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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书，不过 53篇，却字字珠

玑，洞穿古今。国人含英咀华，取其精

髓，单成语，就从中撷出 40来个。这些

成语，没有一个不是生动形象的，有的

竟像孙猴子，可化身多个。例如“摩顶

放踵”，又谓“摩顶至踵”“摩顶至足”“磨

顶灭踵”；“墨守成规”又作“墨守成法”

“墨守陈规”“墨翟之守”“输攻墨守”；

“墨突不黔”又与“墨突暖席”“孔席墨

突”“孔席不适”并列。要是都算，恐怕

有百个之多了。您说奇也不奇？

这么多典出成语，我最感佩的是

“墨子泣丝”，它与鲁山紧密勾连，活色

生香。

该语出自《墨子·所染》，“所染”，也

即所谓的浸染、沾染、感染。老人家围

绕丝染，深入浅出，探幽入微，层层递

进，得出的结论，令人惊叹。

它是墨子在鲁的实践结晶。

文首开门见山，墨子曰：“子墨子言

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

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

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这段话大概意思是：墨子见人染

丝，感叹曰：“洁白之丝，用青料去染，就

变成青色，用黄料去染，就变成黄色。

染料不同，丝色变化。五次浸染，可着

五色。”段尾，墨子感慨：“所以说，染色，

不能不谨慎啊！”

为阐释染色重要，墨子剥茧抽丝，

进而推论，国之有“染”：舜被许由、伯阳

所“染”，夏禹被皋陶、伯益所“染”，商汤

被伊尹、仲虺所“染”，周武王被太公、周

公所“染”。四位所“染”得当，功盖四

方，名扬天下。而夏桀被干辛、推哆所

“染”，殷纣被崇侯、恶来所“染”，周厉王

被厉公长父、荣夷所“染”，周幽王被傅

公夷、蔡公穀所“染”。四位所“染”不

当，身死国亡，遭人取笑。接着又举齐

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

勾践被忠臣贤才所“染”，方得故称霸诸

侯；再举范吉射、中行寅、夫差、知伯摇、

中山尚、宋康王被奸佞所“染”，贪暴苛

刻，弄得身受刑戮，家国破毁。最终，墨

子 得 出 结 论 ：不 但 君“ 染 ”，士 亦 受

“染”。若是每个人交友都淳厚谨慎，敬

畏法令，洁身自好，那么，就家兴业旺，

誉声光耀，做官治政，合于正道。反之，

结党营私，以权谋私，日渐危殆，名誉受

损。

“墨子泣丝”又作“墨翟悲丝”。字

面上，是墨子看到染丝禁不住悲泣，为

丝色染变而唏嘘。它和成语“苍黄翻

覆”“苍黄反复”“染苍染黄”“染丝之变”

同出一处。只不过我的感觉，“墨子泣

丝”和“墨翟悲丝”，与“苍黄反复”和“染

苍染黄”等，着重点不同。前者重在泣

悲，渗透其间的，是因所染不当的怆然

泪下，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的人生况味，是对社会人伦、修身治

国的深层担忧。而后者，只是就事论

事，表层映象。

小事情藏有大道理。说丝之有染，

可谓司空见惯。思想家的高明之处，即

见人之所见而发人之所未发。墨子由

丝染之悲，生发感慨，告诫人们：大千世

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无不有染。所

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最重要的，染

得当与不当的问题。一染不慎，南辕北

辙，万劫不复，人生切切不可随俗浮沉。

历史烛照。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

是何等的重要，当年孟母择邻，不惜三

迁，就是害怕所染不当。也难怪，《千字

文》中特意把“墨悲丝染，诗赞羔羊”并

在一块儿。

古之染色，主要是草木之染。取草

木汁液，凡茜草、红花、苏木、蓝草、槐

米、紫草、荩草、黄柏、栎橡、黄栌等，浸

染而着色。次以矿物染，矿物有朱砂、

赭石、石青、黄土等。周代，官府即设有

染人、染草之职。《周礼》云：“掌以春秋

敛染草之物，以权量之，以待时而颁

之。”《诗经》中，“绿衣黄裳”“青青子衿”

“我朱孔阳”“载玄载黄”，皆为颜色表

达。东汉《说文解字》记有 39种色彩名

字，明代《天工开物》《天水冰山录》记 57

种，清代《雪宦绣谱》多达 704种。

具体追溯坑染之术，鲁山人坚信是

源起墨子。鲁山山区，遍植栎树。相

传，墨子年少时常住赵村镇中汤外婆

家，在灵凤坡前，他发明橡壳煮水，再掺

搅黑泥，染衣而不褪色。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中汤街尚存染坊几十家。

每当秋末迎冷，鞭炮鸣响，染市开始，百

姓从坑塘里挖来黑泥，塑一尊墨子像，

献供焚香，叩头祭拜，念祭词，唱民谣。

今祭词已模糊，民谣倒是传了下来。谣

曰：“坑，坑，坑衣裳，黑泥捏个墨子王。

披头发，大脸庞，橡壳眼，高鼻梁。一身

黑衣明晃晃，皂角大刀别腰上。野鸡

翎，发里藏，肩上挎个万宝囊。赤巴脚，

奔走忙，天下污浊一扫光。”

“鲁阳西边尧山下，墨子出世尧山

旁。聪明伶俐贵人相，雉鸡花翎发里

藏。从小取名叫墨翟，小孩儿里头他

称王。十二岁生日犯水灾，一头扎到

黑泥塘。温泉黑水能坑布，墨子中汤

开染坊。采来橡壳黄栌柴，苍是苍来

黄是黄。”

献祭哼唱已毕，开始往锅里添温泉

水，煮熬橡壳，浸泡丝布，掺泥揉捂。每

每这个季节，山里山外，四乡民众，齐聚

中汤，染染晒晒，买买卖卖，有唱戏的、

说书的、杂耍的，好不热闹。

两首民谣，勾勒出墨子的形象，哼

出历史的沧桑，唱出对墨子的挚爱。

关于墨子的传说，中汤街有很多。

耄耋老人李成才，一生承传墨子文化，

他讲述，墨子十一二岁时，一个夏日的

午后，天气闷热，他到坑塘洗澡。小墨

翟脱下身上穿的白褂，放在塘边石头

上，纵身一跳，扎入水中。这一跳不打

紧，水花四溅，溅到了褂上。待墨子上

岸，一看白褂上污泥点点，那个心疼哟，

就赶紧搓洗，谁知越洗斑渍越大，这可

咋办？一生气，他干脆把布褂浸入黑

泥，均匀揉搓，让褂子变成了黑色。

鲁山历有坑染习俗，染黑所用颜

料，一为栎树的果实橡壳，一为坑塘黑

泥，百姓称之臭青泥。先是橡壳煮水，

然后把布帛放入同煮，煮后捞出，与黑

泥相揉混捂，再涮掉黑泥，布就成了黑

色。数千年来，鲁人一直喜黑，冬季棉

衣皆为黑色，如有人穿蓝，邻人那是会

笑话的。但有白事，穿蓝棉衣则属正

常。旧时生产力滞后，发展缓慢，此法

染布，一直延宕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而鲁人染黄原料，多用含赤铁的黄

土。黄土染出的布，称黄土布。这种染

色法，亦都附会是墨子创造。中汤附

近，遍山黄栌，每至深秋，飞火流丹，五

红十黄；中汤西北，山体呈黄红之色，内

含赤铁。墨翟采来黄栌黄土，经多次试

验，终于染布成黄。

2010年秋，央视《走遍中国》栏目莅

鲁，探源墨子与鲁班的深情厚谊，摄制

专题片《棋盘迷局》，专一煮了一锅橡壳

水染布，复原坑染之技。

中汤街西南角儿，有个小山嘴儿，

山嘴儿之上建有庙宇，原称三官庙，今

谓墨子坊，其三间大殿内塑三官像（天

官、地官、水官），亦塑墨子像，附近民

众，逢月初月中，都来祈福，拜墨子，也

拜三官。大凡寺庙，天地互通，人神共

融。墨子去世后，传说也是升了仙的。

墨爷何以金身铸此？缘于当年他曾在

庙内坑染居住。离庙不远，今尚有墨子

晒布崖遗存。

墨子《所染》，说的是墨子看到染

丝，进而引发他对人生深刻的哲学考

量。然鲁人笃信，是他发明了坑染，多

次具体实践，亲手操作，方有这入骨入

髓之思。如果仅仅是见到染丝，走马观

花地看上几眼，哪能泣涕悲鸣，深刻类

比。

古诗对这一成语引用颇多，骆宾王

有“黄金销铄素丝变，一贵一贱交情

见”，李白有“路歧有南北，素丝易变

移”，杜甫感叹“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

鸣机色相射”，韦应物写道：“忽此嗟歧

路，还令泣素丝。”宋代的陈与义作有

《丝色随染异》：“丝色随染异，择交士所

贵。”魏晋名士阮籍有名句：“杨朱泣歧

路，墨子悲丝染。”杨子见歧路而哭，为

其可南可北；墨子见练丝而悲，为其可

黄可黑。虽都是人生的彷徨，然穷途之

哭与悲丝之染，哪能同日而语？

古琴曲有《墨子悲丝》，音韵悲怆。

它用铮铮然的琴音告诫人们，人啊，一

定要洁身自爱。

墨子之才，经天纬地。在其老家鲁

山，人人说他是“慈爱之父、科学之母、

百工之祖、平民圣人”。这位实践家、行

动家，饱蘸情感，意志刚烈，不畏艰险，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天下大

同，毕其一生，四处游历。他“摩顶放

踵”——摩秃了头顶，走破了脚后根；

“裂裳裹足”——衣裳撕裂，裹着伤脚；

“百舍重茧”——脚上老茧套着新茧，

“墨突不黔”——每到一处，烟囱还没被

熏黑，就又起身了。他不停奔走，凭着

三寸之舌，雄辩天下，说服诸侯，谋求止

战，重用贤才。他的动因很简单：兴利

除害，安定民生。所谓的“饥者得食，寒

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也。也就

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烽烟春秋，诸子起兴，与之比肩者，

唯有孔子。只此二人，流派学说，谓之

显学，别的“子”，都往后靠。春秋迄今，

泱泱华夏，未有出其右者。

管中窥豹。墨子由白丝一旦染色，

便永不褪掉的自然现象而升华，足见其

一颗悲悯之心。

初入九寨是癸卯年的八月份，辰时

起床，山间天空已泛起鱼肚白，烟云缭

绕山头，氤氲出一片困意，像是我泛起

的倦懒。

辰时已半，更近九寨沟，马上就要

和这人间仙境会面，我贴在观光车玻璃

上，难以抑制悸动的心。

山高坡陡且多弯道，观光车在山间

弯道行驶得游刃有余，外面的树影斑驳

投入车内，送入一阵松针的清香。巨幕

突然被拉开，晦暗在刹那间变得明亮而

开阔。微风带过芦苇轻轻地曳动，纤细

而韧性的身躯摇荡在清澈的碧蓝下，似

极具柔情的女郎微笑着拉下面纱。袒

露的湖泊清澈见底，青蓝如松，碧蓝如

空。山的苍翠在湖蓝中被摄取，在湖面

的画布上将山的魄勾勒出温柔的线条

和动感的魅。

我整理好背包在箭竹海下车。箭

竹海沉稳而肃穆，潭水深而凛冽，广阔

而清澈，水边相陪的是深沉的古松。

转到熊猫海时是午时，在阳光直射

下，钙华的湖面显得不那么透明澄澈，

倒像是在童话世界。牛奶白从岸边延

伸，接近岸边是新鲜的鹅黄色，干净而

没有杂质。越向中心延伸，越是蓝得浓

烈，牛奶蓝与深湖奶蓝色交织着向中心

而去，据说那是海子之眼，下面连接着

的是地下暗河。牛奶色的湖面不再充

当他物之镜，温柔地注视这个世界，却

不留杂质在眼眸，显得自信而强大，慈

祥而和蔼。的确，力量内蓄其中，慈祥

才显得有迹可循。

乘坐观光车直奔五花海时，沿途都

是坐下休息的人，我只简单补给了一点

儿东西就直扑五花海。五花海别具特

色，像是打翻的调色板，蓝绿占据主

场。自然拾一抹蓝色惊艳了天空，捡一

抹绿色点亮了湖边树丛，蓝白相调的色

彩勾勒湖岸，斑斑点点的白色洒落在画

板上，构成美丽的纹路。灰白的山体如

此吝啬，冷下脸来不肯作出拱手相让的

样式，直指天空，湖水便看不到了蓝天，

一潭五光十色被拥入群山之间被呵护

着，格外宁静。

它那么美，也那么遗憾。

在九寨沟颠簸了一天，终是精疲力

竭又不无缺憾，次日在黄龙见证到了自

然的野性。

那是我第一次上高原，初来乍到的

惊喜和对高反传说的恐惧交织。坐上

索道时我像一只鸟直冲云霄，然后在半

山腰落了脚。继续向上爬时，沉重的不

只是步履还有我的躯壳，每一步都在说

我仅仅是个人类，越向上爬，就见到越

多带着吸氧机边爬边吸的人。再往上，

人越来越稀疏，稀疏的还有吸氧的声音，

反倒显得比九寨沟还安静，安静也许是

人类对自然最大的敬畏。沿途的亚寒带

针叶林带已经慢慢转为高山草甸带，松

针的清香被草香取代。高山之巅唯有白

云，稀薄的氧气挡不住云的浓烈。

向 上 直 到 山 顶 看 到 了 黄 龙 的 标

志——五彩池，像是散落山间五颜六

色的宝石，钙化池形成梯度的臂弯揽

住胸中的点点色彩，翠绿从山顶延伸

下来，在山脚跳跃落成湖泊。乳黄色

的钙华如何拦下这些精灵？它们在池

中跳跃变幻，落成苍绿、靛蓝、宝石蓝、

湖绿、粉蓝。

一场自由的旅行必然需要肾上腺

素和脚步共同的丈量才有意义。当妈

妈带着弟弟坐缆车下山时，我踏上了丈

量山顶到山脚这段旅程的路。

鸟声喧哗，虫鸣一片，在大小错落、

水流绵延的石滩之上愈显深松色静。

深入林中随阶而下得与水流同行，汩汩

而声，慵懒欢快。在林间错落的钙化

池，上下交叠，左右并立，大小相生，深

浅相逢，一路伴随着山林乐人而下。

下山的水唱着青春之歌，鹅黄的钙

华在水柔软的线条下塑造纹理，黄色杂

糅着白色如平滑光洁的皮肤，凹凸有致

恰似起伏的肌肉纹路，清晰迷人。人们

通常崇拜上山的路，因为陡峭难行，路

险难争，其实，下山的路也有一番趣

味。下山没有对自然一味的征服，才能

真切体会到对生命憧憬中的敬畏。一

草一木映入眼帘，一水一物尽收眼底，

当回忆起这游览盛状，被山川湖泊包裹

着的纯净在一片嘈杂中升起，那是自然

的馈礼。

川 西 游 记
◇ 张耀匀

墨子泣丝及其背后的故事
◇ 袁占才

喜欢苏轼，大概就是因了“人

间有味是清欢”这句词吧。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

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

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

间有味是清欢。”寥寥数语，却将春

天的气息、生命的活力、清旷娴雅

的生活趣味表达得恰到好处。尤

喜“清欢”二字，把困顿之中偶得的

淡泊喜悦，十分妥帖地表达了出

来。彼时年少懵懂，尚不能准确地

体味“清欢”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只

是觉得这两个字透着淡淡的雅致，

还有一种浅浅的清丽，是一种春风

拂过心头的柔然和舒缓，没有悲苦

和惆怅。

是啊，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年

岁，生活是满满的激情和希望，是无

限的憧憬和繁华，怎么能和清欢联

系到一起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对

“清欢”渐渐有了深刻的了解，于世

事浮沉中开始真正体味“清欢”。

“清欢”是什么？

“清欢”是清静的。而这份清

静，并不那么易得。

“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

无是非。”就如苏轼，因谤言被贬，

而且一贬再贬，途中得此闲情，便

得此清欢。此刻的“清欢”是一种

轻欢，安安静静，沉默无语里自有

天 高 地 阔 。 这 点 小 欢 喜 并 不 易

得。钝觉的人，捕捉不到；机警的

人，享受不了；滥情的人，不以为

意；古板的人，体会不着……非得

是那种不温不火、不紧不慢、蒸不

熟煮不烂的“大智慧”，才有可能抓

住这点安静的欢喜，体会到清欢。

清欢是孤寂的。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苏轼的《卜算子》道尽人生悲凉，但

此时的清冷孤寂何尝不是一种至

高的人生境界。

清欢是清静之余的欢愉，是一

个人“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悠闲自

在，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的洒脱，是“独钓寒江雪”的冷静清

醒。如此说来，能够得到清欢、乐

享清欢，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里，追名

逐利者有之，熙熙攘攘者众之，蝇

营狗苟者有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

安守一份清冷孤寂。然那些热闹

非凡光怪陆离的繁华背后，又有多

少惶惶然？

清欢是高洁的。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

其乐。贤哉，回也！”早在两千多年

前，孔子就对弟子颜回赞不绝口，

这是老师对学生的高度评价，也是

古代圣贤对清欢精神的高度肯定。

生活纷繁复杂，面对物质欲望

的诱惑，如何泰然处之？此时就需

要一种高洁的品质为指引。“些小

吾曹州县史，一枝一叶总关情。”不

为职位高低而愁苦，不为物质优劣

而伤悲，尽心尽力担负起自己的责

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将脚步

放慢一点儿，放轻一点儿，过一种

简朴的生活，享受一下世间原有的

简单和真纯，追求精神上的愉悦，

这样的快乐也是永久的快乐。

清欢是稀缺的。

“小甔有米可续炊，纸鸢竹马

看儿嬉。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

中歌舞时。”陆游的这首《春日杂

兴》，写出了诗人对政治清明的美

好愿望，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

而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小满足”

亦是一种欢喜，一种难得的清欢。

正是因为稀缺，才更觉珍贵。

人应该学会摈弃复杂，学会简单。

在最平凡真实的生活方式中寻求新

奇，让自己的精神世界逐渐成长。

守一份宁静，怀一颗素心，简朴处不

失丰盈，拥一份清欢入怀。

乐享清欢
◇ 郑鹤凌

汝 瓷 天 蓝 釉 刻 花 鹅 颈 瓶 ，

1987年出土于河南省宝丰清凉寺

汝窑址，现藏于河南博物院。该器

物高 19.5厘米，口径 5.6厘米，底径

8.2 厘米，造型秀丽，釉面温润，颈

部及腹部剔刻缠枝莲花纹，线条纹

饰柔和流畅。汝官瓷传世品极少，

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只有 5

件，天蓝釉色刻花的仅此一件，是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

该瓶造型简练、优雅大方、亭

亭玉立，敞口细颈，鼓腹圈足，颈

部及腹部剔刻缠枝莲花纹。器身

满施天蓝釉，釉面温润。瓶口部

露胎，由于过烧而呈浅褐色，瓶的

圈足底部露胎，并沾有细小砂粒，

显系垫烧而成。从细节上看，器物

上半部分为圆柱形造型，下半部分

为似圆球形，重心在下，浑圆饱满，

优雅沉稳。造型外部线条用小曲

线与大曲线的变化和对比，颈部的

长直线中融合细微曲线的成分，长

颈微微外撇，瓶体下部为外括大曲

线，两端曲线对比，整体造型既有

变化又统一简练、优雅而沉稳。天

蓝釉刻花鹅颈瓶的造型特征，集中

体现了宋人对器物清劲、简洁、秀

润、洒脱的审美韵味。

瓶的颈部及腹部精心剔刻缠

枝莲花纹，题材清雅洒脱，纹饰流

畅细腻，为汝瓷的鉴定提供了新的

实物依据，相较其他的天蓝釉汝瓷

器物，几乎都是素面的。无色的花

团锦簇，阴刻着缠枝莲花的纹样，

在清雅之上略显华丽。莲花纹样

在瓶身并不太清晰，这反映了刻花

技术在当时还不够成熟，但足以表

明汝窑瓷品种的多样和丰富性，这

些刻花装饰在天蓝釉下若隐若现，

给器物增添了几分含蓄之美。

器表满施的天蓝釉，色泽恰

似雨过天晴般的清新素雅，其釉

质纹色宛如玉质，好似一泓清泉

般透彻，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

晶莹剔透，开片自然，疏密有致，

展现了汝窑独特的审美趣味。釉

层下配以若隐若现的莲花图案，

更是相得益彰。虽然土侵较重，

表面受腐，但是难遮其玉质感，这

也是汝窑瓷器不同于其他窑口瓷

器的特点所在。此外，天蓝釉的

形成，主要是在烧制过程中窑位

与火候恰臻妙处，因此成品率极

低，而且是独一件刻花天蓝釉作

品，堪称汝瓷瑰宝。

汝瓷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恍

若一颗华丽璀璨的明珠，是中国

工艺美术品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

涵的精神意蕴、实用性与审美性、

材质工艺与意匠营构的高度和谐

性的体现。

汝瓷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 严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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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小洁，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

硕士研究生，汝州技师学院陶瓷专

业教师，多年来从事汝瓷等陶瓷技

艺的科研工作，参与编写陶瓷专著

两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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