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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秀水，游怡之乐，总能动人心

魄。

古往今来，大凡名山秀水，无不有

动人的佳话。人们钟情于自然山水，在

愉悦精神，陶冶性情，增长才干，激发

爱国情怀的同时，更希望探寻生命价

值和永恒意义。孔子倡导：“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

者寿。”老庄智慧源于自然生态，寓真

切性情于山水之间，通过山水体悟大

道，“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志士仁人，

寄情山水，于变幻莫测的青山绿水之

间，汲取挽狂澜以济苍生的气蕴和力

量，还有一些失意文人，借山水以销

愁，创作出传世佳篇，山水成为展示卓

越才华的瑰丽舞台。

屈原放逐，寄身心于自然，愤而著

《离骚》；陶渊明秉性高洁，辞官归里，

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优

美诗篇，开一代“田园诗风”；李白 "#

岁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写下了“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脍

炙人口的佳作；当然还有谢灵运的“野

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杜甫的“会当

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的“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陆游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王安石的“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辛

弃疾的“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等千

古名句。

华夏山水孕育出千秋诗人，也留

下无数动人华章，这些优美的山水诗

篇，如珍珠般在中华诗词中闪耀着璀

璨光芒。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它

既丰富了中国文化，也为山川名胜增

添无限光彩。张继《枫桥夜泊》，让寒山

古刹声名远播；李白一曲“烟花三月下

扬州”，扬州春色，让人充满怀想；王勃

的《滕王阁赋》、崔颢的《黄鹤楼》、范仲

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令当地千古传

名，至今也是人们到此游览的重要理

由。

旅游今天已成为人们主要的休闲

方式，远离都市的喧嚣与烦躁，正如印

度诗人泰戈尔所言：“我要抛弃所有的

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

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等我，他正朝我

走来”。走向宁静、走进田园、走进青山

绿水，登山则情满于山，涉水则意溢于

水，山水给了人们激情和感动，即景抒

怀已是必然情愫，山水纪游和题诗更

将成为一股文化潮水。

由此想到，我们的山水景区除禁

止乱写乱画外，可否设置留言版或许

愿墙，让游人乘着游兴，题诗作文，尽

情抒发。在明山秀水之间注入脉脉温

情，使自然风光中多一份现代人文气

息，不断地丰富祖国的山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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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随着“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
的实施，广东潮汕四市抱团发展。日
前，以“打造粤东城市群，共筑潮人
新家园”为主题的广东省第五届粤东
侨博会在汕头举行。本届侨博会突出
招商引资、以侨引智、凝聚侨心的主
题，号召海内外潮汕人共同努力把家
乡建设成世界潮人之都，吸引世界游
客。会上，举行了国际潮籍博士联合
会成立的揭牌仪式；汕头、梅州、汕
尾、潮州、揭阳五市签订了加快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议书。

潮汕将建世界潮人之都
叶惠荣

从汶川县城
出发，我们乘车过理县到红原大草原
去。

十余公里后，路边逐渐出现一些石片砌成的房屋，墙壁
上多有白色的羊头图案。走近细看，石片贴在墙壁上仅作为装饰，
房屋是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再往前行，这样的民居越来越多，在一个山
谷出口，出现了一座石砌的寨门，左边是碉楼，右边是石墙，二者之间有

木梁连接，整个寨门呈不对称的 $ 型。寨门上挂
着许多玉米棒子，右边的木板上用篆书写着“羌人
谷”% 个字。这就是汶川县龙溪羌人谷了，此地的得
名，源于穿寨而过的这条龙溪河。这条河发源于海拔
&'((多米的阿尔沟森林，直到汇入杂谷脑河。从龙溪羌人
谷溯流而上 )(多公里，山里还有一座阿尔村羌寨，据说羌族
风味更加浓郁。

穿过寨门，左边开阔处有一处羌族释比（汉族称端公） 群
雕，释比们身着翻毛羊皮褂子，手持羊皮鼓，一边敲鼓舞蹈一边
念念有词，将羌人的祈祷传递给神灵。这组群雕再现了释比们祈
福纳祥的场景，彰显出羌人源远流长的独特文化基因。释比是羌
族传统祭司，从蒙昧时期到现在，一直是羌人和鬼神之间的沟通
者，在羌寨的地位举足轻重。羌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羌族的传
统都在释比们脑海中。要记下如此浩繁的经典，没有超强的记忆
力和十来年的努力是不行的。除了宗教经典，释比也得熟悉羌族
的历史文化、科技、医学、音乐舞蹈等，于是，有人说，一个释
比就是一个羌族文化馆。

龙溪羌人谷东寨门的传统木祭值得一看。羌人信仰万物有
灵，以木头为载体来崇拜自然，木头上面雕刻着日月星辰、释
比图经和羌人崇拜的一切神秘万物。这些木祭，其实就是一件
件粗犷的艺术品。龙溪羌人谷，也就几十户人家。羌寨沿着
龙溪河谷绵延了两三公里，民居都顺着山势而建，高低错
落，鳞次栉比。民居的门窗、墙裙多使用木材进行装饰，
上面描绘了各种动植物图案，颇有汉代画像砖的韵味。
雄伟的羌雕高耸入云，其色调跟周围的石山相得益彰，
彪悍霸气，彰显出羌人顽强生存的民族精神。

在龙溪河的寨门下，一位老妪热情地给我们
推荐她的梨子。老人说这都是她家自己果树上

摘下来的，她家住在更远的山上，她每天背一背篼下来卖。老人一边
跟我们闲聊，一边一针一线地绣着鞋垫。老人说她是羌族，也会
说羌话。她脚上的布鞋，鞋里的鞋垫，身上的围腰，都绣
着羌绣。图案都在自己脑子里，小时候跟着母亲一
起刺绣，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我说你绣得真
好，心灵手巧。老人听了，脸上竟然
泛起红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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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陵，又称湖陆，
位于江苏省沛县与山东省鱼台县、

微山县交界处。秦汉之际，湖陵为兵家必争之
地，经历过无数战事。据《史记》记载，沛公刘邦曾在

此收子弟两三千人，项羽亦在此与秦军逐鹿。楚汉争战时期，
两军曾对峙湖陵。康熙 《鱼台县志》 记载，“楚汉相争于鸡鸣台，

各筑城防御，以沙河为界，汉南楚北。”从此，鸡鸣台成为湖陵城标志性
建筑。三国以后，湖陵作为南北军事重镇，大

小战事不断。由于战略防御之需，湖陵城池建设
已经颇具规模。
宋元以后，黄河频频溃决，危害中下游地区，加

上地震等因素的影响，湖陵一带相继沉于水中，逐渐形
成了昭阳、独山、南阳等湖。明清时期，湖陵城已成湖
泊，只有城东北的鸡鸣台还依稀可见，成了人们寻胜访古
的绝好去处。清代中后期，随着湖河水利的有效的治理，水
道通畅，湖陵故城周围地区又成陆地，不过往日城池不复得
见。
昭阳湖的形成，造就了湖陵的独特自然风光。湖光山色

与人文景观有机融合，成为徐州、济宁、滕州地区一道独特的
旅游风景线。古往今来，吸引了大批文人志士驻足留连。公元
)*** 年，沛县诗人阎尔梅在 《游湖陵诗》 中比较全面地描写
了清初湖陵故城的湖光山色，“海岳周遭万里还，故乡云树梦
魂间。春来踏雪湖陵寺，遥见凫山接峄山”。据 《沛县志》 记
载，嘉靖末年，黄河决口，河道堵塞，河水散漫湖陵，浩淼
无际。可以得知，湖陵城沉没的主要原因是黄河泛滥。清代
鱼台县令王国荣的《夜过湖陵城战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湖
陵城沉没后的萧索冷落。诗云：“野戍荒烟绝，阴磷鬼火
生。断魂泣蔓草，剑血溅孤城。海阔浮沙白，林疏月自
明。萧条匹马瘦，游子倍关情。”湖陵城已是一片坍败景
象。

湖陵作为一座古代城池，有着重要文物价值和考古
价值。"(((年，沛县龙东矿井建设时，挖出了古湖陵的
冰山一角，考古学者从一个层层夯实的土台及一批
陶器入手，大致推算出了城墙的方位与距离。

如今，龙固镇已经将古泗水上的湖陵渡、
沙河渡与龙固连接起来，构架一条长约 )(公里的湖陵文化长廊。湖西大
片湿地已经开发利用，建起了水上公园、农家乐园和生态园养殖基

地，供游客休闲垂钓，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野趣。游客还可以登
上鸡鸣台遗址，遥想当年楚汉相争的波澜壮阔+或是驾一叶

扁舟，从湖陵古渡出发，沿着运河水道，北溯南阳，
下行微山，感受一次洙泗文明的沧桑悠久

和大运河文化的剔透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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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垕镇：钧瓷故里新鲜事儿
本报记者 栾 峰

镇上老人对我说，你别看窑神
庙空落落的，听说就要整修恢复
了。窑神庙是钧瓷文化的根呵！

从北京出发，乘高铁到河南许昌，再乘汽
车去禹州神垕镇。神垕镇是钧瓷发祥地。
“垕”念“后”，这个生僻的字，反倒让人容易
记住这个小镇。

宋代是“瓷的时代”，出现了钧、汝、官、哥、
定五大名窑，尤以钧为首。钧瓷之妙，在于同施
一种釉，一经烧制，即呈现出色彩斑斓、乳光交
融、变幻无穷。所以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
说，又言“钧无双”。据史载，宋徽宗在禹州钧台
设置官窑，烧制宫廷御用瓷，每年选 %*件入宫，
落选的全部打碎深埋。清高宗乾隆皇帝御题《钧
窑歌》刻于器皿上，收为宫廷秘宝。

向导小李开车带我到神垕镇一处高地上，
从这里可以俯瞰神垕镇全貌。明清时流传一首
民谣：“进入神垕山，七里长街观，七十二座窑，
烟火遮住天，客商遍地走，日进斗金钱。”当时的
繁华景象可见一斑。小李说，我们站的地方就是
“神垕山”，一会儿带你去“七里长街观”。

七里长街即神垕老街。老街上的窑神庙是
典型的明清时期建筑。庙门前大青石柱上刻着
一副对联：“灵丹宝箓传千古，坤德离功利万

商。”庙脊上立一麒
麟，背上驮着钧瓷宝
瓶，透出祥瑞之气。
窑神庙已无窑神，空
落落的院子里只留下
一个戏楼。遥想当年
窑神庙香火缭绕，窑
主们、窑工们来此跪
拜窑神，戏楼上鼓乐
喧 天 ， 以 歌 舞 娱
“神”。当年窑神庙还
是窑工们切磋技艺之
所。镇上老人对我
说，你别看窑神庙空
落落的，听说要整修
恢复了。窑神庙是钧
瓷文化的根呵！出窑
神庙，老街两旁到处
都是瓷器店，一间挨
一间。我们直奔卢钧
窑清代总商号。这是
个遗址，卢家后人将
它作为博物馆兼经营
场所。卢钧窑创立于
),-.年，是我国历史
最悠久的家族式传承
窑口，开创者卢振太
被称为我国近现代钧
瓷的鼻祖。如今老窑
炉还在，馆内布局再
现了当年的情景。我
们走上二楼，只见墙

壁上挂了一幅照片，有一行小字：).-"年春前苏
联驻中国大使一行到神垕镇，定制和购买了一
万件钧瓷“五口瓶”。这说明“文革”中，钧瓷在神
垕镇也没有断烧。

失传 !"" 年的柴烧工艺重见

天日。柴、火、泥土，这些正是大
自然中与我们最亲近的东西。

汽车拐进神垕镇一个村子。晋晓瞳在晋佩
章钧瓷艺术馆接待了我们。

晋佩章是钧瓷泰斗。上世纪 .( 年代末，
他的一件钧瓷挂盘“富士霞光”，以 %(( 万港
币被日本收藏家收购，后被日本天皇收藏。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晋佩章父子 *件
柴烧钧瓷作品。有人说，晋佩章的钧瓷作品几
可乱真，再好的专家都可能看走眼，误以为是
宋钧藏品。开窑见“文物”，这句话在禹州广
为流传，说的就是晋佩章。

玻璃展柜里，有一厚册实验记录吸引了
我。这是晋佩章的手迹。晋晓瞳告诉我，一炉
窑从点火到住火，他父亲常常拿着笔和本坐在
炉前，盯着滚烫的窑炉，记录窑火的变化，有
时二三十个小时不离开窑炉半步。晋佩章 "((,

年去世，身后留下了 《中国钧瓷艺术》、 《中
国钧窑探源》等近百万字钧瓷论著。

晋晓瞳是晋佩章的儿子。现在禹州钧官窑
址博物馆立像的 "#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晋佩
章、晋晓瞳父子占两席。听晋晓瞳讲钧瓷很有意
思。钧瓷表面往往出现鱼子纹，菟丝纹或蚯蚓走
泥纹，这些都是开片的效果。钧瓷出炉前，能听
见“咔啪咔啪”的开片声，如果在夜晚更是清脆
悦耳。这些裂纹看似锤击，触之无痕。开片期有
长达几十年的，成品钧瓷一直在悄悄发生变化。

晋晓瞳的钧瓷作品，底部都有“柴烧”二
字。现代钧瓷以液化气烧制为主，成本低，成
品率高，他为什么要坚持柴烧呢？晋晓瞳说，
钧瓷在宋代都是柴窑烧制，金元改为煤烧，柴
烧工艺逐渐失传，他一直想见到用柴窑烧制出
的钧瓷是啥样子。经过反复实验，失传 -((年
的柴烧工艺终于重见天日。他说，人类的内心
深处都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渴望。柴、火、泥
土，这些正是大自然中与我们最亲近的东西。
柴烧钧瓷所呈现的色泽，就是大自然的印象。
火焰烧烤留下的痕迹，散发出一种质朴、浑
厚、朴拙的美感。他拿出一件钧瓷方尊，果然
是宝光内蕴、釉层丰厚，古意盎然。我问，怎
么看复古和创新的关系？他说，柴烧是复古，
但是在釉方配制、窑变效果、造型艺术等方
面，就要博采众长，汲取其它陶艺的审美元
素。他创作的 《花之系列》，体现的就是四季
花开花落过程中，他自己对生命的感悟。

“窑变”是钧瓷的命脉，创新

是钧瓷发展的唯一途径，要走“造
型思想化，釉色自然化”的路子。

西方人说起中国，就会想到瓷器。因为

$%&'(又可译为“瓷器”。但是，当今世界八大
顶级瓷器都是外国的，如雅致、梅森、宁芬
堡、皇家哥本哈根等。实际上，中国现代制瓷
工艺绝不输于国外品牌。"()" 年 )) 月大宋官
窑成功复烧出宋钧官窑作品，经国内外权威专
家鉴定，认为“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
物馆珍藏的宋官窑传世品相媲美，
标志着中国现代制瓷工艺再现历
史巅峰。”中国瓷器如何在国际上
获得巨大的品牌效应？在钧瓷的
故乡，神垕人正在做这件事。

)) 月 . 日，神垕镇再现了
“大宋官窑”开窑仪式，现场展现
了宋代钧瓷匠人开窑的全过程，
人们仿佛穿越了时空，重回大宋。
专家学者们对刚出炉的瓷器品头
论足。见有上品，检验人员便将
一条红丝带系在器物上以作标识，
继而擂鼓庆贺。一窑开完，百余
件瓷器仅仅留下十几件，其余稍
有瑕疵的尽数砸毁。宋代皇帝使
用这个方法，换来的是“黄金有
价钧无价”。如今，堪称上品的现
代钧瓷也价格不菲。近十年来钧
瓷多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政要。

出神垕镇，我们驱车前往禹
州市区。途中，小李建议我去钧
缘阁。阁主王秋红是钧瓷界第一
个自创窑口的女陶艺家。我们来
到禹州城北偏僻的村落。钧缘阁

是一间 *( 多平方米的仓库。仓库一分为二，
大间是作坊，小间是展室兼工作室。她说，每
制作一件钧瓷，都是她心迹的一种尝试。她认
为，现代钧瓷的烧制应该走“造型思想化，釉
色自然化”的路子。“窑变”是钧瓷的命脉，

创新是钧瓷发展的惟一途径，我们要为钧瓷注
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年轻的王秋红已是河
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钧瓷艺术的新生力量正在
崛起。

作为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禹州陶瓷生
产企业现有 #%*家，其中钧瓷企业 ),*家，年

产量突破 "#亿件，年销售产值达 -(亿元，旅
游业接待游客 #(( 万人次。近年来禹州投资 %

亿元用于神垕镇的保护和开发，欲将这个古老
小镇打造成全国特色景观旅游文化名镇。

本文图片由珺烨提供

晋晓瞳在手工拉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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