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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词”的时代，“宋词女神”李

清照的出现把宋词推向了又一个峰

巅。宋代更是“瓷”的时代，宋瓷中的汝

窑天青釉玉壶春瓶，以其清素淡雅、纯

净细腻的美学特点，成为当之无愧的

“宋瓷女神”。

传世孤品宋代汝窑天青釉玉壶春

瓶，现藏在大英博物馆。2015年 9月 30

日，在“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

瓷器展”上，我第一次和汝窑神器天青

釉玉壶春瓶谋面。此次展览除了悉数

展出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汝窑瓷器，大

英博物馆还出借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

春瓶、花式盏托、葵花式洗三件重器。

清 末 ，慈 禧 太 后 为 筹 措“ 庚 子 赔

款”，把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等一

批宫廷瑰宝抵押给盐业银行贷款，逾期

不能归还贷款，瓷器被迫变卖。“宋瓷女

神”别离国土，漂洋过海，一路颠沛流离

来到了大洋彼岸的英国。

撇口，细颈，垂腹，圈足，柔和变化

的弧线，这只诞生在汝州的玉壶春瓶堪

称汝窑器瓶类造型的经典，宛若一尊温

婉简约、典雅神秘的“青瓷女神”。那

美，静止时有透澈灵动的典雅，动态中

有含蓄神秘的幻彩，静动结合，透出一

种耐人寻味的雅致，袒露一种无法描述

的韵律，折射一种内外由衷的古朴。

玉壶春瓶与酒有关。早在唐代，人

们习惯把酒称作“春”，很多酒的名字都

带有“春”，一直沿用至今。李白《哭宣

城善酿纪叟》诗云：“纪叟黄泉里，还应

酿老春”。在通行的书籍中都说“玉壶

春瓶”是因诗句“玉壶先春”而来，也有

说是因“玉壶买春”而得名。唐代司空

图的《诗品二十四则·典雅》：“玉壶买春，

赏雨茆屋。”而“玉壶先春”之由来，有的

人认为和苏轼与陶工的民间传说有关，

他曾有“玉壶先春，冰心可鉴”的诗句，但

遍查苏轼的相关著作，包括诗、词、文、赋

都未得见。诗人岑参曾有诗云“闻道辋

川多胜事，玉壶春酒正堪携”，这是目前

在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关于“玉壶春”三

字连用的情况。诗人很明白地说出了

“玉壶春酒”。“古瓶盛酒后簪花，花酒由

来本一家”，一句诗道尽玉壶春瓶功用

之妙。既可盛酒，亦可插花。

汝窑玉壶春瓶被尊为瓶类中的皇

后，从而戴上“宋瓷女神”的桂冠。她是

瓷器美学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造

型。她从岁月的深处走来，从历史的雾

霾中飞出，既有在瓷乡窑炉炼狱的磨

砺，也有深锁宫廷的寂寞、登上大雅之

堂的荣光，还有流落异国他乡的忧伤。

岁月不曾吸噬她的本色，她依然呈现淡

天青色，温润可人。

“数枝梅浸玉壶春”，她质朴却不单

调，含蓄表面下流露出高雅风尚，是人

类审美情趣集大成者。她的平淡、素洁

绝非只是一种物性，同时也渗透了淡

泊、虚静的“人性”，象征了文静雅洁、温

柔敦厚的君子之风。

如此富有内涵之美的汝窑天青釉

玉壶春瓶，即使不插花，也能让人闻到

扑鼻的花香，听到天籁般开片的音韵。

◇彭忠彦

“宋瓷女神”

玉带河，过去是流经宝丰城外的

河，古称滶水，现在是穿越宝丰城内的

河。在诸多文史资料和工具书中，“滶”

字源于这条河。

中秋时节，天高云淡，从宝丰县城

西玉带河与君文路交叉处的大桥东出

发，沿着玉带河畔绿树掩映的人行道，

迎着惬意的秋风，伴着啾啾鸟鸣，一睹

它的古韵遗风，欣赏它的风姿绰约。

宝丰县地处豫西山地向黄淮平原

过渡的丘陵地带，地势西高东低，春秋

时先属郑国，后被楚国占领，建城曰“城

父”（城址在今宝丰县李庄乡）；战国秦

昭王时，为父城县，属南阳郡；秦王政十

七年（公元前 230 年），属颍川郡；秦始

皇统一六国后，置父城县，仍隶属颍川

郡；东汉时期，贾复（字君文）为平郾陵

王尹尊，前来颍川郡，在今宝丰县城址，

择背傍桓水，面朝文笔山，西望滶水的

土岗，垒土筑城，后人称其为“贾复城”，

亦叫“金吾城”。“贾复城”东有朝京门，

北有瞻岳门，西有望汝门，南有迎薰

门。滶水是流经“贾复城”西城门和南

城门外的一条河。

史载，滶水，始发于鲁山、宝丰、石

龙区交界处娘娘山一带的将孤山（因将

孤山形似圆形的柴垛，也叫谷积山），在

今天的宝丰县西部大营镇白石坡、斋公

庄一带，由数条小溪汇成河头，迤逦向

东，时宽时窄，时深时浅，时急时慢，经

现在的宝丰县张八桥镇、杨庄镇，在“贾

复城”西门外折向南，约行 300 米后折

向东，如一条玉带盘绕在“贾复城”南门

外，后在紧邻“贾复城”东的铁梨寨园村

旁汇入净肠河，总长 21公里，河床平均

宽 8米，流域面积 51平方公里。

《新华字典》“滶”字解释为：“古河

名，源出中国河南省，入汝水。”《说文解

字》卷十一中解释为：“【水部】滶水，出

南阳鲁阳，入城父。”郦道元《水经注》卷

二十一解释为：“水出鲁阳县之将孤山

东南流。许慎云：水出南阳鲁阳，入父

城，从水，敖声。吕忱《字林》亦言在鲁

阳。滶水东入父城县，与桓水会。水出

鲁阳北山，水有二源，奇导于贾复城，合

为一渎。径贾复城北，复南，击郾所筑

也。其水东北流至父城县北，右注滶

水，乱流又东北至郏，入汝。”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条河穿越

时空，穿越阡陌村舍，拥抱着宝丰城，浸

润着宝丰城，见证了两岸风物变迁，也

在水岸宝丰城留下了一串串脍炙人口

的故事。

明弘治十二年（公元 1499 年），时

任宝丰县令的黄泰见汛期滶水时常危

害下游百姓，便号召民众在宝丰西城门

外向北挖一个沟渠，使滶水与城北的桓

水（今宝丰城北的净肠河）相通。一次，

黄县令现场巡视时，一人在河道里往上

撂泥浆时，泥浆飞溅到岸边黄县令的玉

带上。衙役见状，要治罪这个人。黄县

令说：“不！不能！他在下面看不到我，

是无故之错，不能追究！”并向民工说：

“不要怕，好好干！”而后，黄县令擦掉玉

带上的泥水，继续巡视。此事即传遍宝

丰城乡，成了街谈巷议的佳话。此后，

百姓为纪念黄县令清正爱民的美德，把

环抱邑城的滶水流段称为玉带河。

明嘉靖元年（公元 1522年），为方便

过往行人，乡民张云在滶水连接桓水的

沟渠上建了一座石桥。该桥长24米，宽

4米，有 12个桥墩、11个拱，拱为青石，雕

刻龙首龙尾等形状。此后，嘉靖四十一

年（公元 1562年）知县袁亮，万历十三年

（公元 1585年）知县饶大英修建，清嘉庆

十六年（公元 1801年）邑士姬凫等分别

对该桥进行了重修。如今，走过 500多

年风雨的永济桥，已成为宝丰县城仅存

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石桥。

清乾隆《宝丰县志》载：“玉带河，乃

郦注之柏、滶耳。前，明孝宗时黄令泰，

改滶水由西城下折而北与柏水（即桓

水，现在的净肠河）合。以其环抱邑城，

名曰玉带。”1980 年地名普查，正式把

玉带河定为全河之称。

近年来，宝丰县全方位治理玉带

河，在玉带河流经宝丰城区的两岸植树

种花，修路建亭架栏，使玉带河水清、岸

绿、景美，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城区

的亮丽风景线。无论是晨曦微露，还是

夕阳西下，三三两两的人相聚在这里，

或漫步，或低语，或起舞，或歌唱，尽情

地享受着玉带河温情地抚慰。

玉带河雕塑位于永济桥东南的空

地上，坐西朝东，基座上黄县令身穿朝

服，腰系玉带，左手执笏板，右手指远

方。黄县令右边，一位蹲身的民工身旁

放着竹篮，这位民工后另一人手中握着

铁锨，两人一起望着县令所指的方向，

仿佛在听黄县令嘱托；黄县令左边，一

个民工手握铁锨，顺着黄县令指的方向

望去，这位民工后左侧一民工肩挑盛着

泥土的竹篮向北走去；再向左，两个民

工正在推着装满泥土的独轮车向黄县

令这边走来。该雕塑再现了当时治理

玉带河的火热场面。

穿过宝丰县城的龙兴路后，玉带河

开始变得狭窄，悠悠河水漫行在大寺

村、南大街、中兴路、山河路之间的街

巷。穿过山河路后，河道豁然开朗，水

尤清冽。平静的水面像一面镜子，深情

地凝望着四周。清澈的河水里是一排

排的绿树红花、亭台楼榭的倒影，如静

影沉璧镶嵌在河里；蓝天白云飞鸟的倒

影，像是在水底轻盈地滑动；一群群鱼

儿潜翔在水中的蓝天下、树丛中、楼宇

间……一帧帧空灵的画面，如幻如梦。

俯仰留恋，疑是水中别有天。

景在水岸走，人在画中行。那历经

沧桑的风物遗迹，那碧波荡漾的河水、林

立的高楼大厦、繁华热闹的街市、人们幸

福的笑脸……使这座古老的城市透射出

一股强大的、充满时代气息的生命力。

◇郭明远

玉带碧水唱新歌玉带碧水唱新歌

人 物 名 片

彭忠彦，作家，长期从事汝瓷

文化研究与汝瓷题材的文学创作，

出版有《乾隆御题汝瓷诗赏析》《汝窑

经典故事集》《窑祭》《青精灵》等汝瓷

学术专著及汝瓷题材的文学专著，散

文《瓷乡听瓷》获全国第二届“古风”

杯 散 文 大 赛 二 等 奖 并 被《散 文 选

刊》转载。 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的童年是在叶县仙台镇的

一个小乡村度过的。那时，住房

条件极差，村里几乎全是土坯土

墙的草房。我家十八口人共有六

间房子，三间堂屋、三间东屋，加

上简陋的厨房，实用面积只有八

十多平方米。父亲和两个叔叔都

在外工作，家境相对较好，房子建

得还算排场。茅草苫顶后，父亲

和 叔 叔 在 接 近 房 檐 处 扣 了 几 排

瓦，就是所谓的“瓦前边儿”。这

让 邻 居 们 羡 慕 不 已 ，常 常 赞 叹 ：

“茅草房儿，瓦前边儿，一看就知

是好家儿！”

上学后，我跟随父亲在县城

住。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穷

乡僻壤。那年暑假回家，我大吃一

惊，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三间堂

屋改头换面了，不仅变高、变大了，

而且是蓝砖红瓦，房顶上笔直的屋

脊用水泥砌得坚固美观。院墙重

新修过，大门也换成了阔气的双扇

门。三叔坐在院子里洋洋得意地

吟诵：“石基土下藏，上砌蓝砖墙。

横檩松木长，三间大瓦房！”住房是

一个家庭贫富的象征，没有像样的

房屋，男孩找对象都不容易。那

时，堂哥二十出头，到了结婚的年

龄，母亲和两个婶婶瞅着新房直

乐：“长瓦房，泥鳅脊，孩子不愁寻

个大闺女！”

我结婚时，虽然家住城郊东菜

园的婆家也住的是瓦房，但是在当

时已经相当落后。我们的周围早

已平房成片，墙面上大都贴着漂亮

的干粘石，室内基本都由地板砖铺

成，石膏板吊顶。儿子小的时候，

我带他去同事家玩，孩子看见人家

屋里锃亮的地板兴奋不已，躺在地

上久久不愿起来。他问我：“妈妈，

咱家啥时候也能住这么漂亮的房

子？”岂止是孩子，其实，我也非常

眼馋，自此盖新房成了我最美好的

向往。

儿子上中学那年，我们终于建

起了自己的小楼，客厅、餐厅、卧

室、厨房、书房，应有尽有，面积将

近三百平方米。装修后，我们请父

亲参观，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面

对生活条件的巨变，父亲无比感

慨：“现在盖房不用梁，水泥一浇是

平房。二层楼真不少，看看谁家装

修得好！”

时至今日，住房条件的变化更

是天翻地覆。放眼叶县县城，高楼

大厦鳞次栉比，花园式住宅星罗棋

布，集物管、购物、美食、教育、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品质生活美好绽

放。儿子、儿媳在平顶山市工作，

虽然他们各自有车，但是来回奔波

毕竟不易。于是，我们又在市区买

了新房。新房南北通透，全明户

型，只是楼层太高，儿子却说：“妈

妈，你担心什么？家居高楼不费

力，出来进去有电梯！”

只有国之强盛，才有民之富

裕。几十年岁月如歌，几十年沧桑

巨变，从草房到瓦房、从瓦房到楼

房，住房的变迁是一种记忆，更是

反映社会进步的历史画卷。

◇董朝霞

今夕住房话变迁

9月下旬，扔下终日敲击的键盘，

放下天天不离身的采访本，我独自拉

着行李箱，在凌晨两点睡意正酣的时

刻，由着孤影不离不弃的相伴，搭上了

驶向湖北恩施的火车，在南来北往的

“人群荒漠”中徜徉。

人群荒漠，这词一闪现出来，就像

冥思稿子时突然勾出的令人叫绝的标

题，所有的素材便如积木似的向标题

灵魂般聚拢，凝为此次悄然出行的主

基调。

在当地旅行社组合的全国散客大

拼团里，没了熟悉的家乡音，我被人群

的荒漠隔离进匆匆的旅途中、秀奇的

景区里，赐给我融入山林水草无声世

界的机遇，客串成行者穿越进“子非

鱼，安知鱼不乐”的童话世界里。在

浓浓外地口音的氛围里，在并不陌生

的花草山河里，我仿佛被隔离成不起

眼的蝴蝶甚至更小的生物，探寻心中

的桃花源。

秋日的恩施，气温仍高达 30多摄

氏度，透亮的天空加密了太阳紫外线

的强度，生生把穿长袖的我拽回一个

月前。

导游似乎揣摩透了我的心思，契

合地把旅游点设到了可以避暑的恩

施大峡谷。我们先乘小火车和缆车

至半山腰，再爬到最高处，最后才下

探至谷底。

正如这不愿退烧的天气一样，景

区人流也一直不减。好在被隔离在

人流荒漠中的我自带屏蔽功能，只专

注 感 悟 山 石 的 成 长 历 程 及 涅 槃 变

迁。当别人把远处的山装进自己拍

照背景的时候，我却痴迷地盯着山的

石灰岩体，感悟它从海底蝶化至今的

历程；当他人在奇石群沉迷摆各式

pose 之际，我反而出神地打量石头

的表面，甚至将脸贴在石头的皱褶

上，试图倾听它在冰川时代忍受刀削

斧劈时发出的呐喊。

一炷香景点位于最高处。攀爬到

几乎绝望的境地后，我终于登到了观

景台。这其实是从山体上分离出来的

圆石，从谷底一直擎到山顶，俨然佛龛

前的一炷香，更像被孙猴子从龙宫里

抢走的定海神针。

在喀斯特地貌充斥的大峡谷里，

像这样的“分离”故事还有很多……

旅行结束，我重拾键盘，回到熟悉

的工作和生活中。此时，我内心澄澈，

干劲满满。

◇杨沛洁

徜徉“桃花源”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我前往

甘肃省礼县的姜维故里。在姜维

纪念馆前，看着一幅幅栩栩如生的

图画，仿佛又回到了三国战场，又

好像浮现出姜维那豪迈而又悲壮

的一生。

姜维，字伯约，公元 202 年出

生在甘肃省甘谷县城东南的六峰

镇姜家庄。甘谷县在三国时期的

名称是天水郡冀城县。据《三国

志·蜀志》记载，姜维“少孤，与母

居，好郑氏学。”“以父冏昔为郡功

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

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

其父亲在平定羌人叛乱中战死沙

场，官府让姜维参军。从此，姜维

开始了他漫长而坚韧的军旅生涯。

公元 228年，蜀国丞相诸葛亮

手书《出师表》后，怀着北伐中原、

兴复汉室的梦想，剑指天水，拉开

了六出祁山征战的序幕。当时，姜

维等人正随天水郡太守马遵陪同

魏雍州刺史郭淮外出“案行”（视

察）。当蜀兵压境，北伐军连战连

胜的消息传来，郭淮决定东行回上

邽（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马

遵怀疑姜维异心，抛弃了姜维等

人，连夜随郭淮逃走。姜维追至上

邽，被拒之城外，不得已回到冀县，

冀县也不放姜维入城。失家，去

国，不信任，被怀疑，姜维孤独地站

在渭河边，仰天长叹。他最终挣脱

了内心束缚，弃暗投明，归降了诸

葛亮。

诸葛亮深知姜维是一个不可

多得的人才，派人接回了姜维的老

母，并拜姜维为奉义将军，封他为

当阳亭侯，这时姜维 27岁。从此，

姜维便随同在诸葛丞相身边，情同

父子，密如师徒。

公元 234年秋天，积劳成疾的

诸葛亮病逝在五丈原前线，从此姜

维开始崭露头角，他当年被刘禅封

为辅汉将军，统率各路军马，晋封

平襄侯。在“五虎上将”相继去世、

蜀国元气大伤的形势下，他忍辱负

重，独立支撑，九伐中原，与曹魏名

将陈泰、郭淮、邓艾多次交锋，胜多

败少，大大改善了蜀国西北的战略

态势，逼得司马昭要派刺客入蜀刺

杀姜维。在刘禅沉迷酒色、宦官弄

权时，他悲愤难耐，便引兵退往沓

中屯田。他就像一株挺立岩石的

劲松，独立支撑着西蜀寒冷的冬

天。公元 253年，蜀汉第三任丞相

费祎遇刺身亡，姜维加督中外军

事，真正执掌了蜀国军政大权。当

时的蜀汉已经是风雨飘摇，无人可

用，走向下坡路。这时的姜维进则

可拥兵自立，退则可挟天子以令诸

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昭，鲜活的

例子就在眼前。但他念念不忘的

还是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是保卫蜀

汉、兴复汉室的理想信念，这理想

之灯、信念之塔依然那么明亮地照

耀着他的灵魂。

公元 263 年，司马昭派钟会、

邓艾率领五路大军伐蜀，沓中被攻

破，汉中失守，姜维退守剑阁，钟会

率十万精兵强攻剑门关，久攻不

下。然而，邓艾绕过姜维驻守的剑

阁，偷袭阴平成功，入江油、破绵

竹、直取成都。后主刘禅舆棺出

降，并下令姜维弃戈投魏。姜维假

意降魏后，仍心系汉室，无时无刻

不在考虑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

还要为毕生奋斗的理想作最后一

次拼搏。于是，一个秘密计划被付

诸实施。据《华阳国志》记载：“维

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

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并密书与后

主：“望陛下忍数日之辱，维将使社

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这不

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复

兴汉室的报国信念。然而，命运之

神却不肯成全姜维，事先筹划好的

秘密被泄露，引发魏军将士哗变，

钟会被乱军斩杀。姜维看着怒火

冲天的魏军将士蜂拥而来，长叹一

声：“吾计不成，乃天命也！”从容拔

剑，自刎而死，时年 62岁。

姜维死后，尸体被魏兵严密看

守，一位跟随姜维多年的秦州（今

天水市秦州区）将领怀揣姜维的战

靴偷偷潜回姜家庄，和全村父老将

靴 子 等 衣 物 葬 在 了 村 子 的 南 山

上。眼前的这座姜维纪念馆，就端

坐在龙峪沟畔，姜维墓的下方。

走进姜公祠内，只见姜伯约红

缨帅盔，金甲武靴，依稀可见昔日

风采。祠前有晚清冀县县令雷光

甸的一副对联：“当归不归，陇上青

草游子心；可死无死，锦江波鉴老

臣心。”祠后有将军衣冠冢遗址，杨

成武将军还手书“姜维故里”。在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了蜀人郤正在

《三国志·蜀志》中评价姜维的一段

话：“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

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

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

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

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乐学不

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

足可见一代名将姜维之清廉本色。

一页风云散，变幻了时空。历

史的硝烟已经散尽，但那些永生在

历史深处的英雄人物，却如一颗明

亮的星星，依旧在天空中闪烁。

◇孙高平

参观姜维故里

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