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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门，十几米高的瓷牌坊耸立在眼前。

《中国艺苑》主编王俊杰告诉我：“这是望龙陶瓷的标志，全国唯一的瓷
牌坊。”

走进景德镇望龙陶瓷博物馆，只见一排排青花瓷碗晶莹剔透。“放在灯
光下看看”，望龙陶瓷公司总经理马春枝神秘地说道。

光照瓷碗，白底青花间，有透明的五线谱音符在跳动。马春枝介
绍：这是景德镇的青花玲珑瓷，这种瓷艺最早源于产品的缺陷。据说，
宋代时，烧制瓷熏炉，炉盖采用镂空装饰。由于窑内温度过高，釉料流
动将炉盖上的孔洞填平，出窑后，对光一照，光亮透明。这种偶然的产
品缺陷却使工匠们大受启发，明朝永乐年间，瓷工们采用镂空雕刻工
艺，用刀片在瓷坯上镂成点点米粒状，称作：“米通”，又叫玲珑眼，再
填入玲珑釉料，入窑烧制。到明中期成化年间，景德镇不仅能够成批生
产玲珑瓷器，还把晶莹剔透的玲珑眼与青翠幽雅的青花结合，其釉面白
里泛青，料色青翠欲滴，玲珑眼碧绿透明，釉中有釉，花里有花，组成
巧夺天工的图案，烧造出闻名于世的青花玲珑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中
的一代名品。

作为景德镇玲珑瓷“非遗”传承人，马春枝说：“玲珑瓷技艺使瓷器的表
现力更加丰富，你们看到这只碗，就是我们获奖的创新产品，那串玲珑眼音
符，就是歌曲《祖国颂》的旋律。”

这次到景德镇，缘于参加《中国艺苑》当代陶瓷艺术专辑的新书发布。
在会上，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学院吕金泉院长指出：“景德镇陶瓷正从实用
艺术向纯艺术转型。”

在望龙陶瓷车间里，画家张永生一边在瓷胎盘上运笔勾勒，一边感叹
瓷胎生涩不如宣纸作画酣畅淋漓。马春枝说：“这是釉下彩，生坯作画挺难。
前几天，张先生画了几个青花人物盘，烧出来挺漂亮的。”画家姚雯不禁技
痒，在上过白釉的瓷盘上运笔，瞬间画出一幅烟雨山水。但姚先生嘀咕道：

“第一次在陶瓷上试笔，不知烧出什么效果，会不会有层次感。”
马春枝一闻此言，领着画家去景德镇最大3.8米高的窑口，看出炉的青

花大瓶。姚雯仔仔细细地看过，赞道：“远山近水、林间云雾，浓淡相间，至少
有4个层次。”张永生更是兴奋不已地说：“只要掌握好瓷上作画的工具，把
国画创作运用到瓷器上，在传承上创新，中华传统艺术便会活力四射。”

《中国艺苑》 主编王俊杰说：“近年来，全国很多画家、工美大师聚
集景德镇开工作室，探索创新，创作出一些旅游产品瓷和个人订制瓷。
市场激发出景德镇瓷器的创作活力。”

7 年过去了，当年的大地震发
生地现在怎么样了？

看着窗外的新北川，你很难把
它与地震重灾区联系在一起。北川
是羌族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羌族
人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新县
城如今聚居着16万人，宽阔平整的
道路，错落有致的绿化带，整齐划
一的房屋，别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安静和谐的当地群众，一切都是祥
和的场面。这让我们真正体会到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所失去的，必
将在民族进步中获得补偿”！

窗外，不时闪过的“距离北川
老县城地震遗址xx公里”的指示牌
提醒着我们要不断酝酿自己的思
绪，23公里、11公里、5公里，指
示牌告诉我们，我们离大灾难现场
越来越近。突然，“擂鼓镇”的字
样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2008 年 5
月13日，成都军区某红军师千方百
计挺进擂鼓镇抗震救灾的画面浮现
在我们的记忆里。但是，今天的擂
鼓镇已是一派欢乐的场景。擂鼓街
的入口处，等待拉客的车子、赶集
的当地群众、做生意的商家交织在
一起，一些红色的过街商业广告给
这个街镇增添了不少喜气。

车行至北川任家坪，停在羌族
旅游区地震纪念馆前，每人花了 9
元钱，换乘纪念车辆去北川老县城

地震遗址。上车后发现大巴里面
已经有了 30 多人，大家来自四面
八方，操着不同的口音，说着各
自的感受。但当车辆刚一发动，
车厢内就没有了喧嚣的杂音，大
家立即安静了下来。

没过几分钟，我们的眼前就
出现了触目
惊心的一幕
幕，从车窗
居高临下地
看下去，虽
然大家都没
有 来 过 这
里，但是前
面的山洼里
面满眼都是
熟 悉 的 场
景，歪歪倒倒的楼房，让大家的心
为之一揪，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
备，许多人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来到停车场，没有其他旅游景
点人山人海、叽叽喳喳的场面，只
有用“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几个
字可以形容，偌大的广场就我们几
十个人，这里没有导游，没有讲解
员，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
干着自己的事情。

我们首先看到的建筑是北川县
农业局和畜牧局的办公楼，已经全
部被毁坏，像被炮弹轰炸了一样。

县人民检察院的办公楼毁了 2/3，
11名干警当场牺牲了 6名，幸存下
来的 5人立即投入抗震救灾中。北
川县委办公楼更是惨烈，只剩下大
门的门楼顶还露在泥土外部，4500
平方米的综合办公楼和大院内的 5
幢宿舍楼全部被毁。站在一些还没

有完全倒下
的楼房下，
抬头望去，
书橱里面的
书籍、办公
桌椅、沙发
以及一些窗
台上盛开的
杜鹃花告诉
人们，这里
曾经有着和

我们一样活生生的生命，大家都在
做着同样的工作，只是一场灾难让
他们和我们阴阳两隔。

随着参观越来越深入，一些刚
开始还在指指点点、嘴里说个不停
的人也停止了说话，四周非常寂
静，寂静得让人有点恐怖。大家把
自己的脚步放得轻点、再轻点。的
确，亲人的亡灵已经安息，我们不
忍心再来惊扰他们。临近中午，随
着气温的升高，许多小虫子从杂草
中飞了出来，不少虫子落在我们的
身上，大家用嘴轻轻地将虫子吹
走，谁也不会伤害它们的生命，也
许这些虫子就是替遇难者出来感受
巨大变化、感受美好生活的。

走近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公
墓 ， 远 远 地 就 看 到 深 切 缅 怀

“5.12”特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方形拱
门，四周镶嵌着黄花。道路两旁的
人行道护栏上、行道树上，有序地
扎着白色的纸花。公墓前的纪念牌
上，大红的2008、5·12、14∶28几
个数字非常刺眼，但是我们无法回
避。同行的当地人告诉我，当年的
大地震，官方统计的数字，北川县
城死亡人数达 1.5 万多人，其中只
有不到两千名遇难者遗体在地震后
的几天被挖掘出来。为了防止疫情
的发生，这些遇难者集中掩埋在纪

念牌后的一个深坑里面，如今上面
已经是绿草茵茵。

从公墓的左侧拾阶而上，是巨
石和泥土掩埋的巨大废墟。废墟中，
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和一个破损不
堪的篮球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这
里是北川中学，背靠景家山。“5·12”
大地震造成景家山崩塌，大量的巨
石倾泻而下，北川中学瞬间被掩埋，
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虽然周围所
有的建筑物都倒塌了，但那根挂着
鲜艳五星红旗的旗杆却依然屹立。
看到在废墟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我
们的心中充满了力量。

在中国电信北川分公司的遗址
前，我们看到当年电信局大楼上的
发射塔竟然被地震摇晃得坍塌了，
松松垮垮地靠在楼体上，包括总经
理王勇在内的 20 名电信员工牺牲。
幸存人员没有退缩，第一时间抢修
线路，成为第一家恢复对外联系的
通信公司，创造了许多“第一”。
我把现场照片发给含山县电信分公
司的任总，任总很快给我回复：

“每当遇到灾难的时候，通信员工
总是冲到最前线，确保通信畅通，
所以牺牲很大。”

走了大概3个小时，我们才回到
停车场，虽然很疲惫，心里有种慌慌
的感觉，但是很震撼。在任家坪停车
场，当地社区的徐书记和我攀谈起
来。他的家就在任家坪，北川老县城
的上方。当年大地震，他从家里逃出
来后，站在高处，亲眼目睹北川老县
城的许多楼房在长时间的断层错动
中垮塌。几十秒后，地壳停止了怪
叫，楼房也渐渐停止了摇晃，但是紧
接着，他又看到大山崩裂，巨石从千
米的山上咆哮而下，让北川再次遭
遇灭顶之灾。

徐书记问我看了后什么感觉，
我说：“惨不忍睹”。他说：“虽然
惨，但是我们挺住了。有了全中国
人民的支持，我们有了自己的新生
活。”他指着不远的一块广告牌，
上面书写着“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
雄的中国人民！”徐书记坚定地
说：“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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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川随想
王丽梅

景德镇访瓷
辛 纳

初夏的雨后，不经意地闯入位于闽粤赣边界的福建省武
平县梁野山，不经意地撞上梁野山最美的一面。

这里的山林草木依着自势生长，在栈道上方为游人密密
实实地搭建了一条长而又长，曲曲折折的绿色屏障。所有的
树木吐出各自的清氛，山谷中洋溢着勃勃生机。山绿，水
绿，山中的凉亭也绿，一直绿到石头缝里。拐一个弯就有一
挂清清亮亮的瀑布，美妙水声有如梵音。面朝清溪，我轻轻
地，欣欣然地坐在藤上，山光映着我素色的衣衫，照着我乌
黑的长发，凉风隐在树梢歌唱，风舞虫吟，人静如息。

一 步 一 景 都
是 画 中 意 ， 偷 得
山 水 入 心 来 。 在
这 里 ， 你 可 以 把
生 命 中 所 有 的 沉
重 交 付 给 山 水 ，
在 山 中 细 品 桃 溪
绿 茗 。 当 万 千 心
事 搁 下 时 ， 眼 前
是 悠 悠 然 一 派 青
绿。

不 游 梁 野 ，
未见山水。

去北川
田斌锋

今年“五一”，用年休假去四川旅游，当地
的朋友事先替我安排了都江堰、乐山、峨眉山等
景点，但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却是当年“5·12”大
地震的汶川、北川。

织金砂锅，名满黔中。早就
想拥有一只上好的砂锅了，这次
织金之旅，满足了我的愿望。

织金有一条砂锅街，一走进
去，一排排既码放整齐又错落有
致 的 砂 锅 、 砂 罐 、 砂 鼎 、 烙 锅
……我们的眼睛顿时生动起来。

隔不远见一 70 多岁的老人正
在制作锅坯，于是好奇地走了过
去。老人用右手腕转动胚盘，左
手轻压砂泥，熟练地在胚盘上铺
出“年轮”般的圆。这时我才发
现，老人的右手指残疾，制胚的
时候他就用左手转动胚盘，改用
右手腕压在砂胚上。其专注的模
样打动人心。

老人见我对砂锅制作表现出
兴趣，就主动介绍道，织金砂锅
制作非常复杂，从原料选择到烧
制成型得有 72 道工序。其第一步
就是舂砂，以前舂一晚上的砂，
只能做一口大砂锅，现在有机器
磨砂，不用那么辛苦了。砂舂好
了，然后用细筛子筛，再将细砂
粉 和 优 质 白 泥 加 水 混 合 成 砂 泥
后，就可以做胚了。

说话间，一口砂锅成型了，
老人说，待晾干后就可上炉烧制
了。“呶”，老人站起身，拍了拍
手，指了指街的斜对面，“那里正

在烧制呢，走，过去看看。”
来到街的斜对面，两个年轻人正

在火红的地炉前忙着。所谓地炉，就
是炉膛在地下，有鼓风机在下面呼呼
地吹，地面那火，就通红地旺。忽然
想起一个科教片说过，煤实际上是积
蓄了亿万年前阳光的植物变成的，可
见这火能不通红地旺？这地炉就是烧
制砂锅的“窑”了，然而跟我们平常
见到的窑的形象一点也不搭界，它完
全是开放式的。晾干的锅坯放到地炉
上，然后用一大盖子罩住，通体接受
着亿万年前的阳光的炙烤。织金砂锅
的主要原料为白色黏土、无烟煤粉。
这些原本松散得不堪一击的物质，就
这样在亿万年前的阳光的煅烧下发生
了质的奇妙的硬化。十来分钟后，盖
子揭开，那锅坯被烧得通红，用铁钩
子钩起，放到另一个地炉上，撒上一
些锯末，极快地把盖子盖上，三两分
钟后盖子揭开，一口熏得黑亮、古朴
沧桑、略带金属光泽的砂锅就这样有

些神奇地问世，并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餐橱间的
宠儿。

不经意间我目睹了一口砂锅的诞生。其间老人一直
站在我的身边，告诉我，据文字记载织金是从清康熙年
间开始砂锅制作的，但也有人说，其实从宋代开始织金
人就已经掌握制陶工艺了。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
用“手拉风箱声不断，夜晚烧锅红满天”的顺口溜来形
容织金砂锅制作的盛景。老人说：“那时候，砂锅街上的
家家户户，可都是烧锅匠出身呢！”随着时代的变迁，织
金砂锅曾一度式微，不过在人们日益重视自身的健康之
后，这种古老的传统炊具又在织金焕发出勃勃生机，如
今已成为全国砂锅制品的主要制作基地。其砂锅家族中
还派生出了鼎罐、瓢锅、凸底烙锅、平底烙锅、茶壶等
等新的成员，受到人们的青睐。我指着一只茶壶问价，
竟答低于千元不卖！可见如今织金的砂陶产业，实实在
在地给从业人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先前就知道织金的无烟煤品质较好，可却见眼前
地炉中的煤并没完全烧透就被扒出来了，觉得如此浪费
有些可惜。老人见说，呵呵一笑后说道：“你有所不知，
这样才能够‘吃干榨尽’。”原来，这烧过七八分透的煤
灰就是织金砂锅不可或缺的制作原料，要是完全烧透，
就真的是无用的废料了。“煤渣也是制作砂锅的原料
啊？”“一点都不会浪费掉的。”真不由人不感叹，在环保
压力成为话题的今天，织金砂锅制作，真正做到了

“零”排放！
早就想拥有一只上好的砂锅了。据说在所有炊具中

它能最大限度地保存食物的本真原味；因为材料的环
保，对人的健康亦大有好处。在对织金砂锅有了一些了
解后，我和几位作家朋友每人花 80元买了一口，不想省
散文学会会长秦连渝先生竟想着法子为其他几位作家代
付了钱，让人好不感动。

织
金
购
得
砂
锅
归

赵
宽
宏

不游梁野 未见山水
胡 娜

不游梁野 未见山水
胡 娜

在油菜花即将开过清明前的雨夜来到青木川。
青木川位于群山之中，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

号称“鸡鸣三省”，是陕西最西部的一个古镇，因作家叶
广芩的小说《青木川》而名声鹊起。

青木川，形成于明代，成型于清朝中叶，鼎盛于民
国，历来商贾云集，兵家必争、匪患不绝之地。四周山
峦叠嶂，草木葱茏，油菜花开，层次错落的山间，一弯
清澈的金溪河环绕着青木川。

古建民居，新街古巷，身着红黄、蓝黑等艳丽羌族
衣裙的妙龄女子们娉婷婀娜地在街上往来，衣袂间牵动
着古街上茶花、杜鹃花、兰花的清香，街道两边一字排
开的商户门前家家悬挂的红色宫灯，远远望去，让这个
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镇焕发出盎然生机的清新景象。

清早，太阳未出，古街上已有早行的人们，勤快的
商户们纷纷打开门板开始营业，热米皮、米凉粉、米豆

腐、菜豆腐、麻辣粉、热糍粑等陕南小吃
纷纷出摊，陕南女人们热情的招呼声，让
人忍不住馋涎欲动。金溪河水浇灌出的淳
朴文化，给人感觉是一个亲切。这个上世
纪曾经匪患不绝的地方，如今因为作家叶

广芩的一部同名小说，而蜚声海内外，颇受游客的青
睐。上世纪 40年代曾经称霸一方的魏辅唐，无疑是这里
最大的卖点。

青木川还像上个世纪一样偏僻而不落伍，漫步金溪河
边，酒吧、茶室、咖啡屋、抄手店、米粉店、篾器店比邻而居，
互不相扰。经营酒吧的小戴先生是一位来自浙江的小伙，
他的酒吧书香气浓，想不到的是在满街飘满核桃饼香气的
古宅老街上，竟然还能听到肖邦的钢琴曲，还能读到尼采
的诗文，好不新奇啊！这是青木川的文化之幸，使之没有完
全坠落于世俗的尘埃中。

青木川是历史，被演绎成艺术的文学。根据小说
《青木川》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一代枭雄》还在热播，而
在这里，今天青木川所有的繁荣，似乎与魏辅唐有关，
又好像无关，他对青木川的影响今天还在延续，但他毕
竟已经被时间的潮水推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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