，是藤蔓和花须子，美妙的文字

在心头流过，所有的烦躁和悲郁

不知不觉就得到了安抚。有个时

尚的词——治愈，用到这儿还有点

太僵硬了。满纸童言稚语又多汁

多味的诗与画，一翻一笑放不下。

蔡皋的文字，是初夏清凉的和风，

拂面而过，不着痕迹。

文图兼美的蔡皋，在海外赫赫

有名，日本的杉浦康平说：“读着她

的画，有着在不经意间想要诵读出

声的冲动。”

黄永玉看了蔡皋的画，说“湖

南有福了！”

蔡皋自己说：“我的作品是什

么？它像是一泓清水，不大不小

刚好照见我的天光和云影，我的

生活。”

在国内，蔡皋并不广为人知，

因为她秉持着一派天真的童心为

儿童创作，从不涉足名利场。我也

是迟至今日，才知道中国还有个才

华横溢天然样的蔡皋。

以我的浅见，蔡皋的作品不

但适宜儿童阅读，更适宜童心还

醒着的成年人和老年人看，不信

读读试试。

人间任天真
◇ 曲令敏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齐鲁文化交汇的氛围中受到熏陶，在辗转南下中于

平顶山下结庐守墓、寓居并潜心学习，少年英才广取博采，兼容并蓄，终成蜀汉良相。接受刘备托孤重担后，他平南中、治成都、北伐曹魏、

兴复汉室，直到公元 234年病逝于北伐前线——陕西五丈原。

诸葛亮的一生，为匡扶汉室而奔走征战，扶助后主而鞠躬尽瘁，是忠诚报国的楷模，也是廉洁无私的代表，其精神值得学习。

——诸葛亮少年足迹考

从 沂 南 到 平 顶 山

王德新，生长于汝瓷世家，高级

工艺美术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和中国古陶瓷

协会会员。

人物名片

连日来，中原大地广袤的田野

上麦浪滚滚，机声隆隆，处处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宝丰县石桥镇田庄村的田老

汉得知周边地区已开始割麦，便

戴上草帽，骑着车，径直到村南自

家的责任田，看看那块地的麦子

熟不熟。

到时，地里的麦穗在阳光的照

耀下愈发呈现出耀眼的黄，地头

儿的那棵大树下已站满了人，大

家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今年的收

成。见到田老汉走来，邻居高兴

地对他说：“田老头儿，您来得正

好，我也不用叫您了，你瞅瞅，咱

这块地的麦都熟透了，人家正在

与县里农机服务热线中心联系，

为咱要机器哩。”

顺眼望去，一位身着红马甲

的志愿者正在打电话：“我们这里

有 120 亩地，都已熟透，需要两台

收割机……”田老汉等了不多时，

就看到两辆大型联合收割机在村

道上轰隆起来，田间地头瞬时沸

腾起来了。

收割机奔驰在金黄的麦田里，

一户挨着一户地收割着小麦。十

几分钟后，田老汉的二亩小麦就

收割完了。看着金灿灿的麦粒从

收割机仓门倾泻而出，哗啦啦流

进一辆三轮车车斗里，田老汉心

里美透了。

“大叔，搂草机、打捆机、旋耕

耙、播种机等，我已经联系好了，马

上来。我找两个人，帮您先回去摊

摊麦，您记着再来时带上玉米种。”

红马甲对田老汉说。

田老汉心想，去年，收割机割

完麦后，自己和家人顶着太阳，花

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把这二亩

地的麦秸秆收拾完。今年，有了

拾掇麦秸秆的机器，确实是个好

事，但不知道咋收费，便问：“拾掇

一亩地麦秸秆多少钱？”红马甲说：

“免费的！”

田老汉一脸疑惑地问：“大热

天，人家出车出人出力，还免费？

收的麦秸秆都弄到哪里了，干啥用

了？”红马甲说：“他们把这些麦秸

秆卖给养殖场，做饲料用喽。”

这时，田老汉才恍然大悟。

这样的机会，说啥也不能错

过。田老汉急忙跟车回去，把麦子

摊好后，又急匆匆带着玉米种回到

了地头。

眼前，收割机一侧的搂草机、

打 捆 机 、旋 耕 耙 、播 种 机 正 在 忙

活。火辣辣的太阳下，收割完的十

几亩麦地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

黄色的秸秆。走在前面的搂草机

把麦秸秆拾掇成笔直的一檩檩，

后 面 的 打 捆 机 把 一 檩 檩 麦 秸 秆

“吞”进去，紧接着又从仓门“吐”

出一个个方方正正的麦秸捆，几

个壮汉正把一个个麦秸捆往三轮

车上装。腾出的麦茬地上，前面

是旋耕耙对麦茬地旋耕，后面是

播种机在播种……眼前，一条龙式

机械化抢收抢种的“神”操作，让田

老汉看呆了。

“大叔，把玉米种给我。”田老

汉回过神，慌忙把玉米种子递给红

马甲。十几分钟，田老汉的二亩地

被耩上了玉米种。

过去，到了麦收时节，农村家

家户户是大人小孩齐上阵，手割，

肩扛，车拉……忙得筛子簸箕乱动

弹，过个麦天，少说也得折腾半月

二十天；现在，从割麦到耕地，再到

耩玉米，全部是机械化，几天就麦

罢了，田老汉觉得这一幕幕像是在

做梦！

看着看着，田老汉嘴角漾起了

甜甜的笑，感慨道：“农业机械化真

好，省时、省力、效率高。等收罢秋，

俺也流转百八十亩地，种庄稼！”

田老汉割麦记
◇ 郭明远

图片由作者提供

诸葛亮的南下之路——平顶山是必经之地

公元193年，诸葛玄收拾行装，带

着父亲、诸葛亮兄弟及其两个姐姐，

开启前去豫章郡的行程。这一年是

即汉献帝初平四年，诸葛亮13岁。

根据当时的地理情况，诸葛玄

一行去往豫章郡的行进路线应该是

由琅琊阳都南下进入东海郡（山东

东部），过郯城（今临沂），再过彭城

（今徐州）、走下邳（今徐州睢宁）、至

九江（今安徽寿县）、去庐州（今安徽

合肥），最终到达豫章郡。

但是，这条路线显然是走不成

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据《三国志》记载：“初平

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

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

之不流。”具体的史实是，当时曹操在

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期间，派人送其

父曹嵩从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谯

城）到山东衮州一带避居。曹操立稳

脚跟以后，准备从衮州迎回父亲，结

果曹嵩在陶谦（徐州牧，管辖山东及

江苏一部分地区）的地盘上，被其手

下人图财杀害。曹操恼羞成怒，决心

为父报仇，于公元 193年 10月挥军 10

万杀奔衮州和徐州，所到之处皆屠

城，泗水为之不流，水面都被尸体给

封住了。这一带乱军出没，千里无人

烟，所以，诸葛玄一行应该不会选择

走这条路。

第二，诸葛玄是被袁术表奏为

豫章郡太守的，而当时袁术起兵讨

伐董卓时占据着南阳（术屯南阳）。

此后，袁术的手下——长沙太守孙坚

率军杀死南阳太守张咨，使袁术顺利

占据了南阳郡（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

阳太守张咨，术得据其郡）。既然诸

葛玄去豫章郡走临沂—徐州—寿县

—合肥—南昌这一路线行不通，他又

与袁术关系较好，肯定要选择一条比

较安全的道路去到袁术的地盘上，然

后再想办法辗转去豫章郡上任。

第三，初平三年，即公元 192年，

董卓的旧部李傕、郭汜等攻入长安

后，杀死了司徒王允等人，开始掌控

朝政。为拉拢人才，培植势力，他们

表奏袁术为左将军，封为阳翟侯。

阳翟是今天的许昌禹州，按汉朝封

侯的规定，证明当时许昌、禹州、平

顶山、南阳这一带的地盘都在袁术

的势力范围之内。诸葛玄与袁术有

故交，当然要在走出山东之后，奔洛

阳走宛洛古道，绕梁国（今汝州）转

入颍川郡，然后再往南阳、襄阳去进

发，这样会更加安全。那么，平顶山

（当时归颍川郡昆阳县管辖）就在宛

洛古道的节点上。

所以，诸葛亮一行从山东出发

后，向西出山东，奔豫州方向，走宛

洛古道，去颍川郡，再去南阳郡，结

果行至豫州颍川郡昆阳县境（今河

南平顶山，当时归颍川郡叶县管辖）

时，因长途跋涉诸葛亮祖上有人染

病在身，不得已一行人在此暂时居

住下来。继而，诸葛亮祖上病逝，遂

葬于此，这一年应该是公元 194 年，

即东汉兴平元年。之后，少年诸葛

亮随其叔父诸葛玄按礼制规定在此

庐墓。

少年诸葛亮在平顶山成长的印迹

少年诸葛亮在平顶山生活长达

8年之久，即从公元 194年至公元 201

年，这和历史记载中的史实也是相

吻合的。在公元 200 年官渡之战前

后，曹操已经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以北

广大地区。接下来，公元 201年曹操

又击破袁术，占据了颍川郡，并以许

昌为根据地，将献帝从洛阳劫持到许

都，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心存正

统思想、一心光复汉室的诸葛亮不愿

为曹操集团服务，待局势稍稳之后，

出走平顶山这一地区，南下去南阳，

隐居躬耕，直至公元 207 年“三顾茅

庐”后追随刘备建功立业。

少 年 诸 葛 亮 在 平 顶 山 一 带 生

活的遗迹可考的有 9 处之多，这里

主要列举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来

证明。

（一）诸葛庙遗墟

诸葛庙遗墟位于平顶山市卫东

区诸葛庙社区，内现存有牛凤《改正

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一通。牛凤是

明代嘉靖年间叶县人（因区划今属

湛河区牛楼村），进士出身，官至南

京太常寺卿（掌管皇上祭祀典礼等

活动的三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部

级干部）。其撰写的碑文全文如下：

嘉靖丁亥秋，余自太仆转南京

太常卿，便道还家，行视田墅，始谒

武侯祠下，见其屋老而坏，且怪其与

昭烈俱南面，无复君臣分。询土人，

云，如是有年矣。及考旧志，洪武十

八年民萧四重修，记不知其所始，慨

然久之。遂捐金币，属乡耆徐行和

众 力 作 新 之 。 不 期 月 ，庙 貌 完 矣 。

撤去昭烈、关、张之像，独象侯祠中，

专其祠以符其名，人心允惬，观者胥

悦。

既而游观山寺，有断石幢在焉，

刻文仅数十字。中云：“此地有诸葛

之旧坟墟高阳华里。”然后知侯之父

若 祖 自 琅 琊 避 地 ，曾 寓 于 此 而 葬

焉。躬耕南阳，尚在厥后。祠而祀

之，信有由然。再考石幢岁月，盖隋

文帝开皇壬寅物，去先主见武侯于

隆中之岁三百一十六，其居此地而

葬，必先十余年，是以坟墟犹存。今

距开皇壬寅年余九百六十一，世远

坟没，不知其处，固不足怪。所幸祠

宇不废，断石幢仅存，岂偶然哉！

盖侯之为人，论者举侪于伊吕，

古今贤达，悉以为然，无异议焉。是

人品之高，勋烈之盛，光昭汗青，脍

炙人口者，奚俟吾言。所以吾邑有

高阳华里之迹，实为侯父祖之故墟，

湮灭无闻，以至今日，良可悼惜。吾

生千百年之后，得有所据，故托之坚

珉，以图不朽，又以资论世君子云。

皇明嘉靖二十一年岁次壬寅秋

七月既望，西唐牛凤记，男沈裕书，

钧州杨嘉刻。

这篇碑文被列入《叶县志》《南

阳府志》《中州文献录》《古今图书

集成》等书中。从碑文可以看出几

点：一是牛凤回家乡叶县游历观山

寺（今卫东区下牛村云潮寺）时，看

到了刻有“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

的隋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的断石

幢。牛凤是明朝三品官员，想必在

碑文记述历史史实上不会弄虚作

假；二是碑文中记述“然后知侯之

父若祖自琅琊避地，曾寓于此而葬

焉。躬耕南阳，尚在厥后”，即诸葛

武侯祖上有人在此下葬，武侯在此

守墓多年，去南阳躬耕，是在这之后

的事情；三是牛凤拜谒平顶山诸葛

庙村武侯祠时，认为祠规模较小，且

诸葛亮与刘备的塑像同堂并列，不

分君臣位次，有违儒家礼制，牛凤重

修时撤去了刘备、关羽、张飞的塑

像，而是只祀诸葛武侯一人。

（二）郏县张良故里石碑

2006 年 2 月 13 日，在郏县李口

镇 张 店 村（距 诸 葛 庙 社 区 约 15 公

里），村民发现一通石碑，碑文内容

只有 57个字：

“亮携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贤

宗。观地势不严，然清静秀逸，乃龙

凤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吾

辈叹之、敬之、效之。”

该碑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

是张店村是辅佐刘邦成天下的汉初

三杰之一张良的故里。二是碑文是

诸葛亮手书，国家级文物专家罗哲

文鉴定后认为碑刻真实，还为张店

村题写了“汉留侯张 良 故 里 ”几 个

字。这是诸葛亮到过平顶山郏县张

店村的实证，且这里与卫东区诸葛

庙相距不远。三是诸葛亮能够带着

好友徐庶（字元直，颍川郡名士）到

汉留侯张良故里前来拜谒，而且二

人寻找目的地精确，说明诸葛亮应

对此地熟知。

诸葛亮在公元 181年出生至公元

207年出山辅佐刘备的前 27年，可以

划分为三个时期：出生之后在故土山

东度过的幼年时代，因家庭变故在平

顶山下度过的少年时光以及后来在

南阳襄阳躬耕的青年阶段。

故此，可以认为诸葛亮出生于

山东琅琊阳都，在家乡生活了几年

之后，由于家庭变故等原因，开始跟

随叔父诸葛玄南下。在此过程中，

他们一行在平顶山下结庐守墓，并

在此生活 8年，后才去南阳襄阳躬耕

陇亩。

平 顶 山 卫 东 区 是 诸 葛 亮 少 年

人生中成长的重要地方。在人生

的起始阶段，寓居平顶山脚下的少

年诸葛亮受到了当地深厚文化底

蕴的熏陶，锤炼了坚韧不拔的意志

品 质 ，饱 读 经 史 子 集 深 谙 治 国 之

道，为其日后治国、廉政、法治、军

事等思想脉络的形成奠定坚实基

础，这些思想和治世方略为推动当

时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其

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影响。

诸葛亮家世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是西汉

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诸葛氏，历史文献记载

中首见于史籍者即诸葛丰，是其得姓之源。《三

国志》中裴松之注引《吴书》：“其先葛氏，本琅

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葛姓者，时人

谓之诸葛，因以为氏。”即诸葛氏的祖上原来在

诸县（今山东诸城），本姓葛，迁居到阳都后为

了区别于阳都的葛氏，才称为诸葛氏。

诸葛丰，字少季。同郡人贡禹为御史大

夫时，推举他当侍御史。汉元帝听说诸葛丰

“特立刚直”，提拔他任司隶校尉，主要负责京

城及三辅的监察。诸葛丰公正无私，执法严

明，“刺举无所避”，颇受元帝赏识，加光禄大

夫秩食邑 2000 石。但是，外戚许章“奢淫不

奉法度”，他的宾客犯法，牵涉到了许章。当

时司隶校尉有皇帝赐予的“节”，可以对犯事

官员先行收治再上奏皇帝。一次，许章坐车

外出，与诸葛丰相遇，诸葛丰举“节”让许章下

车拟治其罪，许章逃入皇宫，向皇帝求情。诸

葛丰向汉元帝上奏许章罪状。结果，汉元帝

不仅不同意收治许章，而且把给予司隶校尉

特权标志的“节”收回去了。后来，诸葛丰反

复上疏，要求惩治奸臣、整顿吏治，元帝不听

并让他改任城门校尉。对诸葛丰不满的人趁

机攻讦，汉元帝最后罢免了诸葛丰的官职，将

其贬为庶人。后来，诸葛丰卒于故里。

诸葛丰之后，其后人少有入仕之人。《后

汉书》中记载的涉及阳都诸葛氏人物有两个：

诸葛稚和诸葛礼。

诸葛稚的相关事迹记载在《后汉书·刘玄

刘盆子列传》中：卫尉诸葛稚闻之，勒兵入，格

杀百余人，乃定。讲述的是作为统帅守卫宫

室的官员（略同于现在的卫士长），诸葛稚率

士卒制止了长乐宫中将士们的一场宫廷内

斗。诸葛稚应是琅琊阳都人，随山东樊崇的

赤眉起义军进入长安，共同推举刘盆子为帝

之后，被封为卫尉一职。

诸葛礼任济阴太守，其府中吏员戎良仪

容伟岸、相貌堂堂、办事干练，颇得诸葛礼赏

识，故遭到同僚人的妒忌，诬告其与奴婢私

通，戎良感到冤屈，拔刀剖开肚子，向诸葛礼

表明清白。相关记载如下：济阴戎良，字子

恭，年十八，为郡门下干吏。良仪容伟丽，太

守诸葛礼使合里写书。从者诬良与婢通，良

刳腹，引出肠肝，示礼赤心。济阴太守诸葛礼

是琅琊阳都人。

故此，诸葛氏在汉朝有明确记载的有三

人：诸葛丰、诸葛稚、诸葛礼，三人都是诸葛亮

祖上之人。

少年诸葛亮在家乡短暂生活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

元 181 年）出生于琅琊阳都县（今沂南县砖

埠镇孙家黄疃一带）。其父诸葛 珪 ，字君

贡，曾任泰山郡梁父县尉，后迁泰山郡丞

（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行政副职）。诸葛亮

生母卒，诸葛珪又娶继室；公元 190 年左右，

诸葛珪病故。

诸葛亮 9 岁之前一直在山东沂南生活，

天资聪慧、博闻强记，喜读史书、志向远大。

之后，诸葛亮兄弟三人（兄诸葛瑾、弟诸葛均）

及两个姐姐皆由其叔父诸葛玄照料抚养，其

居所暂无史料可考。

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袁术表

奏诸葛玄为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太守（亮早

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此后，诸

葛玄携诸葛亮、诸葛均及诸葛亮的两个姐姐

赴豫章郡任职。

◇ 孙高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