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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瓷是人类文明的象征，那窑就是人类文明的
摇篮。

如果说瓷是四处漂泊的文明游子，那窑就该是需要经
常回溯的微型文明原乡。

这些年，我爱看瓷，去过北京故宫、台北“故宫”、
景德镇等地方看瓷，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美好境遇，捎带
着，写了一本叫《青花帝国》的书。

也看窑。景德镇的古窑，福建漳州平和的克拉克瓷的
古窑址，都去看过。吉州窑呢，那是我故乡的风烟，是小
时候就亲近的。

有人说，瓷上有山水花鸟，有杯盘罐盏，有时间的
刻度朝代的信息，窑么，一个废弃的隆起物而已，有啥
看的呢。

可我认为，作为大地上的文化遗存，窑可能隐藏着一
个地方文明和精神的密码——它是一个具有丰富信息量的
文化母体，是指认一块土地气质的最好证据。

看窑去。
江西丰城是列入唐代六大青瓷名窑的洪州窑的故乡。

洪州窑，从东汉晚期开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约有800年的历史。

曾几何时，人们从文献中知道洪州窑的存在，可没有
人知道其窑址在哪里。197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专家在丰
城曲江罗湖地区发现了一处窑址。后经近 20 年的多次发
掘，先后在丰城清理出东汉时期的圆窑和隋唐时期的龙
窑，出土陶瓷器及窑具近2万件。洪州窑的产地浮出了水
面。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丰城洪州窑窑址被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是看窑，可先看的还是瓷。丰城市博物馆的瓷器
展厅里琳琅满目。那是些需要绳子系住的四系方耳罐，
用于陪葬的瓷俑，用于熏香的博山炉、盛酒的杯盏、寓
意吉祥的鸡首壶、长颈的莲花瓶、印着暗花的碗、开片
的玉壶春瓶……

它们的颜色是米黄色和褐色的。它们的身上有经年的
黄土印记，显示它们在泥土的黑暗里待了很久。它们身上
的纹饰有方形纹、水波纹、麻布纹等。它们还有一道共同
的美学体征，就是釉不及底——那是洪都窑这一家族的共
同族徽：那釉色从瓷首瀑布一样涌向瓷底，可在途中似乎
接到了一个统一的律令，猛地刹住了脚步。仿佛是洪州窑
的图腾，从这一美学特征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动与静，儒
与道，喧嚣与沉默，绚烂与平淡……

在器型上，洪州窑的瓷与景德镇的瓷初看起来并无不
同。可是，洪州窑的瓷要显得更饱满雄浑，更古朴粗犷，
正与东汉到五代这一段历史的气质对应。

那是比宋元明清更古的古代。那样的古代，要比后来
更删繁就简，更有天地原初之感，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张力。

那是落日、沙漠、荒原、古井、炊烟、茅庐、旧城
池、古驿道构成的古代。

那也是班超平定西域、魏蜀吴逐鹿中原、陶渊明种
菊、李白醉酒的古代。

当我了解到洪州窑出产的青釉瓷器产品曾遍及全国各
地，甚至远销东亚、西亚一带，《唐书·韦坚传》中有洪州
窑产品运抵长安的记载，我不免想入非非：

陶渊明、李白饮酒，杜甫的“潦倒新停浊酒杯”，用

的可是洪州窑生产的酒盏？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

牛……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
年酬。”（曹植 《箜篌引》） 在如此举杯交错的、具有浓
郁魏晋风格的盛大场景上，洪州窑的瓷是不是有可能在
现场？

它是否以砚台、笔洗的身份，陪王羲之书写 《兰亭
序》、顾恺之画《女史笺图》？杨贵妃的荔枝，洪州瓷是否
做了托盘？

看窑去。
汽车穿过丰城市区，向着乡间驶去。乡村路颠簸，不

一会儿，汽车就剧烈摇晃了起来。多好呀，我感觉自己，
正坐着马车，驶在汉唐的古驿道上。

我们来到了赣江东岸的石滩乡港塘村窑址。我之所
见，不过是一个隆起的不规则土堆。土堆边两条牛在偃
卧。我们的脚下，全是瓷器的碎片——那可都是汉唐时代
的遗老。不远处，是几口水塘，闪耀着水光。水塘里，许
多鸭子在游。更远处，是那个叫港塘村的村庄，一栋栋崭
新的现代楼层民居矗立。

环视着处于赣抚平原的丰城乡村，想象着洪州窑生产
的盛景，我的眼前不禁迷离了起来。我仿佛回到了洪州窑
兴旺的古代。顷刻间，那些现代水泥钢筋的房子不见了，
四野涌现出了无数的烟火。在我不远的窑址上，火焰熊
熊，烟火中，有人肩扛着两长条瓷器出来，有人呢，推着
槎柴向着窑口去了。有人在火道旁用长长的杆子举着火照

（瓷胚样品）。十几米处的水塘边，有人在说话，他们是交
流瓷器交易的信息还是生产的进度？更远处，别家的窑厂
升起了白烟。整个赣抚平原，在烟尘中隐现。而更远一些
的赣江码头，许多瓷器正在装船。天空灰蒙，而赣江里不
少船已经张开了帆，驶向长江的方向，和茫茫天际，驶向
汉唐历史的深处……

据调查核实，丰城辖境内共有 20 余处古瓷窑址。之
间相距20余公里——那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瓷器王国！

我想参与其中。可我没想好，我该是做那个举着火照
的汉子，还是撑船向远方的船夫，或者是画室里，画着纹
饰的画匠？

五代以后，因为瓷土的匮乏，洪州窑冷了。青瓷的生
产断了。那些隆起的窑包，渐渐成了夕阳下沉默的废墟。
洪州窑青瓷的风光，要让位给五百里之外的景德镇。

可是，丰城因做瓷而起的文脉并没有断。创造过洪州
窑辉煌历史的丰城人，也同时被这样的一段历史塑造。那
一段历史，赋予了丰城人以勤劳、智慧、开放的永恒品
格。那隆起的一座座窑址，是丰城人制瓷辉煌历史的注
脚，也是丰城人勤劳、智慧、开放基因的贮藏库和精神纪
念碑。

跟随着青瓷的脚步，掌握了高超的瓷器烧造水平的丰
城人到了景德镇。他们把复杂的工艺带到了景德镇。宋代
的景德镇，以青瓷的生产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产瓷区，毫
无 疑 问 ， 是 善 于 青 瓷 制 造 的 丰 城 人 发 挥 了 巨 大 的 作
用——擎起景德镇瓷业大厦的五府十八帮中，丰城帮是非
常有力量的一支队伍。

在景德镇制瓷历史上，我们可以搜索到无数丰城名家
的身影：王步 （1898 年—1968 年），中国陶瓷美术大师，
丰城人，在青花渲染方面有独创，被誉为“青花大王”；
其父王秀青，系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优秀青花画手。杨海
生 （1922年—1970年），丰城人，中国陶瓷美术大师，其
陶瓷捏雕技艺在景德镇首屈一指。曾龙升 （1900年—1964
年），丰城人，中国陶瓷美术大师，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雕塑名家，其开创的“陶瓷曾”，与天津“泥人
张”、佛山“陶塑刘”并称为中国雕塑巨星；其子曾山
东，6岁时不慎落水得病，用药不当，致终生聋哑，却瓷
雕艺术精进，据说有袖中捏人像的本事，其创作的《天女
散花》大型瓷雕，至今依然陈列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

我的朋友、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出生的孙立新，是在
景德镇画瓷的丰城人，景德镇陶瓷世家“孙公窑”第四代
传人。他每次跟我说起瓷艺传承，总是追溯到他的曾祖
父、清光绪年间为求生存少年即离开家乡到景德镇学习瓷
艺的孙洪元。我总是纠正他的说法。我说，你不仅是孙洪
元的后代，也是东汉以来在全中国占有显著地位的洪州窑
的嫡亲传人。

不事瓷业的丰城人在其他的领域同样干出了卓越的成
绩——他们是洪州窑的后裔，是深谙冶炼之术、与火焰热
舞过的陶瓷工人的子孙，是有着勤劳、智慧、开放基因的
后来人。毫无疑问，他们干啥子都能干出名堂的。

丰城的朋友给我列出了他们在新时代的成绩单：近些
年来，丰城市经济发展长期列于江西全省县域经济最前
列。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综合实力多次名列全国“县
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其循环经济园区获评
全国再生资源优秀园区和国家级绿色园区。

我知道循环经济园区意味着什么。在我很小时候，丰
城人给我的印象是摇着拨浪鼓走村串寨的货郎。他们总是
一副不紧不慢步伐坚实的样子。我们经常用破旧的塑胶鞋
底、塑料纸、鸡毛、破铜烂铁等换他们的麦芽糖。而我们
的母亲们，用家里的旧物换他们货担上的针线纽扣。想不
到，小小的货担，在丰城人的手上，发展成了全国著名的
循环经济园区。

我们当然有理由敬重丰城土地上那些已经废弃的洪州
窑。窑边那些带着美丽花纹的瓷器碎片，何尝不是可以给
当代生活提供源源不断能源的精神芯片！

食枣记
□ 朝 颜

食枣记
□ 朝 颜

一

一辞清笺，请柬春花
雪花就此别过，在岗桑的北坡
一只布谷的叫声，储满春天的
全部生动，接着
诗意沦陷大地，枝头高处的梦想
幻化为忙碌的蜜蜂和花影
大地空旷的绿，衔接天空的蓝
那些祥云深处的薄羽，披星戴月
落定在一首唐诗的意象之上
灯火摇曳，十万只蝴蝶
正风尘仆仆，它们踩着诗经的韵脚
在寥廓的中国歌颂春山的广大
花的艳，光的暖
柔和大地葳蕤的万物和生灵
七十年来，在春潮澎湃的年华，唯有
中国，像花一样璀璨大美

二

那朵春花为中国保持美的高度
流水穿过光阴
一根休竹从一则小令伸出
勾住岁月的颤栗和疼痛
而你怀抱心事，像影子抛进生活
一朵抒情的蕾，做出绽放的梦想
沦落在午后宁静的窗台
在往事的细节处，檀烟如丝，灵魂游走
这加深了我对春天的理解——
这些年我们在一个屋檐下迎接光明
花的璀璨和希望，葳蕤泱泱
就像有深情的爱
就有带笑的泪水

三

请允许我把春花当作中国的信使
在晨光打开窗子的时候
想给你写封信
写到想给春天一张桃花做的大床
允许做梦，允许布谷迟到
允许料峭的风走漏春讯
而写到的灿烂，梨花带雨，瞬间大地花海
在广阔的天地里
我知道有些比喻不宜渲染
我把春天当作一个动词
风搬动浮云，阳光在草尖舞蹈
我听到不觉晓的鸟鸣
春天如昨，春秋歌乐

四

暖芒从从骨朵溢散
并不比一条河流曲折
作为春天的骄傲姿态
它拥有矜持的小脾气
春天，我没有语言了
所有的话都被迎春花说了
所有的日子都殷勤镀亮
艳争花，你一出生就彩霞满天
如一滴露，在岁月纯粹
我用华彩描绘新时代的春天
用阳光擦洗事物表面的漉尘
蓝蓝的天空无边无际
梦想大小不一，像晶莹的岛屿
春天啊，日月缤纷装扮大地

五

作为春天的优雅使者
花总是彬彬有礼
她避开掌声和拥抱，优雅地融入平凡
风飏，云弋，光影朴素
这些自然的事物，不加修饰
在种满星星的地方，花总会开口歌唱
倘若三月提前赶到，羞羞答答
调皮的花朵和春天一起游戏，如果
再有桃花春曲的渲染
人间万物蓬勃兴起
中国，所有的春天都比不了你的美

中国，
所有的春天
都比不了你的美
□ 王法艇

枣确乎是金贵的，于南方而言。
小时候，也见过村庄里长有几棵枣树。它们似乎是营

养不良或水土不服，一副永远长不高长不壮的模样，加上
一身的刺，连摸一摸都不行，并不讨人喜欢。春天里，它
们弱弱地开起了小黄花，只是星星点点，不艳丽，也不旺
盛，总给人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

但我还是盼着它们能结出果实来。上世纪 80 年代，
能够入嘴的零食实在是太稀缺了。

后来我才知道，枣树也分种类，需要优选培育。而我
们身边的，全是自由生长不经意蓄起来的野枣树，也怪不
得它们生性吝啬，只结小米枣儿。那枣啊，真就是米粒儿
大小，绿莹莹地瞧着你，吊着你的胃口。即便这样，我还
是吃不上它们。还没成熟呢，一帮野孩子早就偷偷地你一
竿我一竿打光了，哪轮得着娇气惧刺的姑娘家家。

听说圩上是有枣卖的，但庄户人家一分钱恨不能掰成
两分花，不是生活必须的东西哪舍得买。想吃枣，只能等
村里有闺女出嫁或后生娶亲。每次听说谁家要结亲了，小
孩子们总是翘首以待，露出一副馋嘴相。

乡间的喜事多在冬月举办。新娘子哭哭啼啼地走在前

面，后面保管有个端簸箕的青壮年男子，簸箕上装满了红
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意着早生贵子。莲子不能生
吃，花生和桂圆南方种得多，并不算太稀罕。我们最稀罕
的是那红彤彤、滴溜溜圆的大红枣。那种迫不及待要到嘴
的甘甜，简直能让你百爪挠心。

但我们不敢造次，得等仪式举行完毕。我们团团地围
在新娘子周边，有尿意也不愿意离开，生怕错过了吃枣的
机会。最后，必有一个多子多福的年长妇女，将簸箕里的
食物撒向猴急的孩子们。我们必先抢枣，然后才是花生和
桂圆，只消一会儿工夫，便抢得一干二净。主家只笑吟吟
地看着我们，尤其喜爱那些活蹦乱跳的男孩子。

第一次吃到炖枣，是家里为哥哥办 11 岁生日宴的那
天。一大盆的红枣莲子银耳汤端上桌，泛着诱人的光泽。
尤其是红红的枣子，经过炖煮，色泽变成紫红，皱皱的枣
皮舒展开来，那么圆润，那么可爱，像一个个小胖娃娃。
也许汤里是加了糖的，我舀了一颗枣，和着汤一同入口。
天哪，我尚不知人间还有如此美味，柔软的，甜蜜的感觉
滑过舌尖。彼时只是想，等我长大了，能赚钱了，一定要
买好多好多的枣。

及至自己结婚，从前的繁文缛节悉数被省略。没有迎
亲，也没有哭嫁，更没有端着簸箕的后生跟在身后。但母
亲还是悉心为我备好了嫁妆，被、箱、镜、盆、桶，一应
俱全。当我打开一只装有鞋袜和红绳的小箱子时，赫然看

见，箱子底部铺了厚厚的一层“枣生桂子”。遥想儿时抢
枣的情景，不禁泪目。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肆意地放纵自己的口舌之欲
了呢？参加工作，领了工资时吗？似乎并不能，200多元
一个月，还需适当孝敬父母，日常开销便已局促。我没有
记账的习惯，只觉得生活的变化像春天的新苗，在潜滋暗
长中不知不觉就枝繁叶茂了。有意思的是，2016年我在北
京学习，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互赠家乡土特产，海南的芒
果、青海的牛肉干、新疆的馕……而来自山西的同学李心
丽带来的，正是我儿时盼而不得的美味——香甜兼具的大
枣夹核桃。

这些年，我吃过的枣已经不计其数了。鲜枣、干枣、
枣制品；红枣、灰枣、紫枣、黑枣；切片的枣、去核的
枣、免洗的枣；生吃、炖煮、泡茶……我喜欢用红枣、党
参、枸杞炖酒酿蛋，一个人在枣的微甜中闭目微醺，常感
良日如斯，夫复何求。

大多时候，我将枣放在电脑桌边当零嘴，写作时，随
手就能取一颗入口。现在，我可以随时用各种美味来犒劳
自己，不再担心囊中羞涩。而互联网发展速度之快，让多
少曾经天遥地远、奇货可居的金贵食物，几天之内就飞入
寻常百姓家。

我的女儿，亦承继了对枣的喜爱，时不时端着空盒子
跑来告诉我：“妈妈，该买枣了。”

丰城的窑
□ 江 子

春的气息渐浓。春天怎能不外出行
走？看窑去。《丰城的窑》溯古论今，带
我们走进江西丰城的洪州窑，探索一个
地方文明和精神的密码。春天就是这般
生机勃勃，充满无限可能。《中国，所有
的春天都比不了你的美》 用浪漫与诗

意，带我们领略“无边光景一时新”的
中国气象。日子越过越好，好似甘甜的
枣。《食枣记》记录的不只是舌尖美味，
还有中国人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编者按

◎食话◎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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